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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中共历史上叱咤风

云的王明 (原名陈绍禹) 与张

国焘有不少共同点。

首先 ， 他俩都出身于富

户。 张国焘 1897 年出生于江
西萍乡县上栗， 父亲是一个乡

绅； 王明 1904 年出生于安徽

省六安县金家寨， 父亲是一个
商贩。

其次， 他俩都曾是我党早
期的最高层领导干部。 张国焘

是中共创始人之一， 中共一大

上， 他是大会的主持人。 会上
他和陈独秀、 李达共同被选为

中央局领导成员， 他负责组织
工作， 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

政治局常委， 红军会师后任红

军总政委、 中央军委副主席。

王明随米夫去苏联， 任中共驻

国际代表团团长， 不久当选为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负责亚洲、 拉美各国共产党事

务。 1937 年 11 月， 王明由苏
联回国， 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

记、 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推
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使革命

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再次， 他俩在叛党叛国的
路上 “殊途同归”。 1938 年张

国焘弃自己为之奋斗十几载的
信仰而去， 成为反党急先锋。

事隔 20 年 ， 即 1958 年 ， 去

苏联定居的王明步其后尘， 化
名 “马马维奇”、 “波波维奇”

撰文歪曲我党历史， 成为国际
反华势力的枪手。

然而， 这两名在我党早期

颇具分量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却相当糟糕， 彼此间曾有过两

次较量， 但都以王明胜出张国
焘败北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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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叛逃的前前后后
两次较量

第一次较量是在莫斯科。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 苏联

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

国资产阶级革命家， 决定在莫斯科

创办中山大学， 招收中国学生。 当

年 11月 28日， 第一批学生在纷飞

大雪中来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中

山大学的历届学生中， 有许多是后

来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物， 如邓小平、 博古、 傅钟、 张闻

天、 俞秀松、 王稼祥、 陈昌浩、 伍

修权、 孙冶方、 沈泽民、 张琴秋、

李培之、 董亦湘等， 还有后来将莫

斯科中山大学闹得翻天覆地的王明

(即陈绍禹)。

1928 年?， 张国焘被委任为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在莫斯科工

作了两年之久。 适逢王明在中山大

学学习， 并开始在党内领导层崭露

头角。 两人互不相容， 相处得极不

融洽。

1927 年?， 中山大学校长拉

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 中山大

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

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

一， 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

歧。 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 形成

了“党务派” 和“教务派”。 不久，

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

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 搞垮了阿古

尔， 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 从

此，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 控制了

中山大学支部局， 逐渐形成了以米

夫为靠山、 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

条宗派集团。 这个集团从脱离实际

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出发， 自以为

是， 自命不凡， 结党营私， 排除异

己的宗派立场， 惯用“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的斗争手段。 在好几次

风潮中， 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国

焘， 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1931 年

春， 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 被排挤

回国， 而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第二次较量是在延安。 这一次

张国焘败得更惨。 红一、 四方面军

懋功会师， 毛泽东、 张国焘相拥而

庆。 然而， 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

却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 经历了

南下的数次惨败后， 张国焘不得不

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 三过草地，

也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 政治地位与

红一、 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可同日而

语。 但他还是政治局委员， 党的一

系列重要文电， 都有其署名。 中共

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后， 带来

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负责人应

由毛泽东担任。 张浩以仲裁者的身

份出现， 分别找毛泽东、 张国焘详

谈了数次。 张国焘接受了共产国际

的指示， 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

领导地位。

不久， 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

延安， 张国焘失声痛哭。 联系到张

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宫夺权” 的

表现， 左路军三过草地， 南下川康

的失败， 1937 年前后， 延安各界

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

裂党、 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 在

与抗大学员“面对面” 的会上， 许

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

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

意。 少林将军钱钧(1955 年被授予

中将军衔 ， 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

员 )?发到义愤处， 忍不住走上台

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

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

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

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

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

事后， 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

处， 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

志， 你受委屈了。 今天的事我们听

说了， 大会没组织好， 有些对不住

你。 怎么能随便打人， 蠢哟！” 张

国焘余怒未息： “我犯了再大的错

误， 大家可以批评帮助， 但就是不

能打人。 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

员、 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

我有责任， 没组织好。” “我想明

白了， 人为刀俎， 我为鱼肉。 这里

面有文章， 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 “打人者不

对， 要批评处理。 但是， 国焘同

志， 你想过没有， 打人者可是你们

四方面军的。 你的检讨不过关， 大

家都着急， ‘知错能改， 善莫大

焉。’ 眼下， 我们稳定了， 有了这

么个家， 是该总结的时候了。 你、

我、 闻天、 恩来、 博古， 每个人都

挂了账， 该有个态度才行。 诚如你

所说的， 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 不

然， 这样下去， 对全党上下都不

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 张国焘有所

触动。 几天后， 他亲自给中央政治

局写下了检讨。 他承认： “我否定

中央的政治路线， 实际上是为了争

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

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 认为他

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

没过多久， 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

如芒刺在背， 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

导火线。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

练。 不料， 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

前， 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在的那

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

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

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

闻知是王明， 已现怒态的张国焘在

寒风中一激灵，冰冷袭击全身。

先发制人

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团团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 不仅

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 而

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

洛夫的接见。 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

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王明的分

量可想而知。 一时间， 毛泽东、 张

闻天、 王明， 人们已分不清谁是中

共的最高领袖了。 昔日的宿敌王明

从共产国际归来， 以钦差大臣自

居， 而张国焘却正失势落魄， 两相

比较， 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

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王明， 他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王明当

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

‘天使’， 说话的态度， 仿佛是传达

‘圣旨’ 似的。 可是他仍是一个无

经验的小伙子， 显得志大才疏， 爱

放言高论， 不考察实际情况， 也缺

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他最

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

安的情绪。”

惹不起躲得起。 于是， 张国焘

悄悄带着家人， 到山下一僻静处，

另外找了孔窑洞， 隐居起来。 他心

里默默地说， 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

肋， 以出当年的恶气。 他相信， 以

王明的无知与狂妄， 肯定会出一些

昏招， 不愁抓不住其“辫子”。

但是， 令他始料不及的是， 王

明先发制人， 居然主动找上门来。

王明首先告诉张国焘， 曾被张国焘

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 李特等

已被当作托派分子， 秘密处决了。

张国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

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 盛气凌人，

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

深刻检讨、 认识错误， 而且明确指

出， 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且有托派特嫌。 随后， 王明在各种

场合公开点名， 批评张国焘， 并将

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天起， 张国焘心神不定，

坐卧不安。 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

和批判， 他毕竟还能接受。 王明的

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 他

不会忘记， 1931 年 1 月中共中央

六届四中全会后， 上海地下党领导

人何孟雄、 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

击陷害下， 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杀

害于龙华。 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

大搞肃反， 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

领。 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

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从这时起，

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就在这时， 原四方面军重要将

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 张国焘的处

境更加艰难。 1938 年 4 月， 惊恐

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

从西安逃至武汉， 然后公开叛变投

敌。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

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 也

可以说， 是王明把张国焘从延安逼

走了， 导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

扫地出门

4 月 18 日， 中共中央作出决

定， 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4 月 22

日的 《新华日报》 公开发表了党中

央 《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

行脱党。 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

错误极多， 造成许多罪恶。 其最著者

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

斗争， 并自立伪中央， 以破坏党的统

一， 破坏革命纪律， 给中国革命以很

多损失。 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总路线后 ， 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

疑。 西安事变时， 他主张采取内战方

针， 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 此次不经

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 跑到武汉，

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

不信任， 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

绝望， 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

党团结的各种活动。 虽经中央采取各

种方法促其觉悟， 回党工作， 但他仍

毫无悔改， 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

党。 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

的， 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

最后发展及必然结果。 中共中央为巩

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 特决定开除其

党籍， 并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决定的公布， 对张国焘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张国焘没有想到

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处理他， 慌忙给周

恩来等写信。 在 4月 24 日的信中说：

“连日因寓所未就绪， 故不曾致函诸

兄。 昨晚即写好一信， 拟今晨派人送

来。 忽阅报上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

之公布， 深使我痛心。 ……千祈我们

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 万

一决定不能改变时， 亦希彼此维持最

好友谊。”

但是， 中共中央已经把张国焘扫

地出门， 没有人再理会他了。 从中央

决定公布之日， 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

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 同志们在

短暂的震惊之后， 对张国焘的叛变行

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 1938

年 5月 5日， 延安 《新中华报》 刊登

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

《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

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 全文如下：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

焘， 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

黄帝陵， 即弃职潜逃。 在此全国抗战

紧急关头， 张国焘此种行动， 实属有

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 特由本政府

执行委员会决定， 开除其本政府执行

委员及其一切职务。 嗣后凡张国焘一

切言论行动， 本政府概不负责。

就这样，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

焘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 投奔了国

民党的他很快就被国民党摈弃， 过着

很困窘的生活， 最后凄惨地客死异国

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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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张国焘 (左)

荨张国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