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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深入探讨了21世纪初影响欧洲发达国家共 

产党发展前途的三种主要关系：传统与变革的关系，议会内 

与议会外活动的关系，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关系。较详细 

地分析了两种不同变革类型的欧洲共产党在处理这三种关系 

上的理论和实践抉择，面临的相同

和不同的问题，以及对其发展前景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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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在21世纪初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 

取  决  于  它  们  所  处  社  会  的  政  治  、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条件和形势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取决 

于共产党自身理论与实践战

略的调整和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影响因素既包括党内 

国  内  的  ，   也  包  括  欧  洲  和  世  界  

范围的。分析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必须 

综合考虑这些复杂的因素。对发展前景的瞻望不能简单地主 

观臆测， 不能武断地肯定或否定 ，而要努力分析这些共 

产党面临的问题和采取的战略策略。这里着重探讨欧洲发达 

国家共产党在三种主要战略抉择上对其进一步发展所产生的 

影响和意义。



一、坚持传统与进行变革的关系

如何处理坚持传统与进行变革的关系，是决定共产党的 

面  貌  和  发  展  方  向  的  主  要  问  题  。  

苏东剧变后，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两种不同类型的调整，主 

要是在处理这一关系上有较大不同。相对来说，希腊共产党 

、葡萄牙共产党等坚持传统原则较多 ，而法国共产党、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等则坚持传统原则较少， 

调整变革的幅度较大。两种类型的调整变化都是共产党寻求 

进一步发展 的探索努力 ，关键 问题在于 ：是把坚持传统 

和进行变革看作是彼此冲突对立的，还是相互关联促进的。

有的研究者认为，西欧国家共产党在坚持传统和进行变 

革  之  间  的  政  治  活  动  空  间  狭  小  ，  

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例如，美国学者弗兰克 ·威尔逊就这 

样评价说 ：  “ 在 西方 ，共产党被其他政党锁 定在左 — 

右政治谱系中固定的位置上。它们的运作空间被其他长期存 

在并获得成功的左右翼党派所限定。 ”[1](P110)他认为， 

尽管共产党试图不使自己的左侧存在对手，但这里仍然有较 

小的托派组织和无政府主义党派与其竞争， 限制了共产党 

向更为激进、革命的立场转变。在共产党的右侧，存在着具 

有长期历史传统和大量选民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如果共 

产党试图 向右转变 ，持较为温和 的立场 ，那么它们就面 

对着这些强大的对手。就是在共产党周围的相同位置上，也



存在着倡导环境保护、妇女权利、学生权利、公民权利等各 

种新社会运动组织和派别。 这样 ， 由于政治空 间几乎被 

其他党派全部占据，共产党重新界定自己的能力受到极大的 

限制。

但是，苏东剧变后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调整发展的经历 

表  明  ，   坚  持  传  统  较  多  的  一  些  共  

产党仍在稳健地恢复发展，并没有沦为边缘化的小集团，像 

葡共、希共等；进行变革幅度较大的一些共产党也有新的作 

为 ，并没有不可避免地蜕变为社会民主主义性质 的政党 

，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要看社民党的颜色行事。如法共、意 

重建共、西共等。而且，前者并不是固步自封、僵化教条， 

而是在坚持传统原则 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本 国实 际情况的 

正确道路；后者也仍然坚持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信念，尝试探求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形式 

。 由此可见 ，把共产党坚持传统与实行变革对立起来的 

看法，是错误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只有正确处理 

二者的关系，使之统一起来，相互促进，共产党才可能有长 

远的发展。

当然，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在处理传统与变革的关系上 

，   还  有  许  多  问  题  需  要  在  探  索  中  

逐步解决。它们要在21世纪初的欧洲政治舞台上继续存在和 

发展，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根据发达资本主义的



新变化， 重新塑造 自 己“左翼 中 的左翼 ”之形象 。 目前 

，西方许多左翼人士在积极讨论如何建立“新左派”，以适 

应形势的变化和挑战，共产党也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建设 

性 的作用 ，既要同其他左翼一道构筑 同右翼斗争 的阵线 

，又要确立自己的鲜明身份和独立地位。

坚持传统原则较多的共产党，其身份特征和定位相对来 

说  较  为  明  确  。   它  们  仍  然  坚  持  以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有的党也坚持列宁主义，意识形 

态和理论路线都较为稳定、鲜明。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如何进一步把传统 的理论原则与时代变化和本 国具体情 

况结合起来，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为本国群众所理解和 

接受，并且转变为对日常实际斗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方针 

和政策。 以葡萄牙共产党为例 。葡共在苏东剧变后仍然 

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和 

劳动者之先锋队的性质和作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与此 

同时葡共强调， 马列主义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更新和 

发展，对新事物、新情况、新进程和新的发展动向做出回答 

，要同实践和认识的不断进步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葡共既要 

同教条主义也要 同机会主义划清界限 。但葡共 目前在实 

践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根本问题是如何进一步适应本国 

国情和人民的要求，使自己坚持的马列主义原则不流于口号 

，不失之教条 。2002年 ， 曾在半个世纪多 的时 间里担任



葡共第一领导人、88岁高龄的阿尔瓦罗 ·库尼亚尔，呼吁以 

卡洛斯 ·卡瓦洛斯为总书记的葡共进一步兴起变革之风，主 

张解决党 内存在的理论脱离现实 的问题 ，扩大党 内 民主 

，去除僵化、压制性的纪律，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他 

认为党要在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的同时，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变 

革 ，采取对广大 民众有意义 、有价值 的路线 。 [2]葡共 

当前面临的问题和任务，是欧洲发达国家坚持传统原则较多 

、力图稳健探索的共产党共同面对的挑战。能否正确处理和 

解决，对其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变革幅度较大的共产党当 

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则与前者不同。它们“超越”传统原则较 

多，理论政策变化较大，在探索适应时代变化和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内容 

、新模式方面 ，提 出 了许多新 的主张 ，如法共 的“ 新共 

产主义”理论，意重建共的“重建替代性左翼”方案等。它 

们的探索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 

矛盾和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 ，是如何在打破传统 的 同时 

，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明确指导思想和纲领，而不是成分庞杂 

、含糊不清的理论混合物。

它们提出的新的观点和主张，同样面临着被民众认可和 

接 受 的  问 题  。   实 现 不  了 这 一 点 ，  

理论政策的调整不仅不能收到积极成效，而且使党内思想混 

乱，派别斗争不断，削弱了党的斗争力量。法共、意重建共



等在苏东剧变后就一直受党 内派别争斗 、分裂 问题 的困 

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它们由于放弃传统原则较多，被部 

分选民认为是与其他政党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过去的那种 

“ 左翼中 的左翼”的身份已模糊不清 。这样， 它们不仅 

难以从其他政党那里争取来新的选民，而且会失去自己的传 

统支持者。2002年法国大选时，法共的一些传统支持者转而 

投其他政党 的票， 甚至有的投 了极右翼政党的票 ， 以表 

示对法共含混折衷的纲领和政策的不满。可见，对于变革幅 

度较大的共产党来说，也必须重新反思坚持传统与进行变革 

的关系， 重新审视既有传统 中有哪些是可 以作为 自 己发 

展变革的资源。

二、议会内竞选与议会外群众运动的关系

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是欧洲发达国家绝大多 

数  共  产  党   的  共  识   。    而  践  行  

这一路线的最为便捷的途径，就是利用西欧发达的议会民主 

制度，通过议会竞选，争取参政或执政，逐步推行和实现社 

会主义的纲领、方针和政策 。但另一方面 ，共产党作为 

“左翼中的左翼”，停留在议会内的竞选争夺是不够的，只 

有在议会外充分、广泛地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才能有效地 

同右翼进行斗争， 才能把自 己 同其他政党 区分开来 ，塑 

造自己独立的形象和地位。如何正确处理议会内竞选和议会 

外斗争的关系，是西欧共产党当前面对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可以说西欧共产党在历史上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在处理议 

会   内  外  活  动   的  关  系  上   ，    提  

出过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观点和论断，在政治实践中也取得 

过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意共曾经赢得过30%多的选票，法共 

曾赢得过25%多的选票，合法后的西共和葡共也各自在国内 

赢得过13%左右的选票。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它们在探索 

中   始  终  面  临  着  未  能  有  效  解  

决的问题，主要表现是：过多投入议会竞选活动，忽视群众 

运动的开展；过多认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忽视 

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变化之深层规律 的把握 ；过多为 

局部的、短期的选举成绩而向社民党、甚至有时向右翼妥协 

，忽视自身特征和独立地位的维系；过多关注具体、琐细的 

竞选纲领和方案的实用有效 ，忽视长远战略和 目标 的制 

定等。苏东剧变后，坚持斗争并调整变化的西欧共产党，特 

别是变化调整幅度较大的共产党，仍需解决这些围绕议会内 

与议会外活动之关系而存在 的诸多问题 ，这直接关系到 

它们在21世纪初的发展前景。诸如法共、意重建共等变化幅 

度较大 的共产党 ，在20世纪90年代 中期 以后致力于建立 

新型的共产党组织，从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党的地位和作 

用等各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主张。在实际的政治活 

动 中 ，它们努力以新 的形象吸 引和赢得 民众的支持 ，在 

议会内与议会外斗争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变化幅



度较大的共产党在政治活动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为适应议 

会选举的需要而淡化 了许多标 明 自己独立身份 的东西， 

使得一些选民认为它们已经变得同其他政党没有什么区别， 

“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称谓只是符号而已，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席位 ，为 了参政或执政。为 了能够在更广 的范 

围内吸引选民，这些共产党的新纲领包容性很强，但由于在 

指导思想和目标上失之明确，在一些具体内容上同社会民主 

主义政党 的纲领差别不大， 使得原有 的选 民感到无所适 

从，在选举中为表示不满，转而投了其他更激进政党的票。 

现在法共、意重建共等对自己的政治活动进行反思，其中一

个突 出的 问题是： 在肯定共产党积极参加 国内选举活动 

重要性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和判定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优势是 

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法共在2003年4月的三十二大上， 

对其政治战略优先点作了重新考虑 ，体现了其处理议 

会内外活动之关系的新发展动向。会议要求法共在今后把人 

民运动提高到法共战略的首要地位。会议报告反思了法共近 

几年 的政治活动 ，认为从 1997年法共参政 以来 ，与社会 

党靠得太近，越来越显得是“社会党的左翼”，丧失许多法 

共自己的特征，这是法共大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法 

共要汲取教训 ，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发展人 民运动放在法 

共工作的首要地位。特别是要反对解雇，保障劳动者的受教 

育权、住房权、医疗权等，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3]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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