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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共产党的前身及其独特的建党历程
毛　相　麟

主要观点　古巴共产党是在 1959 年革命胜利后由古巴人民社会党、七·二六运

动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 3 个革命组织合并而成的。古巴共产党建党历程的独

特性可概括为“先掌权, 后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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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 年的古巴革命无论对古巴还是对

拉丁美洲来说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这是世

人所公认的。但是, 人们对这场革命的领导力

量 (包括其政治组织和所代表的阶级)的看法

却不尽相同。这在国际学术界中是一个有争

议的问题。古巴革命的领导者七·二六运动

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 它代表什么阶级; 古巴

革命前已经有了一个共产党 (人民社会党) ,

为什么革命后还要建立共产党; 人民社会党

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在古巴革命中同

七·二六运动是什么关系; 革命胜利后这 3

个组织为什么要合并和为什么能够合并成一

个新的共产党; 古巴共产党的建党过程有哪

些特点。这些都是古巴革命历史上的重要问

题。弄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

今天的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在的古巴共产党是 1959 年革命胜利

后古巴人民社会党、七·二六运动和三·一

三革命指导委员会 3 个革命组织合并而成

的。这一建党方式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独特的。

3 个组织的革命历史

在 3 个革命组织中, 人民社会党历史最

长, 它基本上代表工人阶级。20 世纪初古巴

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所发展, 以糖业工

人为主的工人数量不断增加, 工人运动逐渐

兴起。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 古巴一

批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者从 1922 年起

先后在哈瓦那和其他一些城市建立了共产主

义小组, 在工人和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1925

年 8 月 16～ 17 日, 这些小组召开第一次代表

大会, 成立了古巴第一个马列主义政党——

古巴共产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近 20 人,

代表全国约 100 名共产主义者。大会通过了

党章和争取农工权益的纲领, 提出了参加选

举斗争的主张, 制定了有关工会、农民和妇女

工作的策略, 并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等等。大

会选举包括卡·巴里尼奥、胡·安·梅利亚

在内的 9 人中央委员会, 何·米格尔·佩雷

斯任总书记。这次大会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

的有力支持。

古共从诞生时起就被宣布为非法。当时

正值马查多独裁统治初期, 古共成立两星期

后米格尔总书记和梅利亚等领导人就被迫流

亡国外, 但斗争并未停止。1928 年, 古共成立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加强了对学生和青年工

人的工作。1929 年 1 月 20 日, 梅利亚在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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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城被马查多雇佣的刺客杀害, 从而激起了

古巴民众强烈的抗议浪潮。在 1933 年反对马

查多独裁政权的革命斗争中, 古共始终站在

斗争的前列, 成为这次革命的一支重要政治

力量。马查多倒台后, 革命的果实被亲美的军

人所攫取。1934 年 4 月, 古共召开“二大”, 通

过了党纲, 制定了建立工农政府的策略, 提出

了废除普拉特修正案等要求。大会批准布·

罗加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会后加强了全

国的工人斗争。同年, 在古共的支持和指导

下, 关塔那摩山区的“18 号领地”约 5 000 农

户开展了保地斗争, 并取得胜利。30 年代后

期, 古共克服了宗派主义思想, 加强了同其他

左派组织的联系。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从军人

独裁向立宪民主转变。1938 年, 古共第一次

取得合法地位。1939 年, 党的重要干部拉·

培尼亚领导建立了古巴工人联合会, 进一步

开展工人斗争。同年, 古共同革命联盟党联合

参加立宪大会的选举, 接着两党合并, 取名为

共产主义革命联盟党, 胡·马里内略任主席,

罗加任总书记。该党提出了参加大选的纲领,

并决定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联盟党推举的总统

候选人富·巴蒂斯塔。巴蒂斯塔在大选中获

胜, 自 1940 年起开始了为期 4 年的立宪政府

执政时期。这时共产党人由于客观形势的改

善和自身政策的得力, 其影响和威信大为增

强, 对推动古巴政治民主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 共产党人同巴蒂斯塔建立了统一

战线。巴蒂斯塔政府任命了当时西半球的第

一个共产党员部长。在 1939～ 1952 年期间,

共产党均有代表被选入国会。①1944 年, 共

产主义革命联盟党改名为人民社会党。1946

年政治形势发生变化, 改良主义的格劳政府

开始走向反动, 人社党不断受到迫害。 1952

年巴蒂斯塔通过政变上台后, 公开实行独裁

统治。1953 年, 人社党再次被宣布为非法。

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斗争中, 人

社党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冲突, 不同意

搞武装斗争。当时人社党认为, 七·二六运动

是爱国主义运动, 但他们攻打蒙卡达兵营是

冒险行动。当七·二六运动的成员于 1956 年

12 月武装登陆后, 该党虽重申不同意搞武装

斗争, 但又同时号召对起义战士进行声援, 并

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

1957 年下半年, 人社党逐渐接受武装斗争的

主张。同年 12 月, 人社党决定支持武装斗争,

并输送其党员加入游击队。与此同时, 该党在

拉斯维利亚斯省的雅瓜哈伊地区组织了一支

游击队。在推翻独裁政权的最后日子和革命

胜利初期, 人社党都以积极的行动支持以卡

斯特罗为首的七·二六运动的革命斗争。

1960 年 8 月在该党“八大”上, 总书记罗加承

认党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犯有错误, 并重新评

估了七·二六运动。②

七·二六运动是个多阶级的革命组织,

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中

进步的和革命的力量。③早在 1952 年 3 月巴

蒂斯塔发动政变时, 菲·卡斯特罗就谴责政

变, 号召人民投入反独裁的战斗。他认为, 所

有合法的、和平的道路都已被堵塞, 惟一的希

望就在于进行暴力革命。他们的基本策略是

以武装起义为主, 其他斗争形式为辅。步骤是

攻占一个主要的军营, 发动整个地区的起义,

号召总罢工, 把斗争推向全国; 在未能推翻独

裁政权时便到山区农村开展游击战争, 继续

战斗直至胜利。④

1953 年年初, 卡斯特罗及其战友着手准

备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决定首先攻打圣地亚

①　How ard I. B lustein, et al. , A rea H and book f or

Cuba, U. S. Governm ent P rin ting O ffice, W ash ington, D.

C. , 1971, p. 240.

②　《古巴人民社会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

件》, 第 20～ 22 页、第 31～ 38 页、第 119 页, 北京, 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61。

③　参见《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 , 第 231～ 23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④　参见阿塞·坎东·纳瓦罗:《古巴历史》, 第 198～

199 页,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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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市的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 作为策应, 也同

时攻打巴亚莫市的德塞斯佩德斯军营。起义

日期定为古巴的狂欢节 7 月 26 日。这天清

晨, 起义者共 159 人按计划在圣地亚哥和巴

亚莫同时发起进攻。在攻打蒙卡达兵营的

131 名战士中, 卡斯特罗亲自率领主力发起

正面袭击, 其他人分别占领兵营附近的两个

主要建筑——市民医院和司法大厦。但是, 在

主力按计划拔掉敌人的岗哨后, 遭遇了巡逻

队, 袭击未能成功, 在军营外展开了阵地战;

特别是载有一半起义者的车队因迷路而未能

及时赶到战斗地点。在显然无望取胜的情况

下, 卡斯特罗下令撤退, 起义失败。

大多数起义者被捕或被杀害, 卡斯特罗

也被捕入狱。1953 年 10 月 16 日, 卡斯特罗

在敌人的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他的长篇辩

护词不仅揭露了新老殖民主义和巴蒂斯塔独

裁统治的种种罪行, 而且还提出了在古巴进

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卡斯特罗在狱

中深入研读了马列著作, 并秘密地把法庭上

的辩护词写下来, 这便是著名的纲领性革命

文献《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5 年 5 月 15

日, 卡斯特罗及其战友在大赦中获释。6 月 12

日, 他们成立了以 1953 年起义日命名的革命

组织七·二六运动, ⑤选出了以卡斯特罗为

首的领导成员, 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领导机

构。 7 月 7 日, 卡斯特罗等人被迫流亡墨西

哥。8 月 8 日, 在墨西哥发表了卡斯特罗亲自

起草的《七·二六运动致古巴人民的第一号

宣言》, 号召人民以武装起义推翻独裁政府。

卡斯特罗于 1956 年 11 月 25 日率领 81

名战友⑥乘游艇“格拉玛”号从墨西哥的图斯

潘港出发返回古巴。他们于 12 月 2 日在奥连

特省南岸科罗拉多斯滩登陆, 同政府军展开

了激战。起义者经过几昼夜的英勇奋战后向

马埃斯特腊山区转移。随后, 卡斯特罗宣布成

立起义军, 从此开始了游击战争。

革命者在山区得到贫苦农民的支持, 他

们开始在那里扎根。1957 年 1 月, 卡斯特罗

组织了对拉普拉塔河兵营的袭击并取得胜

利。2 月, 七·二六运动召开了登陆后的第一

次会议, 决定组织平原战斗小组来支持游击

队的斗争, 并从游击根据地发出了第一份告

古巴人民书。5 月, 起义军对埃尔乌维罗兵营

发起攻击, 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次战斗的

胜利使游击队声威大震, 表明起义军“已经成

长起来了”。⑦此后, 游击队不断壮大, 并建立

起稳定的根据地。7 月, 国内资产阶级反对派

的代表人物劳·奇瓦斯和费·帕索斯上马埃

斯特腊山同卡斯特罗会谈, 共同发表了《马埃

斯特腊山宣言》, 宣布反独裁的革命爱国阵线

的成立。

1958 年年初, 在阿瓜松林的第二次战役

后, 起义军完全解放了马埃斯特腊山区西部。

于是, 卡斯特罗部署以马埃斯特腊山区作为

第一战线, 由他亲自领导 (埃·切·格瓦拉是

这一战线的第四纵队司令) ; 在克里斯托山区

开辟奥连特省第二战线, 由其弟劳·卡斯特

罗领导; 另以一部分兵力向圣地亚哥城郊挺

进, 建立第三战线, 由胡·阿尔梅达领导, 游

击斗争开始向古巴东部地区扩展。同年 3 月,

古巴 42 个群众团体的数千名代表发表联合

宣言, 要求巴蒂斯塔下台。4 月, 七·二六运

动等联合组织了一次总罢工, 但由于各派政

治力量协调不够和没有充分发动工人而失

败。5 月, 巴蒂斯塔乘机对游击队发动大规模

进攻, 但被彻底击溃。7 月, 七·二六运动同

大多数反对党派在委内瑞拉首都举行会议,

签署了《加拉加斯协定》, 建立“革命民主人民

阵线”, 推举卡斯特罗为起义军总司令, 从而

实现了反独裁各派力量的联合。起义军在粉

⑤　成立日期有不同的说法, 此日期是根据阿·坎·

纳瓦罗的前引书, 第 212 页。

⑥ 　 Ju lio L e R iverend, B reve H istoria d e Cuba,

Edito rial de C iencias Sociales, 1981, p. 116.

⑦　E rnesto Che Guevara, R em in iscences of the Cuban

R evolu tionary W ar, M onth ly Review P ress and Geo rge

E llen & U nw in L td. , L ondon, 1968,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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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了夏季攻势后军事形势大为改观。8 月, 卡

斯特罗下令向西部进军。卡·西恩富戈斯和

格瓦拉分别率领各自的纵队离开山区, 前往

古巴中部的拉斯维亚斯省作战。与此同时, 根

据地的建设也在有序地进行。10 月, 卡斯特

罗颁布了名为“第三号法令”的第一个土地改

革法, 把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⑧12 月,

起义军攻克中部重镇圣克拉拉, 并继续向西

挺进, 直指首都哈瓦那。1959 年 1 月 1 日凌

晨, 巴蒂斯塔仓皇逃往国外。起义军在全国总

罢工和首都武装起义的配合下进入哈瓦那,

推翻了独裁政权, 宣告古巴革命的胜利。

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基本上代表广

大学生, 同时也在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中吸

收力量。⑨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原名为

革命指导委员会, 其前身是大学生联合会。

1922 年 12 月, 哈瓦那大学的学生创建了大

学生联合会。以大学生联合会为代表的学生

运动是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斗争的三支最

具激进思想的政治力量之一。在该组织的基

础上于 1955 年最后的几个月成立了革命指

导委员会。1956 年 2 月 24 日, 大学生联合会

主席兼革命指导委员会总书记何·安·埃切

维利亚发表演说, 公开宣告革命指导委员会

的成立, 发表了该组织的《致古巴人民书》, 提

出其政治纲领, 内容包括武装起义、彻底改造

古巴社会和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 等等。

然而, 革指委的斗争策略同七·二六运

动是有区别的。革指委以城市、特别是以哈瓦

那的斗争为主, 采取袭击个人的办法, 认为从

肉体上消灭独裁者具有决定意义。七·二六

运动则认为, 决定性因素在于在全国群众斗

争的支持下到山区开展武装斗争。但两个组

织没有把重点放在分歧上, 而是求同存异, 以

各自的方式打击独裁政权。

为了实现上述策略, 革指委的战士 40 余

人于 1957 年 3 月 13 日攻打了总统府, 目的

是刺杀巴蒂斯塔。那天, 虽然袭击者已经到了

总统府的第三层楼, 但巴蒂斯塔已闻风而逃。

在攻打总统府的同时, 埃切维利亚率领一个

小组攻入广播电台, 宣读革命宣言。当他们完

成任务返回驻地时, 同反动警察遭遇, 在交火

中埃切维利亚中弹牺牲了。为了纪念这一事

件, 革命指导委员会改名为三·一三革命指

导委员会。

从 1957 年 11 月初起, 三·一三革指委

转变了策略, 开始建立游击阵线, 后来同七·

二六运动的起义军汇合。

合并经过和原因

革命胜利后, 上述 3 组织在巩固政权、重

建国家的共同斗争中经过密切合作和充分酝

酿, 决定考虑合并问题。为了顺利进行组织的

合并, 需要首先求得思想上的统一。培训干

部, 提高其马列主义水平便成为当务之急。于

是在卡斯特罗和罗加的共同倡议下于 1960

年 12 月成立了具有党校性质的“革命指导学

校”, 以培训 3 组织的干部。当时全国共设立

了 12 所这样的学校, 由人社党的领导人之一

利·索托负责。教材有罗加所著的《古巴社会

主义基础》等, 在首都的学校由人社党的另一

位领导成员卡·拉·罗德里格斯等人授

课。βκ1961 年 6 月, 人社党作出了自行解散并

于七·二六运动和三·一三革指委共建新党

的决定。后两个组织也随即作出了类似的决

议。接着, 3 组织合并成“古巴革命统一组

织”。此前, 七·二六运动和人社党的青年组

织已先行合并了。3 组织的具体合并工作是

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进行的。待各省市的统

一组织建立后, 于 1962 年 3 月 9 日成立了中

央机构——全国指导委员会。委员共有 25

⑧　Carlo s Rafael Rodriguez, Cuatro anos d e ref orm a

ag raria, Cuba socialista, no. 21 (M ayo 1963).

⑨　同③, 第 232 页。

βκ　H ugh T hom as, T he Cuban R evolu tion, H arper &

Row Publishers, N ew Yo rk, pp. 535～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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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其中来自原七·二六运动的 13 人, 原人

社党 10 人, 原革指委 2 人, 卡斯特罗担任第

一书记。βλ同年 5 月, 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改名

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在 1965 年 9 月

底至 10 月初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决定将党改

名为古巴共产党, 并决定建立中央委员会, 卡

斯特罗继续担任第一书记。两大组织各自的

机关报合并后取名为《格拉玛报》。至此, 一个

新的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在古巴诞生了。

关于革命胜利后 3 组织要求合并和能够

合并成为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

阶级政党的原因, 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 新一代共产党人的出现。自 1953

年以来, 领导古巴革命的主要组织是七·二

六运动及其前身。在该运动中, 以菲·卡斯特

罗、劳·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卡·西恩富

戈斯等为代表的领导人早在学生时代和其后

的革命实践中便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社会主义

思想。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

优良传统, 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学说, 并把它

运用到古巴的具体条件中去。在夺取政权的

斗争中, 他们坚决拒绝中右势力的同路人反

对人社党参加统一战线的要求, 维护了老共

产党人的革命权益。这时, 正如卡斯特罗所

说:“马列主义学说虽然尚未成为我国开始走

上革命武装斗争道路的所有人的普遍思想,

但已是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βµ然而, 由于

策略的原因, 他们在取得政权以前没有公开

提出搞社会主义, 也没有强调自己的政治信

仰。不急于公开提出革命的长远目标是七·

二六运动主要领导人一贯的策略思想。早在

1958 年, 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上就对来

访的人社党代表罗德里格斯表示, 该党“把革

命的目的规定得过于明确, 从而使敌人有所

提防”βν。1975 年, 卡斯特罗在回顾革命前的

历史时说, 那时在古巴的社会里“充满偏见和

警察以及帝国主义”, 古巴第一个共产党的革

命战士遭受了“可怕的隔绝和排挤”。因此,

七·二六运动的革命者只能宣布“提上日程

的革命运动和人民对此已有足够准备的目

标。如果在起义斗争时期提出搞社会主义, 人

民还不会理解, 帝国主义就会对我国直接进

行军事干涉”βο。他先前在另一场合形象地

说,“当然, 要是在那时, 即在我们登上图尔

基诺峰βπ时, 我们的人数屈指可数, 要是我们

在那里开始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那

么我们未必能从图尔基诺峰上走下来。”βθ

革命胜利后, 以他们为首的革命政权领

导古巴人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民主革命

的任务。与此同时, 他们自己也在斗争中不断

革命化和进一步成熟。正如卡斯特罗所说, 作

为革命的领导力量,“通过革命本身, 我们自

己日益革命化。通过革命本身, 我们已愈来愈

革命化”βρ。这样, 在反帝反独裁斗争中出现

了以人社党为代表的老共产党人和以七·二

六运动领导层为代表的新共产党人同时并存

的局面。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新老共产

党人的联合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第二, 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巴蒂斯塔独

裁统治垮台后, 成立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

的临时政府, 包括反对旧政权的主要阶层和

政党的代表人物。以七·二六运动为首的革

命力量本来希望通过这一新的政权逐步实现

βλ 　 Jo rge I. Dom inguez, Cuba: O rd er and R evolu tion,

H arvard U niversity P ress, Cam bridge, 1978, p. 210.

βµ 　 F idel Castro, Inf orm e d el Com ite Cen tra l d el

P artid o Com unista d e Cuba a l P rim er Cong reso,

D epartam ento de O rien tacion del Com ite Central del PCC,

L a H abana, 1975, p. 26.

βν 　C. R. Rodriguez, L a R evolucion Cubana y el

p eriod o d e T ransicion, quo ted in H. T hom as, T he Cuban

R evolu tion, p. 270.

βο　同βµ, pp. 26, 28.

βπ　古巴岛的最高峰, 位于马埃斯特腊山脉。

βθ　《卡斯特罗言论集 (1961～ 1963)》, 转引自阿·

弗·舒利戈夫斯基编:《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拉丁美洲》(上、

下册) ,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89, 未出版的中译稿第 3 章第

一节, 孙士明、蔡同昌等译, 1992。

βρ　同③, 第 239 页。

·43·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但事与愿违, 临时政府

成立后, 这些身居要职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人士根本不愿意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对

任何改革措施都加以阻挠, 这便使七·二六

运动等革命组织和广大工农群众不得不同他

们进行斗争。政府总理卡多纳和总统乌鲁蒂

亚在最初的半年多时间内先后离职。随着社

会改革的深入, 坚持革命和反对革命的斗争

日益激烈。在很短时间内, 在各行各业、各个

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中都迅速出现了明显的

分化, 营垒鲜明。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彻底完

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并向社会主义方向转

变。反对革命的势力眼看革命潮流难以阻挡,

便纷纷诉诸武力, 以各种非法形式、包括组织

暴乱来同革命政权相对抗, 其反抗程度和规

模在古巴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引人注目的是

七·二六运动等革命组织内部也发生了深刻

的分化。曾经参加过反巴蒂斯塔游击战争的

七·二六运动和革指委的极少数人, 强烈反

对革命政权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沦为革命的敌

人。因此, 1959 年至 1960 年国内革命和反革

命的激烈斗争要求坚持革命的 3 个组织联合

起来, 以打退反革命势力的猖狂进攻。

第三, 为抗击美国侵略。革命胜利后古巴

临时政府对美国的政策是保持正常友好关

系。1959 年 4 月卡斯特罗还亲自率团访美,

表示了古巴革命政权的诚意。然而, 美国出于

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心态, 对在自己长期

控制下的古巴爆发的革命, 从它取得胜利之

日起就感到不快。1959 年 1 月, 美国敞开接

纳古巴反革命分子到美国“避难”, 让他们在

美国继续进行反古活动。同时, 美国对古巴镇

压反革命横加指责, 并唆使多米尼加反对古

巴。美国不断派遣特务同古巴反革命分子相

勾结, 进行破坏生产、暗杀领导人、阴谋策划

暴乱等颠覆活动; 从美国起飞的军用飞机到

古巴进行轰炸。1959 年 4 月, 美国副总统尼

克松在会见卡斯特罗后立即向其同僚建议,

应马上把古巴流亡分子组织起来, 推翻卡斯

特罗政权。βσ同年 5 月, 美国在古巴以南的天

鹅岛建立反古电台。1960 年 3 月, 美国在哈

瓦那港阴谋策划了货轮“库布雷”号的爆炸事

件。美国操纵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施加压力;

而美国自己则使用封锁禁运等经济手段, 扼

杀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与此同时, 美国加紧

秘密准备雇佣军的直接入侵活动。古巴革命

处于空前的危险之中。这样严峻的外部形势

要求古巴的革命力量高度统一, 以对付随时

可能来犯的敌人。1961 年 4 月 7～ 19 日果然

发生了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战役。

在美国加紧扼杀古巴革命时, 苏联等社

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在

1959 年至 1961 年上半年, 古巴存在着分布

于 3 个革命组织的新老共产党人, 将这些革

命力量集中在统一的共产党内, 形成一个单

一的共产主义政党, 将有助于更好地争取社

会主义国家的支援, 而这种支援对古巴有效

地抗击美国侵略是必不可少的。卡斯特罗后

来说:“如果没有苏联人民慷慨坚决的援助,

我国就不可能在反帝斗争中生存下来。”βτ

第四, 3 组织的共同要求和愿望。革命

前, 虽然 3 个组织都有大体相同的革命目标,

但是由于它们的革命策略各不相同, 因而不

可能结合在一起。革命胜利后形势不同了, 出

现了合并的有利条件。在 1959～ 1960 年国内

外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下, 古巴革命在急剧

地从民族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3 组

织的共识是, 既然大家都是共产党人, 为什么

还要“订出两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呢”χκ?

显然, 统一后能够优势互补, 消除摩擦, 更好

地安排和调动干部, 以满足革命形势迅速发

展的需要。在统一工作中, 3 组织、特别是人

社党和七·二六运动的相互尊重是具有决定

意义的。人社党不仅在其“八大”上充分肯定

βσ　 Ib id. , p. 430.

βτ　同βµ, p. 47.

χκ　同③, 第 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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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卡斯特罗的历史功绩, 而且积极支持他把

革命向前推进。在 3 组织合并前, 人社党总书

记布·罗加明确表示, 将来统一党总书记的

人选不可能有比卡斯特罗更好的人了。χλ同

样, 以卡斯特罗为首的七·二六运动的领导

层则认真继承了老共产党的革命传统, 把早

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作为他们的“老师、启蒙者

和斗争中的榜样”, 正如卡斯特罗后来所说:

“这是我国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χµ 1960 年

前后, 在革命政权中已经有大量的人社党干

部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卡斯特罗在古共“一

大”上的中心报告中对其他两组织的历史贡

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这 (古巴革命的胜

利)不仅仅是七·二六运动的功绩。把我国工

人阶级最优秀分子组织在一起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党, 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许多党的优秀儿

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三·一三革命指导委

员会的战士们多次采取了像 1957 年 3 月 13

日攻打总统府那样的英勇行动, 并积极参加

了起义斗争。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后来就是从

这些组织中产生出来的。”

几点结论

第一, 古巴共产党建党历程的独特性可

概括为“先掌权, 后建党”。这种方式有别于传

统方式, 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罕见的, 堪称独树

一帜的“古巴模式”。产生这一模式的主要原

因在于: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由于

种种原因在革命形势出现时未能走在斗争的

最前列, 而组织以外的新一代共产党人成长

起来, 担任了斗争的主角, 领导了夺取政权的

任务。在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新老

共产党人从组织上联合起来, 共创新的共

产党。

第二, 面对古巴革命的这一特点, 国际上

具有不同色彩的学者纷纷提出“偶然论”“例

外论”“中间阶级领导论”“农民革命论”等各

种各样的论点, 企图从各自立场出发来进行

解释, 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普遍

意义, 这显然不符合实际, 因而是错误的。χν

他们共同的理论缺陷是没有看到新一代共产

党人的出现, 因而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我们

认为, 古巴模式的出现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意义, 反而丰富了它, 这一模式正

是古巴新老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同古巴实际

相结合的产物。

第三, 古巴 3 个革命组织的合并, 是古巴

革命处于从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转

变的关键时刻古巴新老共产党人作出的正确

的战略决策, 对古巴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以

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产生了重大影

响, 并由此派生出古巴政治生活中的其他特

点。例如, 虽然古巴同中国、越南和朝鲜等都

同属社会主义国家, 但惟独古巴没有民主党

派, 没有政治协商性质的机构。这一现象的产

生是由古巴革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第四, 以卡斯特罗为代表的新共产党人

在民主革命阶段和取得政权初期有意识地不

提出社会主义目标是一个成功而英明的决

策。这是古巴革命的又一特点, 也是卡斯特罗

革命谋略的亮点之一。如前所述, 他曾多次讲

到这一问题, 那就是不急于提出过分激进的

纲领将有利于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和政治力

量, 同时又可麻痹敌人。革命胜利初期, 美国

的决策者们在内部曾长时间地争论古巴领导

人是不是共产党人, 对是否立即搞掉古巴新

政权举棋不定, χο 从而使古巴革命赢得了宝

贵的时间, 巩固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胜利地

渡过了最危险的时期, 按预定的目标继续

前进。

(责任编辑　蔡同昌)

χλ　同βκ, p. 595.

χµ　同βµ, p. 20.

χν　详见βθ , 中译稿第 3 章。

χο 　 See T heodo re D raper, Castroism : T heory and

P ractice, F rederick A P raeger Publishers, N ew Yo rk,

l965, pp. 223～ 253; 同βκ, pp. 413～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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