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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东东    柏柏柏柏    林林林林    会会会会    议议议议 

     

本章提要本章提要本章提要本章提要   欧洲二十九个共产党会议经过长期酝酿、讨论与争吵，终

于在1976年6月在东柏林召开了。克里姆林宫作了某些让步：同意从共同宣

言中删去对中国和毛主义的谴责，并放弃了苏共领导作用的提法。 

在这次会议上，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占上风。会议反映了斯大林主义面

临着总的危机：苏联对执政的共产党逐渐失去控制；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

家劳动人民逐渐失去控制；执政的共产党对群众逐渐失去控制；苏联官僚

集团对苏联社会逐渐失去控制，以及西欧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危机。 

曼德尔认为，苏联官僚集团现在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它担心欧共与

资产阶级一体化会走得太远，担心欧共反官僚集团的情绪会影响到莫斯科

对东欧以及对苏联自己党内和群众失去控制。但是，它又不敢对欧共采取

革出教门的做法（象当年对待南斯拉夫和中国一样），担心这样做会产生

更大的离心作用。 

不应当对欧洲共产主义和多中心论在东柏林会议上取得的成果作出片面

的估价。贝林格等人在东柏林会议上用民主的“宣言”换取了极高的威

信，使他们能够操纵并从而能够背叛西方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

完全放弃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这是他们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采取完

全依附态度的必然结果。西欧共产党领导人思想上的退却，对广大党员起

了消极作用，削弱了他们的革命斗志。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过去对苏联官

僚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只是小心翼翼地提出抗议，如今西班牙共产党某些领

导人居然提出托洛茨基是伟大的革命者，这在曼德尔看来是一种进步。 

最后，曼德尔号召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向着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

阶级统治、实现工人委员会的民主权利，建立欧洲和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前

进。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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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二十九个共产党会议终于在东柏林召开了。某些国家共产党的报

刊，首先是《真理报》，欢呼这次集会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曾把他个

人的声誉全部押在这次会议上。事实上，在共同宣言的一些关键性的段落上，一些共产党的

领导——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南斯拉夫、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罗马尼

亚——与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分歧非常之大，以致在很长时间内这次会议好象完全没有召开的

可能。 

即使是这次会议终于开成了，这也主要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实际上在他的对手所坚持的

所有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克里姆林宫的最大让步，大概要算从共同宣言中删去对中国共产

党和对毛主义的谴责，以及放弃“苏共领导作用”的提法。即使有了这些让步，也不能阻止

那些最坚决的鼓吹多中心论的人——首先是意大利的贝林格和西班牙的卡里略，但也包括铁

托——公然宣布这种会议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将来决不应再起草共同文件，实现社会主义

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只能由每个国家的党自己来解决。 

一些一些一些一些错误错误错误错误的解的解的解的解释释释释和一和一和一和一个个个个正正正正确确确确的解的解的解的解释释释释 

在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这次会议应占居什么位置呢？在对它的各种解释中，有许

多是不值一驳的。有一种解释——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分子（基辛格——范范尼之流）以及

某些所谓极左派教条主义分子都持这种观点——轻率的声称，这次会议只不过是在玩弄一种

文字游戏，旨在欺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他们还声称，实际上勃列日涅夫、贝林格、铁托和

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 

假如情况果真这样，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些几乎使这次会议难产的冗长的讨

论，以及无数次冲突和争吵，更不用说理解下面这些事件了：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比拉

克们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的尖酸刻薄的辱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对

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公开抨击；莫斯科拼凑一个以利斯特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来反对卡里

略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的企图；以及苏共致所有“兄弟”党的那封信，其中谴责说，“对资

产阶级反共产主义的捏造，我们的（法国）共产党同志们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 

第二种论点与第一种截然不同，但是同样荒谬。这种观点宣称，欧洲共产主义意味着法

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或瑞典等国共产党与莫斯科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终结。根据一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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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大同小异的观点，甚至出现了“西方工人运动重新联合”的迹象。在法国，有些人宣

称，如果法国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在都尔（法国中西部一城市——译者注）的历

史性决裂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且，在东柏林会议开会期间齐奥塞斯库也用类似的口吻提出

了这个问题。 

与这些论点相反，对东柏林会议做出任何正确的解释，都必须从1948年以来一直发展着

的一种现象出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称这个现象为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在一系列的矛盾的

影响下——这些矛盾又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又是被一个由互相联系着的分隔部分组成的体系

联系起来的——这个危机一直在向前发展，时而加快速度，时而放慢步伐、踌躇不前。斯大

林主义的危机，可以说是由以下五种危机组成的： 

（一）苏联对那些执政共产党控制的危机，首先是对那些领导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社

会主义革命，——即使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因官僚主义而成了畸形——未依靠苏联官僚集

团，自己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共产党）的控制的危机。 

（二）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劳苦大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控制的危机。这些群众显

示出日益高昂的斗志、反资本主义的觉悟，并对官僚集团的操纵明显地表示怀疑；这些群众

现在极易受到一支先锋队的虽然是有限的，然而是不断扩大的影响，这支先锋队的影响和作

用现在比以往三十年中任何时候都大，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入地在工人阶级之中扎下了

根。 

（三）东欧和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群众控制的危机，这些群众的政治斗志和积极性正在

苏醒。这种危机可以发展到真正的政治革命的边缘（1956年10－11月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

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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