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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要!拉美国家是共产主义运动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在各国不同的政治

和社会环境中!它们通过议会和武装斗争的道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进行

了各种探索" 但是!由于拉美国家共产党大多未能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对本

国国情缺乏深刻的了解!没有形成有感召力的领导核心等原因!致使拉美国家的共

产党都未能取得政权" 因此!探索拉美国家共产党斗争和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今

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关 键 词 !拉美国家 共产党 斗争经验 执政

拉美国家最早建立的共产党已有 !" 多年的历史% 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境况中&它们始

终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各种探索&在自己的国家和国际共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一!拉美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拉美是共产主义运动起步比较早的地区之一% 拉美各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在拉美传播

的产物% 由于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在拉美各国广泛存在&拉美与欧洲的人员交往频繁&极大地

方便了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传播% 所以&自 #$ 世纪 %& 年代末起&就有一些马克思著作陆续

在墨西哥城’蒙得维的亚和圣地亚哥等城市销售% 其他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及欧洲社会主

义运动的文章和书籍也随处可见% 阿根廷的雷蒙(维耳马尔’智利的弗郎西斯科(比尔瓦奥’
墨西哥的胡安(里韦拉和古巴的何塞(马蒂等&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拉美的积极宣传者%

#!%!’#!%$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 一些共产主义同盟成员和革命者流亡到巴西等地&共

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开始在拉美出现%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促使在 #$
世纪 (& 年代至 )& 世纪头 #& 年在拉美出现第一批社会主义党"即社会党$% #$ 世纪中期以

后&拉美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工会组织应运而生&工

人阶级为自己权益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影响下&拉美第一批社会

主义政党"社会党$自 #$ 世纪 (& 年代末起&先后在墨西哥"#!(! 年$’古巴"#!$) 年$’阿根廷

"#!$* 年$’乌拉圭"+$"% 年$’智利"+$"$ 年$和巴西"+$+* 年$等国建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01

!"



!"#"$%!&#’ (#) *&+,%- ./ 0.1,(2 01,%#1%0

!""# 年第 ! 期$总第 !% 期&

后!更多的共产党出现在拉美!也有不少拉美国家的社会党在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 !" 项条

件下转变成共产党" 到 #$ 年代末!拉美已有 "% 个共产党"
应该指出的是!拉美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经常受到国外多种思潮的干扰和冲击" 例

如!苏联共产党曾给予拉美共产党以各种帮助和支持!但同时也带去了浓厚的教条主义!使

拉美共产党无视本国国情!急于求成!错误地判断形势"托洛茨基于 "%!% 年被苏联当局驱逐

出境后!于 "%#& 年到墨西哥活动!"%#’ 年成立第四国际#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鼓吹不

断革命%搞世界革命和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 著名的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在其&拉丁美洲的

托洛茨基主义’一书("%(# 年$中指出!托洛茨基的党员虽然不多!而且其纪律和组织严密性

不如共产党!但他们仍然很活跃!而且是拉美政治极左派中的一支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力量)
"%#) 年白劳德出任美共总书记后!主张取消共产党!要求工人阶级接受现存的资本主

义制度!把*美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鼓吹,一切服从罗斯福的政策-!并推行,取消主

义-) )$ 年代!不少拉美共产党改名换姓淡化革命色彩!革命者意志非常消沉) 进入 *$ 年代

后!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建立了共产党)但就在这一时期!世界共运出现了新的情况!共运内

部因在革命道路的主张上发生分歧而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这一论战影响到拉美

各国共产党!使它们陷入了分裂) 因此!在许多拉美国家!出现了两个以上政党都自称,共产

党-的局面)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国际共运走入低谷) 这一外部条件使拉美各共产

党面临生死考验) 有的共产党内出现了否定马列主义.放弃社会主义和解散共产党的倾向/
有的共产党则鼓吹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当然!在拉美还有相当数量的立场坚定的共产

党人)他们遇变不惊!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努力为之奋斗)这方面!对苏共持

批判立场的巴西共产党引人注目)

二! 在议会道路上的探索

为了取得政权!许多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在议会道路上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智利共产党的

探索尤为引人注目) "%(! 年 "! 月出版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苏联,杂志编辑部文章指

出!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应同,左倾-作斗争!,以智利为榜样!走和平过渡的道路-) 智共是

"%!! 年 " 月 ! 日由社会主义工人党改组的! 是拉美各共产党中最早选择议会道路的党)
"%#! 年!获得合法地位的智共再次参与大选!并获得为数不多的几个议席!,当时智利共产

党强调的重点是选票的策略!而不是起义的策略/是阶级联合!而不是阶级冲突/是工业化!
而不是社会主义化)-根据 "%#* 年 % 月共产国际关于在智利进行,人民阵线-的指示!智共更

是全力以赴地投身到选举运动中去)
应该指出的是!拉美共产党对议会道路的态度经常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个外部因素

就是苏联共产党的那种令人尴尬的 - 型转向) 换言之!拉美共产党常常随苏联共产党路线

的变化而变化) 苏共,二十大-鼓吹的,和平过渡-方针出笼后!智共又如获至宝) 智利共产党

在其第十届第二十九中全会政治报告认为!,在这个时代中! 选举可以作为人民解放的武器

来利用-) 然而!"%(# 年 % 月!右翼军人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阿连德捐躯!智共

总书记和上千共产党员被逮捕或被杀害!智共,和平过渡-之梦再次受阻) "%’$ 年 "" 月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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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开会!科尔巴兰声称!智利共产党要用暴力手段进行革命" !"#" 年 $ 月召开的智共

#五大$再次表示!智利革命不排除采用#人民群众起义$的方式% 但是由于智利已不存在&起

义$形势!他的这一号召并没有付诸实施%
巴西共产党自 %"&& 年成立之日起就接连不断地受到当局的迫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巴西共产党在 %"’$ 年 %& 月的大选中首次获得 % 个参议员和

%’ 个众议员席位% 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新总统杜特拉将军的上台!%"’( 年 $ 月当局先把共

产党人职员从政府各部门清洗出去!%"’) 年 % 月再把所有共产党议员赶出议会% %"$) 年 *
月!巴西共发表的’政策宣言(宣称!巴西共要在资产阶级宪法范围内!#利用合法的斗争形

式和组织群众的形式$!#在议会内外施加和平压力$!让人民群众同#议会)军队和政府中的

民族主义集团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民族主义民主政府$% 然而巴西共产党人始终都处在被

迫害的境况中%
乌拉圭共产党是拉美最早成立的共产党之一!历史上多次参加议会活动% +"(& 年 ( 月

该党&十八大$提出了&党的全部工作应该适应于选举活动$)&在选举中打倒现政府$的口

号!并在后来的议会斗争中倾注了更大力量% 尤其是在 %",% 年参与发起建立由十多个中左

翼党派组成的&广泛阵线$之后!在议会中的影响更加显著% 但 %",- 年发生军事政变后!乌

共和其他中左翼损失惨重% %")" 年乌拉圭恢复文人执政!在当年大选中乌共获参)众议席 "
个% 然而苏东剧变后!乌共分裂%

成立于 %"-% 年的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共产党+在 %"-’ 年的大选中获得了 & 个议

员席位!在 %"’’ 年的大选中获得 ( 个席位!在 %"’) 年的大选中获得 %. 个% 当时哥斯达黎

加国会共有 ’$ 个席位!因此该党获得的 %. 个席位无疑是引人注目的% 但后来右派上台执

政!人民先锋党被宣布为非法% (. 年代末虽获合法地位!但 %",. 年仅获得 & 个议席!%")(
年只剩下 % 个!其作用可想而知%

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是 %"($ 年 ’ 月从玻利维亚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新党$!
曾领导过一些工人开展维权斗争!%",) 年初公开活动% %"). 年军事政变后曾转入地下两

年% %")& 年军政府恢复宪制后!该党率先投入议会活动% %")$ 年因支持帕斯,埃斯登索罗竞

选总统成功!该党在参)众议院共得到 ’ 个席位!党的总书记奥,萨莫拉从 %")$ 年起任副参

议长!一度担任过代参议长和政府劳动部长% 但在旧的社会制度框架内!他除了&削足适履$
之外!别无选择%

墨西哥共产党成立于 %"%" 年 " 月 &$ 日!是拉美最早成立的共产党% 同年 %% 月加入新

成立不久的共产国际!早年的立场较左% 自 %"-( 年起开始执行&人民阵线$政策!%"-, 年提

出&一切为了团结$!全力支持拉萨罗,卡德纳斯政府!甚至撤消了一些工会中的党组织% 苏

共&二十大$后一度不接受苏共&和平过渡$路线!但 %"(. 年该党&十六大$却提出党的总路

线是&国家民主化$!接受&和平过渡$主张!并热衷于参加选举活动%
危地马拉共产党和萨尔瓦多共产党也以这种方式被瓦解% 危地马拉共产党成立于 %"&-

年 ’ 月% 当时党内思想左右摇摆不定% %"-% 年豪尔赫,乌维科将军上台后!危共在遭到残酷

镇压后解体% %"’" 年 " 月危共再度建立!- 年后改称危地马拉劳动党% &. 世纪 (. 年代以后

与其他一些左派组织组成全国革命联盟% %""( 年底!全国革命联盟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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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法政党!危地马拉劳动党消失"
萨尔瓦多共产党成立于 !"#$ 年 % 月!曾多次参加过人民斗争" &$ 世纪 ’$ 年代曾试图

参加议会选举!但遭到政府镇压!转而全力投入游击斗争!并加入#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

阵线%& 该阵线与政府进行了 (& 年内战!在 )""& 年 ! 月达成’和平协议%!阵线变为合法政

党!开始议会活动!萨共也不复存在&
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也先后进行过议会斗争!有些共产党甚至在今天仍然在走

这条路& 但迄今为止!资产阶级政党在各国议会始终占主导地位!共产党至今没有一个’在

选举中打倒现政府%的先例&

三! 在武装斗争道路上的探索

在拉美!不少国家的共产党曾试图用游击战的方法来夺取政权& 格瓦拉提出!只要在亚

非拉出现’两个(三个或更多的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就能对美帝国主义加以沉重的打击& &$
世纪 *+ 年代!在格瓦拉的游击战理论的影响下!共有十多个拉美国家开展了游击战& 由菲

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左翼政党’’,&* 运动%)!"*! 年 ’ 月改组为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
!"*- 年 !+ 月正式定名为古巴共产党*以及由丹尼尔+奥尔特加等人领导的尼加拉瓜桑地诺

民族解放阵线!分别经过两年多和近 &+ 年艰苦的武装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 但古巴的’’$
&* 运动%和尼加拉瓜的桑解阵当时仅仅是左翼组织& 因此!没有一个拉美国家的共产党通过

武装斗争取得了政权&
应当指出的是!不管是在古巴!还是在尼加拉瓜!两国原来的共产党都追随苏共’和平

过渡%路线!对武装斗争持反对态度& 古巴革命胜利后!人民社会党对自己以前的消极态度

作了检讨& 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在桑地诺革命胜利后!公开站在右派一方!使成千

上万桑解阵革命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政权在’民主选举%过程中拱手送给亲美右翼势

力&
在拉美共产党队伍当中有不少人曾进行过武装斗争& 他们开展的武装斗争不仅震撼了

这些人所在的国家!而且对拉美乃至国际共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最重要有萨尔瓦多

共产党(危地马拉劳动党)即危地马拉共产党*(巴西共产党& 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玻利维

亚和秘鲁等国的共产党都开展过曲折复杂的武装斗争& 在拉丁美洲!只有哥伦比亚共产党

领导的武装斗争至今方兴未艾& 哥伦比亚共产党是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中坚持武装斗争时

间最长的一个党!影响巨大& 几十年来!哥伦比亚政府和美国政府称其为’恐怖组织%(’贩毒

集团%!用围剿和’招安%等手段对付它&
综上所述!拉美不少共产党都进行过武装斗争探索!但是和议会道路探索一样!至今没

有取得政权的先例&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游击中心论%不适用于拉美& 还应该指出的是!
一些拉美游击队为表达其政治愿望或达到其他目的!不惜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 许多人将

这些恐怖主义事件与共产党或左翼组织联系在一起! 从而败坏了共产党和左翼组织的名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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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拉美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取得政权

自从第一批拉美共产党诞生至今已经 !" 年过去了!但没有一个拉美共产党取得政权!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未能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 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路明灯!只有掌握

了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才能壮大自身力量!才能引导人民参

与革命# 拉美国家的共产党虽然声称信奉马列主义!但它们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基

本原理#
此外!拉美各党在制定党的内$外行动方针政策时!并不是以马列主义原理和本国实际

为依据!而是以共产国际和苏共意志为转移# 拉美多数党的领导人物!基本上都没有自己的

理论建树!他们在几十年中留下的东西只不过是些%应景之作&!难以指导本国革命进程#
第二!对本国国情缺乏深刻的了解# 拉美许多共产党对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缺乏深入

了解!对本国革命应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等始终找不到答案!但又不愿做艰苦深入的调

查研究!其主要领导人长期浮在面上或在国际上%跑码头&# 毛泽东同志就曾希望拉美左派

领导人脚踏实地研究本国国情#
第三!没有形成本党的有感召力的领导核心# 对于任何政党来说!领袖有着独特的作

用# 历史证明!俄国$中国$越南以及古巴革命的胜利是与自己的领袖分不开的# 在拉丁美

洲!古巴人民有自己杰出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 !" 多年的拉美共运历史表明!拉美各党

缺乏懂得马列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有献身精神和高超领导艺术的领袖人物#
第四!共产主义信念不强!政治立场经常发生动摇#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曾对较早成立

的拉美共产党积极指导# 这种指导对这些党的成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但列宁逝世后!
共产国际对拉美共运指导的失误增加!甚至使它们深受其害# 一些共产党不知道自己的斗

争道路是什么!长期提不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能接受的纲领$路线和口号#
第五!国内外的反共势力十分强大# 拉美共产党从问世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来自国内

外的反共势力的阻挠# 美帝国主义是拉美共产主义运动的%拦路虎&# 除亲美的极右翼分子

之外!所有拉美人都说"%我们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拉美各

国人民的一种无奈# 拉美国家内部的反共势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长期以来!拉美国家的共产

党都曾遭到过当局的不同程度的镇压# 尤其在冷战时期!拉美国家内部的反共势力与美国

的反共立场遥相呼应!对共产党采取敌视的政策!并用各种手段镇压它# 在许多拉美国家!
当局曾公开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除了对共产党采取直接的打击以外!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还加强了对工会组织和学生

组织的控制!以防这些群众组织被共产党利用# 在国内外反共势力的攻击下!拉美共产党的

力量得不到增长# 如在 #$%&’($)* 年!新入党的人数从 %+ 万减少到 *" 万# 这一情况在当

时的巴西$智利和秘鲁等国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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