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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古 　巴 　革 　命
———纪念古巴革命胜利 40 周年

毛相麟

人们通常所称的古巴革命 ,包括 1959 年古巴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转

变。这场革命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自己的特点 ,它不仅是战后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而且对战后整个世界形势特别是对拉美形

势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古巴革命产生和取得胜利及其转变的原因、特点和意

义 ,对于弄清古巴为何能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生存下来和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及

发展前景 ,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1959 年革命前的社会状况

古巴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国 ,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革命前的古巴社会有以下几

个特点 :

11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位。古巴早在 16 世纪初就已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数十年后 ,

欧洲移民开始在岛上建立封建大庄园制。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拉美大陆独立战争时期 ,

古巴的起义没有成功。1868～1878 年 ,古巴爆发了第一次独立战争 ,坚持 10 年后失败了。

第二次独立战争从 1895 年开始 ,到 1898 年接近胜利时美国插手 ,乘机占领了古巴。1901 年

美国强行把“普拉特修正案”①纳入古巴宪法。修正案规定 ,美国有权为了维护古巴的独立

而进行干涉。这样 ,古巴实际上就变成了美国的保护国。1902 年古巴获得名义上的独立。

1903 年 ,美国强行租借古巴海军基地两处 ,其中关塔那摩基地至今被美国占领。1906 年 ,美

国第二次占领古巴达 3 年之久。1912 年和 1917 年美国还对古巴进行两次军事干涉。虽然

1934 年取消了“普拉特修正案”,但是美国的殖民统治并未改变。在此后的二十几年间 ,美

国全面控制了古巴 ,而古巴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却屡遭美国的残酷镇压。正如古巴历史学

家德洛伊希森林所说 ,“古巴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 ,美国一向是古巴独立的敌人”。②

21 依附性经济畸形发展和停滞不前。在美国的长期统治下 ,美国资本大量涌入古巴 ,

从而加速了古巴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畸形发展。美国历来把古巴当成美国的蔗糖生产基

地。早在 20 年代 ,美国就垄断了古巴制糖业的 2/ 3 ,使古巴糖的年产量猛增至 500 万吨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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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 %。在城市兴起的工人阶级中制糖工人占很大比例。到二战前

夕 ,美国资本开始向其他行业扩展 ,但对制造业的投资却被控制在投资总额的 8 %以下 ,美
国以此限制古巴制造业的发展。在农村 ,使用雇佣劳动的甘蔗种植园经济发展迅速。在 50

年代 ,砍蔗工占一半的农业工人人数达到 5715 万多人。③蔗糖业成为古巴经济的主要支柱 ,

这样就形成了依附于美国的畸形的单一产品制经济结构。在美国资本的垄断下 ,古巴经济
长期停滞不前。从 20 年代初期起 ,古巴经济就没有什么发展 ;1947～1958 年的平均糖产量

仍停留在 20 年代中期的水平上 ;糖厂数甚至从 1926 年的 184 座下降到 1958 年的 161 座。
1958 年的实际人均收入同 1947 年的水平没有什么区别。古巴经济的停滞时间之长在拉美

国家中是十分突出的 (仅次于玻利维亚和海地等少数国家) 。④

31 卖国独裁政权的腐败和残酷统治。在美国对古巴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 ,逐渐

培养出一个为其利益服务的资本家 —官僚阶级。他们一方面竭力为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效
劳 ,另一方面对本国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 ,镇压反帝反独裁的民主力量。20 世纪 20 年代以

来 ,先后出现过马查多 (1925～1933)和巴蒂斯塔 (1940～1944、1952～1958)等亲美独裁政权

的统治。1925 年马查多上台后不久 ,共产党被取缔 ,工会被解散 ,学校多次被勒令停课 ,许
多革命分子遭到逮捕和杀害。1929 年 ,他还雇用刺客杀害了古共书记梅里亚。马查多政府

十分腐败 ,任用亲信 ,大量攫取国家财富据为私有或犒赏其支持者。巴蒂斯塔是继马查多之
后的又一个独裁者 ,他曾两度执政 ,1952 年第二次上台后立即撕下伪装 ,废除了他曾同意的

比较进步的 1940 年宪法 ,颁布反劳工法 ,宣布人民社会党 (即共产党)为非法 ,禁止罢工和集

会。推翻马查多之后人民长期争取到的有限的民主权利又完全被剥夺了。在他的暴政下 ,7

年中有两万多人惨遭杀害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41 民族民主斗争的传统。早在上世纪末 ,古巴就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革命家
何塞·马蒂 (1853～1895) ,他组织和领导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和反对美

国侵略的斗争。他的革命思想和大量的著作至今还鼓舞着古巴人民。古巴虽然是个岛国 ,

对外联系受到限制 ,但是由于地理位置重要 ,外界的新思想仍然比较容易传进去。20 年代 ,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影响下 ,古巴的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日益兴起。1923 年 ,梅

利亚领导的青年学生反帝活动和一些反帝组织的建立 ,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25

年 ,以巴里尼奥和梅利亚为首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成立了古巴共产党 ,同

年 ,还诞生了第一个古巴工会组织 ———古巴全国工人联合会。自 1925 年马查多上台实行亲
美独裁统治后 ,古巴共产党和工会就开始进行反独裁的斗争。30 年代初 ,这一斗争逐渐走

向高潮 ,爆发了古巴历史上著名的 1933 年革命 ,推翻了马查多的独裁统治。后来 ,古巴人民

继承了这一革命传统 ,同第二个独裁者巴蒂斯塔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在 50 年代出现了又一
个革命的高潮。

二、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

在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下 ,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小规模的武装起义。1953 年 7 月 26 日由卡

斯特罗领导的武装起义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 Fidel Cast ro Ruz) 1926 年 8 月 13 日生于奥连特省马里亚市比

兰村一个甘蔗种植园主兼木材商家庭。1945 年进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学习 ,大学期间积极参

加学生运动。1947 年和 1948 年曾离校先后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参加当
地的反美反独裁斗争。1950 年获哈瓦那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后在哈瓦那当律师 ,加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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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并以该党成员身份竞选国会议员。1952 年 ,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后取消了这次选举 ,卡斯

特罗发表公开信 ,谴责巴蒂斯塔的政变 ,号召人民起来进行斗争。他鉴于和平手段已行不
通 ,便决定采取武装斗争形式。

1953 年 1 月 28 日 ,卡斯特罗联络一批爱国青年组成秘密团体 ,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他
集合了 150 多人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 ,于 7 月 26 日对圣地亚哥市的蒙卡达兵营等处发起进

攻 ,计划在占领兵营、获得武器后建立和扩大革命据点。但是 ,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 ,起义

遭到失败。大多数人被杀害 ,卡斯特罗等人被捕。1953 年 10 月 6 日 ,卡斯特罗在敌人的法
庭上进行自我辩护 ,发表了后来名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著名的长篇辩护词。这份历史

性文献“十分精确地规定了整个革命阶段的纲领中的基本路线”。⑤卡斯特罗提出恢复 1940

年宪法 ,建立革命政府 ,实行工业化和外资国有化 ,进行土地和教育方面的改革 ;在对外关系

上 ,他主张民族独立和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团结一致。这些主张后来成为这一阶段的指导
思想。

经过反动当局的非法审讯 ,卡斯特罗被判处 15 年徒刑。1955 年 5 月 15 日 ,卡斯特罗在

大赦中获释。不久 ,与其弟劳尔·卡斯特罗等人流亡墨西哥。1956 年 3 月 19 日 ,卡斯特罗宣
布脱离人民党 ,成立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Movimiento de 26 de J ulio) 。⑥该组织既是政治

组织 ,也是军事组织。经过一年多的准备 ,卡斯特罗于 1956 年 11 月 25 日率领 81 名战友乘
游艇“格拉玛”号从墨西哥返回古巴。他们于 12 月 2 日在原奥连特省南岸科罗拉多斯海滩

登陆 ,同政府军展开激战 ,经过几昼夜的奋战后撤至马埃斯特腊山区。12 月下旬 ,他们在加

拉加斯山会合时仅剩 12 人了。卡斯特罗宣布成立起义军 ,从此开始游击战争。
从 1957 年初起 ,卡斯特罗等革命者在山区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对政府军驻地据点频频发

起攻击 ,并接连取得胜利 ,到 1958 年初 ,起义军已解放了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西部。于是 ,卡
斯特罗部署以山区为根据地 ,将游击战争扩展到古巴东部的整个地区。在起义军不断取得

胜利的同时 ,各地的反抗和暴动相继发生。1957 年 3 月 13 日 ,以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为首
的一批青年学生攻打总统府 ,失败后建立“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部分成员流亡国外。
1958 年 2 月 ,该组织领导的一支远征军返回古巴 ,转入原拉斯维利亚斯省山区打游击。

1958 年年中 ,原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冲突的人民社会党这时也表示支持卡斯特罗的武
装斗争路线 ,派出干部参加起义军 ,并在原拉斯维利亚斯省的亚瓜哈伊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全国反独裁斗争的发展要求反对力量之间的协调和一致。1958 年 7 月 ,“七·二六运
动”同大多数反对党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签署了《加拉加斯协定》,建立“革命民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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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 年夏季之后 ,起义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8 月 ,卡斯特罗下令向西部进军 ,调
遣两个纵队离开了马埃斯特腊山 ,前往古巴中部建立根据地。11 月 ,起义军占领了中部中

央公路上的城镇 ,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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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蒂斯塔逃往国外。起义军胜利进入哈瓦那 ,推翻了独裁政权 ,宣告古巴革命胜

利。

三、从革命政权的巩固到社会主义革命

巴蒂斯塔亲美独裁政府垮台后 ,以“七·二六运动”为主体的革命领导力量采取一系列措

施 ,及时有效地巩固了革命政权。
首先 ,摧毁旧的国家机器 ,建立革命政权。1959 年 1 月 3 日临时政府成立后 ,立即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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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旧议会和特别法庭 ,清除政府和其他机构中的巴蒂斯塔分子 ,取缔反动政党 ;废除一切

反动法令 ,没收反动分子的财产 ;改组旧军队 ,建立革命武装部队。与此同时 ,逐步建立新的

革命秩序 ,扩大社会民主。同年 2 月 7 日 ,临时政府颁布了以 1940 年宪法为基础的《1959 年

根本法》,起宪法的作用。

在政府组成上 ,体现了统一战线原则 ,开始参加反独裁统治的各派政治力量几乎都参加

了临时政府。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乌鲁蒂亚和卡多纳分别出任总统和总理 ;卡斯特罗任

武装部队总司令。然而 ,随着革命的深入 ,资产阶级自由派反对改革的立场日益不能适应革

命发展的需要。在人民的要求下 ,卡斯特罗于 1959 年 2 月 16 日接受了总理职务。在此后

一段时间中 ,新政府曾进行多次改组 ,使政权内的革命力量逐渐占有绝对优势。到 7 月以多

尔蒂科斯代替马鲁蒂亚担任总统时 ,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便基本上完成了。

在革命向前推进的同时 ,支持革命的阵线也日益明晰。一部分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和中

产阶级上层以及农村中的大庄园主纷纷起来反对这场革命。⑦他们在大城市中的一些厂矿

企业进行破坏活动 ,而在农村则组织反政府的武装。革命政府对这些活动进行了及时有效

的打击 ,并从组织上保证了革命的秩序。1959 年 10 月 ,政府将“起义军”改名为“革命武装

力量”,成立“革命武装力量部”,以加强军队的力量。1960 年 9 月 ,群众组织保卫革命委员

会成立。该组织在全国、省、区和街道均设有机构 ,其任务是配合政府维持社会治安。

其次 ,实行民主改革 ,改造旧生产关系 ,建立新经济制度。这一任务包括以下内容 :

11 土地改革。1959 年 5 月 17 日 ,革命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土改法规定废除大庄

园制度和禁止外国人占有古巴土地。土改法限定每个自然人或法人占有的土地最多不超过

30 卡瓦耶里亚 (简称卡 ,1 卡 = 13143 公顷 ,30 卡合 40219 公顷) ,超过部分予以征收。这次

土改征收了大庄园主和美国人占有的土地 1612 万卡 (约合 217 万公顷) ,使 10 余万无地少

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但对征得的大部分庄园 ,政府没有分给农民 ,而是直接组成国营人民

农场和农牧业生产合作社 ,从而使 40 %的土地成为国有。⑧这次土改消灭了大庄园制和外国

资本土地占有制 ,完成了农村中的民主改革。

21 外国企业国有化。1959 年 10 月 ,政府颁布了石油法和矿业法 ,废除一切租让地 ,对

外资企业课以重税。从 1960 年 6 月到 9 月 ,政府先后接管了外国炼油厂、美国银行和部分

美国企业 ,并征用美国人在古巴的财产。1960 年 10 月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禁运后 ,古巴把

余下的美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至此 ,收归国有的美资企业共 400 多家 ,价值约 15 亿美元 ,

从而实现了外国企业的国有化。

31 改造城市经济。1960 年 1 月 28 日 ,政府颁布没收巴蒂斯塔分子全部财产的法令 ,将

价值共 4 亿比索的财产收归国有 ,9 月 ,政府接管了所有私营烟厂 ,10 月 ,将 382 家私营工商

企业和全部私营银行收归国有。本国和外国企业的国有化使古巴的国民经济完全控制在国

家手中 ,政府还同时颁布了《城市改革法》,规定每个居民只准拥有一所住宅 ,租房者以每月

的房租分期偿还房价 ,在 5 至 20 年内积累还足房价后便可成为所住房屋的主人 ,从而逐步

消除了城市中的房租剥削关系。

在古巴人民的反帝斗争和民主改革深入发展时 ,以卡斯特罗为领袖的革命领导力量选

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960 年 9 月 ,古巴全国人民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哈瓦那宣言》,谴责了

剥削制度和帝国主义侵略。10 月 ,卡斯特罗说 ,蒙卡达纲领⑨已经实现 ,革命已完成了第一

阶段。1961 年 4 月 16 日 ,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宣布 ,古巴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

标志着古巴革命的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 ,古巴革命的领导力量采取了以下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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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1961 年 4 月 17 日 ,1000 多名美国雇佣军从海上登陆 ,对

古巴进行武装侵略。古巴军民在卡斯特罗亲自指挥下经过 72 小时激战 ,全歼入侵者。这就
是著名的吉隆滩事件 ,又称“猪湾入侵”。1962 年 2 月 ,针对美国强迫美洲国家组织作出开

除古巴的无理决议 ,古巴全国人民大会通过了《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谴责美国对拉丁美洲的
奴役、掠夺和侵略。同年 10 月 16 日 ,美国宣布武装封锁古巴 ,要求苏联从古巴撤走“进攻性

武器”,并在海上拦截苏联船只 ,造成“加勒比海危机”⑩。接着 ,苏联表示已下令撤除上述武

器 ,并同意让联合国代表去古巴核实。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先后发表演说和声明 ,严辞拒绝
联合国视察古巴领土 ,从而维护了古巴的独立和主权。

21 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61 年 4 月以后 ,古巴继续得到苏联供应的石油 ,当
年供油量达到 350 万吨。1961 年 8 月 ,古苏达成了苏联向古巴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议。

与此同时 ,古巴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中国积极支持古巴的斗争 ,向其提供援助 ,包括军事援
助。1961 年 4 月 ,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时 ,周恩来总理致电卡斯特罗 ,支持古巴人民保卫祖

国的斗争。1962 年 10 月美国制造“加勒比海危机”时 ,中国政府两次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

侵略行径 ,北京等地举行了 500 万人的游行示威 ,声援古巴人民。1963 年 10 月古巴遭受风
灾时 ,中国赠送了价值 4654 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古巴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了关

系。
31 合并革命组织 ,开始建党进程。1961 年 6 月 ,人民社会党作出了自行解散并与“七·

二六运动”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共建新党的决定。后两个组织也随即作出同样的决

定。7 月 ,这三个组织合并成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2 年 3 月 ,该组织的全国领导机构正式
成立 ,卡斯特罗担任第一书记。5 月 ,古巴统一革命组织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
党”。至此 ,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核心便建立起来了。此外 ,还整顿或新建了各种群众组织。

41 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1963 年 10 月 ,政府颁布了第二次土地改革法 ,规定每个农户

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 5 卡 (合 67115 公顷) ,超过部分全部予以征收。这次土改共征收了 200

多万公顷土地 ,从而消灭了富农经济。土改后 ,国营部分占全部土地的 70 % ,小农 (包括少

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 30 % ,农村中形成了国营农场、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小农三种

土地占有形式。
51 普及初等教育 ,发展革命文化。政府将 1961 年定为“教育年”,开展扫盲运动 ,大力

兴办学校。1961 年 7 月 ,政府颁布《教育国有化法令》,对所有学校均实行免费教育。扫盲
运动后古巴的文盲率从 2316 %下降为 319 %。到 1961 年底 ,小学数量比革命前增加了

70 % ,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1961 年 8 月和 1962 年 12 月 ,先后召开了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代

表大会 ,强调文艺作品要为革命事业服务。
到 1963 年底 ,古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此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四、古巴人民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原因

古巴人民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正如其产生一样 ,也不是偶然的 ,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

原因。在 1960 年底古巴基本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后 ,革命的领导者面临革命中是否要继
续深入下去的抉择。当时的形势正如卡斯特罗所说 ,“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是继续

处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 ,还是进行一次反帝的、社会主义的革命。�λϖ当时的国内外条件是 :

11 美国对古巴革命的敌视态度。古巴革命胜利之初 ,美国保持了同古巴的正常关系。
美国于 1959 年 1 月 7 日承认古巴临时政府 ,同年 4 月 ,卡斯特罗应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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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财政部长赴美进行“私人”访问 ,同副总统尼克松举行了会谈 ,卡斯特罗表示愿同美国保持

“尽可能好的关系”。但自同年 6 月以后 ,由于古巴的土地改革触及了美国资本的利益 ,美国

开始对古巴进行威胁。1960 年 5 月 ,美国宣布停止对古巴的一切经济援助 ;7 月 ,美国取消

了古巴对美国的食糖出口份额 ;8 月 ,美国操纵美洲国家组织通过决议 ,干涉古巴内政 ; 10

月 ,美国对古巴实行禁运。1961 年 1 月 ,美国同古巴断交 ,随即宣布从古巴撤出美国侨民 ,

并禁止美国公民前往古巴。与此同时 ,美国不仅不断指使在美国的古巴反革命分子潜入古

巴进行破坏活动 ,而且还加紧组织雇佣军 ,准备公开入侵古巴。美国的这种强硬的威逼态

度 ,给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使长期依附于美国的古巴经济突然失去支撑 ,古

巴革命面临被扼杀的危险。

21 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和支援。从战后初期到 50 年代 ,国际共运出现了大发展的局

面 ,欧亚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下 ,亚、非、拉地区

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日益兴起 ,特别是在 50 年代后期 ,拉丁美洲政治气氛趋

于激化。古巴革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情支持。1959 年 1 月 10 日 ,原苏联
承认古巴政府 。1960 年 2 月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访问古巴 ,允诺向古巴提供 1 美

亿元的贷款 ,并在 5 年内每年购买古巴糖 100 万吨。同年 5 月 ,苏联和古巴恢复了在巴蒂斯

塔时期中断的外交关系 ,6 月 ,苏联表示要帮助古巴防范来自美国的入侵 ,7 月 ,苏联武器开

始运往古巴。中国于 1960 年 9 月同古巴建交 ,古巴成为中国第一个建交的拉美国家。同年

4 月和 11 月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罗加和国家银行行长格尼拉分别来华访问 ,均受到毛泽

东主席的接见。7 月 ,中国政府派外贸部副部长率团访古 ,同古巴签订了贸易协定。11 月 ,

中国同古巴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 ,中国开始向古巴提供经济援助。古巴革命胜利后 ,毛泽东

主席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高度赞扬古巴革命和古巴人民的斗争精神�λω ,并曾于 1961 年 1 月亲

自出席古巴驻华使馆的国庆招待会 ,对古巴人民的爱国主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λξ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也给予了支持。到 1960 年底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同古巴建立了外交、经济和

文化关系。这些国家的支援对古巴革命的生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λψ

31 人民社会党的转变。革命前 ,人社党是古巴国内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的政

党 ,纲领明确 ,组织严密 ,自 30 年代初以来便是古巴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该党曾积

极参与推翻马查多独裁统治的革命 ,在劳工运动中有相当影响。但是 ,该党长期不同意“七·

二六运动”的武装斗争的路线 ,因而在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斗争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用。1958 年初 ,该党改变了态度 ,支持起义军 ,同“七·二六运动”进行合作。革命胜利后 ,人

社党表示完全支持革命政府 ,接受卡斯特罗的领导。1960 年 8 月 ,人社党召开“八大”,重新

评价了“七·二六运动”,赞扬该运动和卡斯特罗的历史功绩 ,承认自己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犯

了错误。�λζ人社党还支持和促进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继续发展 ,以便向新的目标社会主义前

进。�λ{人社党的这种态度对“七·二六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该党的合并起了重要的作

用。

41 工人和农民的激进化。革命后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

活待遇 ,半年内职工的实际工资增加了约 15 % , �λ|失业者重新获得了工作。工会中的反动分

子被清除 ,政府保证了劳动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城市中的无产者享受到削减房租和其他

生活费用的优惠待遇。在农村 ,土地改革使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和贷款 ,结束了他们过去长

期欠债和非法占地的生活。政府的这些措施尤其使大多数处于底层的黑人和混血种人 (占

人口的 20 %以上)获益最大。在政治上 ,政府早在 1959 年 3 月就废除了歧视黑人的法律 ,从

此一切公共娱乐场所均对黑人开放。在这种形势下 ,城乡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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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拥护政府 ,要求把革命进行到底。与此同时 ,被推翻的反动分子和农村中的大庄园主竭

力反对政府的革命措施 ,他们在城市中制造破坏事件、煽动罢工、散布反革命言论 ,在农村中
组织反革命武装 ,直接对抗土地改革的进行。原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

和“温和派”也开始站在反对革命的一边。形势迫使革命领导者采取果断的措施 ,将革命推
向前进。

古巴人民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本身 ,即“七·二

六运动”。该组织最初是由一批激进的青年学生所组成。在古巴 ,学生具有干予政治的传
统 ,1933 年革命中学生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是新的一代 ,他们具

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感。“七·二六运动”反映了这些先进青年学
生的政治报负 ,而其创建者和领导人卡斯特罗则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 ,

卡斯特罗在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良好的革命教育。�λ}他不仅深受何塞·马蒂等革命家的民族
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影响 ,而且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学说思想的影响。他曾说

在他 20 岁 (1946 年)的时候 ,有点象是一个乌托邦社会主义者。�λ∼1948 年他从波哥大回国后 ,

曾参加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读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µυ他在攻打蒙卡达
兵营失败被捕入狱后 ,在狱中 (1953～1955 年) 又重新研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这对他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起了重要的作用。早在反独裁斗争中 ,他就尊重和团结共产党员 ,断然拒
绝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把人民社会党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的要求。�µϖ革命胜利后 ,他领导的

“七·二六运动”充分发挥人社党的积极作用 ,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为巩固革命政权而

努力。这一切就是以“七·二六运动”为主体的整个革命领导力量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观因
素。他们在 1960 年前后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的关键时刻 ,在上述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迅速作

出决断 :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五、古巴革命的特点及其国际意义

古巴革命由少数人开始 ,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了全国性胜利 ;夺取政权后又在不长的时
间内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随即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这一革命引起世人的瞩目 ,是

“本世纪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事件”。�µω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

11 革命的性质和领导力量。古巴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其领导力量是以
马列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先进分子 ,他们领导了反帝反独裁的斗争 ,代表广大阶层特别是

工农群众的利益 ,将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在革命进程中领导力量本身也在不断革命化 ,逐渐
显现其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在同一个领导力量的前题下 ,使这场革命过渡到第二个阶段 :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从形式上看 ,古巴革命是先有政权、后有党 (统一的马列主义政党) ,这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 ,即古巴模式。
21 革命的道路。在从 20 年代开始的几十年中 ,本国资产阶级对改良的多次尝试均告

失败。历史教育了革命者 ,必须拿起武器 ,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古巴革命的胜利再一次表
明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人阶级弱小 ,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不能成功。但是 ,农民问题尖锐 ,

开展农村游击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游击战在农民的支持下迅速发展 ,推动了全国的斗争 ,

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µξ。

31 革命的彻底性。1959 年的古巴革命是 1895 年独立运动和 1933 年反独裁斗争的继

续和发展。这场革命积蓄了半个多世纪的爆发力 ,因而具有空前的彻底性。这表现在 :第
一 ,革命不满足于从大庄园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手中夺取政权 ,更换旧的政治力量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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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 ,而是摧毁暴政统治的全部国家机器及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新建立的革命政权

维护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二 ,革命不仅推翻了本国的

独裁统治 ,而且还摧毁了美国在古巴的政治统治 ,铲除了它的经济垄断机构 ,实现了彻底的

民族独立。

41 革命的国际条件。古巴是战后诞生的最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它的革命过程

不是与世界战争或直接反抗外国统治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相联系 ,而是以反对独裁政权的国

内革命战争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这和战后出现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情形不同。古巴革命在

50 年代末所以能取得胜利并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 ,就外部因素来说是由于战后世界社会主

义阵营的形成和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使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给古

巴革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时所没有的。如果不存在这种

条件 ,位于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身旁的小国古巴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是很困难的�µψ

关于古巴革命的国际意义。毫无疑问 ,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

它对拉美当代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µζ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古巴革命是拉

美历史上反独裁斗争最彻底的一场革命。从本世纪初到 50 年代末 ,拉美出现过 1910 年的

墨西哥革命、1944 年的危地马拉革命和 1952 年的玻利维亚革命 ,但这些革命的彻底性远远

不能同古巴革命相比。古巴革命所采取的武装斗争道路和胜利后对旧制度的彻底摧毁都给

拉美各国的人民树立了榜样。21 古巴革命是拉美历史上反帝斗争最坚决的一场革命 ,其坚

定性也远远超过以往的其他革命。古巴成为拉美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同美国的统治完全

决裂的国家 , �µ{作为一面反帝的旗帜鼓舞了并继续鼓舞着一代又一代拉美人。它打破了拉

美的反帝必败的神话。31 古巴革命是拉美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民主斗争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革命 ,它证明了这种过渡是可能的 ,从而激发了拉美广大劳动者的革命积极性 ,推动了拉

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一革命树立了一个社会公正的现实样板 ,为拉美国家后来发生的

革命斗争开辟了新的视野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从 1968～1980 年秘鲁军政府进行了“秘鲁

式革命”、1970～1973 年智利阿连德推行的“社会主义”、1979～1990 年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

阵线上台执政和 1979～1983 年格林纳达毕晓普的“社会主义”中 ,都能看到古巴革命的影

响。总之 ,拉美当代史的发展进程表明古巴革命对拉美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主义

古巴的出现和存在还增强了不结盟运动的力量 ,提高了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对第

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古巴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拉丁美洲的界

限 ,达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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