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师 院 学 报 1981年 第 2期

刨党 的 立 时期在 建党 问题上

反对 无 政府主 义 的斗争

马 功 成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党的

创立时期,我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了传播

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曾 同各种

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斗争9特别激烈的

是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在纪念党的六十周

年的时候,回顾一下在建党问题上反对无政

府主义的斗争 ,对今天肃清林彪、“四人帮
抄

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流毒9坚 持 党 的 领

导,是有意义的。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

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反动思潮。斯大林曾经指

出:小资产阶级 “是滋长各种无 政 府 主 义

派、半无政府主义派和
‘
极左派

’
的最好的土

壤。”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大量存在的国

家,这是无政府主义产生、滋长的深厚的社

会基础。早在二十世纪初9无政府主义思想

就开始在申国传播了,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

起过冲击封建思想和军阀 统 治 的 作用。但

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申

国的传播,无政府主义者就把他们的斗争锋

芒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其所办的巛奋斗》

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我们反对布尔 什 维

克》和《我们为什么反对布尔什维克》等文章 ,

反对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主张

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权威的

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党。有的人还在共产主义

小组中进行活动,极力扩大他们的影响,破
坏建党工作的进行。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扫清

在建党问题上的严重障碍,不得不同无政府

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在《新青年》和《共产

党》上发表了《讨论元政府主义》、《无政府主

义的解剖》等论文,对无玫府主义进行 了 有

力的批判。此外” “
新民学会

”
会 员 的 通

信、中共旅欧支部在巴黎创办的《少年》、社

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创办的 《先 驱》,以及《民

国日报》副刊《觉悟》和《青年周刊》等” 也 都

展开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斗争首先集中在要不要建党的闸题上。

无政府主义者叫嚷马克思主义不 适 用 于 申

国,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9说

什么 “
中国的国民性既不容巾央集权的政治

组织9而中国的社会情形又向来是无政府已

i贯的,所以一旦要实行劳农政治9要组织强

有力的中央机关,我真不知其可也:” (《 答

存统的信》)针对这种谬论,马 克思主义者明确

指出:整个世界都在朝着社会 主 义道 路 前

进,中 国当然也不例外, “
申国人民在世界

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

的风潮中
”,要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 实

行 ,“无论理所不可 ,抑旦势所不能。
”(《 中国

的社会主y与世界的资本主义》)革命不是人们凭主

观愿望造出来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夕

是一种合于规律的现象。
“
社会革命的标准,

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

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深浅。″
只有无政府主

义空想家,才 “
好以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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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拿若
“
中国不适于

’
这句话来反对一切。

”

(《 共产党》第五号)当 时,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

义侵略和封建军阀势力的统治之下 ,“全国民

在这傍徨歧路之中”那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

的态度”挺身出来 9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

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太责任呢?这就是我

们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 (同上《短言》)

事实正是这样。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共

产主义小组成立后9 “
社会 改 造:社 会 革

命:这种思想,这 种 呼 声,这 种运动,最

近就在暮气沉沉的中国9如旭日东升一天天

地高起来了。”这就充分证明:成立一个全

国性的统一集中的马克 思 主 X政党9进行

共产主义革命9建立 “劳 农 专 政
”, “乃

是时代的要求9现存社会的 产 物9不 但 不

是什么洪水猛兽”反是救入济世的 福 音 !”

(《 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还针对无政府

主义叫嚷中国社会
“
向来是无政府已惯的

”
,

不具各建 立共产主 义政 党的 条件的谬论 ,

明确指出:第一,由 于第一次世界帝田主义

战争的燥发,许多西欧国家无暇东顾,放松

了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束缚9使 “中国

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中 国的 “元产阶级

有了相当 的 增 长
”(《 星期评论》第四-期 )。 第

二9 “工,入 的罢工运动”9有迅速的增长。

无产阶级受到实际的锻炼,他们 “已由不觉

悟到了觉悟,由不行动到了行动9而且是坚

决勇敢的 行动 。
”(《 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

第三 9五四运动9使
“
中国无产阶级已走到反

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的路 上 来 了
”。身 受

几重压迫的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 的 基 本 力

量” “是现代社会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
”

(《要自曲集含的国民大会》)这些充分说明,组织

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了可

淮
^匕

。

在建党工作的开展和日趋成熟时,无政

府主义者又主张要建立一个
“
绝对自由

”的

无政府党, “废除一切强权″,实现没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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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没有剥削、没有国家的社会。他们还在

《无政府党之道德》(《 进化》第三期)等文中,

大肆鼓吹他们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者针对无

攻府主义者的谬论,对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

么样的党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指

出:“无政府党虽然要想绝灭资本主义 9可是

没有手段,而且反不免有姑息的地方”
9“因

为他们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在事

实上都有许多矛盾的缘故。”(《 无政府主义之解

剖》)在讨论中,毛泽东、蔡和森和其他共产

主义者还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

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丰张。

关于党的性质9一九二 ⊙年
`、

月,蔡

和森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 的通 信 中明确指

出:“我以为现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
”

,

必须
“
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

运动的发动者,宣传队,先锋队,作战部,

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米”须先组织他,然后

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

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新民

学会会员通信集冫第三匍 旅法的共产 主义者也

有针对性的强调指出: “我们主张立刻要有

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

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心的

共产党。⋯:。
·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9是艿

动阶级的先驱。”参加共产党的人 f必须是

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 的。”
 (《 少年》

第二号)当时国内的共产主义战士”几乎都在

从事工人运动,他们把工人称为
“
芽动者飞

上海和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就分别把自已创

办的通俗工人刊物命名为《芳动界》和巛方动

音》,因此这里的 “劳动阶级
”也就是工八阶

级。曲此可见,他们对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一根

本问题,是有明确认识的。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在给蔡

和森同志的通信中明确指出: “唯物史观是

吾党哲学的根据
”
,就是说,共产党必须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共产主义者深深懂得



从思想理论上建党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萌确

指出: “真正的革命党9如无革命理论是不

行的。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 有 -个 好的组

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痤论来把思

想统∵,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
(《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他￠l还 认 为 :正
确的思想理论9决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坐在

房子里空想出来的。
“
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完全

立 于 客观的必然论之上。” (《 马克思学说与中

国无产阶级》)他们严厉地批判无政府 主义者宣

扬
“
个人万能

”
9视社会改造为他们几个人的

“
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9任凭他们几个

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去点缀,去
修饰,去和颜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

持,去迟早其时,去上 下 其 手
”,并 ~El∶ 指

出,不管他们怎样把
“理论学说绣得好看

”
,

“
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迫来

”,他们这些

人就会同军阀财阀 “结为神圣 同 盟”
,“是

遏制不住 的”(《 新青年》第九卷四号)。 事 实 正

是如此 ,在 喧嚣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中,有的

人后来就堕落为反动派的帮凶和走狗。如有

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后来成了汉奸9黄
凌霜则成了CC派的特务头目之一。

关于党的组织原则,这是无政府主义者

攻击得最厉害的问题。他们从极端个人主义

出发,反对任何性质的组织和纪律、集中和

领导。他们毫不隐讳地宣称: “无政府主义

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

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 (《 评
·gf潮 ,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他们认为,任何

组织和纪律,都是外来的强加于人的 “
自由

意志”之上的东西9“一有
‘
规则

9,就
没有自

由,不必说¨⋯他们定下来要我实行的是没

有自由,就是自己定下来自己实行的 ,有时也

觉得束缚不堪。”(《 国民》第二卷第三号)无政府

主义者还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认为办
-件事情,只有人人同意,才算真正的自由。

他们诬蔑共产党为了求得 “
整齐一致”,就

用种种纪律来束缚个人的自由等等。马克思

主义者针对这种
“
绝对自由

方
的谬论9强调掐

出 :“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对无产阶级共产党

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的组织和纪律,不
能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并强调 “党的组织

为集权的组织 9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 9必如此

才能荞成少数极觉悟有组织的分子9适应战

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迭事业。
”
(《新民学会会

员i邑信集》第三集)马克思主义者 还 认为”在人

类社会中9自 由总是相对的9而 不 是 绝对

的,要个人的绝对自由,就只有离开社会,

去过孤独生活。但是, “试想一个人有生以

来9即离开社会的环境9完全自度一种孤独

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自由可以

选择”(《 少年中国》第二卷七号)9甚至连他个人

也无法生活下去。因此所谓个人的 “
绝对自

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毛泽东同志在给蔡和

森等在法诸友的信中指出: “对于绝对自由

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 ,

依我现在的看法 ,都只认为于理论说得好听 ,

事实上做不到的。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马克思主义者还据理驳斥 了所 谓 “
人

人同意,然后才能执行”的 谬 论,指 出 :

“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
问数万人的工厂9事事怎么可能人人同意,

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 (《 新青年》九卷二

号)“这种散沙的现象”,根 本 “不 适 宜于

大规模的生产 事业” (《 新青年》九卷四号)。 周

恩来同志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也说 :

“
无政府主义¨¨自命为提倡科学的人,其

实他们只会高 谈那空想的 艺术,高 谈 几个
‘
真

’
、

‘
善

’、
‘
美
9的

名词9论到实在的

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毁坏大规模生产,

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 (《 少

年》第二号)总之,正如当时一些马克 思 主 义

的信仰者指出的, “
无规约的组织9无集中

的权力,好象一盘散沙的无政府党”,是不

能战胜资本主义的。 (《 青年周钿》第三号)

在建党问题上9通过这场大论战,揭 露了

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实质”宣告了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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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疮上曲破产,从而矢大婕高宁人佃南宽

悟程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更加

深入人心。没有这场斗争,要在中国建立无

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

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也曾有人

对无政府主义发生过兴趣,或受到影响,但

他们在进-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实际

斗争中9很快抛弃了无政 府主义 思 想 的影

响,而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陈延年同

志最初就曾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在留

法期问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了解欧洲

工入运动情况后,不仅摆脱了这 种 影 响,

还直接参加了《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和无

政府主义者编辑的《工余》杂志进行了坚决的

斗争,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施洋同志

最初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但他经过实地调

查,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研究改善劳

工,地位问题之后,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一种

空想。不能在实际上解放劳动阶级9从 而 坚

信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社 会 主 义¨⋯即

共产主义,才能使人类获得彻底 解 放 (《 施

洋先生纪念录》)o

在建党理论上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同时,

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上也开展了反对无政府

主义的斗争。各地共产主义 小 组 在 成立之

初,就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 混 入。如 广 州

小组最初就曾被元政府主义 者 所 把 持,后

来重新改组。北京小组 黄凌 霜、袁 明 熊等

人,在通过小组的纲领时,对 无 产 阶 级专

政 一 条表 示反对,于是发生了 激 烈 的 争

论,结果无政府主义者退出 小 组。各地 小

纽经过斗争也发生了同样的分化。这样就把

更多的革命分子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使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在组织上更加纯沽,在

思想理论上更加坚强”为党的建立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初建时,也混

入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 “
所以凡遇一件事

或一个问题意见不能统一,团的组织和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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讪绦,兢礻能执行”其精神当然礻振,到丫

一九二一年五月,看到实在办不下去了,就

只得宣告解散。”
一九二-年十-月 ,马克

思主义者恢复了青年团,确定了 “
社会主义

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清除了

无政府主义者,团的组织才得以 巩 固 (《 先

驱》第/喝 )。 在一些工会纽织中。无政府主义

的影响曾经相当严重,广州的|茶居工会和理

发工会就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下成立的。

一九二○年在长沙成立的湖南劳工会,负责

人黄爱、庞人铨也曾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

他们主张不要严格的组织,不搞政治斗争 ,

致使工人运动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毛泽东同

志及时地对黄、庞和劳工会的其他优秀分子

进行耐心地教育和争取工作 9终于使黄、庞提

高了政治觉悟,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接受了共产主义,并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黄、庞在领

导长沙工人罢工斗争中,被反动军阀赵恒惕

杀害,为工人运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周恩

来同志当时得知黄、庞英勇牺牲的消息后,

在悲愤中写了《伍的誓词》和《生别死离》的壮

丽诗篇9以表示悼念。黄、庞的转变,是马

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

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斗争胜利

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 运 动 的 结

合,就更加广泛深入,中 国共产党的建立 ,

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正如刘 少 奇 同 志

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所说: “在 起 初 各派

社会主义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绝对优

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

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克思主义

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

国的|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
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个雄伟的力量。并在

这以后,马克思主义永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

中占着主要地位。
”

(《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