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太雷与青年共产国际

———以新见俄文史料为中心

葛银丽

　
摘　 要　 张太雷是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新近发现的 《青年国际》俄文版 １９２４年第 ３期 （７—８

月号）上刊登的 《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实则出自张太雷的手笔。他在文中详述了对于东方青年运动的理

解，呼吁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广泛建立青年组织，争取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共青团的援助。

文章发表之前，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展开活动，为东方殖民地国家积极发声，引起了青

年共产国际的关注。张太雷发扬了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述，推动共产国际将目光投向东方青年，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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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２年 ５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投入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建
立革命统一战线等各项革命事业之中。１９２３年 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
《青年运动决议案》，为 ８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方向。另一方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始终与之保持密切联系。

１９２４年 ７月，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下文简称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就留下了中

国代表的身影。①

笔者在俄罗斯查阅档案期间，在青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 《青年国际》俄文版 １９２４年第 ３期 （７—８月号）
中发现了一篇题为 《我们在东方的任务》的文章。② 浏览这篇文章可知，作者建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建立广

泛的青年群众组织，呼吁青年共产国际关注东方青年运动；而同期杂志刊登的其他文章，也集中反映了青年

共产国际四大的主要精神。因此，本文将首先梳理 《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的主要内容，明确作者的身

份；继而利用若干俄文一手文献，分析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尝试结合列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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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张太雷与共产国际的研究，有黄爱军：《〈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材料来源考———兼谈 １９２１年 “三月

会议”是否存在》，《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８期；亚历山大·潘佐夫：《张太雷与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师范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徐光寿、徐鰎：《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关系中的作用探析》，《上海党史与党
建》２０２１年第 ３期；蔡明菲、纪亚光：《张太雷 １９２１年在伊尔库茨克的史实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２１年第 ７期；丁言
模、李良明：《张太雷研究新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蔡文杰、王龙腾：《张太雷与共产国际》，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２３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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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观察张太雷与共产国际、东方青年运动之间的互动。

一、《我们在东方的任务》及其作者

俄文写作的 《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约 １３００词，其内容主旨如下：
首先，文章从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展开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是

战胜国，但由于长期深陷战争泥淖和战败国无力支付赔款的双重影响，加强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劫

掠，旨在恢复行将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经济剥削：六年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原料出口和工

业商品进口都急剧增加，生活成本因此飞速上涨，进而 “引起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大大加速了手工业的崩溃，

造成本国制造业的长期经济危机，同时伴随着失业者的迅速增长和小资产阶级的整体赤贫化”。① 另一种是政

治剥削手段，虽名为 “和平”条约，实则借此瓜分殖民地以服务自身利益。

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催生了印度、中国、土耳其等国的民族运动，“起初是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

运动，随后逐渐发展为工农群众运动”，此外还有工农独立开展的 “以大罢工和经济斗争为表现形式的经济

斗争”②。其中青年的表现尤为积极，原因在于 “相比成年人，他们更易受到剥削，与旧偏见和传统的联系也

更为薄弱”。③ 同时，作者表示尽管此前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建立群众组织的任务，且

经过数年努力，在东方国家有所成效，但依然任重道远。

继而，作者剖析了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认为要开展符合国情的青年运动。许多东方国家仍处于

封建环境，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现代工业极不发达。从事生产资料的是大量青年农民、小资产阶级青年、

小手工业学徒，离直接建立群众共产组织仍有距离。即使在工业发达的日本和印度尚难以实现，鉴于工人阶

级刚刚出现、政治压迫、老旧传统、宗教成见等原因。④ 正因如此，作者认为应当寻求其他的青年组织形式，

即 “必须建立广泛的带有民族或阶级印记的青年组织”⑤。

接着，作者根据各国现实情况，逐一给予如何建立青年群众组织的建议。其一是日本，已有相当数量的

青年工人和农民组织，不少都受到日本共青团的影响，所以日本同志的任务是 “提升工农青年的需求，形成

日本劳动青年的统一战线，将已有的青年工农组织集中联合为统一整体”。其二是印度，主要分为两派———

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国家自治管理权为目标的宪政运动，及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发组织、以反对国内外

资产阶级与地主为导向的群众运动，可见印度民族运动情况复杂。因此，在印度既要利用现有的青年群众

组织，还需寻求英国共青团的援手。其三是中国，已有在共青团领导下的全国学生会，但还应致力于吸纳

青年工农，具体措施组织俱乐部、教育机构等。其四是朝鲜，朝鲜的青年学生和农民虽已讨论了建立全国

青年组织的问题，然其中的无产阶级青年占比较少，因此朝鲜共青团的任务是加强在这一未来全国性组织

中的影响力。⑥

此外，在许多东方国家几乎没有青年工人：在波斯和土耳其多为青年农民，在 “蒙古”青年牧羊人为主

要力量；南非的共青团成员大半是白人，将来在日常工作中必须与黑人问题结合起来。因此，作者总结：“在

其他国家建立青年组织时，也应该根据各国客观条件选择相应的形式。”⑦

建立包容性组织是发展共青团的重要条件，有助于增进共青团成员与广大青年的联系。不过，出于容易

沦为机会主义的考虑，作者建议必须对共青团成员进行严格的集中管理和良好的内部培训，以期强化纪律。

共青团必须谋求在群众组织中掌握领导权，具体包括：组织上建立支部，个人则应在斗争中敢为人先。只有

如此，共青团才能赢得所有非共产主义者群众组织的信任。⑧ 接着，作者援引了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决议，

增强论述的说服力，即 “共青团在领导青年群众组织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工作时，也决不应忽视开展广泛的

共产主义宣传和加强自身组织的必要性”。⑨

作者强调，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共青团的援助颇为关键。此前青年共产国际的历次大会虽然多次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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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点，却一直未能付诸实践。作者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共青团应在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对内要在

本国无产阶级中开展工作：“帝国主义国家的青年团必须坚定不移地在本国无产阶级中开展有利于他们与被剥

削的殖民地群众合作的运动。同样地，这些共青团也应在本国士兵、殖民地学生和欧洲港口的东方海员中展

开宣传；确保当他们返回祖国后所有这些人都能成为优秀的团工作者。”① 另一方面，对外要在口头与实践中

向殖民地被剥削民众表明态度，以英国共青团为例：英国政府假借工人阶级的名义执政，实则对殖民地推行

帝国主义政策，“英国共青团应该竭尽全力帮助殖民地的被剥削民众，消除他们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偏见，形成

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②

在文章结尾，作者再次重申青年共产国际密切关注东方青年运动，以及在东西方青年运动间建立紧密

联系的必要性：“整个东方革命运动、特别是阶级运动的开展，要求青年共产国际密切关注在这些地区的

工作。在东西方青年运动之间必须建立迄今为止所没有的紧密联系。青年共产国际不仅要依靠数百万的西

方青年，还有数百万被剥削的东方青年。它应该被正确地视作全世界被剥削青年的世界组织和领袖。在共

产国际的政治领导下，它应该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东方劳动者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最革命的先

锋队。”③

简言之，文章共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东方殖民地国家的共青团员要积极参与民族解放运动，在本国建

立广泛的青年群众组织，同时严格管理团员纪律，以此确保在东方青年运动中的领导权；另一方面，青年共

产国际和西方共青团，要关注和援助东方青年，以便共同推翻帝国主义。此外，文中配有三幅题为 《中国民

族革命运动》的图片，刊载了中国军人的形象，第一幅下附有简短介绍：“孙逸仙军队中为摆脱欧洲、美国、

日本帝国主义者、实现民族解放的中国士兵”。④

文章对东方青年运动的洞见令人印象深刻，笔者不免疑问：作者 “ЧанТаЛей”是谁？为了考证这一问
题，需要从文章出处——— 《青年国际》入手。《青年国际》是青年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分别用俄、德、英、

法等各国语言逐月发行，俄文版 （８—９月号）于 １９２０年在莫斯科创刊。《青年国际》俄文版侧重于介绍世界
青年运动现况、共青团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等，不时会刊登有关亚洲青年运动的文章，作者多为苏联负责

东方事务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如青年共产国际驻远东书记处代表达林 （А С Далин），或是片山潜这般具有
声望的东方共产主义者。⑤ “ЧанТаЛей”（发音类似 ＣｈａｎＴａＬｅｉ）显然是亚洲人名。加之文中三幅国民革命
军的配图，作者无疑是中国人———特别是国共合作下的共产党人。

进一步来看，《青年国际》俄文版 １９２４年第 ３期 （７—８月号）刊登的九篇文章中，六篇有作者署名，除
“ЧанТаЛей”外，其余五人均是可以证实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各国代表。⑥ 例如，该期第一篇文章
《写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作者是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总书记、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主席团成员

武约维奇 （Воислав Вуйович），他撰文介绍了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于各国共青团之意义。⑦ 而在 《我们在东方

的任务》一文中，作者也两次援引了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决议。因此，“ЧанТаЛей”很有可能是青年共产
国际四大的与会代表。

两相比较，《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的作者 “ЧанТаЛей”应是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国代表。
笔者在有关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档案中，发现有 “ЧжанТайЛей”，这是张太雷在今天通用的俄文译名。
“ЧанТаЛей”与 “ЧжанТайЛей”之间，只有两个字母的差异，且发音近似，因此不妨推定，文章的作者
即为张太雷本人。事实上，在共产国际的各种文件和苏联报纸中，有关张太雷的俄文译名长期存在着发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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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五位作者和文章题目分别是：武约维奇 （Вуйович）《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后》、步马特 （З Баматтер）《青年共产国际与经济斗
争》、费·京特 （Ф гюнер） 《我们的教育工作》、奥戈·温格尔 （Огго Унгер） 《青年共产国际的反对派》、里赫·吉普特纳

（Рих Гиптнер）《青年共产国际———布琼尼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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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不同版本。例如，１９２３ 年，在青年共产国际为张太雷出具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证明中，其俄语名写作
“ДжанТанЛэй”；① １９２４年，张太雷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成立三周年之际发表演讲，档案中记录的俄文名为
“ЧанТаЛай”，身份标注为 “中国共青团主席和青年共产国际委员会成员”；② 甚至在苏联官方报纸有关青年

共产国际四大的报道中，也存在不同版本的 “张太雷”。③ 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不仅了解东方殖民地国家的

青年运动状况，而且熟悉青年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且能够对青年共产国际提出建议并被接纳。作为中国共

青团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中国代表张太雷，无疑符合上述条件。由此可以断定，张太雷

就是 《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的作者。

二、张太雷与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虽然已经确定张太雷是 《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的作者，但该文与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关系尚不清

楚。为此，有必要对张太雷在会议前后的活动加以考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可供研究的中文史料相对有

限。④ 达林在回忆录中写道：“张太雷曾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时发言。在谈到共青团员必

须积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时，他着重强调指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保持独立的共青团组织的重要性。

张太雷始终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他在思想方法方面、在精神上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⑤ 这段追忆虽然

简单，但肯定了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所起到的作用。

１９１９年 １０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秘密召开，明确其是无产阶级青年的国际组织。⑥

１９２０年 ７—８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规定青年共产国际是 “享有充分权利的共产国际成

员”，隶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⑦ １９２１年 ７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为此青年共
产国际专门派人来华相邀：“派遣代表的事，对于中国革命将有极大的结果。因为派代表的缘故，中国才第一

次与国际社会运动接近。”⑧

此后，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青年的联系不断增多。１９２２年 ５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青年共产国际驻远东书记处代表达林出席。团一大通过决议，一致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成为其支部。⑨ 同年 １２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赞誉

中国青年运动的迅速发展，但也指出存在组织薄弱、纪律不振、沉迷理论等问题。缺席的张太雷当选为青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瑏瑠

１９２４年 ７月 １５—２５日，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五大洲的 １４４名代表参会，其中 １０８名代
表具有表决权，分别是：欧洲代表 ８５人，亚洲代表 １４人，美洲代表 ７人，澳大利亚和非洲代表各 １人。瑏瑡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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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发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传统深厚，参与了共产国际的创建与组织，拥有相当话语权。兴

起不久的亚、非、拉、美洲国家代表数量相对较少。

７月 １５日，会议在莫斯科大剧院开幕，确定了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组成。７月 １６日，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委员曼努伊尔斯基 （Д ЗМаниульский）作关于世界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报告。① ７月 １７日，大会主
席团成员许勒 （Шюллер）从与党内不良倾向斗争、青年政治教育、各国现状等方面回顾了青年共产国际三
大以来的活动情况。具体而言，关于西方国家共青团运动的介绍较为详细，而涉及东方青年运动的篇幅相对

较少。他简单地指出，中国的共青团主要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团员数量曾由 １５００人增至 ３０００人，但在经
济危机后有所下降；而在 “蒙古”、爪哇、土耳其等共青团组织内部，团员人数相对少；至于印度和波斯，共

青团组织则完全属于萌芽状态。②

张太雷在会议期间一共有两次发言，分别是在 ７月 １８日和 ２３日，引起相当反响。７月 ２３日晨会的讨论
主题与工会相关，张太雷汇报了中国共青团参与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情况：中国共青团是青年工人斗争的领

导者，积极参与到所有罢工之中。③ 相较而言，张太雷在 ７月 １８日晨会上的发言更为重要。当日晨会的主题
是讨论此前许勒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张太雷在发言中强调了东方青年运动的意义及其与西方青年运动的

联系，其主旨与上节详述的 《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部分相似。

张太雷在 ７月 １８日的分组讨论中指出，许勒的报告忽视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共青团对东方国家共青团的
协调问题，并由此阐发了自己的论述。在参与这场分组讨论的代表中，除张太雷外均来自欧美国家。故而，

只有张太雷注意到许勒在此问题上论述的不足，提出了 “东西方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的协调问题，特别是帝

国主义国家青年团工作对殖民地青年工作的协调”，重申了列宁 １９２０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
的 “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应当在予以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援助”的精神。④

张太雷首先指出，东方青年对待民族运动之原则，是青年共产国际应当关注和指导的问题。东方青年应

该积极加入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尽力取得领导权，尽管这一理念在实践上面临着不少困难：“一方面，

加入民族运动中，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可能会被融合；另一方面，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因此胆怯，而

可能通过不会积极参加这些运动来表达忽视。因此，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险路”。⑤ 但这恰恰成为青

年共产国际应该持续关注和指导东方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太雷还就东西方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的协调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他以英国共青团为例，批评他们

没有利用麦克唐纳政府对印度问题的态度，指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趁机向印度青年表明 “英国共产党和

共产主义青年团，而非工党才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而这正是合作的必要性”。⑥ 同时，英国共青团还

要消除英国无产阶级的民族和帝国主义心理，以便结合英国和印度两地的运动。张太雷呼吁：法国同志应

当在殖民地和军队中开展工作，美国同志也应该在黑人中积极活动；而以白种欧洲人为主导的南非共青

团，应当扩大其在黑人中的影响力，争取在下次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上出现黑人代表的身影。⑦ １８ 日晚，张
太雷的发言得到了朝鲜代表的声援，后者也批评许勒对东方国家关注不够，表示大会应将在东方的工作问

题放在首位。⑧

对于张太雷的建议，许勒在 ７月 １９日分组讨论会的结束致辞中表示，他欣慰地看到与会代表希望加强东
西方国家共青团之间相互交流的共同愿望，承认 “建立东西方分部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规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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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与青年共产国际

我们需要尽快解决它”。① 许勒认为，尽管在沟通上存在问题，但青年共产国际仍然是青年工人国际运动的总

指挥部，每个国家的青年运动都值得所有分部关注和学习。同时，他还专门提到了 《青年国际》杂志，强调

它 “虽然薄弱，却是各分部相互交流信息的基础，尽管如今在巴尔干、美洲、东方等地尚未很好发展”。② 会

上，张太雷继续当选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结束不久，《青年国际》俄文版 １９２４年第 ３期 （７—８月号）以大会专刊的形式发行。
在 １４４名与会代表中，张太雷及其 《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是唯一来自亚洲的声音，俨然代表了整个东方

青年运动。同一时间，《青年国际》的中文版 《少年国际》创刊：“少年国际执行委员会见于现在他的中国分

部的发达和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决议出版中文版的少年国际杂志。中文版的少年国际的责任是很明显的，

就是给中国少年共产团团员以主义上的、组织上的和行动上的指导。”③ 虽然 《少年国际》出版仅此一期，但

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呈现出上升态势。

三、民族与殖民地视角下的东方青年运动

１９２４年 ７月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期间，张太雷积极发声，呼吁青年共产国际和西方共青团组织对东方青年

运动多加关注。会后不久，《青年国际》俄文版刊登张太雷的文章，主旨一脉相承：东方共青团需要发展青

年群众组织，青年共产国际则需要加强领导作用。张太雷的相关论点，实则反映了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与殖民

地问题的整体路线。

列宁围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相关论述，奠定了共产国际在东方开展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１９１９年共产
国际成立之初，工作重心原在欧洲。１９２０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首次提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
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

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④ 会议期间，围绕东方革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性问题，列宁和印度革命者罗易

（Ｍ Ｎ Ｒｏｙ）展开深入讨论，形成了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和 《补充提纲》。⑤ 此后，共产国际的

整体路线得到明确：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可以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开展谨慎合作，甚至可以形成临时联盟，但

前提是保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⑥

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共产国际无法立刻将列宁的指导用于实践。列宁本人坦言：“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

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

产主义”，但无法预先制定具体方法，只能从实际经验中获得启示。⑦ 荷兰革命者马林 （ＨｅｎｄｒｉｃｕｓＳｎｅｅｖＬｉｅｔ）
回忆首次来华曾言：“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

和提纲。”⑧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与殖民地理论的理解，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张太雷是最早一批的接受者。

１９２１年 ７月中共一大期间，与会代表讨论了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部分内容，但并非会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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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 １９２０—１９２３ 年的中国问题》，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１７—
１９２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２５１ 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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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１９２２年 １月出版的团刊 《先驱》创刊号，刊登了节译 《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前半部分，反

而侧重于强调采取对抗资产阶级的原则。① 同年沈泽民的译本，在关键概念上含糊不清，理解为 “与中产阶

级的民族主义革命合作”。② 相较而言，张太雷在 １９２１年 ６月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报告，得益于共产国际驻
远东书记处书记舒米亚茨基 （Б ЗШумяцкий）的指导，更加贴合列宁的理论。张太雷认为，东方殖民地内
部各有差异，必须根据国内外阶级力量的对比，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政策：“不要丢掉自己纲领和组织的独立

性，要掌握住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要把参加运动的群众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争取到自己一边来……”③

对于资产阶级，首先要尽可能努力，迫使他们暂时向革命运动靠拢，继而在必要时将之驱逐。张太雷不仅掌

握了民族与殖民地理论的核心，而且意识到东方殖民地内部的多样性。

１９２４年 １月列宁逝世后，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开展活动已久的共产国际，需要重新审视和总结四年来的经
验教训。自 １９２０年起，莫斯科就在中国寻找可能的合作对象，最终选定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１９２３ 年 ８
月，蒋介石率领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合作事宜，张太雷作为翻译随行。１９２４年 １月，中国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学习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１月 ２１日，列宁
病逝，留在莫斯科的张太雷参加了迎灵仪式：“中国人民对于列宁底死亦应是无限的悲哀，因为他们失掉了一

位领导世界革命，就是领导他们革命的领袖。”④ 共产国际在继承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精神的同时，

需要根据世界形势和各国状况进行调整。

１９２４年 ６月 １７日—７月 ８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围绕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展开激烈
讨论。大会的殖民地委员会主席曼努伊斯基 （Д ЗМануильский）批评以法共为代表的西方共产党对殖民地
问题关心不足，讨论了是否在殖民地国家 “建立有着相当激进的反帝斗争纲领的工农党”，甚至将有中共党

员加入的国民党归入此类的说法。⑤ 李大钊介绍了国共合作下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呼吁大会更加关注中国问

题：“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并不大。它的战线太长，因为它同时开展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我们希望第五次代

表大会给予中国问题以特别的关注，对中国党作出有关它今后工作的指示。”⑥ 斯大林担心，工农党的成立可

能会使共产党完全 “溶化”于其中，因而选择搁置决议，留待下次大会解决。⑦ 最终，大会通过了 《共产国

际致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兄弟人民》，呼吁东方人民跟随列宁的革命遗训，奋起反抗，争取民族解放。

不过半月，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开幕，并将贯彻共产国际五大的方针，作为这次会议的任务之一。因此，

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青年运动，也成为会议期间需要具体讨论和研究的对象。⑧ 会议前夕，苏联共青团成员、

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主席团成员塔尔汗诺夫 （О С Тарханов）曾就会议前景和意义进行展望，但对东方问题只
是简略带过。⑨ 不过，青年共产国际苏联代表库雷拉 （Курелля Циглер）对此有所认识。在苏联共青团莫斯科
支部联合大会上，他阐述了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的任务，强调要发挥列宁主义的作用，尤其是要加强 “被压迫

的殖民地人民斗争和西欧无产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瑏瑠 库雷拉称赞远东地区青年运动的发展，最亮眼的中国

分部 “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这次大会必将处理一些实际而非理论的

问题。瑏瑡

４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译述：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 （未完）》，《先驱》创刊号，１９２２年 １月 １５日。
成则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广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２２年。
《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 “三大”的纲领 （草案）》，《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 ３２ ３４页。
《列宁底死》，《张太雷文集》，第 １２２ １２４页。
《曼努伊尔斯基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王学东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 ３８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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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ервая牞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牶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牞 １９２５。
《讨论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王学东等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 ３８卷，第 ２６２ ３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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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与青年共产国际

青年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之际，会议通过 《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核心讨论了东方国家的共青团如何

发展青年群众、援助国民革命等问题。① 具体来看，决议内容包括以下四点。其一，肯定殖民地国家共青团组

织已经取得的成绩；其二，明确青年团的任务是要 “掌握广大劳动青年群众和建立自己的组织”；其三，分

析了有关青年的民族革命组织问题，形式上需要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组织上需要保持政治独立，任务则是

要捍卫广大青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特别是共青团要积极在其中掌握主动权和领导权；其四，要求西

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共青团努力帮助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青年，如设立殖民地工作部门、开展宣传工作以消除

本国人民的民族偏见等。② 通过与本文前两节内容的对比，这份决议与张太雷在 ７月 １８日的发言和 《我们在

东方的任务》一文中的论述，具有相同的主旨和相似的观点。

会议结束之后，不少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陆续谈到了东方问题，并强调率先建立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青

年群众组织的必要性。１９２４年 ９月，武约维奇表示，要在农村工作和东方各国及殖民地中组织革命青年，他
们 “将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殖民地各国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和我们的工作经验促使青年共产国际

四大提出新的口号：成立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青年群众组织。”③ 考虑到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仍是民族解放，

且由于共产主义力量尚且有限，因此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提出的口号被加以修改：“建立比我们的阶级组织更能

接触殖民地青年工农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必须在我们的领导下工作。”④ 此外，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书记

处成员梅林 （Р АМеринг）在总结会议意义时表示，这次会议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 “解决了在殖民地

国家的一些工作问题”。⑤

由此可见，张太雷在会议期间和会后文章中的呼吁颇有成效，但不少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对于东方问题的

理解仍然有限，只是简单认为东方青年受到了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民族方面的双重压迫。例如，塔尔汗诺夫曾

表示，西方国家共青团的工作路线已经大体明确，而东方仍是 “一本秘而不宣的书”，他们对于一些基本问

题不甚了解。⑥ 不过，他也承认 “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是青年共产国际现在关注的中心……我们可以使大规模

的民族革命运动成为现实。我们现在必须着手进行这项工作”。⑦ 尽管张太雷 《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在

宣传青年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精神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如何在东方青年运动中发展青年群众组织，仍然有

待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摸索。

小结

综上所述，张太雷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期间扮演了重要角色。１９２４ 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的转折之

年———世界革命的领袖列宁逝世，中国国内的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共产国际有必要继续讨论有关民族与殖民

地问题。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前后，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青年运动问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不少青年共产国际代表

对此一知半解。中国代表张太雷注意到这一不足，发言申明东方青年运动的重要性。青年共产国际也将张太雷的

《我们在东方的任务》一文刊登在会后发行的 《青年国际》杂志上，以期加强东西方共青团之间的交流。

张太雷认为，东方共青团需要积极建立青年群众组织，青年共产国际和西方共青团则要加强对东方的指

导和援助。不过，他对前者的阐发相对有限，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对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视，也符合青年

共产国际的宣传策略。但这种局限性，是由于张太雷身处莫斯科的国际环境，为引起关注所致。张太雷延续

了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的理论，结合了东方青年运动的实际情况，影响了青年共产国际的决策和认知。

在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苏联和拥有
社会主义传统的西欧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例如，许勒在 １９２４年 ７月 １７日的报告中有关德法两国的论述，仍

５１２

①

②

③

⑤

⑥

《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张太雷文集》，第 １６４ １６６页。
《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

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 １３９ 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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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占据相当篇幅。本文的研究旨在说明，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张太雷为东方殖民地国家积极发声，推动

共产国际向东方投入更多目光。由此，以张太雷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值

得深入研究。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７６批面上资助项目 （２０２４Ｍ７６００５１）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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