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讲 世界社会主义的分野

本讲的主要内容

一、新的历史条件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四、布尔什维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五、两大工人组织的对立与合作



一、新的历史条件

1.   第二次科技革命

2.  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后果



1.   第二次科技革命

◎ 时间: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 具体内容

☆ 电磁学理论的产生与电能的应用
☆ 通讯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 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
☆ 冶金技术和化工技术的发展
☆ 交通运输业的新发展
☆ 航空和军事工业的新发展

◎ 人类社会由“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



1895年的奔驰汽车

1908年试飞的莱特式飞机

电报的宣传画



2.  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后果

◎ 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

垄
断
组
织
的
出
现

1870年成立的美孚石油公司





◎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

◎ 阶级矛盾的缓和

◎ 工人队伍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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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年至1918年德国工业部门每天和每周劳动时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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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1.   议会斗争的成就

2.  改良主义和修改主义的产生

3.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争论

4.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5.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1.   议会斗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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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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良主义和修改主义的产生

◎ 福尔马尔

☆ 身世与经历

☆ 1991年两次慕尼黑演说

☆ 恩格斯的“三项举措”

☆ 土地问题上的争论



◎ 伯恩施坦

☆ 身世与经历

☆ 1891年《新时代》上的一组文章

☆ 1898年《前提与任务》一书

☆ 修正主义理论观点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a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Der Neue ZeitEvolutionary Socialism 

Cromwell and Communism 

What Marx Really Taught 



3.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争论

Clara Zetkin
1857~1933 

Rosa Luxemburg
1871-1919

Karl Kautsky
1854 -1938

“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伯恩施坦



4.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 1898年斯图加特大会

☆ 马克思主义多数派：倍倍尔、蔡特金、卢森堡
卡·李卜克内西、考茨基

☆ 修正主义少数派： 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大
卫、沃特曼、海涅



◎ 战争期间

☆ 1914年12月，李卜克内西投反对票

☆ 1915年4月，“国际派”出现

☆ 1916年1月，“斯巴达克派”出现

☆ 1916年3月，18名中派议员投反对票

☆ 1916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会议

☆ 1917年4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

☆ 1918年，斯巴达克联盟

☆ 1918年1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

会，斯巴达克联盟退出，成立德国共产党



5.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 米勒兰入阁

☆ 1899年米勒兰应邀出任共和国内阁的工商部长
☆ 法国社会党内出现了入阁派和反对派
☆ 1902年法国党分裂

Paul Lafargue 
1841-1911 

Jules Guesde
1845-1922



◎ 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大会

☆ 专门议题

☆ 盖德的决议案和考茨基的决议案

☆ “橡皮决议”

◎ 第二国际实际上分成了三派

☆ 修正主义者

☆ 马克思主义者

☆ 中派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各国社会民主党左派

☆ 第一次齐美瓦尔德会议

☆ 第二次齐美瓦尔德会议



Zimmerwald Left

Founded on Lenin's initiative 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ference held in 
Zimmerwald in September 1915. It consisted of delegates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S.D.L.P., the Left Social-Democrats of Sweden, Norway,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the Polish Social-Democratic opposition and the 

Social-Democrats of the Latvian area. 

Led by Lenin, the Zimmerwald Left group waged a struggle against the 
Centrist majority of the Conference and moved resolutions condemning the
First World War, exposing the betrayal by the social-chauvinists, and urging
the necessity of active struggle against the war. These draft resolutions were
rejected by the Centrist majority. 



四、布尔什维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2.   布尔什维主义

1.   各国共产党的诞生

3.   民主社会主义



1.    各国共产党的诞生

◎ 由社会民主党改名而来

◎ 由社会民主党分裂而来

◎ 由分散的左派社会民主党联合而成



2.   布尔什维主义

◎ 俄国政治发展的特点

◎ 早期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列宁的早期革命活动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1898年）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1903年）

◎ 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内容



3.   民主社会主义

◎ 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

◎ 基本内容

☆ 对时代的认识

☆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 建党原则



五、两大工人组织的对立与合作

1.   三个国际的诞生

2.   三个国际联合的尝试

3.   两大工人国际的对峙

4.   两大工人国际的再度合作



1.    三个国际的诞生

◎ 伯尔尼，第二国际的恢复，1919年2月

◎ 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建立，1919年3月

◎ 维也纳，第二半国际的出现，1921年2月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 – 1943 



2.   三个国际联合的尝试

◎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进攻策略
☆ 背景：欧洲革命，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

☆ 世界革命（一大、二大）

◎ 进攻策略受挫
☆ 欧洲革命相继失败
☆ 喀琅斯塔德水兵叛乱
☆ 苏俄红军兵败华沙城下

◎ 暂时的退却
☆ 列宁认识的变化
☆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 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三大、四大）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irst Congress (March 2-6, 1919)

Agenda:

1) constitution 

2) reports 

3) policy stat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Conference 

4) bourgeois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5) the Berne Conference and attitude toward socialist trends

6)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Entente's policy 

7) Manifesto 

8) White terror

9) elections to the bureau and other questions organization.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Petrograd, July 19 – August 7 1920 

To all Communist Parties and groups, to all red
trades unions, to all Communist women’s organisations,
to all Communist youth leagues, to all workers’
organisations standing on the basis of communism, 
to all honest toilers!



◎ 三个国际的柏林联席会议

☆ 共产国际的《十二月提纲》

☆ 会议的缘起

☆ 联席会议的召开（1922年4月2~5日）

☆ 最终破裂的原因



3.   两大工人国际的对峙

◎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出现（1923年5月）

◎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1923年6月）

◎ 德国十月行动和保加利亚九月起义的失败

◎ 共产国际的极“左”错误政策（五大、六大）

☆ 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

☆ 将社会民主党当作主要敌人
☆ 布尔什维克化运动

◎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反共立场



◎ 兄弟阋墙的苦果

德国1925年2月第一轮总统选举

姓名 所属党派 政治色彩 获得选票（张）

奥托·布劳恩 社会民主党 工人政党右冀 7802497

恩斯特·台尔曼 共产党 工人政治左冀 1871815

威廉·马克斯 中央党 资产阶级民主派 3887734 

卡尔·雅雷斯 人民党 资产阶级右冀 10416658 



德国1925年4月第二轮总统选举

姓名 所属党派 政治色彩 获得选票（张）

恩斯特·台尔曼 共产党 工人政治左冀 1931151    

威廉·马克斯 中央党 资产阶级民主派 13751605 

冯·兴登堡 资右冀 君主主义分子 14655641 



1928~1932年纳粹党在国会中获得议席增长情况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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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两大工人国际的再度合作

◎ 希特勒上台

◎ 两个国际的接近

◎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

◎ 人民阵线运动( Popular Front  Or People’s Front)

◎ 苏联的影响

☆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 苏德战争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