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讲 三个世界性社会主义政党

本讲的主要内容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

二、第一国际

三、第二国际



The Communist League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



1.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的背景

◎ 19世纪4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及其特点

◎ 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状况

2.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的组织基础

◎ 人民同盟（1832年）

◎ 流亡者同盟

◎ 正义者同盟（1936年）

口号：“人人皆兄弟”



3. 马克思、恩格斯对正义者同盟的改造

◎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 1846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参加正义者同盟活动

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

（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
（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实

现这一点；
（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革命以外，不承认有

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4.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

◎ 1947年6月在伦敦召开改组大会

◎ 马克思因经济困难没有出席

◎ 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 口号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5.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 19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

◎ 马克思、恩格斯都出席

◎ 沙佩尔当选为主席，恩格斯为秘书

◎ 通过马克思起草的《章程》
（Draft Rules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 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纲领



6. 《共产党宣言》的诞生

◎ 《共产主义原理》（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

◎ 《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

《共产主义原理》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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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活动

◎ 1848年欧洲革命

◎ 1848年3月在巴黎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任主席，沙佩尔任秘书，恩格斯、鲍威尔、沃尔弗任委员

◎ 3月下旬，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 3月底4月初，400多名盟员分头回德国

☆ 马克思在科隆办《新莱茵报》（1848.6.12～1849.5.19)

☆ 恩格斯到了爱北菲特和莱茵省其他地区

◎ 1849年8月马克思到了伦敦

◎ 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

◎ 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

◎ 1852年11月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解散



8. 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的总结

◎ 马克思恩格斯的总结

☆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 《德国农民战争》

◎ 理论观点

☆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与“不断革命”
☆ 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 无产阶级专政
☆ 工农联盟
☆ 民族解放运动



March 31 1846: Weitling letter
May 5 1846: Letter: Marx asks Proudhon to join, Marx
June 1847: Rules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First Draft
June 1847: Circular to Members, First Congress of Communist League
June 1847: Communist Confession of Faith, Engels
September 1847: Report by Central Authority, to the Communist League
November 1847: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Engels
December 1847: Rules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January 1848: Letter from Engels to Marx, 14th January 
February 1848: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 Engels
March 1850: Address to the Communist League, Marx & Engels
June 1850: Address to the Communist League, Marx & Engels
October 1885: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Engels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First International 

二、第一国际



1.  第一国际成立的背景

◎ 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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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的壮大

◎ 工人运动的特点

☆ 独立地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斗争

☆ 意识到加强国际联合的重要性

☆ 受多种派别影响，理论水平不高

◎ 宪章派的作用

◎ 1862年法国工人代表团到伦敦



2.   第一国际的成立

◎ 1864年9月28日,伦敦

◎ 声援波兰人民起义

◎ 建立第一国际

◎ 领导机构

◎ 主席奥哲尔，总书记克里默

◎ 马克思当选为委员



《临时章程》

3.  《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 起草过程

◎ 特点

◎ 主要内容

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

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
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临时章程》



恩格斯的会员证

会员登记表



总委员会的文件 马克思的就职演说



4.  第一国际的前期活动

◎ 发展壮大组织，在各国建立支部

◎ 支持欧美各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

◎ 支援波兰人民和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 内部的斗争

☆ 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

☆ 马克思主义与工联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与第一国际



5.   巴黎公社

◎
发
生
背
景

☆ 第二帝国的矛盾

☆ 普法战争

☆ 国防政府

拿破仑二世和威廉一世的血浴



◎ 1871年3月18日革命



◎

巴
黎
公
社
的
建
立

☆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 废除警察、法院

● 取消常备军

● 废除议会制

☆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

● 建立国民自卫军

● 议行合一

● 十个委员会

● 两项措施



公社委员召开会议



◎ 巴黎公社的失败

☆ 军事上的失败

☆ 缺少支持

☆ 力量对比悬殊

☆ 条件不成熟



巴
黎
公
社
受
围
攻
示
意
图



五月流血周





◎ 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总结

☆ 《法兰西内战》

☆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6.  第一国际的后期活动

◎ 营救和帮助巴黎公社社员

◎ 反对巴枯宁主义

◎ 1871年伦敦会议

◎ 海牙大会

◎ 1876年费城会议

马克思写《论权威》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ocial-Democracy)

三、第二国际



1.
第
二
国
际
的
成
立

◎ 成立的背景

☆ 西欧工人运动再度复兴

☆ 工人运动的特点

☆ 社会民主党的普遍建立

● 德国社会民主党
● 丹麦社会党
● 美国劳动人民党
● 法国社会党
● 英国社会主义者同盟
● 俄国劳动解放社
●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 第二国际成立大会

☆ 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国际联系的尝试

☆ 法国社会党的“盖德派”和“可能派”

☆ 恩格斯的努力

☆ 1889年7月14日的巴黎

拉法格 盖德
1889年期的恩格斯



2.  第二国际组织特点

◎ 没有正式名称，不设常务的中央领导机构，没有纲领
和章程

◎ 1900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局负责通讯和联络，并非领
导机构

◎ 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各国党只起指导作用

◎ 1907年制定的组织章程没有改其松散联合的特点

◎ 第二国际组织特点形成的原因



3.  第二国际的主要活动

战争问题

反战宣言

哥本哈根

巴塞尔

1910·8
1912·11

反对军国主义、对待战争的态度、殖民地问题斯图加特1907·8
日俄战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阿姆斯特丹1904·8
米勒兰事件，军国主义与殖民政策，成立国际局巴黎1900·9
开除无政府主义者，民族自决权问题，土地问题伦敦1896·7
反对无政府主义，战争问题，政治策略问题苏黎士1893·8
讨论对军国主义的态度布鲁塞尔1891·8
通过劳工立法、工人阶级政治经济斗争的决议巴黎1889·7

◎ 历次大会



◎ 活动领域

☆ 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经济斗争：8小工作制，劳工保护，女工与童工

政治斗争：议会选举
无产阶级妇女运动
反对军国主义
反对战争危险

☆ 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五一国际劳动节宣传画



1877~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得议席数
量图示(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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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国际破产问题

◎ 战争的阴霾

☆ 不同军事集团的形成
☆ 摩洛哥危机

◎ 第二国际的反战决议

☆ 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
☆ 1910年哥本哈根大会
☆ 1912年巴塞尔大会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决不能以民族自由的利益来为
日益迫近的战争辨护；从工人
方面来说，在这次战争中互相
射击就是犯罪；战争将导致无
产阶级革命。

——《巴塞尔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