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百年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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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虽然日渐式微ꎬ 影响力有限ꎬ 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

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作为观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发展趋势的窗口ꎬ 具有重

要的研究价值ꎮ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长期分裂衰败的内部原因主要有六点: 一是创始阶段思想分歧严重ꎬ

未形成统一的政治目标ꎻ 二是逐步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ꎬ 意识形态混乱ꎻ 三是党内亲苏势力顽

固僵化ꎬ 难以保持独立自主性ꎻ 四是党内宗派主义严重ꎬ 从未形成真正的内部团结ꎻ 五是缺乏有吸引

力的政治纲领ꎬ 无法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ꎻ 六是组织松弛涣散ꎬ 从未形成纪律严明的政党ꎮ 梳理英国

共产主义政党百年历史演变及其衰败原因ꎬ 对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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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英国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发源地ꎬ 其政党政治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ꎮ 与英国政治

体系中的主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相比ꎬ 关于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学术研究相对薄弱ꎮ 但是ꎬ 英国共

产主义政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特别是作为观察西方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政党发展趋势的窗口ꎬ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ꎮ 因此ꎬ 探讨英国共产主义政党

的百年发展历程ꎬ 分析其中的兴衰得失ꎬ 既能够深化对共产主义政党成长和发展规律的认识ꎬ 也能

为深化认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提供有益的比较视角ꎮ
现有中文文献对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ꎮ 一是集中研究英国共产主义政

党的历史发展和衰败原因ꎮ 比如ꎬ 王维以英国阶级斗争客观存在、 马列主义与英国工人运动结合紧

密为论据ꎬ 论证了大不列颠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①ꎻ 商文斌对英国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系统而

全面的梳理ꎬ 分析了其衰败的原因②ꎻ 颜杰峰、 祖金玉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大不列颠共产党数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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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的原因ꎬ 主要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折、 欧共派与传统派对立ꎬ 以及党内思想理论建设存在严

重缺陷等①ꎻ 张杨、 徐源对大不列颠共产党与其他党派联盟和统战的历程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和

评析②ꎮ 二是集中研究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理论发展和路线变化ꎮ 比如ꎬ 刘健从政党理论视角剖析

了大不列颠共产党衰落的原因ꎬ 并将这些原因归为国际原因、 国内原因和党内原因三大类③ꎻ 代金

平、 钟连发从大不列颠共产党的政治目标、 成立条件和斗争路线等方面对其为何产生分裂并走上改

良主义路线进行了分析④ꎻ 赵婷、 丁广昊介绍了英国共产党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形成的 “替代性政

治经济战略” 这一共产主义新理论ꎬ 以及与之相应的实践工作⑤ꎮ
总体来讲ꎬ 现有研究存在两点缺憾ꎮ 一是没有理清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脉络和党派关系ꎮ

部分研究以偏概全ꎬ 将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某个分支视作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 的代表进行分析ꎬ
无法准确把握百年来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在不同阶段的演化进程与发展特点ꎮ 比如ꎬ 有学者将英国共

产党视为大不列颠共产党的正统继承者ꎬ 而忽视了其他几个现存的英国共产主义政党也是从大不列

颠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ꎻ 有学者则更为笼统地将 “英共” 作为研究对象ꎬ 在文中没有明确定义 “英
共” 具体是指哪个共产主义政党ꎬ 更没有说明其他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分支的主要观点ꎮ 总之ꎬ 我们

不能忽视在英国存在着许多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ꎬ 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章程、 组织结构和领导班子

这一事实ꎮ 二是现有文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历程和相关特征ꎬ 并对

其衰败的事实和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ꎬ 但是相对较为重视外部因素ꎬ 将英国共产主义政党长期撕

裂和衰败主要归因于共产国际解散造成的信念动摇、 苏联入侵波兰引起的不满、 苏共 ２０ 大秘密报告

的冲击以及中苏分裂产生的影响等ꎬ 对内部原因的分析不够ꎮ 因此ꎬ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英

国共产主义政党为什么长期处于分裂和衰弱的状态ꎬ 尤其是哪些内部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ꎬ 从而加

深对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变化的认识ꎮ

表 １　 英国主要共产主义政党名称及翻译

中文译名 英文名 缩写 成立 消亡

独立工党左翼委员会 Ｌｅｆｔ Ｗ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 － 不详 １９２０

车间代表委员会 Ｓｈｏｐ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ＳＳＣ 不详 １９２０

工人社会主义联盟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ＳＦ 不详 １９２０

英国社会主义党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ＢＳＰ １９１１ １９２０

南威尔士社会主义社团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ＷＳＳ １９１１ １９２０

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共产主义小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Ｕｎ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 －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０

大不列颠共产党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ＣＰＧＢ １９２０ １９９１

国际工人联盟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ｇｕｅ ＷＩＬ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４

革命社会主义联盟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ｅａｇｕｅ ＲＳＬ １９３８ １９４４

共产主义革命党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ＲＣＰ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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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译名 英文名 缩写 成立 消亡

社会主义工人党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 ＳＷＰ １９５０ 现存

反修正主义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ｍꎬ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Ｕｎｉｔｙ ＣＤＲＣＵ １９６３ １９７２

马列主义团结行动中心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Ｕｎｉｔｙ ＡＣＭＬＵ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７

马列主义英国共产党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ＣＰＢ－ＭＬ １９６８ 现存

马列主义英国共产主义联盟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ＣＦＢ－ＭＬ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７

英国马列主义组织 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ＭＬＯＢ １９６７ １９７５

革命共产主义小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ＲＣＧ １９７４ 不详

大不列颠共产主义联盟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ＣＬＧＢ １９７５ ２００９

诺丁汉共产主义小组 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ＮＣＧ １９７５ 不详

共产主义工人运动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ＷＭ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７

新英国共产党 Ｎｅ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ＮＣＰ １９７７ 现存

英国共产主义革命联盟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ＲＣＬＢ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８

马列主义英格兰共产党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ＣＰＥ－ＭＬ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９

马列主义英国共产主义革命党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

ｉｎｉｓｔ)
ＲＣＰＢ－ＭＬ １９７９ 现存

英国共产党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ＣＰＢ １９８８ 现存

大不列颠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ＣＰＧＢ－ＰＣＣ １９９０ 现存

民主左翼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ｅｆｔ ＤＬ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９

共产主义联络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Ｌｉａｉｓｏｎ ＣＬ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

新政策网络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ＰＮ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

马列主义大不列颠共产党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ＣＰＧＢ－ＭＬ ２００４ 现存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自 Ｋｅｉｔｈ Ｌａｙｂｏｕｒｎꎬ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Ｄｉｓｓｅｎｔꎬ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１９４５－ｃ. ２０００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６ꎮ

二、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历史演变

如图 １ 所示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在英国共产主义政党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ꎮ 它不仅是英国历史

上第一个统一组织的共产党ꎬ 而且在其鼎盛时期拥有最多的党员、 最大的规模和最显著的影响力ꎮ
大不列颠共产党历史上的多次重大分裂以及党员人数和规模的变化ꎬ 是反映英国共产主义政党衰败

程度的重要指标ꎮ 本文在主要分析大不列颠共产党的基础上ꎬ 也介绍其他一些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和

组织ꎮ １９１７ 年十月革命前夕ꎬ 英国的多个共产主义组织开始了艰难的谈判ꎬ 其目的是将这些零散的

共产主义组织 “合并改组”ꎬ 成立英国第一个统一组织的共产主义政党ꎬ 以作为共产国际的英国支

部开展活动ꎮ 在经历了两年多的谈判后ꎬ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ꎬ 英国第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大不列

颠共产党———在伦敦宣告成立ꎮ 成立初期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的党员在 ３０００ 至 ５０００ 人之间ꎮ １９２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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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罢工期间ꎬ 党员人数迅速突破万人ꎬ 但是罢工结束后又迅速回落ꎬ 到 １９３０ 年仅存 ２０００ 余名

党员①ꎮ

图 １　 英国主要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历程与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ꎬ 反对英国参战ꎮ 但随着法国迅

速沦陷和纳粹德国的扩张ꎬ 共产国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②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转而追随苏联反对纳粹

德国ꎬ 此时党员迅速回升至 １７０００ 人ꎮ １９４２ 年ꎬ 纳粹德国入侵苏联ꎬ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ꎬ 英

国国内亲苏情绪高涨ꎬ 党员迅速增加至 ５６０００ 余人③ꎮ 冷战开始之初ꎬ 英国选择追随美国反对苏联ꎮ
在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后ꎬ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开始遭到英国主流政治的排斥和敌视ꎮ 英国非共产主义

政党借助资本力量和媒体优势ꎬ 不断在意识形态层面广泛推动反共宣传ꎬ 将共产主义抹黑为对英国

民主和自由的威胁ꎬ 不遗余力地削弱共产主义在英国的合法性ꎬ 塑造社会大众对共产主义的负面印

象④ꎮ 英国工党开始清除党内的共产主义者ꎬ 在维克费瑟 (Ｖｉｃ Ｆｅａｔｈｅｒ)⑤ 和其他官员的鼓励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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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商文斌: «战后英共的社会主义理论及英共衰退成因研究»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３６－３８ 页ꎮ
维克费瑟ꎬ 英国帝国勋章获得者ꎬ 曾于 １９４７－１９６０ 年担任英国劳工联合会议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助理秘书ꎬ 后于

１９６９－１９７３ 年担任秘书长ꎮ 在他任助理秘书期间ꎬ 曾秘密接受英国外交部的情报部门 ＩＲ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的报酬ꎬ
撰写反共产主义宣传的文章ꎮ 其他情报人员也利用维克费瑟的职务之便ꎬ 在工会内部进行反共宣传ꎮ



工会内部也开始设法限制共产主义者的权力ꎮ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发展

举步维艰ꎬ 党员数量持续下降ꎮ 此外ꎬ 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和对斯大林主义产生怀疑ꎬ 大不列颠共产

党内部开始出现思想上的动摇ꎮ 以哈利波利特 (Ｈａｒｒｙ Ｐｏｌｌｉｔｔ) 为代表的大部分大不列颠共产党党

员认为ꎬ 资本主义制度暂时不会终结ꎬ 废除议会、 用工人委员会和苏维埃制度取而代之的路线方针

走不通ꎬ 并由此产生了寻求在现有政治体制内进行合法斗争的思想ꎮ 与之相反ꎬ 以共产主义革命党

(共产主义革命党于 １９４４ 年成立ꎬ 由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和国际工人联盟合并而成) 为代表的托派组

织主张 “不断革命论”ꎮ 相当一部分共产主义革命党成员不认同大不列颠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倾向ꎬ
选择脱党ꎬ 转而加入托派组织①ꎮ 然而ꎬ 托派组织内部也并不稳定ꎮ 在 １９４５ 年艾德礼工党政府提出

福利国家计划后ꎬ 以加里希利 (Ｇｅｒｒｙ Ｈｅａｌｙ) 为代表的部分共产主义革命党高层认为ꎬ 既然在工

党的执政下已经能够看到福利社会的未来ꎬ 那么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就没有

继续存在的必要ꎮ １９５０ 年共产主义革命党解散ꎬ 随后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劳工联盟

和激进派为代表的 ７０ 多个大大小小的托派组织②ꎬ 它们成为大不列颠共产党的竞争者ꎮ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ꎬ 苏共 ２０ 大闭幕后ꎬ 赫鲁晓夫发表了批判斯大林的 “秘密报告”ꎮ 这份报告在大不

列颠共产党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ꎬ 产生了彼此立场无法调和的支持者与反对者ꎮ 同年ꎬ 波兹南事

件爆发ꎬ 波兰试图脱离苏联的掌控ꎮ 随后ꎬ 苏联入侵匈牙利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央选择公开支持苏

联的入侵行为ꎮ 这种对苏共的一味盲从引起党内很多党员不满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党内人心涣散ꎬ 党

员人数进一步下降ꎮ 仅 １９５６ 年秋季ꎬ 就有 ７０００ 余名党员脱党ꎬ 占当时党员总数的 ２０％ 左右③ꎮ
１９６３ 年ꎬ 由于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国ꎬ 迈克尔麦克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ｃＣｒｅｅｒｙ) 带领一小批党员脱离

大不列颠共产党ꎬ 成立了反修正主义委员会④ꎮ １９６５ 年ꎬ 反修正主义委员会又与比尔布兰德 (Ｂｉｌｌ
Ｂｌａｎｄ) 领导的 “毛派” 合并ꎬ 成立了马列主义团结行动中心ꎮ 该组织于 １９６７ 年更名为英国马列主

义组织ꎬ 又于 １９７５ 年再次更名为大不列颠共产主义联盟ꎮ
１９６８ 年ꎬ 同样由于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国ꎬ 瑞格伯齐 (Ｒｅｇ Ｂｉｒｃｈ) 带领部分党员脱离大不列

颠共产党ꎬ 成立了马列主义英国共产党⑤ꎮ 马列主义英国共产党在随后的发展中又发生数次分裂ꎬ
产生了诺丁汉共产主义小组与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等组织ꎮ 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在独立后不久ꎬ 集体加

入了英国共产主义革命联盟ꎮ １９７７ 年成立的英国共产主义革命联盟ꎬ 是由 １９６９ 年成立的马列主义

英国共产主义联盟发展而来的ꎮ 马列主义英国共产主义联盟与马列主义英国共产党名称高度相似ꎬ
成立时间仅间隔一年ꎬ 是相互竞争的关系ꎮ １９７７ 年ꎬ 马列主义英国共产主义联盟吸收了共产主义工

人运动和伯明翰共产主义协会ꎬ 成立了英国共产主义革命联盟ꎬ 后于 １９８８ 年解散ꎮ 此外ꎬ １９７２ 年

马列主义英格兰共产党的成立也与中苏论战的影响有关ꎬ 该党于 １９７９ 年再次改名为马列主义英国共

产主义革命党ꎮ
１９７７ 年ꎬ 由于反对大不列颠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方针ꎬ 希德弗伦奇 (Ｓｉｄ Ｆｒｅｎｃｈ) 成立了

新英国共产党⑥ꎮ １９８８ 年ꎬ 以晨星报系为首的部分党员从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分裂ꎬ 成立了英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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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ꎮ 在不断的分裂中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日渐衰弱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正式改组成为民

主左翼ꎬ 并于 １９９９ 年再次改组为新政策网络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小部分既不认同英国共产党也不认同民主

左翼的党员ꎬ 成立了共产主义联络处ꎬ 成员不足百人ꎮ 类似的还有成立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间的大不列

颠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ꎬ 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的马列主义大不列颠共产党等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几乎所有英国共产主义政党都已经沦为典型的边缘性党派ꎮ 以英国共产党为

例ꎬ 虽然不断尝试以议会选举、 媒体宣传、 加强党的建设等方式提升政党影响力ꎬ 但收效甚微ꎮ
２０１０ 年英国大选ꎬ 英国共产党派出 ６ 位候选人参选ꎬ 但仅获得 ９４７ 张选票ꎮ ２０１５ 年派出 ９ 位候选人

参选ꎬ 仅获得 １２２９ 张选票ꎬ 得票率不到 ０ ０１％ ①ꎮ 除此之外ꎬ 还有部分党派选择以支持工党左翼的

方式开展活动ꎮ ２０１７ 年英国大选中ꎬ 在工党领袖科尔宾的支持下ꎬ 马列主义大不列颠共产党的党员

可以以英国工党的名义参加竞选ꎬ 从而进入英国议会活动ꎬ 但并未获得成功ꎮ 类似的尝试在 ２０１９ 年

英国大选中也有发生ꎬ 但同样未能产生显著成效ꎮ

三、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长期分裂衰败的内部原因分析

１. 创始阶段思想分歧严重ꎬ 未形成统一的政治目标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组织ꎬ 无论是支持武装革命斗争的路线ꎬ 还是支持议

会和平斗争的路线ꎬ 都应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政治目标ꎮ 但英国早期的多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

织ꎬ 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ꎬ 思想混乱ꎬ 难以团结ꎬ 进而在合并的

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ꎮ 在后续的发展历程中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未能及时消化和解决这些历史遗

留问题ꎬ 而是在外部因素 (苏联) 的作用下强行合并改组ꎬ 使历史遗留问题逐渐转化为深刻的内部

矛盾ꎬ 在思想基础方面形成了裂变的土壤ꎮ
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参与改组谈判的组织主要包括独立工党左翼委员会、 车间代表委员会、 工

人社会主义联盟、 英国社会主义党、 南威尔士社会主义社团、 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共产主义小组ꎬ 以

及其他几个更小的英国共产主义组织ꎮ 核心目标是在英国成立一个具有统一组织并作为共产国际英

国支部的共产主义政党ꎬ 开展革命活动ꎮ 谈判期间ꎬ 最难达成共识的议题是统一组织后的大不列颠

共产党是否应该参与英国的议会政治ꎮ 以英国社会主义党、 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共产主义小组ꎬ 以及

独立工党左翼委员会为代表的反对参与议会政治的组织拒绝加入议会ꎬ 并认为议会是资产阶级统治

人民的工具ꎬ 担心共产党员一旦进入议会体制ꎬ 就会腐败变质ꎬ 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ꎮ 而其他一些

共产主义组织认为ꎬ 拒绝和平斗争路线是 “左” 倾思想ꎬ 应该充分利用议会的平台ꎬ 合法地开展革

命斗争ꎬ 明确支持参与议会政治ꎮ
在合并改组谈判早期ꎬ 列宁的指导意见是ꎬ 斗争路线的差异性是次要矛盾而非主要矛盾ꎬ 在英

国成立统一组织的共产党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事务②ꎮ 然而ꎬ 直到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ꎬ 对立的双方依然各执

己见ꎬ 未能达成一致ꎮ 考虑到当时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影响力ꎬ 单纯的斗争路线问题已

经不足以解释英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巨大分歧ꎮ 本文认为ꎬ 分歧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ꎬ
斗争路线的差异性只是其表现形式ꎮ 经过漫长谈判后形成的大不列颠共产党ꎬ 并不是英国共产主义

政党组织放下分歧、 统一思想的结果ꎬ 苏联的外部压力在其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ꎮ 麦克法兰 (Ｌ.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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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 罗德里克马丁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ｒｔｉｎ) 和弗朗西斯贝克特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ｅｃｋｅｔｔ) 三位国外

学者ꎬ 分别从苏俄的压力、 满足苏联发动世界革命和保卫布尔什维克政权ꎬ 以及苏联对于英国的资

金支持等方面ꎬ 论证了苏联对于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影响①ꎮ 大不列颠共产党未能在创始阶段妥善

地解决路线分歧ꎬ 无法统一思想、 形成共同的奋斗目标ꎬ 这就从思想根基上形成了英国共产主义政

党分裂和衰败的土壤ꎮ
２. 逐步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ꎬ 意识形态混乱

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来看ꎬ 一个政党就是一个 “记忆共同体”ꎮ 政党的集体记忆与其历史紧密相

关ꎬ 信仰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尤为如此ꎮ 因此ꎬ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ꎬ 不忘

初心ꎬ 牢记历史ꎬ 维持叙事的一贯性ꎬ 是共产主义政党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中之重ꎮ 然而ꎬ 大

不列颠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ꎬ 对党的历史发展路线和叙事体系进行了数次自

我否定ꎬ 导致了意识形态混乱ꎬ 造成其消亡ꎮ
１９４４ 年ꎬ 在大不列颠共产党第 １７ 届代表大会上ꎬ 该党中央发布了题为 «人民的英国: 战后政

策建议» 的文件ꎬ 对大不列颠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斗争路线进行了重大的自我否定ꎮ 在 １９３５ 年

«为了苏维埃式的英国» 中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议会实现ꎬ 而 １９４４ 年的新政

策却推翻了这一原则ꎬ 声称只要通过改革下议院的选举制度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ꎮ 这标志着大不列

颠共产党已经开始在实质上贯彻修正主义ꎬ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②ꎮ
１９５１ 年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发布了 «英国的社会主义之路» 白皮书ꎬ 指出英国工人阶级不再需要

流血牺牲ꎬ 而应该通过宪法手段赢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ꎬ 然后将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满足工人

阶级需要的国家ꎮ 这相当于变相承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ꎬ 变相否定了该党一直以来对马克思恩格斯

和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追求ꎬ 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ꎮ
１９７０ 年ꎬ 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大不列颠共产党内广泛传播ꎬ 进一步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和

民主集中制的地位ꎮ 欧洲共产主义的主张可以总结为 “四个任何” 和 “两个否定”ꎮ “四个任何” 是

指: 任何共产主义政党都可以自主定义符合自身状况的 “社会主义” 概念ꎬ 可以参与任何资本主义

企业ꎬ 可以与任何外国势力合作ꎬ 可以批评包括苏共在内的任何其他共产主义政党ꎮ “两个否定”
是指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③ꎮ 虽然欧洲共产主义的初衷是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ꎬ 尝试结

合本土实际情况走出一条不同于 “苏联模式” 的共产主义道路ꎬ 但事实上 “四个任何” 和 “两个否

定” 的方针在否定苏联领导地位的同时ꎬ 也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ꎬ 动摇了

党的根本ꎬ 带来了严重的意识形态混乱ꎮ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ꎬ 尼娜坦普尔 (Ｎｉｎａ Ｔｅｍｐｌｅ) 当选为新一任大不列颠共产党总书记ꎮ 该党中央在

第 ４２ 届代表大会上决议放弃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ꎬ 彻底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ꎬ 放弃选举的推荐

名单制度ꎮ 这意味着大不列颠共产党从组织形式上开始向联邦制组织转变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ꎬ 大不列颠

共产党正式公布新党章ꎬ 正式公开宣布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ꎬ 接受改良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 反

种族主义、 生态主义等一系列概念ꎬ 采用一种所谓 “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机制” 取代民主集中制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在第 ４３ 届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解散ꎬ 并重新改组为民主左翼ꎬ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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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１３５ 票支持、 ７２ 票反对、 ３ 票弃权的结果ꎬ 决议彻底放弃大不列颠共产党的名称和党章①ꎮ 然而ꎬ
放弃组织原则并没有为名义上 “新生” 的民主左翼带来转机ꎮ 在党员不断流失的背景下ꎬ １９９９ 年民

主左翼再次改组为新政策网络ꎮ 新政策网络又于 ２００７ 年与解锁民主 (智库机构) 合并重组ꎬ 成为

一个普通的智库机构ꎮ 至此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革命火种宣告彻底熄灭ꎮ
３. 党内亲苏势力顽固僵化ꎬ 难以保持独立自主性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ꎬ 苏共始终将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ꎬ 一切行

动都以是否符合苏联的利益为准ꎬ 同时强行将各国的革命运动纳入捍卫苏联利益的框架之中ꎮ 在政

策制定方面ꎬ 苏共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态度ꎬ 频繁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ꎬ 甚至干预兄弟党领导

人的任命②ꎮ
在此客观背景下ꎬ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在内部也没能保持独立自主ꎮ 塞缪尔 (Ｓａｍｕｅｌ) 认为ꎬ 大

不列颠共产党 “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ꎬ 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ꎮ 它的那些党员是它发展来的ꎬ
而不是它所要代表的ꎮ 它的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对其负责的ꎬ 不是它的党员ꎬ 而是莫斯科的第三国

际”③ꎮ 此外ꎬ 在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发展的过程中ꎬ 苏联的经济支持是这些政党赖以生存的重要因

素ꎮ 以规模最大的大不列颠共产党为例ꎬ 其在 １９７９ 年以前长期接受苏联资金支持ꎬ 在各地建立党支

部以及各级机关ꎮ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长期接受苏联的资助ꎬ 服从苏联的指示ꎬ 使得党内的亲苏派系

高度固化ꎬ 形成了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ꎮ 其后ꎬ 无论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如何变化ꎬ 亲

苏的党员都会不假思索地站在苏联一边ꎬ 甚至不惜成建制地分裂组织、 另立山头ꎮ 一份研究大不列

颠共产党领导人的人物志文献总结得更为尖锐: “与其说他们在英国建立了一个共产党ꎬ 不如说他

们在协防苏联这个目标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④ꎮ 比如ꎬ １９８２ 年ꎬ «晨星报» 公开批评 «今日马克思

主义» 的欧洲共产主义倾向ꎬ 表态支持苏联的领导ꎮ 因此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央决定解除 «晨星

报» 编辑托尼蔡特 (Ｔｏｎｙ Ｃｈａｔｅｒ) 及助理编辑大卫惠特菲尔德 (Ｄａｖｉｄ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 的党内职务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大多数代表不顾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央的意愿ꎬ 再次选举此二人为报社管理委员会委员ꎮ
１９８５ 年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央加大了对晨星报系的打击ꎬ 一次性通过了一项超过 ６５０ 项修正案的决

议ꎬ 驱逐了 １８ 名党员ꎮ １９８８ 年ꎬ 以晨星报系为首的部分党员从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分裂而出ꎬ 建立

了英国共产党ꎬ 与大不列颠共产党分庭抗礼ꎮ 时任领导人迈克尔希克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ｉｃｋｓ) 声称:
“我们并非建立一个新党ꎬ 而是秉承原始大不列颠共产党的纲领和规则ꎬ 重建共产党ꎮ”⑤

再比如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有一位元老级党员安德鲁罗斯坦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ꎮ 他早期担任

大不列颠共产党和苏联的联络员ꎬ 并先后在苏联贸易代表团 (Ｓｏｖｉｅｔ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俄罗斯电报

局 (ＲＯＳＴＡ) 和俄通社 (ＴＡＳＳ) 工作过ꎮ 根据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⑥

回忆ꎬ 安德鲁罗斯坦是一个典型的苏联代言人ꎬ “只会帮苏联辩护一切需要辩护的东西”⑦ꎮ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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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苏联的工作方式伴随了安德鲁罗斯坦的一生ꎮ 在 １９８８ 年晨星报系宣布独立、 成立英国共产党

之后ꎬ 安德鲁罗斯坦作为当时唯一在世的元老级党员ꎬ 选择脱离大不列颠共产党加入英国共产党ꎮ
虽然新成立的英国共产党的第一张党员证发给了他ꎬ 但是他真正效忠的对象既不是英国共产党ꎬ 也

不是大不列颠共产党ꎬ 而是苏联ꎮ
４. 党内宗派主义严重ꎬ 从未形成真正的内部团结

宗派主义是指在政党组织中出现以小团体或派别利益为导向的行为和思维模式ꎮ 它表现为对自

身观点和利益的过度坚持和排他性ꎬ 从而忽视了团结合作和共同目标的重要性ꎮ 在英国共产主义政

党的发展历程中ꎬ 宗派主义思维导致了不同派系和小团体在政党内部形成对立和竞争ꎮ 各派别过于

强调自己的理念和利益ꎬ 忽视合作和共同目标ꎬ 从而导致内部纷争和分裂ꎬ 削弱了党内的团结和统

一ꎮ 此外ꎬ 宗派主义泛滥和内部争斗削弱了政党的实力和声誉ꎬ 使其更容易受到来自其他政治势力

的批评和破坏ꎬ 削弱了党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ꎮ 大不列颠共产党对内采用开除党籍和政治迫害的方

式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党员ꎬ 破坏了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内部团结ꎬ 导致内部山头林立ꎬ 相互攻击ꎬ
无法形成步调一致的行动ꎮ

不少英国的共产主义组织、 媒体和个人被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央定性为 “极左分子” 和 “托派分

子”ꎬ 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乃至驱逐ꎮ 他们将这些攻击和驱逐视为别有用心的政治迫害ꎮ 部分被驱逐

的党员心怀怨恨ꎬ 退党之后专门以反对和攻击大不列颠共产党为己任ꎬ 甚至有一部分成为坚定的反

共分子①ꎮ 还有一部分选择加入或自行成立小型的托派组织ꎬ 如共产主义革命党、 社会主义工人党、
革命工人党、 激进派等ꎮ 据统计ꎬ 当时英国共有 ７０ 余个托派组织并存ꎮ 虽然这些托派组织规模普遍

很小ꎬ 并且频繁相互攻击ꎬ 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ꎬ 却成为大不列颠共产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ꎮ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ꎬ 大不列颠共产党一直试图在左翼和学生中发展党员ꎬ 但正是这些更为激进的小型

托派组织的积极活动ꎬ 使得大不列颠共产党错失了在 １９６８ 年的学生运动以及反越战活动中招募成员

并扩大影响力的机会②ꎮ
党内在思想认识上存在某些分歧ꎬ 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ꎮ 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应本

着 “惩前毖后ꎬ 治病救人” 的方针ꎬ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ꎬ 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

政治工作ꎬ 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开展讨论ꎬ 以求得全党思想认识上

的统一ꎮ 然而ꎬ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每当危机发生时ꎬ 各个分支态度顽固ꎬ 相互攻击ꎮ 当双方分歧无

法弥合时ꎬ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中央又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党内危机ꎬ 对凡是不同意英国共

产主义政党中央路线的党员干部ꎬ 要么撤职ꎬ 要么开除出党ꎮ 这就导致英国共产主义政党一次又一

次发生分裂ꎬ 每一次分裂对实力和影响力本来就不强的英国共产主义政党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ꎮ
５. 缺乏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ꎬ 无法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ꎬ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社会的发展和变

革具有决定性作用ꎮ 在工业革命后ꎬ 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ꎬ 建立了稳

固的社会根基ꎮ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ꎬ 撒切尔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市场经济、 私有化和

减少国家干预ꎬ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ꎬ 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增长ꎬ 进而使社会公众普遍认可资本主义在

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方面的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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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在经济发展和推动生产力进步等方面却未能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政纲ꎮ 英国共

产主义政党的理论和政策缺乏创新ꎬ 无法提供具有前瞻性的科技发展策略ꎬ 也未能提出符合时代发

展需要的经济改革方案ꎬ 在英国社会中显得过时和脱节ꎻ 没有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ꎬ 就无法赢得

人民群众的支持ꎬ 无法在选举中取得佳绩ꎬ 更无法与举着社会民主主义大旗的工党展开竞争ꎮ 大不

列颠共产党拿出来的政纲ꎬ 与英国工党 ２０ 多年前的政纲雷同ꎬ 毫无吸引力ꎮ 其政纲所宣传的具体目

标包括保障充分就业ꎬ 完善社会保障ꎬ 提升工资收入ꎬ 建立全面的医疗服务ꎬ 扩大公有制———这些

与英国工党早先提出的政策目标高度重合ꎮ 比如ꎬ 西德尼韦伯 (Ｓｙｄｎｅｙ Ｗｅｂｂ) 于 １９１８ 年撰写的

政策声明 «劳工与新社会秩序» 中就已经包括了最低工资、 充分就业、 关键行业国有化以及更高程

度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等非常符合劳工实际需求的内容①ꎮ
此外ꎬ 在英国选举体系下ꎬ 一个有影响力的政党仅有好的政治纲领还不足以赢得选民支持ꎬ 还

必须要在 “技术层面” 擅长民主竞选ꎬ 将政治纲领的内容进行广泛传播ꎬ 从而赢得人民对其政纲的

认同ꎮ 英国工党自 １９００ 年成立以来ꎬ 就致力于帮助其所代表的群体融入社会ꎬ 协助工人与资方谈

判ꎬ 成为当时英国政治体系中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政党选择ꎬ 但实质上这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

妥协的结果ꎮ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本应坚定不移地走好群众路线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ꎬ 利用马克思

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深刻剖析工党的资产阶级本质ꎮ 但是在实践中ꎬ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不但始终无法

找到有效的工作方法ꎬ 而且忙于内斗和相互攻击ꎬ 甚至连自身立场都发生动摇ꎬ 规模最大的大不列

颠共产党在历史上曾多次试图集体加入工党ꎮ
６. 组织松弛涣散ꎬ 从未形成纪律严明的政党

组织纪律是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和维护党在组织上团结统一的行为准则ꎬ 是处理党组织

之间和党组织与党员之间关系的纪律ꎮ 无产阶级政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而组建起来的政

治组织ꎬ 对组织纪律的要求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高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告同盟书» 中写道: “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ꎮ”② 列宁进一步阐述了组织

纪律的极端重要性ꎬ 指出: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ꎬ 除了组织ꎬ 没有别的武器ꎮ”③ 而英国

共产主义政党普遍存在组织纪律松弛涣散的问题ꎮ
从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新英国共产党ꎬ 正是在大不列颠共产党组织纪律松弛、 党中央

权威得不到地方支部维护的背景下成立的ꎮ １９７７ 年ꎬ 时任萨里地区党委书记的希德弗伦奇反对大

不列颠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倾向ꎮ 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央的应对方式是将希德弗伦奇驱逐出党ꎬ
之后ꎬ 希德弗伦奇及其追随者在伦敦召开紧急会议ꎬ 迅速成立了新英国共产党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当时欧共派和亲苏派的分歧ꎬ 使得大不列颠共产党到 １９７７ 年年底总计流失了约 ６０００ 名党员ꎬ 但只

有约 ７００ 人加入了新英国共产党ꎬ 而且这些党员几乎都是萨里地区的本地党员ꎮ 换言之ꎬ 新英国共

产党并没有得到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大部分亲苏派的认可ꎬ 而只是成功动员了当时萨里地区的绝大多

数党员直接脱离大不列颠共产党ꎮ 因此ꎬ １９７７ 年新英国共产党成立时虽然采用了与英国共产党成立

时相同的说辞ꎬ 即反对欧洲共产主义倾向的党中央ꎬ 但其深层原因却是不同的ꎮ 新英国共产党的分

裂和成立ꎬ 更多地是源于党中央和党的地方组织关系的矛盾ꎮ 地方支部的党员对地方派系更加忠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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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大不列颠共产党中央的权威得不到维护ꎬ 无法实现集中统一领导ꎮ
此外ꎬ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党组织和党员之间关系松散ꎬ 缺乏凝聚力ꎮ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普遍过于强调发展党员数量而忽视质量ꎬ 其入党和退党程序较为随意ꎬ 入党时简单注册ꎬ
退党时甚至可以选择不辞而别ꎮ 基层党组织在党员筛选、 甄别和教育培训等重要工作上无所作为ꎬ
难以开展工作ꎮ 另外ꎬ 由于组织凝聚力低ꎬ 新加入的党员便会以其他方式寻找聚集形式ꎬ 形成 “山
头主义” 现象ꎮ 比如ꎬ 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会自动结成团体ꎬ 形成 “小圈子”ꎮ 在这种松弛涣散的

组织纪律下ꎬ 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基层党组织的力量薄弱ꎬ 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和执行党的任务ꎮ 一

味追求党员数量和组织规模ꎬ 而缺乏对基层党员的培养和重视ꎻ 一味要求党员义务工作ꎬ 而缺乏对

党员的关心关照ꎬ 这是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的表现ꎬ 也是党组织人员不断流失

和工作成效甚微的根源ꎮ

四、 结　 论

本文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全面梳理ꎬ 初步理清了英国共产主义政党发展和分裂的进程ꎬ 分析了英

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复杂关系ꎬ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对清晰的历史脉络ꎮ 通过对英国共产主义政

党裂变的分析可以看出ꎬ 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摇、 缺乏独立自主性及组织体系的涣散ꎬ 是导致英国共

产主义政党失去支持的重要原因ꎮ
以英国共产主义政党百年历史发展为鉴ꎬ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ꎬ 我们需要

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

度ꎬ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ꎬ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基础ꎮ 同时ꎬ 我们还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ꎬ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ꎬ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ꎬ 坚持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

政治原则ꎬ 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ꎬ 维护党中央权威ꎮ 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

想意志行动ꎬ 不断严密上下贯通、 执行有力、 功能完备、 科学规范的组织体系ꎬ 提升党的组织力ꎮ
着力建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ꎬ 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ꎬ 优化干部选育管

用工作ꎬ 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ꎬ 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ꎬ 提升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整体效能ꎬ
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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