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篇

中朝两党关系的历史渊源

自从 19 世纪末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结束以后，朝鲜和中国便成

为同命相连的两个国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面对的是共

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接受的是共同的领导—苏

联共产党。1 在毛泽东与金日成见面之前很久，即 20 世纪初期，中

国和朝鲜共产党人之间就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系。由于当时朝鲜作为

国家已不复存在，不仅其革命志士的抗日斗争战场主要集中在中国

土地上，且朝鲜共产党员后来也不得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

革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的一股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的复杂局面，使得斯大林谋划战后苏联在亚洲

的战略利益时，没有把中共作为合作对象，而为了控制朝鲜半岛则

把朝鲜共产主义者培养成苏联的代理人。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朝两

国（或者说两个民族的）共产党人一直是水乳交融、并肩战斗，但他

们之间却很少有直接的组织上的联系，并最终成为在苏联共产党领

导下两支单独的革命力量。这种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并制约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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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后的“天朝”

在那一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共产党虽享有一定的

独立性，但作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都同时接受来自

莫斯科（实际上是苏共）的垂直的和直接的领导。那么，在这个体系

中，朝鲜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究竟保持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在

这方面，国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几乎没有专门的著作，学术论

文也寥寥无几。2 中国学者关于这一时期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相

对较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中国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及政治团

体的关系；移居或旅居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朝鲜人的反日活动及

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此外，在大量有关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的研

究中，也有一些涉及中朝关系的内容。关于此期中国共产党与朝鲜

共产党人关系的专门研究近些年也有很大进展，主要有杨昭全先生

的著作和一些学术论文。3 不过在笔者看来，目前中国学者关于中朝

两党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

一，论述的依据主要是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论著，从引用的文献

来源看，除使用中国（东北抗联）的档案外，多是以情报分析和口供

为主的日本档案，而很少使用直接影响朝鲜共产党发展及中朝两党

关系的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其二，有些重要事实，如朝鲜

共产党的成立和再建、共产国际关于朝共命运的决定、中共接纳朝

鲜革命者的过程以及八十八旅的形成和结局等，众说纷纭，还有很

多基本史实没搞清楚；其三，对于早期两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

多数研究者只看到双方抵抗日本侵略的共同利益和鲜血凝成的战斗

友谊，却较少分析其中的分歧和矛盾，特别是苏联因素所起的作用。

毫无疑问，研究中朝两党关系的历史，主要应使用双边的档案

文献。但十分可惜的是，朝鲜档案根本无法看到，而中国公布的相

关档案又十分有限。4 于是，共产国际的档案就成了最重要的依据。

然而，在苏联解体前，尽管共产国际的文献已大量出版（中译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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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却极少包含朝鲜共产党的内容。直到俄国档案开放以后，情况

才得以改观。目前涉及朝共早期历史及中朝关系的共产国际档案，

主要有俄籍韩人学者Б.Д.朴编写的《苏联、共产国际与朝鲜解放运

动》和日本学者和田春树主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朝鲜》。5

本篇主要依据俄国和中国的档案文献，并参考已有的研究成

果，进一步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厘清一些重要事实。在此基础上，

讨论和分析中朝两国共产党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朝鲜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从 1919 年朝鲜共

产主义组织在俄国诞生至 1935 年朝鲜共产党重建工作终止，晚期从

1945 年朝鲜共产党在汉城再建至 1949 年全部并入平壤的朝鲜劳动

党。早期的历史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19–1920 年，

朝鲜共产主义组织在苏俄纷纷建立，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伊尔库茨

克派和上海—赤塔派，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远东局分别支

持一派，相持不下。第二阶段，1921–1924 年，共产国际试图调和

双方矛盾，联合各派，建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但终因两派分歧严

重、势不两立而被迫放弃。第三阶段，1925–1928 年，建党工作重

心转入国内后，统一的朝鲜共产党及中央委员会在汉城组建，并很

快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由于日本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及党内的激烈派

争，朝共组织及中央连续更换四届，仍无法生存，共产国际被迫宣

布不再承认各派朝共组织。第四阶段，1929–1935 年，在强调以工

农为主体成分的建党原则下，共产国际试图帮助朝鲜各派共产主义

组织联合起来，重新建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由于日本当局的严

密控制，特别是苏联开始的政治镇压，老一辈朝鲜共产党人损失殆

尽，共产国际七大以后重建工作基本停止。6 此后直到日本投降，朝

鲜共产党人在组织上已不复存在，其活动主要是在中国境内，其成

员也基本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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