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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起源）的诸多论著中，几乎没有学者关注是否存在一个东方情报

局的问题。340

随着冷战结束后中国、俄国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公布，东方情报

局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尽管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以及战后中苏

转而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东方情报局最后并未建立起来，但中国

共产党在 1950–1960 年代实际上的确承担了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

那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亚

洲处于什么地位？毛泽东对领导亚洲革命有哪些考虑？亚洲革命的

领导权是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的？特别是，在这个转移的过程

中，朝鲜劳动党的态度如何，处于怎样的地位？实际上，这涉及社

会主义阵营中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同盟关系的形成，以及朝鲜是何

时、如何进入这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亚洲阵营的令人感兴趣

的问题。

一、毛泽东设想的东方情报局

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不久，关于东方情报局的传言

便出现了。1947 年 11 月 19 日香港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可靠的”

消息：“11 月 20 日，满洲、蒙古、朝鲜、印尼、马来亚和印度支那

共产党将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要建立东南亚和远东情报

局，共产国际在贝尔格莱德恢复行动非常明显地证明，苏联政府进

行伪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天，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又

增加一些引人注意的细节：“今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远东共产党代表

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建立远东情报局的问题。中国、朝鲜、蒙古和

暹罗将派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已经派遣非常著名的中共领导人李

立三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李立三现在正在满洲。”该报还评

论说，建立远东情报局被看作是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欧洲情报局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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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逻辑的一步。这一消息瞬间就传遍了巴黎和伦敦的报纸，并引

起了正在努力恢复对其原有亚洲殖民地控制的法国、英国的疑虑和

恐慌。341 11 月 29 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继续报道关于“东

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二、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

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三、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不过，苏联

情报人员认为，这是国民党分子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掀起的造谣攻

势，试图把这次会议和情报局的建立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

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342 驻华美国军事专家也对这些传

言的真实性表示怀疑。343

的确，这些传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人们传说中的东方情

报局根本就没有出现。的确，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原本就不存

在关于在亚洲也建立一个共产党国际组织的设想。尽管冷战已经在

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会

把亚洲革命运动看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

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及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

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

西方抗衡的阵脚。此外，苏联的外交重点始终在欧洲，斯大林也没

有精力和心情过多地关注亚洲。这一特点，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

就显现出来。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

加情报局会议，日丹诺夫的报告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

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及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

而最终决定将南共逐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

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344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 1947 年夏天至 1948 年春天，联共

（布）中央和斯大林先后否决了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提出的关

于在布达佩斯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对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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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和挪威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北欧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想法持

极大怀疑态度，严厉批评了联共（布）驻世界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切

乔特金娜关于建立东南亚共产党联合组织的报告（报告人被撤职），

拒绝了巴勒斯坦、土耳其和伊拉克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阿拉伯国

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345 不仅如此，大量的研究表明，1948 年

6 月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并未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和帮

助，斯大林甚至不愿关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多年反抗法国殖民

主义者的革命斗争。346 实际情况正如俄国学者艾菲莫娃查阅了大量

苏共中央档案后做出的结论：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之后，如果说在

苏联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材料中的斗争性在增长，那么在联

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秘密报告中则看不到这种斗争性。这些秘

密报告既没有突出斗争性，也没有强调武装斗争，从中也不能发现

苏联领导人号召亚洲共产党人起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暗示。

在 1948 年春季之前，苏联共产党同所有东南亚共产主义活动都保

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尽力不卷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斗争。尽管东南

亚各国共产党特别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包括诸如输送武器的军事

援助，莫斯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不确信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

能否取得胜利，苏联领导人甚至不愿同东南亚共产党保持正常的关

系。347 有研究表明，有关越南情况的最初文章一直到苏联承认了越

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也就是在 1950 年才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

报》上。348

不过，莫斯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会议

非常重视，甚至有意在远东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一份提交联共

（布）中央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欧洲九国共

产党会议给予了极大关注。在 1947 年 10 月 12–16 日期间，解放区

所有的共产党报刊和民主报刊，尤其是在满洲地区的《哈尔滨日报》

《东北日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在香港出版的中共中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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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都在塔斯社报道材料的基础上刊登了

关于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消息、公告和宣言。10 月 14 日，《大

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满洲地区其他出版物转载了《真理报》10 月

10 日祝贺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社论。10 月 16 日，解放区的所有广

播站都对此做了报道，在所有民主刊物上发表了新华社有关这一消

息的国际述评。10 月 20 日，解放区各报刊发表了中共东北局宣传

部编写的“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几个问题”的宣传材料。10 月 26

日，满洲地区民主刊物又刊登中共东北局根据会议宣言和报告编写

的关于“现代国际形势研究的提纲”。报告认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

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革命，并促使中共中央提出了“通过暴力手段

推翻国民党制度和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的公开的政治目标。

然而，该报告在结论中指出：中共没有对国民党关于“成立东方共

产党情报局”虚假宣传给以应有的打击。“显然，这是因为中共本身

拥护成立这个东方情报机关，正如毛泽东在 1947 年 12 月 25 日中央

会议上所阐述的那样”。349 报告所说仇恨共产党的国民党分子造谣惑

众，英法政府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感到恐慌，这些都可以理解，

但是认为毛泽东当时就想建立东方情报局这样的国际组织，未免言

过其实。1947 年底国共内战的局面刚刚开始向有利于共产党方面的

转化，毛泽东的那个讲话不过是希望借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东

风鼓舞士气而已。

不过，当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的时候，毛泽

东确实想起了“东方情报局”。1948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做结论时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

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还有，我

们同其他兄弟党的联系也要增加。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威信相当高，

这是一件大事。350 到 1949 年初，斯大林已经改变了过去对中国问题

的观望态度。然而，毛泽东严词拒绝由苏联政府单独出面调停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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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立场使斯大林感到，他对中共确实缺乏了解，如果莫斯科想

要通过支持中共来达到与未来的中国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目的，首

先必须搞清楚中共的性质和政治主张。于是，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便

被秘密派往中国。351

在 1949 年 2 月 3 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建立

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1948 年 7 月毛泽东曾向苏共中央派驻中

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提出，他希望尽快访问莫斯科。在所列举的

与斯大林会谈的几个问题中，就包括与东方革命力量联合，同东方

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建立关系的问题。352 当米高扬问到亚洲各国

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时，毛泽东说，中共还没有明确的意见，但

中共赞同与印度支那、暹罗、菲律宾、印尼、缅甸、印度、马来亚

和朝鲜的共产党建立联系。目前中共与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共产党联

系比较密切，与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主要是通过香港的联络员联

系，而与日本共产党基本没有联系。毛泽东提出，应该成立像欧洲

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亚洲局。这个问题可以等到中国局势稳定以后

再讨论。在介绍了日本共产党的情况后，毛泽东又说，暹罗和印度

支那共产党曾表示赞成建立这样的机构。中共主张可以先由几个亚

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共产党代表建立起亚

洲国家局。米高扬当即表示，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中央不必参加（欧

洲）共产党情报局，而应该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

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原

文如此）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共与苏

共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

日本及朝鲜共产党进行联系。米高扬均给予肯定的答复。353 虽然毛

泽东最初的口气带有试探性，但听了米高扬的答复后就显得有些迫

不及待了。

此后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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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记载。不过，是年 5 月初与朝鲜劳动党代表金一的会谈中，毛泽

东再次提到情报局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朝鲜和中共分别向苏

联做了通报。朝鲜通报的内容是：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金日成 3 月访

问莫斯科的情况，并特别想知道是否同斯大林谈起建立情报局的问

题，朝鲜劳动党持何种意见。毛泽东说，中共已经收到缅甸、马来

亚、印度支那等四国共产党的来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

情报局”。说到中共的意见，显然是为了留有余地，毛泽东认为“现

在成立情报局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

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建立军事同盟。354 中

共通报的内容比较简单：毛泽东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还不

成熟”，理由是在 12 个东方国家中，中共只与蒙古、泰国、印度支

那、菲律宾和朝鲜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

甚少，同日本和印尼甚至没有联系。所以，应该先建立联系，研究

情况，而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355

从这两个通报的细微差别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立东方情报局

的事情非常关切，但是他不想让斯大林看到他的急迫心情。所谓“为

时过早”“还不成熟”，不过是一种试探性的说法。毕竟，毛泽东那时

还在担心斯大林把自己看作是东方的铁托。356 他不知道斯大林是不

是真心同意成立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更不想让斯大林感到中共尚未

夺取政权就要“另起炉灶”。毛泽东的担心果然不错。在 5 月 26 日

的回电中，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一旦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

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会造

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失去这些

国家。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

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华南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

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青岛派部

队登陆。这种危险性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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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因此，斯

大林建议：中共不要急于准备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

境；从南进的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

预防敌人部队登陆。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目前不

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357

斯大林的答复显然令毛泽东感到失望。实际上，毛泽东是真想

在中国组建起亚洲革命的大本营。所以，借着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机

会，毛泽东决定再次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在 7 月 27 日两党代表团

会谈时，斯大林主动谈到 1945 年他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

并对此表示歉意。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祝愿中

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斯大林还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

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

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

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革命中心现在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中共

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因此应与东南亚各国建立

密切的联系。谈到这里，中共代表团的高岗突然言不由衷地问了一

句：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当然听出

了弦外之音，回答说，这不太合适，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

同。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

联盟”，但是时机也许略为早了一些。斯大林还说，苏联既是欧洲国

家，也是亚洲国家，将来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358 看来，斯大

林嘴上说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付给中共，但实际上并不放心。

不过，对于毛泽东来说，既然斯大林承认中共在亚洲革命中的

地位，并主动提出要中国领导亚洲各国共产党，实质的问题就已经

解决了。359 有了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毛泽东立即展开了实际行动，

而东方情报局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可以不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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