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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170 年多来, 在科技革命不断发生、 时代性质和主题转化、 各国不同程度发展、 工

人阶级历史性变化、 重大历史事件不断发生和重要历史人物相继出现的历史背景下, 共产主义政党

的党章党纲亦随之发生变化, 其指导思想的演变也呈现阶段性特征, 甚至成为当今世界不同类型共

产主义政党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 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未来演变将呈现更加时代化和本土化的

发展趋向, 这就要求各类型共产主义政党合作平台坚持独立自主、 完全平等、 相互尊重、 互不干涉

内部事务、 互学互鉴等基本原则, 这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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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政党, 泛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的工人阶级

政党。 自从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1847 年诞生以来, 共产主义政党已经有长达

170 多年的历史。 170 多年来,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共产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 同时, 共产主义政党又

不断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共产主义政党党章党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 共产主义

政党自身的发展历史, 不仅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一、 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阶段性演变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 无论是写入党章党纲还是因各种原因未写入党章党纲, 它自始至终都

是共产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 是共产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鲜明的标志。 170 多年来, 共产主

义政党指导思想的变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1. 1847—1903 年是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指导共产主义政党建设但马克思主义未被写入党章党纲

的时期

19 世纪 40 年代末成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直接指导下创

建起来的。 1847 年 6 月 2 日,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

下建立。 同盟成立大会讨论了恩格斯起草的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和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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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同盟二大通过了修改后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起草宣言式纲

领, 即 1848 年 2 月问世的 《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 “把社

会组织成这样: 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并且不会因

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冶淤 同盟二大通过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规定盟员的条件之一为

“承认共产主义冶于。 《共产党宣言》 详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

上的共产主义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可见, 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在党章和党纲中没有提

出指导思想, 但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其

指导思想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 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更准确的是叫共产主义。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组织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章程和纲领中都没有

明确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但却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发展的。 虽然 1864 年 9 月 28
日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 (史称第一国际) 没有使用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政党组织这类称呼, 马克思

作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亲自起草的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和 《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 也

“不能从 《宣言》 中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冶, 甚至连 《共产党宣言》 “也退到后台去了冶盂, 但到

1874 年第一国际解散时, 蒲鲁东主义、 拉萨尔主义都奄奄一息了,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

义却成为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的行动指南。 1869—1903 年间陆续在欧

美国家建立的 21 个共产主义政党, 虽然也都没有在党章党纲中明确规定自己的指导思想, 但马克思

为合并后的该党写下了 《哥达纲领批判》, 为法国工人党口授了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 (草案)》。
恩格斯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891 年制定的 《爱尔福特纲领》 更是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在科学

社会主义的基础上。 而这一时期的欧美共产主义政党都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法国工人党的纲领

为样板建立的, 正如列宁 1899 年领导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时指出的: “我们认为必须对 ‘劳
动解放社爷 的章案进行一些修改, 使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接近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我们决

不怕说, 我们是想仿效爱尔福特纲领, 仿效好的并没有什么坏处, 何况现在常常听到有人对这个纲

领进行机会主义的和模棱两可的批评, 我们就更有责任公开表示赞成这个纲领了。冶榆 应该说, 这一

时期的共产主义政党虽然使用的是一个 “带有伸缩性的名称冶虞 ———社会民主党, 但所坚持的是

“收敛锋芒、 韬光养晦的科学社会主义, 是一种能够合法宣传的科学社会主义冶愚。 在欧美各国共产

主义政党纷纷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上, 1889 年 7 月 14 日, 恩格斯还亲自指导创建了社会主义工人国

际, 即第二国际。 虽然第二国际也没有在章程和纲领中写入马克思主义, 但正如恩格斯在出席第二

国际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时充满自豪地在闭幕词中讲到的: “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 在 ‘德法

年鉴爷 上发表头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来, 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 从那时起, 社会主义从一些小

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冶舆 也就是说, 恩格斯认同第二国际是一个无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 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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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 1903—1938 年是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指导共产主义政党实践但仍未被写入党

章党纲的时期

恩格斯去世后, 马克思主义发展线谱上出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考茨基中派主义和列宁主义

的分化, 欧美各国社会民主党也因此走上不同发展道路。 1899 年, 伯恩施坦的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

的著作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出版, 引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 1910 年

后, 考茨基提出通过合法形式的斗争将统治阶级围困起来的 “消耗战略冶, 反对倍倍尔的群众斗争

路线, 主张走一条既不同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也不同于倍倍尔坚持的左派激进

主义的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 即所谓的中派主义。 1898 年, 列宁未出席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党纲党章, 但在 1903 年列宁担任副主席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因是否在党纲中写

入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以及是否按照民主集中制建党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意见不同者分化为孟

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个派别。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 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首次使用 “列宁主义冶
一词来指代根本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冒险主义。 列宁则将自己的理论自称为布尔什维主义。 他认为: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 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 是从 1903 年开始的。冶淤 在 1912 年第六

次代表大会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公开分裂, 其布尔什维克派发展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

当各种思潮在欧美社会民主党内争斗不止的时候,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试金石。 第二国际内社

会民主党中的改良主义右派支持战争, 反对革命, 从而脱离了无产阶级政党队伍, 于 1919 年组织了

伯尔尼国际。 中派分子奉行社会和平主义和非暴力改良主义, 于 1921 年建立了维也纳国际。 1923
年这两个国际合并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其指导思想统称为社会民主主义。 因此, 这些党派不再

称为共产主义政党。 从 1922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经历了积极

参政的十年后又遭到法西斯主义的残酷镇压。 第二国际内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努力利用战争发动无产

阶级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 1917 年领导了十月革命, 并在 1918 年 3 月党的第七

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更名为俄国共产党 (布), 在国际上于 1919 年倡导建立了共产国际, 其指导思想

为布尔什维主义。 1919 年后, 世界各国纷纷建立了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各国共产党。 列宁逝世后,
1924 年 4 月斯大林发表了 《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系列演讲, 并在 《真理报》 上全面阐述了列宁主义

的形成、 发展和主要内容。 “马克思列宁主义冶于 这一新概念也在 1924 年 6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

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第一次被提出来。 1925 年 4 月, 俄国共产党 (布)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

苏联共产党 (布), 简称 “联共 (布)冶, 但直到 1938 年联共 (布) 历次党代会都没有将马克思列

宁主义写入党章。 值得注意的是, 1925 年后共产国际的章程中也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入指导思

想范畴, 仅仅是作为宣传工作的任务来安排, 更没有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将其列入党章党纲, 世界

各国共产党也都没有在党章党纲中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除了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外, 从共产党内部又分离出以托洛茨基主义为指导的左

翼反对派。 1928—1938 年, 先后有 30 个左右的国家成立了托派团体。 1938 年, 这些左翼反对派的

团体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 成立了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冶, 又称第四国际。 该党的过渡纲领是托

洛茨基本人起草的 《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这部过渡纲领包括了托洛茨基主义

的基本内容, 后来的第四国际成员都坚持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指导思想, 属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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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目前基本淡出人们的视野。 因此, 后文中的共产主义政党也不再包括这一极左派别。
3. 1939—1991 年是马列主义被共产主义政党普遍写入党章党纲成为指导思想并不断民族化的

时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1991 年苏联解体期间, 世界各国共产党成为共产主义政党最主要的代表。
在这些共产党的党章党纲中, 第一次明确了指导思想是从 1939 年联共 (布) 十八大开始的。 联共

(布) 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首段即指明, “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冶。 直到

1991 年解体以前, 联共 (布) 党章都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提法的。 1939 年后, 世界上绝大

多数共产党或早或晚地都开始在新修订的党章党纲中明确 “马克思列宁主义冶 这一指导思想了。 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在党章中明确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冶,
如 1952 年捷克共产党党章第一条规定: “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冶淤 1954 年波兰统

一工人党党章前言写明: “波兰统一工人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冶于 非执政的

共产党也是如此, 如意大利共产党 1956 年党章总纲中就指出其行动将 “根据意大利工人运动已有的

经验和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冶盂, 加拿大共产党 1982 年党章规定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为指导,
坚持不懈地保卫加拿大的真正利益冶榆, 等等。 此外, 日本共产党、 法国共产党、 西班牙共产党、 意

大利共产党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政党在 1976 年后奉行欧洲共产主义, 放弃 “马克思列宁主义冶 的提

法, 或者提 “以马克思主义冶 为指导, 或者提 “以科学社会主义冶 为指导, 更提出要指导思想多元

化, 如日本共产党 1984 年党章规定, “党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人类科学成果而建立起来的、
列宁发展了的、 并在此后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加以丰富的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冶虞。

当然,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变化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进展, 世界各国共产党党章

党纲中出现了指导思想民族化的倾向。 最早在党章中实现指导思想民族化的是中国共产党。 1945
年,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 “中国共产党,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

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

主义的倾向。冶 之后, 除了 1956 年中国共产党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只提出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

己行动的指南冶愚 外, 直到 1987 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都是提出以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

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除了中国共产党外, 朝鲜劳动党在 1980 年党章中提出 “以伟大领袖金

日成的革命思想、 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冶舆。 1980 年古巴共产党党章规定 “以马克思、 恩格

斯、 列宁的遗训为指导……继承何塞·马蒂的思想冶余。 1991 年, 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

胡志明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一起写入党章。 这一时期共产党指导思想民族化一方面是各

国共产党不断成熟的内在要求, 另一方面也是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事件 (如中苏论战、 苏联

解体东欧剧变等) 巨大影响的积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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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4. 1992 年至今是共产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多样化并成为其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

的时期

1991 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 世界共产主义政党数量有所减少, 由 180 多个下降到 140 个左右。
从目前来看, 这一时期世界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呈现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主要包括如下四类。

最多的一类是将 “马克思列宁主义冶 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政党, 约占世界共产主义政党总

数的 80% 。 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美国共产党、 希腊共产党、 葡萄牙共产党、 南非共产党、 白俄罗

斯共产党、 印度共产党、 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 塞尔维亚共产党、 斯里兰卡共产党、 塔吉克斯

坦共产党、 以色列共产党、 印度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留尼旺共产党、 斯洛伐克共产党、 阿根廷

共产党、 加拿大共产党、 黎巴嫩共产党等。
第二大类是除了提 “马克思列宁主义冶 指导思想之外, 还提出其他民族化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

政党, 这类约占 12% 。 如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党章、 十六大党章、 十七大党章和十九大党章分别增加

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
朝鲜劳动党 2012 年提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 1997 年古巴共产党提出菲德尔思想。 智利共产党

2002 年党章提出: “智利共产党的社会观根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 在党的理论、 哲学和科学的

不断进步中, 坚持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雷卡瓦伦思想, 同时支持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及进步思想

家。冶 德国的共产党 2006 年党纲中指出: “德国的共产党政策的基础和政治指南是由马克思、 恩格

斯和列宁建立并由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发展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 唯物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和

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冶淤

第三类是只提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政党, 约占 5% 。 如西班牙共产党在 2005 年的

章程中提出: “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世俗的、 共和的、 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政党。 党以革命的马克

思主义和实现解放的理论、 政策和文化为基础, 努力实现完全民主、 消灭所有剥削和压迫, 解放全

人类, 建立社会主义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和超越。冶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 2002 年党纲指出:
“重返马克思, 从形形色色不可胜数的马克思主义中解脱出来。冶于

第四类是其他提法的共产主义政党, 约占 3% 。 如法国共产党、 土耳其工人党、 墨西哥共产党

在党章中就没提以什么思想为指导。 日本共产党 2000 年党章单独一行提出 “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

论基础冶 且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 2006 年党的基本法修正案中提出: “党的

思想来源是以人类解放思想与自由、 正义、 平等、 团结、 协作、 互助理念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想高

尚原则以及摩洛哥人民所有进步、 积极的遗产和传统。冶 欧洲左翼党 2004 年党纲提出: “我们秉承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价值观和传统, 秉承女权运动与性别平等、 环保运动与可持续发

展、 和平与国际团结、 人权、 人道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和传统, 以及民族与国际范围内进

步和自由的思想。冶 巴勒斯坦人民党 1998 年党章指出: “党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 以社会主义思

想、 阿拉伯及人类的先进科学与遗产以及自由、 平等、 进步、 社会公正等价值观为指导。冶盂

二、 共产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演变的动因

从 1847 年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诞生至今,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在提法和名称上发生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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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化, 大致经历了从 “共产主义冶 到 “科学社会主义冶、 从 “科学社会主义冶 到 “马克思列宁主

义冶, 从 “马克思列宁主义冶 到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 “一切划时代的体

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

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 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 道德的、 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

础的。冶淤 因此,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演变背后隐藏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
1. 时代性质及其主题的转化是其演变的时代背景

19 世纪后半叶, 世界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时代主

题是战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外部存在着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

义制度。 因此, 这时既有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 也有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 既有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 也有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 资本主义既有长时期的战争也有短暂的和平。 无产阶级

政党诞生于这样一种时代,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形势下, 共产主义政党面临的主要

时代课题是在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资本主义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产主义政党, 怎么建设共产

主义政党的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要进行理论创新, 另一方面又要进行直接的

建党实践, 同时还要面对与工人运动中各种思潮的斗争。 因此, 这一时期共产主义政党大都产生于

资本主义比较发达且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熟悉的欧美国家, 其指导思想日益向马克思主义转化。
20 世纪上半叶, 尤其是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 人类开启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新

时代。 时代主题虽仍然表现为战争与革命, 但这个时期的战争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战争, 革命主要

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 如何应对帝国主义战争, 如何领导无产阶级革命, 如何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成

果是这个时期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各个无产阶级政党做出了自

己的选择, 有的支持战争、 反对革命, 有的既反对战争又反对革命, 有的利用战争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 最终列宁主义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成为世界共产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 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 这时的共产主义政党面临的时代

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阵营,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推进社会主义革命。 由此, 马克思主义在这三个方

面出现了多样性的发展态势, 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主义、 主体思想、 胡志明思想、 菲德尔·
卡斯特罗人道主义思想、 欧洲共产主义等。 在这些指导思想指导下, 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进行了

不同的探索。
2. 科技革命和现代生产力革命是其演变的物质基础

从 19 世纪至今, 世界共经历了三次大的科技革命, 第一次是以工具机为起点的工业革命, 第二

次是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 第三次是以原子化、 电子化、 微电子化为标志的高新科技革命。
每次科技革命都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生产力构成部分和运行方式的变革又带来了生产关系、
生活方式等的深刻变革。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也是人类思想进步的重要根基。 三次科技革命促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

渡, 从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 促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理论变成现实, 从

一国走向多国。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宏大社会背

景。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次科技革命和第二次科技革命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进行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理论成果, 列宁主义是列宁对前两次科技革命尤其是第二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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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革命基础上帝国主义新变化和社会主义新制度进行辩证客观分析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其他的后继

者大多是在三次科技革命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创作和实践创新的, 由此

诞生了各种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3. 各国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是其演变的重要社会根源

人类社会发展不是直线的, 而是曲线上升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肯

定不一样。 即使在同样的历史时期, 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会不一样。 而各国社会发展水平不

同就决定着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 决定着社会的政治文明程度不同, 决定着反映政治经济的思想文

化差异。 从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 马克思主义首先诞生在经济水平较高的欧

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诞生在比较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主义也只能够诞生在帝国主义发展

最薄弱的环节, 而不是诞生在非薄弱的环节; 毛泽东思想只能够诞生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为尖

锐的发展中国家, 而不是其他发展水平的国家,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

义政党大都坚持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极少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因; 欧洲共产主义

也只能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 更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此可见, 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其共产主义

政党指导思想演变的重要社会根源。
4. 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变化是其演变的阶级条件

正如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序言中指出的: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

真正基础和出发点。 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 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

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 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

它的间接产物。冶淤 同样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阶级条件是 19 世纪 40 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分裂为两大

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且近代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在阶级不断转化为自觉自为阶级并

不断为解放自己和全人类而开展工人运动。 列宁主义是在工人阶级日益集中于垄断资本主义企业,
通过议会斗争难以对抗垄断势力, 却在落后的国家与农民阶级有着天然联系, 经受了战争和革命洗

礼的历史性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 毛泽东思想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人数不占优势, 但组织性、 革命

性、 纪律性特点十分突出, 遭受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等多重压迫, 与农民阶级有着天然联盟关系的

工人阶级的行动指南。 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传统产业正规就业的工人阶级人数下降, 新兴产

业灵活就业工人增多; 蓝领工人相对减少, 白领工人相对增加; 体力劳动者明显减少, 脑力劳动者

明显增多; 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 工人阶级地位表面改观; 工人阶级总量扩大, 局部碎片

化等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变化, 是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民族化、 多样化的阶级条件。
5. 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是其演变的直接动因

人类社会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历

史的主体, 但也不否认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推动作用。 从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历史演变

过程来看, 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是其演变的直接动因。 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不断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和 1871 年巴黎公社运动等共产主义事件的基础上, 不断进行理论创作和政党实践

活动的, 19 世纪下半叶欧美各国诞生的共产主义政党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思想在 19 世纪末是欧美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主要来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共产主

义政党马克思主义观的试金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有的共产主义政党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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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共产主义政党主动修正马克思主义, 有的共产主义政党主动放弃马克思主义, 等等。 毛泽东在

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发挥了最突出的作用, 卡斯特罗

在古巴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本土化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1 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更是直接引发了不少共产主义政党改旗易帜。 因此, 在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演变与重大历史事

件的发生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表现有直接关联。

三、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发展趋向及其相处原则

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演变的历史性变化和历史性原因都表明, 其发展趋向与时代性质、 特征、
主题密切相关, 与各国社会发展水平、 各国阶级结构状况密不可分。 正因如此, 当今世界 140 个左

右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应该说是各具特色但又有相同之处。 它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但又将其时代特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提出时代化本土化的行动指南。

1.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本土化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发展趋向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时代化。 因为 “每一个时代的理

论思维, 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
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冶淤。 当前, 我们仍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 但以电子

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着当今世界大发展、 大变革、 大调整, 经济全球

化、 世界多极化、 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特征明显, 也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即 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必须提供对当代世界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具有批判力和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超越资本主义

文明解释力的理论供给。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的时代化就是对这个新时代课题的理论创新。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发展趋向之二是马克思主义日益本土化。 经过 170 多年实实在在、

风风雨雨的实践探索, 当前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已经深深感受到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后

果, 深刻认识到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 纷纷转向创造性地运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所

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除了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之外, 就是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形成具有本国风格、 本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如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 提出的普拉昌达路线、 俄

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出的 “俄罗斯社会主义冶、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冶 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 21 世纪初的典范。 因此, 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相

结合, 既是共产主义政党努力遵循的基本原则, 也是其指导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向。
2. 当前共产主义政党的合作平台

共产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时代化和本土化也提出了一个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同的共产

主义政党如何相处这一重大而现实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当今世界共产主义政党的联合平台

主要以会议为主, 兼具其他方式, 影响较大的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是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该会议是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官方代表大会, 每年召开一次, 从 1999 年第一次召开至今已经举办了

19 次。 参加该会议的世界共产主义政党有 119 个, 目前是规模最大、 参加党派最多、 级别最高的合

作平台。 第二种是类似欧洲左翼党、 欧洲共产党工人党 “倡议冶 的区域联合组织。 欧洲左翼党自

2004 年成立以来, 囊括了欧洲 21 个国家的 26 个共产主义政党, 并成为欧洲议会的重要党团。 欧洲

共产党工人党 “倡议冶 是在希腊共产党的提议下, 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在布鲁塞尔欧盟议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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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成立的。 它由来自欧洲 27 个国家的 29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构成。 第三种是类似国际共产主义研讨

会、 欧洲共产党会议、 巴尔干地区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等的国际和区域论坛。 自 1992 年以来, 国际共

产主义研讨会每年在布鲁塞尔举办一次, 其宗旨是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反对

修正主义。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来自非洲、 拉丁美洲、 北美洲、 亚洲和欧洲的大约 150 个政党和组

织参加到该研讨会中来。 巴尔干地区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自 2006 年以来每两三年召开一次, 主要由巴

尔干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组成。 欧洲共产党会议自 2006 年以来一共召开了 10 次, 它由欧洲共产党

工人党教育专题会议发展而来, 目前参加过该会议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数量超过 40 个。 此外, 2018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专题会议, 其中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 70 多个共产党

代表参加的以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冶 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也是较好的尝试。
3. 当前共产主义政党的合作原则与特点

从当前不同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政党合作平台运行情况来看,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坚持独

立自主、 完全平等、 相互尊重、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互学互鉴等原则。 独立自主是指各参加党派有

选择参加和不参加的权利; 也有选择在任何一项决议中签字和不签字的权利, 更有选择走不同社会

主义发展道路的权利, 完全平等是指不管参加党派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无论党员

数量多少, 各党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有超越其他政党的任何特权, 不同合作平

台也是在平等、 民主、 自由讨论的气氛中进行的; 相互尊重是指各参加党派由于处境不同以及一些

历史原因, 分歧和不同意见时有发生, 但各党派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长处和短处、 经验和教训、
成就与失误, 因此在会议和组织中都应做到互相尊重, 不分尊卑, 求同存异;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

指相关会议和组织都基本秉持了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应由各国党自己去处理的做法, 会议和组织的任

何决议和声明都不应干涉任何一个政党、 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互学互鉴是指各参加党派就重

大的社会主义历史事件、 当前的国际形势、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最新情况进行交流对话, 可以促进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了解, 也有利于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到的, “不同国家的政党

应该增进互信、 加强沟通、 密切协作, 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 相互尊重、 互学

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 搭建多种形式、 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 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强大力量冶淤。 我们相信, 在指导思想比较一致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政党将成为这种新型政党关系的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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