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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矚目的美國大選將於

今年11月初舉行，究竟賀錦麗

（Kamala Harris）抑或特朗普

（Donald Trump）將會登上總統

寶座？在是次兩極化和戲劇性

的選舉中，側面折射出美國民

主制度正在經歷怎樣的轉變？

美國的民主實踐是否如論者所

指，從過去的典範變為禍亂的

根源？敝刊將於12月號刊出多

篇專文，予以深入剖析。

——編者

微觀視域下的中共黨員
與黨組織

國共內戰時期，中共隊伍

急速擴張，在所難免地出現組

織渙散、人員素質良莠不齊等

現象。1947年9月，中共中央

做出在土改中普遍整頓黨的隊

伍的決定，歷時一年半的「整

黨」逐漸開展起來。任耀星的

〈國共內戰後期中共基層黨組

織運作——以河北容城私派地

下黨員案為中心〉（《二十一世

紀》2024年8月號）便取景於這

一歷史場景。

既往中共黨史研究，往往

偏重考察黨組織的整體運行情

況，對基層黨員的生存狀態和

活動軌迹關注略顯不足。任文

通過剖析河北容城黨組織私派

地下黨員楊楫潛伏北平的歷

程，揭示了中共轉向全面進攻

背景下的地方黨組織，如何在

遵守中央紀律與滿足地方利益

之間尋找平衡。這一案例表

明，黨組織並非鐵板一塊，央

地關係存在複雜的面相，中央

政策在地方本位主義傾向影響

下可能被扭曲。當然，這些活

動也讓我們看到了基層黨員和

黨組織在嚴酷戰爭環境中的生

存困境和鬥爭策略。該文以小

見大，為我們了解國共內戰期

間中共地下工作的真實樣態提

供了寶貴細節。

不僅如此，以往中共革命

史研究偏重從中共革命的內部

視角梳理歷史事件，有時難免

將革命者、革命理想與革命實

踐混為一談，甚至在不自覺中

將自己劃入了革命者陣列，成

為革命理論、政治話語的宣講

人。任文則利用國民政府訴訟

資料，一方面打破了傳統研究

中過份依賴中共資料的局限

性，使研究更加多面和客觀；

另一方面打破了國統區與解放

區間的隔閡，從國統區視角審

視解放區黨組織的活動，從而

展示國共雙方在城市工作中的

隱秘聯動關係。楊楫的個人軌

迹和基層黨小組的活動，正是

以往宏觀敍事中的模糊地帶，

為我們理解革命史中的微觀動

態提供了新視角。

此外，任文還聚焦基層小

人物，了解他們如何看待革

命。革命的鐵流奔湧而來，個

體生存的要求總是因為不那麼

積極而被遮蔽，人的欲望更多

時候也讓位於革命的理想信

念。然而，基層革命的熱情有

時很難敵得過現實的消磨。儘

管小人物亦不乏捨生取義的氣

魄，但日常更無法擺脫掙扎生

存的無奈與糾結。任文着力刻

劃的革命洪流中的小人物，雖

然在歷史大事件中沒有突出的

表現，但是歷史大事件卻無時

無刻影響着他們的思維意識、

生存方式和生命軌迹。這些影

響一般並無明晰的證據可尋，

但對時人而言，卻無比實在。

同樣，這些小人物以革命為名

的所作所為，其實也很難區分

是在為革命服務還是為自己的

生存服務，而這或許本就是革

命無法言明的一部分「真相」。

鍾欽武　青島

2024.9.5

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舊方法
與新問題

李彤的〈河北農村社會主

義教育運動個案研究（1957-

1958）〉（《二十一世紀》2024年 

8月號）從微觀的視角出發，對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 

動進行了生動、細膩的研究。

1956到1957年間，隨着農業合 

作化運動的推進和「統購統銷」

政策的實施，農民出現了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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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社」風潮、瞞糧、「鬧糧」等

問題。1957年7月，中共中央

在青島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中特別指

出：農村也有社會主義與資本

主義「這樣的兩條道路的鬥

爭」。對於農村社教運動，學

界或聚焦高層的宏大敍事，或

探究其與反右運動的關係，忽

視了對底層草根的案例研究。

李彤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充

分運用基層檔案，系統梳理河

北Y縣農村社教運動的來龍 

去脈，揭示出農村社教運動與

城市反右運動在實施方法、實

際步驟和處理結果方面的異曲

同工。

要言之，在邏輯理路上，

無論城市反右運動抑或農村社

教運動，高層皆對形勢做了嚴

峻估計，認為出現了「兩條道

路的鬥爭」，並對想走資本主

義道路的「反動」知識份子或

「搗亂」的地富和富裕中農進行

批判，出現所謂「擴大化」的現

象。李文更指出，這種「擴大

化」從橫向範圍轉化至縱向深

度，即從「思想問題」升格為

「階級鬥爭」。

以河北Y縣為例，在A村

進行社教運動的試點，在排隊

摸底、圈定目標對象的過程

中，將對糧食政策的普通不滿

上升到對「資本主義思想」路線

的批判；在鳴放過程中，將無

關是非的問題引導到「大是大

非」的問題上。在強勢政治話

語下，鄉村日常生產、生活的

細枝末節被貼上「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對立的標籤，具有

了超出日常生活的政治意涵。

在運動中，「廣大農民社會主

甚麼程度的影響，則需要進一

步的討論。

高嘉懿聚焦中國化馬克思

主義的第一階段——即毛澤東

思想，如何在法國傳播進行了

深入討論。在法國知識份子看

來，中國革命思想中挑戰權

威、去殖民化、反霸主題、人

民意志等，和法國傳統中的自

由、平等、博愛交相呼應，既

成為解決資本主義快速發展背

後社會危機的可能「良策」，又

反映了自身的理想追求。因

此，他們在看待中國革命時，

出現了烏托邦的幻想。而當文

化大革命的實際情況被更多地

了解甚至在中國被批判、平等

與個人崇拜並存為人所知，這

一烏托邦也逐漸消逝。

毛澤東思想在法國的沉浮， 

也揭示了中法黨際交往和國家

關係的複雜互動。對中國來說， 

黨際關係和國家外交在相當程

度上是重合的。中國對法宣傳， 

既是黨的意識形態對外投射，

也是國家外交的實施。實際上， 

在高文所描述的中國駐瑞士大

使館1963年9月制定對法國左

派具體的工作方針前，中國更

高層次的對法外交機構——新

華社駐巴黎分社就在當年2月

得到劉少奇的批示，「可多做

些報導和翻印我反修文章的 

工作」。而對法國來說，無論

是始終未執政的法國共產黨，

還是法國社會黨或其他知識份

子，他們更多是從個人、黨派

而非國家的視角，來看待毛澤

東思想和中國的建設經驗。對

他們來說，遠在東方的中國革

命思想確有魅力，但其光芒無

論如何，也不能完全成為左右

法國國家政策的意識形態根基。

姚百慧　北京

2024.9.15

義覺悟大大提高，積極踴躍交

糧」，使最初的糧食徵購任務

得以足額甚至超額完成。

在文末，作者轉向一個發

人深省的視角，即在社會主義

建設時期，中共所遇到的政

治、經濟、文化等許多方面的

問題多為新問題，卻慣於沿用

熟習的階級鬥爭的舊方法和舊

經驗，這也使得中國的社會主

義道路長期在艱辛探索中曲折

發展。因此，對於現實所出現

的新問題、新矛盾，究竟應以

何種方法去應對，實是考驗領

導者智慧的試金石。

張熙　金華

2024.9.14

中國革命魅力在法國的
外溢

高嘉懿的〈革命思想的回

流——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 

法國的傳播〉（《二十一世紀》

2024年8月號）向我們展示了
1949年後法國左派政黨、知識

份子等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

解讀、想像與宣介，並揭示了中 

法兩國革命文化能夠產生共鳴 

的原因，從而為中法關係史，法 

國政黨史、左翼史和知識份子

史等領域的研究添加了新維度。

中國的革命文化深受外來

文化的影響，中共建國和立黨

的根基是馬克思主義，而在早

期中共領導人學習馬克思主義

的過程中，法國大革命的發生

地巴黎曾起到重要作用。這對

後來新中國領導人觀察法國政

治、領導人等，都起到一定的

作用。然而，中國革命經驗和

新中國的意識形態，是否對包

括法國在內的國家產生影響；

如果有，通過何種方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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