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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及影响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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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 阿拉伯国家纷纷建立了共产党。在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

运动浪潮中, 阿拉伯国家共产党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组织规模很小, 力量有限, 生

存艰难, 这些共产党均未出现过辉煌和繁荣。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 长期无法摆脱前苏联的

控制, 缺乏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僵化; 对本国国情认识不足, 在民族问题上立场摇摆, 弄僵了与许多

民族主义派别的关系, 最终导致自身发展严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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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共运史的研究中, 阿拉伯国家共产党是一个常被人们忽略的领域。由于受阿

拉伯世界特殊的民族生存环境和宗教意识的影响, 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组织规模一般很

小, 主导作用有限, 既没有出现过个体的辉煌, 也没有出现过整体的繁荣。鉴于我国理

论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有限, 本文尝试对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发展状况、影响和教

训作一分析, 以增进人们对它们的认识。

一、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创立

阿拉伯国家的共产党最早创立于 20世纪 20年代。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通过留学西方及研读西方著作或与中东

地区的社会主义者相接触, 开始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

过, 当时的阿拉伯国家尚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土壤, 资本主义发展尚处于萌芽阶

段, 阿拉伯世界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部分地区甚至处在更低级的部落制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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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阶段, 具备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几乎不存在。但阿拉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充

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而是出于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厌恶, 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渴

望, 便幼稚地张开双臂欢迎马克思主义。显而易见, 由于缺乏社会政治、经济和组织基

础, 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在阿拉伯社会留下深刻的政治痕迹, 更难以担当起阿

拉伯社会发展先驱者的角色。

随着列宁主义的诞生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兴起, 上述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十

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维埃建设的成就, 极大地鼓舞了阿拉伯马克思主义者的斗志。1918

年, 在当时尚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下的两个北非阿拉伯地区 ) ) ) 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 分

别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它们都是作为法国共产党的支部而活动的。这两个党组织后来分

别于 1936年和 1939年独立为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和突尼斯共产党, 并把反对外国殖民统

治、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共产国际成立后,阿拉伯国家出现了一个建立共产党的高潮。1920 年, 在共产国际

帮助下,巴勒斯坦地区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此基础上于 1922年建立了独立的巴勒

斯坦共产党,采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立场。该党于 1924年得到共产国际承认。

在叙利亚和黎巴嫩, 1920年在贝鲁特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又称斯巴达克

斯小组) , 在此基础上于 1925年 6月正式成立了叙利亚- 黎巴嫩共产党, 1928 年加入

共产国际。在后来的二战期间, 叙利亚- 黎巴嫩共产党分解为两个独立的政党, 即叙利

亚共产党和黎巴嫩共产党。

在埃及, 开罗、亚历山大、赛德港等大城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组, 于 1920

年联合创立了埃及社会党, 1922 年更名为埃及共产党, 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争取

民族独立和实行社会民主。该党于 1923年得到共产国际承认。

1934年 3月 31日, 来自伊拉克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在巴格达召开会议, 宣布组建一

个名为 /反抗剥削和殖民委员会0 的统一组织。此后不久, 该组织更名为伊拉克共产

党, 主要成员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平民学者, 将解放国家、促进社会进步、建立

民主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奋斗目标 ¹。

苏丹共产党成立于 1946年, 其前身是苏丹民族解放运动。在 1971年前, 该党与伊

拉克共产党是阿拉伯世界两个最有影响的共产党。苏丹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因其与

本国现实的良好结合, 而呈现出独特的发展优势。从 1946年到 1956年苏丹独立, 苏丹

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 为将苏丹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努力奋

斗。因此, 该党在苏丹革命的艰苦历程中形成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苏丹独立后仍发挥

着重要的政治作用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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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曲折发展

到 20世纪 30年代, 在苏联、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 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建

立了共产党。然而, 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员人数都不曾超过一千人, 在某些国

家, 共产党员的人数甚至可以用十位数来计算¹。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尤其是苏联 1941年加入盟国之后, 阿拉伯国家共产

党的组织状况发生了极大变化, 开始逐渐发展壮大。鉴于世界局势的骤变和国家主权独

立的需要, 阿拉伯国家的许多共产党都暂时放弃了原先的革命计划, 投身于建立反法西

斯同盟, 全力支持盟国的战争。如叙利亚共产党领袖哈立德#巴格达什, 在 1943年的议

会选举中提出了非常温和的社会改革计划, 不仅否定了以革命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 甚

至不再提及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 而仅仅指出: 叙利亚共产党为之奋

斗的方向, 是引入一种被所有人所接受的必要的民主改革, 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进

一步落实民主化的劳工立法, 协调劳资关系; 要求国内的土地和资本所有者同情农民,

努力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文盲和疾病, 实现灌溉农业、机械农业和肥料进口º。正因如

此, 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也就默认了共产党的活动。另一方面, 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

发展还得益于它们在战争中英勇抗敌所树立起来的威信, 以及苏联在欧洲战场上以杰出

的军事能力为共产党人赢得的声誉。此外, 战争还大大刺激了阿拉伯世界工业化进程的

迅速发展, 为阿拉伯国家共产党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工人阶级基础。

鉴于以上原因, 1941 ) 1945年成为阿拉伯国家共产党迅速扩张的时期。据有关资

料显示, 叙利亚 ) 黎巴嫩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 1941 年的 3000 名增加到了 1946 年的

213万名。在伊拉克, 苏德战争爆发后, 伊拉克共产党加入盟国阵营, 竭尽全力支持伊
拉克境内的英国军队, 大大缓解了它与政府当局的关系。在该党主席尤素福#萨勒曼#法

赫德领导下, 伊共党员深入到各个城镇、各个行业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吸纳工人和

农民入党, 将党组织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埃及, 受苏联 1943年卫国战争胜

利的鼓舞, 亚历山大、开罗等地纷纷组建共产主义团体, 并在各地广泛发行共产主义期

刊 5黎明报6, 使埃共党员人数明显增多, 仅 /埃及民族解放运动0 这一个派别就有一
千多名成员和支持者 ¼。

二战后, 随着冷战的爆发,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处境急剧恶化, 各国政府再

次掀起压制共产党的高潮, 且程度愈演愈烈。在伊拉克, 由于战后经济萧条, 物价暴

涨, 伊共领导工人示威游行, 要求政府驱逐英国殖民者, 给予伊共合法集会、宣传的政

治权利, 结果遭到费萨尔王朝的镇压。1947 年, 包括伊共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法赫

德在内的 16名共产党领导人, 以传播共产主义的罪名入狱, 随后又有众多共产党员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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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被逮捕, 被杀害。1949年法赫德遇害后, 伊共分化为五个派别, 各自宣称自己是正

统的共产主义者, 各有自己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¹。虽然该党于三年后又重新组建,

但始终内外交困, 过去的规模与影响不再, 以致美国中情局的有关资料说: /我们怀疑,

在伊拉克是否还存在所谓的共产主义团体。0º

在埃及, 鉴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 当局一直视其为潜在的统治威胁。战争结

束后, 当局再次强调其反共立场, 对共产党人进行镇压, 致使埃共的发展几近停滞。埃

共日渐衰弱的另一重要原因, 是其内部的四分五裂, 以及过分依赖苏联。1964 年 7月,

埃共宣布解散, 党员得以个人名义加入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20世纪 60年代以后, 随着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涌起, 阿拉伯国家的民

族主义政党和伊斯兰宗教政党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而共产党组织要么被解散, 要么

处于非法的政治地位, 要么在转型中不断调整政治方向以适应生存环境。例如, 叙利亚

共产党作为民族进步阵线的一个成员, 自 1972年一直处于半合法地位。尽管它支持执

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领导, 并派代表加入内阁, 然而其活动仍受到复兴社会党的严

格限制。出于生存的需要, 叙共采取了支持当局的立场, 这也使它失去了相当一部分民

众的支持。自 1973年 12月起, 叙共内部因政见不合而分裂为两派: 一派由哈立德#巴

格达什领导, 赞成同复兴社会党合作, 并同苏联保持紧密联系; 另一派以政治局委员亚

德#图尔克为首, 指责巴格达什专权, 反对一切听命于苏共, 强调党的独立性。此外,

还有一些持不同意见者组成了几个较小的派别。直到苏联解体以后, 叙共才于 1991年

再次实现统一, 表示接受复兴社会党的领导, 致力于团结国内一切爱国力量, 为国家和

人民的利益服务。

在黎巴嫩, 受两大宗教势力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的影响, 宗派主义组织和政党盛

行, 黎共势单力薄, 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难以有所作为。面对频繁的内战, 黎共试图用马

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地分析国内局势, 主张以和平手段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黎

共现有党员 115万名, 主要是工人、职员、教师和学生。
苏丹共产党是阿拉伯地区为数不多的享有广泛民众支持的共产党, 尽管受到总统加

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的长期压制, 它还是成功地保存了自己的组织机构和支持者。

1985年 4月, 尼迈里下台后, 苏丹共产党成为国内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这主要得益

于它在国内问题上所采取的灵活的政治立场。

在埃及, 1952年革命胜利后, 纳赛尔总统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 于 1962年组建了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在埃及推行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 纳赛尔所领导的阿拉伯社

会主义联盟同共产党虽然在理论、性质、纲领上不无相似之处, 但正如纳赛尔本人

1962年 5月在全国人民力量代表大会上所强调指出的, 阿拉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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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阶级、土地私有化、私有制和暴力革命这五点上存在着根本区别, 具有国家

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 纳赛尔视埃共为国内政治的威胁, 认为其反对建立阿拉伯联合

共和国的主张是当局执政的障碍, 经常对其进行压制。后来, 埃共自行解散, 其党员大

多加入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南也门地区在 1967- 1990 年也建立过类似于苏联社会主义的

政体, 但其执政党也门社会党 (前身为民族解放阵线) 完全不同于正统的共产党, 在意

识形态上信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 20世纪 60年代的阿拉伯新左派主义。在资本国有化、

支持工人运动等方面, 该党虽然同阿拉伯共产主义政党有一定联系, 但它拒绝接纳正统

的马克思主义者, 也从未在政治纲领中提出要实现共产主义¹。

三、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影响及教训

回顾阿拉伯国家共产党发展的历史, 可以发现, 这些党在其存在过程中始终步履维

艰, 即使有所发展也很有限, 更谈不上兴盛, 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党能获得足够力量将自

己的政治纲领付诸实践, 更没有任何一个党能对本国政权构成威胁或成为执政党。虽然

南也门的民族解放阵线 (即后来的社会党) 于 1969年宣布接受 /科学社会主义0, 并建

立了类似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权, 但它既不能算是共产党, 也没打算成为共产党。

尽管如此, 也不能完全否定共产党对阿拉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一方面, 在与苏联结盟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 阿拉伯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

而奠定了阿拉伯国家中立主义和不结盟运动政策的基础。另一方面, 阿拉伯工会运动的

兴起与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各国共产党, 并且在许多国家中, 正是共产党领

导的政治运动促成了各国进步的工人立法。例如, 叙利亚共产党和苏丹共产党, 在上世

纪 70年代初都对本国工会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 阿拉伯共产主

义运动对阿拉伯社会的政治气氛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以纳赛尔主义、阿拉伯复兴社会

党、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非共产主义左翼组织及其

运动, 都与阿拉伯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某种联系, 并从中获得不少启示。

但整个来看, 各国共产党在阿拉伯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 本

文认为主要有二:

一是各国共产党长期无法摆脱苏联和苏共的控制, 意识形态僵化, 缺乏理论创新。

阿拉伯各国共产党大都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资助、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长期以来

深受苏联内外政策的左右。上世纪 20年代中期, 苏联加强了对外国共产党的严格控制,

逐渐将阿拉伯共产党纳入其内外政策的框架, 要求它们严格遵循共产国际的政策和指

导。在 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上, 苏联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坚持革命目标和

夺权理念, 反对它们与国内的资产阶级合作, 号召它们不要建立和发展资产阶级民主,

而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到了 1935 年共产国际七大时, 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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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发生了转移, 又转而强调要 /创建一个反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0, 要求殖民地、半

殖民地的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建立同盟, 共同抵制帝国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

始, 苏联再次加强了对阿拉伯共产党的严格控制, 令其断绝同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阵线

的关系, 重新坚持革命学说。在这种情况下, 阿拉伯国家共产党大都盲目追随苏联的意

识形态, 服从苏联现实政治的需要。但由于苏联经常改变立场, 有时甚至表现出完全相

反的政治立场, 致使阿拉伯共产党为迎合其政策不得不采取或左或右的政治策略, 严重

脱离了本国客观现实, 从而失去了许多政治资源。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 苏共放松了对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控

制, 但也放弃对它们的支持和援助。相反, 苏联决定采取实用主义政策, 以 /友好0 的

态度来处理自己同阿拉伯各国新兴政权的关系, 这就将阿拉伯共产党置于了一个非常尴

尬的境地: 由于阿拉伯各国政府都采取了打击本国共产党的政策, 致使它们的处境相当

艰难。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共产党虽然进行了一些变革, 但并没能依据新形势研究本国

实际, 提出新的理论, 在意识形态上仍沿袭着僵化的立场。因此, 阿拉伯各国共产党始

终未能建立起一套符合阿拉伯世界现实的理论, 在意识形态上始终不过是苏联的附庸,

将苏共视为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 在内外政策上与其保持高度一致, 从

而为自身发展造成极大困难。

二是各国共产党对本国国情认识不清, 在民族问题上立场不定, 犯了一系列战略策

略上的错误。

阿拉伯世界是一个民族和宗教色彩浓烈的世界。民族和宗教问题, 是阿拉伯国家任

何一种政治力量都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 阿拉伯各国共产党

自成立伊始, 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就摇摆不定。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多数阿拉伯共

产党倾向于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结成联盟, 但由于自身人数少、规模小, 在阿拉伯反

帝、反殖运动中通常只能作民族主义者的尾巴, 致使许多共产党人对联盟采取了一种潜

在的敌对态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阿拉伯各国相继推翻了西方傀儡

政权或君主政权, 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兴政权, 如埃及于 1952年、阿尔及利

亚于 1954年、叙利亚于 1954 ) 1956年、伊拉克于 1958年都发生了反对殖民主义占领

的武装斗争, 建立了新政权。在这种形势下, 阿拉伯许多共产主义者都开始意识到, 一

个反对民族主义的政党在阿拉伯世界是没有前途的, 但也有很多人仍继续坚持激进立

场。因此, 阿拉伯各国共产党内部逐渐发生分歧, 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开始倾向于服从阿

拉伯民族主义的利益, 要求改变党的政策, 公开表示支持阿拉伯联盟。经过激烈的内部

争论和多次分裂重组, 多数阿拉伯共产党开始采取更偏向于民族主义的立场, 如 1964

年后的伊拉克共产党、1968年后的黎巴嫩共产党和 1969年后的叙利亚共产党。不过,

这种立场转变始终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共产党人尽管也承认民族主义的一些进步特征,

但仍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 1967年 5月召开的阿盟会议上, 阿拉伯各国共产党提倡联合, 但这种联合是反

对帝国主义的 /阿拉伯世界中进步力量的联合0, 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阿拉伯联盟。在

1968年的联合会议上, 共产党人虽然表示赞扬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及其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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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政体, 但仍回避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认同, 继续强调 /进步联合0, 而不是

/阿拉伯联合0。总之, 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破坏了各国共产党同众多民族主义力量的关

系, 最终对自身的发展带来极大损害。

四、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现状

总体上看, 阿拉伯各国共产党目前独立生存、发展的空间较小, 阻力较大, 共产主

义运动处于低潮。面对困境, 许多共产党在理论纲领和政策目标上逐渐趋向于务实革

新, 提倡马克思主义的 /时代化0、/本国化0, 较少提及暴力革命与夺取政权, 更多强

调民主和自由 ¹ , 但收效不大。

当今, 在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中, 共产党力量比较分散, 党员或以独立身份加入其

他党派, 或是小规模地活动于国家政治的边缘, 徘徊于地下活动和半公开状态之间。如

埃及共产党自 1964年解散后, 现仍处于地下状态º。一度力量强大的苏丹共产党和伊

拉克共产党, 现今也只能在国内政治中扮演极为次要的角色。在苏丹, 迫于国内战乱、

经济压力和失业困扰, 许多共产党员、中下层劳动者都远赴国外谋生, 给苏丹共产党造

成很大损失, 党内领导集团无心亦无力问鼎政权, 党的奋斗目标仅仅是实现国内和平、

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伊拉克共产党自 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 结束了地下状

态, 走上了伊拉克政治舞台, 但作为一直不大。只是在少数阿拉伯国家中, 如黎巴嫩、

叙利亚, 共产党仍有一定的实力和势力, 以在野党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黎共现有党员

三千余人, 是国内唯一一个在 18个教派中均有党员的政党, 是阿拉伯政党大会的成员。

叙共于 1987年分裂为巴格达什派和费萨尔派, 各有五千多名党员, 且都是叙利亚的合

法参政党, 在议会和全国进步阵线政府中占有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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