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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的今天，曾经担任我们学会副会长多年的姜琦教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界的老前辈，在与
病魔搏斗数月后与世长辞。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文集，是姜琦教授在终生为之奋斗的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几十年的学术结晶。
　　姜琦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国际共运史领域的
两个敏感问题上，率先冲破禁区，打破极左思想的禁锢，为这个学科领域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带了
一个头。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南斯拉夫问题，一个是托洛茨基问题。
　　自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闹翻以后，直到1978年，由于受苏联的影响，我国学界一直对南斯拉夫在
苏南冲突中的立场及其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革和试验持否定态度。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虽有短暂的几年我们对南斯拉夫态度稍微好一点，但也只是一般地承认它是社会主
义国家，而对其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做法和铁托与斯大林的那场冲突，我党的公开立场依然是模糊的。
现在我们知道，在苏南冲突爆发之际，毛泽东同志和我党的其他领导人对这件事的看法与其公开表态
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
他们相当钦佩南共维护独立的勇气，毛泽东更是对铁托“拿英美的钱，办自己的事”极为欣赏。
只是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出于维护我党和新生的共和国的利益的考虑，本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的一贯策略，才公开表态站在苏联一边。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我党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对南斯拉夫的内外政策采取严厉的否定
态度。
在中苏论战中，我党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虽然这篇文章的矛头所指是赫鲁晓夫，但是文章对南斯拉夫的改革试验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无疑反映
了毛泽东当时的真实想法。
在这十年间，我们党和政府对南斯拉夫所参与倡导的不结盟运动也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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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青春的美丽消无声息的褪去，作者他的忧愁依然在回忆中努力，保持阳光灿烂的飞翔领地，面
对一片废墟努力学会忘记，骨缝之中依然流淌着震颤的雪意，把日子悬挂的既紧张又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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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琦（1931—2008），知名国际政治学家，教授，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共
运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科规划评
议组成员、教育部“两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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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共产党情报局和苏南关系从苏南冲突看战后国际共运中的几个问题关于联共党史中对托洛茨基批判的
探讨把国际共运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到十月革命以后时期来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托洛茨基“不
断革命论”评析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几点看法老子党要不得“布拉格之春”和苏联侵捷南
斯拉夫与不结盟运动二战中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苏东关系的演变揭开历史帷幕的一角——赫
鲁晓夫秘密报告出笼前后值得注意的两德统一问题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考察苏联的瓦解及其
发展前景东欧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教训当前国际形势中几个热点问题苏联东欧剧变与邓小平理论的
历史地位俄罗斯近期的政治经济形势现实与传统理论——关于议会道路的思考关于东欧研究的几个问
题论党际关系东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研究勇敢的尝试伟大的实践深化社会主义研究大有可为在国际较
量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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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共产党情报局和苏南关系　　一、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　　共产党情报局于1947年9月由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及南斯拉夫九个国家的共产党组成
。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明确规定，这是一个共产党之间经常开会交流经验的一般情报机构，必要时，在
互助协议的基础上配合各党的活动。
还规定，这个机构作出的决议不能束缚任何对决议持有异议的政党。
参加情报局各党的中央委员会各派两人组成情报局。
情报局出版一份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以后移至布加勒斯特。
　　为什么在1947年9月要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机构呢?这是和当时战后国际斗争形势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遭到溃败，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大国被严重削弱，
而美国却依仗它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
美国前总统胡佛宣称：“目前，我们，只有我们，掌握着原子弹，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全世
界。
”然而，膨胀了的美国经济，面临着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日趋缩小的严重威胁。
　　1947年3月，美国抛出了杜鲁门主义。
大致内容是，鉴于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控制已经力不从心，不得不退出这块地盘，杜鲁门就乘机宣
布“我们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去填补真空，说：“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都在期待我们的支持，以维
护他们的自由。
”胡说什么“倘若我们在领导方面举棋不定，我们就会使全世界的和平受到危害——我们也必定使我
国的繁荣受到危害”，“由于事态的急速发展，伟大的责任已经降临我们头上”。
杜鲁门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
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
”他还说：“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问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美国的这一政策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
　　继杜鲁门主义出笼之后，1947年6月，美国又抛出了“马歇尔计划”。
情况是这样的。
正当美国政府为它的过剩生产能力寻找出路的时候，战争结束以来原已凋敝不堪的西欧，在1946年底
又突然遇上了百年罕见的严寒。
燃料和粮食奇缺，人民饥寒交迫，就连自称为大英帝国的英国也宣布：“不列颠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
”美国乘西欧之危，以“复兴欧洲”为名，行控制西欧之实的“马歇尔计划”抛售了出来。
它的主要内容是马歇尔在1947年6月5日下午在哈佛大学的一篇演说。
马歇尔虽然并“不是一个惊人的演说家，他的演说是干巴巴毫无色彩的”。
但通过他的演说，道出了美国当时的国策。
马歇尔提出的美国的方针是：“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这是合乎逻辑的
，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及有保障的和平。
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反对饥饿、贫穷、冒险和混乱。
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任何行之有效的任何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
会条件能够出现。
⋯⋯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
此外，任何为了政治或其他目的而企图延长人类痛苦的政府、政党或集团，都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
。
”　　美国的这种经过乔装打扮的扩张政策～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笼，引起了世界各国各
阶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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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主义”一出笼，东欧一些国家的反共势力就蠢蠢欲动，阴谋复辟。
这种情况在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都曾发生，最为突出的是匈牙利。
当时匈牙利小农党头目、共和国总理费伦茨?纳吉就派人与美国政府联系，请求将“杜鲁门主义”应用
于匈牙利。
妄图排斥共产党，推翻共和国，恢复法西斯制度，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西欧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政府也仗着“杜鲁门主义”的撑腰，相继把共产党从联合
政府中撵了出去。
　　“马歇尔计划”的欺骗性和诱惑力更大。
“马歇尔计划”抛出后，西欧国家，如英国工党政府、法国社会党政府和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政府欣
喜若狂，立即串连求援；值得注意的是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或多或少有过参加的表示。
如当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说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马上表示要对美国的提议予以详细研究。
6月24日，捷政府决定设立一个关于马歇尔计划问题的小组。
7月初，捷政府命令捷驻法大使以观察员身　　份参加定于7月12日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国家讨论马歇尔
计划的会议。
在此之前，捷政府曾专就捷是否参加一事，派代表去见苏联驻布拉格代办，征求意见，据这位代办说
，“俄国未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官方看法”。
波兰外长也转告波兰驻法大使说，波兰打算参加巴黎会议。
7月9日，由哥德瓦尔特率领的捷政府代表团准备启程前往莫斯科，临上飞机前，哥德瓦尔特得悉波兰
、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政府已撤销了参加巴黎会议的打算，哥德瓦尔特预料大事不妙，心神忐忑。
果然不出所料，当天晚上斯大林在接见捷政府代表团时指出：“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捷
政府参加“马歇尔计划”，这是对苏联的敌对行为。
斯大林坚持捷政府必须撤销这一决议。
哥德瓦尔特回旅馆后，立即电告布拉格，赶快撤销出席巴黎会议的决定。
但捷外长马萨里克私下却发牢骚说：“这是新的慕尼黑。
”因为这位马萨里克是坚决主张参加“马歇尔计划”的，他在动身去莫斯科前曾说“捷克非常渴望参
加马歇尔计划，并准备这样做，除非遭到苏联的禁止”。
　　为了反击“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为了使东欧诸国进一步团结在苏联周围，不使他们
一有风吹草动就东张西望，苏联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经济上，苏联立即与东欧各国广泛地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进一步巩固了苏联与东欧的经济
联系，把“以前流向西欧或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大宗贸易转向了东欧”。
西方把这些贸易协定统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
　　在军事上，加强常规部队和加紧研制原子弹。
　　在政治上，除加强东欧各国政权建设，建立共产党一党制并派出大批苏联专家外，1947年9月正式
成立“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
　　二、苏南矛盾的激化　　情报局成立以后，在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苏南发生了矛盾，而且
矛盾日趋激烈，直至公开破裂。
其实，苏南之间的矛盾，还在大战年代就露端倪，只不过没有发展到公开化而已。
　　1941年4月法西斯强盗进犯南斯拉夫，原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不战而逃，流亡英国。
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于1941年6月开始了反法西斯斗争。
当时物资奇缺，处境极其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铁托向共产国际求援，认为苏联送来的任何东西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是有着重大意义
的。
苏联自己的处境也很艰苦，开始答应派飞机向南斯拉夫游击区空投物资。
南斯拉夫派皮雅杰前往预定地点守候。
　　可是等了三十七个昼夜，援助物资终未到来。
苏联当时的回答是“技术上有困难”，空运物资，有遭到法西斯袭击的危险；何况靠飞机运载，数量
有限，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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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战后，南斯拉夫从王国流亡政府的档案中发现，苏联在强调援助南共游击队“技术上有困难
”的同时，却建议给米海伊洛维奇（南流亡政府军总司令兼国防部长，反法西斯战争中与德寇勾结，
同南共游击队闹摩擦）以军事援助。
这些事当然会使南共感到不愉快。
所以，南在给苏的一份电报中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们援助，至少也请不要故意与我们为
难。
”另外，苏联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用带有一个红星的军旗以及把自己的突击队称作无产阶级团队进行过
批评。
莫斯科在1942年3月5日曾经有过这样一份电报给铁托，电报称：“那些站在英国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
（指王国流亡政府）方面的人们怀疑游击队的行动具有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企图把南斯拉夫苏维埃化，
这是有理由的。
比如，为什么你们有必要去特别组织一支‘无产阶级’的部队呢?”　　大战期间，苏联和西方国家都
承认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
1942年9月，苏联为了加强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还决定把在流亡政府的公使馆升为大使馆，对
此，铁托提出过强烈抗议。
1942年秋，铁托原打算建立南斯拉夫临时政府，后由于共产国际提出：“不要忘记一个反法西斯战争
还在进行，建立新的政府机关是个错误。
”铁托听了劝告，就此作罢。
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南共于l943年11月29日，在亚伊策召开了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第二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人民委员会被确定为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的执行机构，执行临时内阁的职务。
莫斯科对此是不同意的，曾写信指出，不要把这个委员会看作是一种政府，不要使它反对在伦敦的南
斯拉夫政府，不要在目前情况下提出废除君主政体的问题。
对南斯拉夫临时政府的建立，英美也是感到吃惊的。
但英美考虑到南斯拉夫的力量对比，预计到战后必定是铁托当政，加上他们当时以为南共这一举动是
得到斯大林同意的，因此并没有发表尖锐的评论。
英美的这种态度又转过来影响了苏联，苏联以为南共此举已经取得英美的谅解，因此，苏联外交部发
表声明，肯定南共此举动的积极意义。
尽管如此，大国仍然承认流亡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南共曾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争取承认南共的临时政府，可是没有取得结果。
有意思的是，为了继续争取承认，南斯拉夫驻苏联代表弗拉霍维奇给苏联的《战争和工人阶级》杂志
写了一篇文章，要求承认人民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
该杂志接受了这篇文章，但提出文章由南斯拉夫人署名不方便，于是请苏联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杰
尔扎文署名。
但文章一发表，立即遭到了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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