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和贡献

梁 化 奎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历史上致力于探索民族问题的优秀先行者。他不但较系统地传播了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而且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探索民族问题, 并

将其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结合起来。瞿秋白为我党早期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形成做出了重

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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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99年 1月 29日,尉健行同志在纪念瞿

秋白诞辰百年座谈会上, 代表中共中央讲话, 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卓越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

产党早期从事理论建设, 做出过巨大贡献,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¹

民族问题是指不同民族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关系问题。广义上讲,它包括民族

自身发展的问题, 民族与国家、民族与阶级以及民族与民族的关系问题。º 关于瞿秋白在民族

问题上的探索和贡献,在相关党的文献、不同时期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未见有直接、明确的评

价。但从瞿秋白在这方面的实际表现看,他不仅向中国人民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苏联的民

族理论及民族政策, 而且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探索民族问题, 并力求与中国民族问题的

实际相结合,为我党早期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瞿秋白也是我

党早期历史上坚持致力于探索民族问题的优秀先行者。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

却还显得相当薄弱。既不见相关年谱、传著在这一视角下的阐述,相关研究文章也并不多见。

少数论者对此虽有所论及,但其由于多限于以瞿秋白有代表性的某一单篇民族问题论文为剖

析对象,来谈论他的民族观或是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播的贡献, 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

的局限性。» 另外,在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史的论著、文章中,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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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可参见康基柱:5瞿秋白与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6 ,5民族理论研究61988年

第 3期;王关兴:5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6 ,5瞿秋白研究6 ( 4) ,学林出版社 1992年版;曹利群:5瞿秋白无产阶级革命

时代的民族思想初探6 ,5常州工程学院学报62006年第 4期。



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和贡献,往往也只是简略提及。因此,本文拟在全面梳理瞿秋白在

民族问题上的探索进程及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总结其探索民族问题的特点,相关著述的理

论价值和意义, 尤其是对我党早期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

一、介绍和传播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这里所谓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主要是指列宁、斯大林有关民族理论的学说, 及在

这一理论学说指导下苏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制定的民族政策。总体上看,瞿秋白对苏联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介绍传播,可以分为在苏联考察期间( 1921年初至 1922年底)的宣传

报道与其在 1923年初回国之后的介绍传播两个阶段。

(一)在苏联考察期间的宣传报道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得益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

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所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情报道。从这种宣传报道看, 主要集中

在人们颇为关心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还鲜有人深入关注到十月革命后这个多民族国

家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李大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他在五四运动

前就热情讴歌了十月革命。后来, 在发表于 1921年 7月 1日5新青年6第 9卷第 3 号上的5俄

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6一文中, 他还对俄国的民族及民族关系做了/略一观察0。¹ 另外,他

在发表于 1919年 2月 1日5国民杂志6第 1卷第 2号上的5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6一
文中,曾提出/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 根本改造, ,实行民族自决主义0。º 可是,在他

所有的这些文章中, 却未谈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在其他早期共产主义

者那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那里,此间情形大抵亦是如此。直至 1922年 1月列宁

的5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6的部分译文首次刊载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5先驱6创刊号
上;同期,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中国共产党派出张

国焘、邓恩铭等参加大会,随后带回大会的文件、精神在党内传达,上述状况才有所改观。正是

在这种情形下, 1921年 3月 31日,还在苏联进行考察研究的瞿秋白, 写出了长篇通讯5共产主

义之人间化6中的/民族问题0部分。同年 6月 22日,该文在北京5晨报6上首次公开登载。这

是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他对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介绍传播,

当首推此文的写作和公开发表。该文也弥补了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空白。

从这篇报道写作的背景看, 1920 年底, 苏联国内战争胜利结束, 随之过渡到经济建设时

期。1921年 3月,苏共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 及时制定了新经济政策。从实行新经济政策

的基本任务出发,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在此之前, 斯大林于 2 月 10日

就已在苏共中央机关报5真理报6上发表了5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6一文。» 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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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大钊文集6 (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467页。

5李大钊选集6 ,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第 129页。

参见5斯大林全集6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在该文发表二十多天前的 1月 25日,瞿秋白已抵达莫斯科,并开始了

考察工作。他在莫斯科的首个采访对象,正是当时苏共中央机关报5真理报6的主笔美舍利亚科夫。瞿秋白在5饿乡纪程6中说:/ 我
们正式的考察调查从那天见美史赤略夸夫(即美舍利亚科夫) ) ) 笔者注)起。0[5瞿秋白文集6 (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03- 104页]由此推断,瞿秋白在写作5共产主义之人间化6之前,很可能就已关注到了斯大林发表在 2月 10日5真理

报6上的那篇文章。这也极有可能是他把/民族问题0放在了这篇长篇通讯报道的开篇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上述会议文件及其他材料写出了5共产主义之人间化6的长篇通讯,内容包括民族问题、外

交问题等五个部分。其中,民族问题被置于开篇, 全文约 6000多字, 它较为系统而准确地译述

了斯大林在报告中所阐述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关于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康基柱在5瞿秋白与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6一文中,

将其概括为译述了苏维埃俄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等九个方面,并逐一做了分析和阐述。康

文的概括尽管详尽, 却让人难以把握这篇报道的逻辑、重点和特色。总体上看瞿秋白的这篇报

道,实际上是在梳理苏共关于民族问题发展的三个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时期、苏维

埃时期)的理论的基础上,重点译述了苏共实行的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原则,以及与此相应而

实行的民族政策,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组织形式及联盟原则。在译述民族自决的原则时,瞿秋

白指出了它所强调的真实内涵。如,各民族/应当认明共同的利益0, /共同经营和平事业,亲密

的协作0, /决不能单独分立,不相联络0。¹ 他还译述了苏维埃政府为了消灭各民族间存在的

事实上的不平等而采取的一些民族政策、方针。如, /使本地熟悉地方情形及那地方上人的心

理的人管理事务,行使政权0; /以他本地的语言文字发展文化上的事业, 报纸、学校、剧院等

类0。º 关于/共产党人在民族问题上应尽之职务0, »他在报道中说,苏共现时要做的就是要消

灭民族剥削和压迫, 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消除各民族间的相互嫉视和积怨,在文化上经

济上辅助弱小民族等。为此, /苏维埃共和国边境上各共产党组织,当负特别的责任0。¼

这篇报道的特色,首先是它用了/改译0的方式。瞿秋白早在国内时就曾翻译过果戈里的

短剧、托尔斯泰的诸多文论。所以,以瞿秋白当时对俄文的掌握程度来说, 完全可以照着斯大

林报告的原文进行直译。但他为何要选用/改译0的方式呢? 对此他当时并没有说明。但从后

来他在 1925年 2月完成对斯大林的5列宁主义概说6(今译为5论列宁主义基础6)的改译后对

此所作的解释看,就不难发现他对传播包括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在内的俄国革命理论

的良苦用心。他说: 之所以采用/改译0的方式, /原意是在接近中国读者0。½ 在5共产主义之

人间化6中,瞿秋白亦正是以一句/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 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呵0 ¾来结束他的全篇通讯报道的。从这一考量出发, 瞿秋白对斯大林的报告并没有采取逐字

逐句的直译,而是有选择地对其进行了一些删节和概括。但对于苏共制定的旨在实现民族自

决、民族自治、民族平等的一系列新政策,尤其是在瞿秋白看来对于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对于

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内容,则译述得十分详细。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对斯大林报告

中一些用词的直译, 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如, 文中使用了当时在国内还少见使用的/少数民族0

一词。他说: /唯有苏维埃得胜利, 确立无产阶级独裁制,才足以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 建立民

族的平等,消灭民族的压迫。0¿这篇报道的另一个特色,是瞿秋白在译述中加入了自己对苏联

的民族问题及其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所见所闻所思。瞿秋白并非仅是照着苏共在会

议上说的, 或是在文件上写的来做宣传报道的, 而是先期做了许多资料搜集、实地采访工作。

因此,他在/民族问题0的开头、结尾部分,以及在全篇报道的/小结0部分,加入了许多自己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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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5共产主义之人间化6,5瞿秋白文集6 (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88页。

瞿秋白:5共产主义之人间化6 ,5瞿秋白文集6 (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 192页。

瞿秋白:5共产主义之人间化6 ,5瞿秋白文集6 (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 185页。

参见瞿秋白:5共产主义之人间化6 ,5瞿秋白文集6(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 193页。

瞿秋白:5列宁主义概说6 ,5瞿秋白文集6 (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 46页。

瞿秋白:5共产主义之人间化6 ,5瞿秋白文集6 (政治理论编)第一卷,第 230页。



识和看法。大会期间,他从对来自一小共和国的代表的采访中了解到, 在他们那里/已可以完
全用本地的言语文字,比俄皇时代自由得多了0。¹ 这使他相信苏联在/军事共产主义0时期之

后, /这次大政方针的改变,当有相当的成效0。º 他总结说, 当时, /已经处执政者的地位0的苏

共对于解决民族问题,虽然还只是/刚刚着手0,但是, / 从共产党民族政策上看来,确为世界历

史上开一新纪元0。»

20世纪 20年代, 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 是苏联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苏联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制定革命纲领的重要理论基础。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的探

索和贡献,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对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的传播。1922年 1

月 22日,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的目的, 就是

要贯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深入宣传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号召

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来讲, 这是

一次对其产生了直接而重大影响的重要会议。当时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度曾因/苦

于无从找到适当的翻译人员0 ¼而为之感到困扰。于是,共产国际急招来正在莫斯科郊外高山

疗养院养病的瞿秋白担任翻译工作, 瞿秋白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1月 29日, 亦即在瞿秋白

生日的当天,他激情澎湃地写下了5赤都心史6中的5晓霞6一文。文中写到: /革命的怒潮! 呵,

如火如荼! 现在我能安安逸逸生在此, 为远东古国诸同志尽一毫助力, ) ) ) 虽然通译的才能或

者不足,然而始终有尺寸的功效, 心安意逸。0 ½大会的主要文件之一,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

发洛夫所作的5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6的报告,就

是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再提供给中国代表阅读的。这个报告后来又以5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
问题6为题,分三期发表在5向导6周报上。会后,中国代表团带回的大会的文件和精神,成为中

国共产党二大制定包括民族纲领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此而言,瞿

秋白在这次大会上起到的作用,自然不可低估。

(二) 1923年初回国之后的介绍和传播

1923年 1月,瞿秋白从苏联回到国内。他一到北京便写到: /秋白离中国两年, 回来本急

急想把在俄研究所得以及俄国现状, 与国人一谈。0 ¾从他回国后对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

的传播看,他把这种传播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和党的民族纲领的制定,与中国革命和党的思

想理论建设的客观要求,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者相得益彰,充分彰显出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

党内先驱者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回国后在这方面的传播,集中体现在他于上世纪 20年代所写

的一系列文章及相关书信中。这里择其一二,略加分析和阐述。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群体中,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都曾有过在大学执

教的经历。他们重视对进步青年的引领,把大学讲堂看作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许多

爱国青年由此走上革命道路。比如,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就曾率先开设过/唯物史观0, /社会主
义史0,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0等课程。而在大学讲坛上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专题介绍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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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的,瞿秋白当数第一人。他于 1926年 1月完成的5现代民族问题讲案6,就是他在上
海大学开设的/现代民族问题0课程的讲授提纲。该讲案共有四讲,约 15, 000余字。其中第四

讲,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0, 重点介绍的就是苏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内容包

括: /苏联无产阶级国家中民族问题的性质0、/苏联之民族成分0、/苏联之民族政策0、/苏联的

国家组织与民族问题0。瞿秋白指出: /苏联现在的民族问题可以做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

问题之实例0;苏共的/民族政纲便在于一方面扫除大俄罗斯人的自大,别方面消除弱小民族的

怀疑,实行真正民族平等的政策0; 苏联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 即是/民族自决直至分立国家0;

/苏联既是多民族的国家,国家的组织便当然要适合民族问题的解决0,因而它最初采取的是

/先组织大俄罗斯地方各民族的苏维埃自治国及自治区的联盟 ) ) ) 称为苏俄0, 随后又/改成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 ) 所谓苏联0。¹ 文中, 瞿秋白还突出介绍了/民族自决0原则的基

本内涵,苏联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步骤。总之,这是继5共产主义之人间化6之后,瞿秋白对苏

联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又一次集中论述。

5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6是瞿秋白于 1924年 11 月 7日发表在5向导6周报第 90 期上的一

篇文章。该文介绍了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 指出由于历史的

原因,与弱小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还比较落后的原因, 致使在苏联民族问题中仍有所反映

和表现的自大的、狭义的民族主义的危害,以及必要的应对措施。文中,瞿秋白深刻指出: /十

月革命的结果, 当然也不是霹雳一声地解决民族问题, 不过是造成各民族真正自由结合的基础

罢了。0正是在实际发展进程中,苏共才/经验到解放弱小民族并组织被压迫民族以抗帝国主义

之具体方针0。十月革命对于弱小民族的意义便在于: /因无产阶级革命而世界各地被压迫民

族得到强有力的友军,各地一切弱小民族应当急起直追,联合已得胜利的苏联各民族, 合力彻

底颠覆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而竭力巩固发展各民族间的自由合作及自由结合。0º

值得一提的是, 瞿秋白还把苏共 1924年通过的对于民族问题的议决案中关于解决/民族问题

现在的具体办法0的七项内容及时附在了文章的结尾处。可见, 瞿秋白对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

政策新的内容和精神的关注。

国民革命时期,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 积极回应国民党右派与反动军阀对苏联的民族理

论及民族政策的种种歪曲和攻击, 是维护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及维护共产国际形象的必

然要求,也是大力宣传我党制定的民族纲领的必然要求。1926 年 4月,瞿秋白以5向导6周报

记者的名义在代陈独秀答复一位读者的公开信中说: /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方今世界革命中最重

大的问题之一, 苏俄十分明了这一问题的意义,它而且根据列宁主义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确定民

族政策。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 根本上,就在承认被压迫民族之民族自决权0, /苏俄历

来的民族政策就是列宁主义的应用0, /其民族政策根本就与资产阶级国家不同0。国民党右派

与反动军阀百般歪曲和攻击苏俄的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 其/较显著的共同之点0在于: / 他们
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第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 ) ) ) 苏俄, 在人类社会进化历史上的意

义,其立国的原则及其现行的政制0; /他们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民族问题的意义及其解决的

方法0;再者, /他们一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一面对于中国从前的所谓藩属,又企图施行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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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政策。0 ¹

综上,在当时国人对苏联的认识还十分贫乏的情况下, 是瞿秋白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在这

个多民族聚居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同时,这为他在民族问题上的

深入探索,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和思想方法上的基础。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民族问题的主要方面

从/民族0一词的广义用法上讲,五四运动后瞿秋白对中华民族出路的探索,也就是其探索

民族问题的肇始。1920年初,瞿秋白在李大钊先进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就已有了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倾向。他在苏联考察期间, 除了采访、写报道, 还利用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任教的

机会,用半年多时间认真研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1921年 5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

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党组织, 同年 9月转为正式党员。其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因此其

转正之后,既是俄共(布)党员,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º 瞿秋白回国后加大了对苏联民族理论

及民族政策的宣传力度。与此同时,他在为中国共产党三大起草的党纲草案中,以及在他为中

国共产党六大起草的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6中, 及其所写的5中国之所谓

/五族共和06、5国法学与劳农政府6、53时事新报4之理藩政策6、5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

化6、5现代民族问题讲案6、5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6、5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6、

5新中国的文字革命6等众多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探索民族问题,充分向世人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个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这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关于探索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早在 1921年 2月 6日,瞿秋白在与同行者俞颂华、李宗武联名发表在苏联5消息报6上的

5致俄国工人阶级和新闻工作者呼吁书6中,就已初步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之于

中国人民的意义。文中说: /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光辉思想0, /给我们指出了创造人类的无产阶

级文化和文明的道路0, /我们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

的伟大原则0。» 1926年初,他在5马克思主义之意义6一文中还深刻指出: /中国对于马克思主

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的贫乏0, /马克思主义,通常以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者阶

级斗争论,如此而已。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

一的观点, 统一的方法0。¼ 同年 4月, 他又在5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6一文中说:

/十年来实际上的中国历史,已经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确能够解释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 并指示

中国革命的前途。0 ½瞿秋白指出,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

义0, 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原理0。¾ /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 根本上, 就在承

认被压迫民族之民族自决权0, /苏俄历来的民族政策就是列宁主义的应用0。¿ 这些认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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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际上也就讲明了探索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之形成及其发展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共产党宣言6中曾经指出: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 民族对民族的剥削

就会随之消灭。0 ¹马克思在 1847年 11月 29日的一次国际大会上的演说中还指出: /要使各民

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

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0 º总之,在马克思主

义者看来,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民族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必

然产物,但构成民族的要素则是在此之前就早已形成了。依照这些论述思想,瞿秋白指出:民

族形成之第一步乃是因商业之发展,随之各种族便有了言语、风俗、法律、政治等统一的要求。

及至工业资本主义时期, 资产阶级对统一市场和/民族国家0的要求, 使现代民族之形成有了更

加切实的经济基础。因此所谓/民族者乃因资本主义之发生及发展而形成之一种人类的结合,

有内部的经济关系, 即共同之地域以及共同之言语文化等者也0。由此观之,民族定义的/第一

要点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0, /第二为地域之限定0, /第三即此地域内言语文字等文化关系的

统一0。瞿秋白还深刻指出,随着生产力的集中和发展,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要求,资本主义的

私有制关系和国家的界限必然要被/打破0。那时, /民族之间的互相仇视, 处处强分界限的现

象也自然消灭0,因此, /民族并非永久的, 资本主义完全消灭后, 民族也要随之而消灭0。» 他

在发表于 1923年 9月 25日5东方杂志6第 20卷第 18期上的5国法学与劳农政府6一文中,就

此还进一步阐释说: / -民族. 固然形式上成就于封建时代, 然而那时只是闭关自守的一个自给

的政治经济单位。只有到资产阶级的-民治. 时代,方才把他代表各阶级联合的总体,立足于国

际之间;最早即运动成立那所谓民族的文学, 民族的文化,言语的统一。0 ¼

(三)关于帝国主义之前的民族政策

依照苏共对民族问题做出的三个时期的划分,瞿秋白将民族问题之历史亦分为帝国主义

前、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三个阶段, 并在5现代民族问题讲案6中的第二至四讲逐
一做了详尽阐述。关于帝国主义前的民族政策, 瞿秋白认为, 以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标志,

可以将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但又可以将其统称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之民族政策时期。瞿秋

白指出: /国家主义之政策,大率在所谓同化政策0,即/ 一国内的强大民族, 因为要侵占弱小民

族的市场,便在言语、风俗、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输入自己的国家主义,同化这些弱小民族0。它

既可以是/所谓和平的同化政策0, 又可以表现为/毫不客气的厉行强力的同化政策 ) ) ) 法律上
剥夺参政权、教育权、言语权, 与以种种限制0。而在受压迫的民族国家里, 其民族政策实质上

是一种/异化政策0, 是使人/ 发生幻想的民族主义0。½ 瞿秋白深入指出: 这一时期, 资产阶级

还通过收买弱小民族中的一部分人,使其成为剥削弱小民族平民的工具;遏制弱小民族的文明

化,对其民众实行愚民政策;利用狭义的民族主义、所谓的国教、种族与民族相混淆的观念等手

段,对外实行殖民侵略政策,对内推行/以夷制夷0的政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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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

瞿秋白认为,资产阶级/民治0时代初期, 其民族运动/确是革命的、进步的、适应新社会组

织的原动力0。及至资产阶级的国家及政权巩固之后, 它便/ 渐渐的代表不得全民族了,所谓

-民族. 渐渐的变成勉强遮盖阶级矛盾的空名词,模糊阶级意识的空概念0。¹ 至此, 它/便丧失
那第一时期中的进步性质0。表现在: / (一)资产阶级便以民族为名义而实行阶级专政,高唱

-民族精神. 、-国民文化. 、-国家高于一切. ,以此驱迫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的国外战争; (二)

以民族的名义离间各国无产阶级; (三)如一国内有许多弱小民族,则统治者的民族更要离间他

们,使互相仇视,以便于自己的统治他们; (四)以民族利益、国家利权的名义伸张自己的势力于

国外,而实行殖民地的侵略政策。0º所以到了帝国主义时代, 资本主义发展之后的民族形式,

则完全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形式0; 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显著特点,是民族问题与殖民

地问题紧密相联,所谓殖民地问题/不过是民族问题的扩大0, /实际上是世界范围的民族问

题0。» 因而, /无产阶级现时的第一革命职任0,便是要努力扫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 赞助弱

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 并使之/筑成一伟大的反帝国主义战线0。¼ 而苏联则为解决无产阶

级革命时代的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实例0。½

(五)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态度和主张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最早可见于 1922年 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通

过的大会宣言。该宣言中明确提出: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

立0; 对内/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0, /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

为民主自治邦0, /用自由联邦制, 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0。¾

1923年 7月,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了5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6。在这份由瞿秋白起草的党纲草
案中,党的最低纲领部分讲到: /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民族自

决。0 ¿同年 8月, 瞿秋白在5向导6周报第 36 期上发表的5中国之所谓/五族共和06一文中说:

/满人说汉族欺侮他们,蒙人说只是一族共和。当初辛亥革命的成功在那里? 那里来的所谓

-五族共和. ?0 À1924年 3月, 瞿秋白又在5向导6第 57期上发表的53时事新报4之理藩政策6一

文中说: /中国的平民与蒙古的平民同受列强压迫,同受中国军阀的压迫, 自然应当联合起来。

可是怎样才能联合起来呢? 只有大家互相承认绝对的自决权,方能有友谊的结合。0他认为方
法是/建设平民的联邦, 并谋发展实业, 增进文化, ) ) ) 实行反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0,决不能

/让中国军阀来实行那种旧的理藩政策0。文中, 瞿秋白还批驳了时人提出的/派兵镇压0、/拓
边侵占0的政策。他说: /这完全是代表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的话。二十世纪的中国里,居然还

有人主张这种理藩政策, 真是奇妙不可思议!0 Á 1926年 3月 17日, 5向导6周报第 146期登载

了瞿秋白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我们对于蒙古问题的态度是很明显的。蒙古亦是一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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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汉族一样。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则我们亦应该放弃中国历来对于蒙古的传统的

政策。0 ¹同年 4月,瞿秋白在为5新青年6撰写的5战壕断语 ) ) ) 中国革命者的杂记6中, 还把

/贫苦的牧民群众0看作是民族地区开展/革命运动的根本动力0,并提出/建立真正自由联合的

中华平民联邦0。º

1928年 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的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政治决议案6是由瞿秋白起草的。/决议案0中提出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十大口号之一,就是要

/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0。» 1931年 7 月, 瞿秋白在5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

文?6一文中,驳斥了有人提出的对少数民族实行所谓/同文政策0的观点。他说:我们对待蒙

古、西藏、新疆, 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对待弱小民族那样, /实行强暴的同化政策0, 相反, 应当

/联合这些民族去反抗帝国主义0, /如果要联合他们,就一定要表明自己抛弃对于他们的侵略

压迫和同化政策0。他指出: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阶段, 还没有完全建立真正全国的统一市

场,因此,各地 ) ) ) 各区域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仍旧有相当隔离的状态0, 所以同文政策/是不当

有的0, /是不可能的0。¼ 他在5新中国的文字革命6一文中则强调指出: /中国不但是汉族的民

族,还有回族、西藏族、蒙古族、黎、苗、彝族等0,对于这些弱小民族/不应当实行0、/也不能够实

行强迫的同一政策0。½

大革命失败后, 瞿秋白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宣扬的/民族主义0的欺骗性。他在写于 1927年

12月 7日的5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6的文章中说: / 国民党用了民族主义, 可以任意以-民

族. 的大帽子来压迫工农0, /一切压迫工农的政策,都可以以民族的名义行之0, /一切卖国屈辱

的政策,也可以以民族的名义行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至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0。¾

瞿秋白关于这方面的揭露、批判文章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详述。

仅从上述几方面看, 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民族问题,包括中国民族问题的探索思

考,其内容应该说还是相当丰富。1950年 12月 31 日, 毛泽东在为筹划出版的5瞿秋白文集6

的题词中说: /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 他是有思想的0, / 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

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0。¿ 这个评价在这里也可以得到深入验证。他的这些态度和主张,

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使得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人民群众广

泛投入到这个斗争中去, 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政治动员作用。

三、瞿秋白对我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形成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历史上,由于封建地主阶级长期推行的民族压迫和仇视

政策,也由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所采取的分裂和侵略政策,致使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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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差距极大,民族偏见、民族积怨往往极深。因此,作为社会总问题一

部分的民族问题,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如何对待和处理民族

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事关中国革命的全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五四运动后不久,

瞿秋白即自觉开启了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和思考。

十月革命胜利后,先进的中国人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向往和憧憬之情。

但是,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对其了解和认识又甚少。一如瞿秋白其时描述的那样, /虽有许

多传说,许多宣传0, 可是/究竟如何情形0, /总不知详细0。¹ 乃至在 1923年初,陈独秀在写给

胡适的信中也还在说: /国人对于新俄, 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域0。º 在此情形下,从

1920年底至 1922年底的两年间,瞿秋白通过对苏联的实地考察、研究, 向国内发回了 60多篇

通讯报道。以5共产主义之人间化6中/民族问题0的报道为代表, 其内容已经深入触及苏联的

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层面。因此该文也被今人看作/是继 1920年上海出版5共产党宣言6中

译本, 5新青年6杂志译载5论民族自决权6之后, 又一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著作的系统译述0,是

/我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形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0。» 关于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早期译

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观泉先生曾做出过评说。他认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

义运动如若没有一批/赤色知识分子0, 把马、恩,列宁以及早期斯大林的经典著作理论,还有苏

共、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文件翻译成中文,马克思主义靠/悟0是悟不出来的。在这方面, /瞿秋白

的努力贡献实在太大了0。¼ 由此考量瞿秋白在传播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上的贡献, 说他

是在中国较系统地传播了苏联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第一人,实不为过。

与同时代的人对于民族问题的探讨多零散、单薄地见之于不同论题的文章中不同,瞿秋白

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传播和探索思考, 不仅数量引人注目,而且内容十分集中。粗略统计,瞿

秋白直接论及民族问题的文章就约有 10余篇;仅5共产主义之人间化6中的/民族问题0部分与

5现代民族问题讲案6两篇文稿,就有 2万多字。进一步看, 他是把民族问题作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来进行研究的。其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传播和探索思考已广泛涉及:关于探索和解决民族

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民族的概念、特征及发展形态、发展过程的研究;民族问题的主要

矛盾,民族与阶级、国家的关系问题,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问题; 关于民族和殖民

地问题的民族政治理论; 中国的民族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不仅

如此,内容还集中在:介绍和传播苏共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及其当时实行的民族政策;列

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及其民族自决权的思想, 以及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

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自此过程中,瞿秋

白给予了民族问题以热情而持续的关注,并彰显出一种极为可贵的开拓创新精神。他坚持了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

原则,深入阐发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 揭露了资产阶级提出的/民族主义0口号

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总之,从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度、关注时间之久、关注层次之深等方面来看,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做到像瞿秋白这样的,的确并不多见。从学术研究层面上看,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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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传播和探索思考,事实上也为民族学、民族理论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基本

框架。而像5共产主义之人间化6中的/民族问题0篇与5现代民族问题讲案6, 则至今仍不失其

思想价值和学术地位。

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探索思考,还具有这样三个突出特征:

1.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民族问题, 并使之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1927

年 2月,瞿秋白在自编的5瞿秋白论文集6中, 将/文集0的第七部分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问题0, 在此标题下又专列出/国家与民族问题0一章, 并将其所写的5国法学与劳农政府6、

5现代民族问题讲案6两文收录其中。显示出他对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的民族问题研究
的重视,同时这使他对民族问题的探索思考也就始终能够建立在这一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瞿秋白在自编的这个/论文集0所写的/自序0中说: /革命的理论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0, /应

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0。¹ 而在5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6一文中,

瞿秋白则又很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 /得到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并不就等于完全解决民族问

题;还要有长期的工作,处处找那具体的实际的方法0, 惟此方能实现/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党

纲0。º

2.贯穿了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各民族共同发展等先进理念。瞿秋白在5现代民族问题讲
案6中指出:革命胜利之后的工农/大结合的建设期0, 若不能将/平等自由的原则之正当的确

定0, 那么, /多民族的无产阶级国内的革命职任 ) ) ) 工农结合 ) ) ) 便无从进行0。因而无产阶

级政党的民族政纲便在于: /消除弱小民族的怀疑,实行真正民族平等的政策0。它包括: /反对

民族间的一切强迫政策0, /平等友谊的民族结合0, /扫除民族间的一切不平等, 一切特权0, /用
自己的言语文字0, /发展各民族的职业教育0, /在各民族中建筑工厂、电站0, /保证各民族生产

力的充分发展0,等等。在多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上,瞿秋白还把苏联采取的/各小民族依他经

济政治的发展程度0、组织/地方各民族的苏维埃自治国及自治区0的做法, 看作是解决民族问

题的有效途径, 是/世界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的大联盟之模范0。»

3.把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在当前的紧迫任务统一起来。瞿秋白指出: 资本主义发展之后,

/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的而非民族的0, /各民族因之而日益趋于同化0。可是,这一发展趋势/却

不是各民族的合作0,而是经济力强的国家压迫剥削经济力弱的民族, /以强力阻止弱小民族的
互助结合0, /以遂其一民族同化其他小民族之阴谋,以求垄断这些小民族地域里的经济政治势

力0。¼ 所以, /无产阶级现时的第一革命职任,便是结合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劳动平民,筑成一伟大的

反帝国主义战线0, /推翻一切地主、资本家的统治0,非此/各弱小民族也就不能得着根本的解放0。½

综上所述, 瞿秋白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是具有开创性的,其探索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

族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当时促进了我党早期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形成,而

且为后来我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 创造性地解决国

内民族问题,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1责任编辑  马俊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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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to the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and nat ion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r gues that the nat ional communicat ion is g eneral human psycho logy and behav ior and it is

impo rtant in so cial changes. T he national communicative psycholog y has fiv e basic elements,

that is, the drive ( or communicat ive needs) , co gnition, emot ion, consciousness and behav io r

of the nat ional communication.

Keyword:  Nat ion; communicat ive psycholog y; psycho 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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