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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的历史特点与意义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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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巴革命领导力量的演化与革命道路的选择   

   1959 年古巴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古巴和拉美人民的革命热情, 然而,摆在人们面前的更大挑战

是———如何巩固和发展古巴革命的成果?由于古巴革命尚处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革命领导力量和革

命道路问题在革命成功前尚未获得各派革命力量的完全认同,革命就已取得了“执掌政权”的阶段性成

功,因此,古巴革命成功后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革命的历史遗留问题) 就是古巴革命的领导权以及革命

领导力量的代表性问题。 

 革命胜利前后, 古巴革命政权的主要领导力量包括:领导“七·二六”运动的革命青年组织、以革

命前的古巴共产党为前身的人民社会党和以青年学生为核心力量的“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三

者中历史最长的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人民社会党。该党的前身是1925 年成立的古巴第一个马列主义

政党———古巴共产党。尽管古共曾长期处于非法地位,但该党始终坚持工农斗争,反对马查多独裁统

治,并积极同其他左派组织寻求重组合并,故而先后更名为共产主义革命联盟党和人民社会党。卡斯特

罗领导的“七·二六”爱国青年组织是一支因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而聚合在一起的革命力量,主要代

表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中进步力量的利益。从1952年开展革命活动起,该组织始终坚

持以武装起义和农村游击战为基本的斗争策略,先后组创了“革命爱国阵线”、“革命民主人民阵线”

等联合革命组织,并在根据地建设的配合下,最终取得了1959年革命的胜利。“三·一三”革命指导委

员会前身———哈瓦那大学学生联合会成立于1922 年,该委员会是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斗争中最为

激进的政治力量之一,该会主要代表学生的呼声, 同时兼蓄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力量。该会主张武

装起义、彻底改造古巴社会和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等。尽管三股革命力量在革命过程中均以各自的方

式打击了独裁政权,但由于斗争策略的差别,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爱国青年组织最终成为1959 

年古巴革命的直接领导力量。其中,人民社会党由于在革命前曾一度通过合法斗争取得过参政地位,因

此,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冲突;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

则主张以哈瓦那等城市为斗争重点,以刺杀独裁者个人的方式夺取革命。针对上述两种斗争方式“, 七

·二六”运动革命团体认为,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充分动员群众,坚持彻底的武装起义和山区游击

战。实践证明,议会合法斗争和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策略给革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惨重的教训,人民

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最终意识到武装起义和游击战的重要性,并积极配合“七·二

六”爱国青年组织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革命胜利后,由于反革命势力的反扑、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革命组织内部的分化等不利因素,革命

政权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彻底推进新阶段革命任务的迫切问题。由于在革命时期结下的

互助传统和面临的共同挑战,三股革命力量通过统一思想、重建组织,先后建立了全国指导委员会、古

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等过渡组织和机构,并最终于1965 年正式建立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古巴共

产党。 

 古巴革命领导力量的演化与古巴革命道路的选择密切相关,对革命后的古巴社会主义建设也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古巴革命的阶段性、过渡性和长期性等特点也进一步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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