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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与民族抗战: 战时中国共产党
视野下的西班牙内战

◎ 夏 清 张语诗

内容提要 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爆发的局部战争。在共产

国际的视野下，二者性质相同且都被予以相当的关注。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西班牙也因

相似的境遇将彼此视为患难友邦，由此开展了横跨大陆两端的东西互动。独自抗战已久

的中国将西班牙视为参照，以期获得抗战的经验、争取同等的国际援助。伴随着西班牙

战局的变化与实际抗战工作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他国经验如何应用于本土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逐渐明确自主地探索中国抗战的道路。西班牙内战失败后，欧洲战场上国

际纵队的部分人员与物资转移到中国，以国际援助的形式支持中国抗战。西班牙内战所

提供的经验教训也融入国内对抗战道路的探索与反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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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国在探索如何加强内部整合的同

时，也在密切关注外界局势的变动。此种关注一方

面紧跟英法美等大国的动向，以期争取外援; 另一方

面也积极关注埃塞俄比亚、土耳其①等弱国同伴的

经历，据 此 讨 论 与 判 断 中 国 自 身 的 处 境 及 走 向。

1936 年至 1939 年的西班牙内战因先后卷入德意英

法苏等国而演变成一场“不是内战的内战”，被学界

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② 于时，独自抗战

已久的国人热切渴望从西班牙吸取经验，积极争取

获得与之等同的国际援助。因此，在抗战初期，西班

牙频繁出现在中国的言论话语中。对同伴的观察实

为对己方命运的思考，而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尤

为强烈。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抗战与西班牙内战间

的互动关注较少。③ 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对西班牙

内战的观察与反思入手，考察国人依托这一“他山

之石”所开展的对中国抗战道路的探索。

一、一个战争，两个战场: 西班牙内战

与中国抗战的东西互动

1930 年，西班牙结束了近十年的独裁统治，于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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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成立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此时的西班牙财政混

乱、工业落后，国内不同党派间矛盾日益深化，左右

翼两极对立。1936 年 2 月，由西班牙共和党、共产

党等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的胜利

引起了右翼势力的广泛反弹。同年 7 月，以弗朗哥

为首的右翼集团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军事叛变，并向

德意法西斯申请军事援助，由此开启了长达三年的

西班牙内战。

1936 年 8 月苏联与英法德意等国签订“不干

涉协议”，规定英法德意苏等 27 个签约国禁止向

西班牙输出武器及军用物资等; 但在德意等国率

先毁约援助西班牙右翼军事集团后，为遏制法西

斯势力的扩张，苏联最终决定援助政府军。同年

10 月，苏联和共产国际开始以协调粮食供应、帮助

国际宣传及通过法国“人民阵线”向其走私军火等

多种方式为西班牙政府提供帮助。① 当月，共产国

际还招募了世界反法西斯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

援助政府军，极大地提升了西班牙战争的国际影

响力。12 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执

行委员会委员和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马

塞尔·加香，建议他们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

会见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席德·布鲁克，提议应

与第二国际建立“协调委员会”，协调两个国际共

同行动援助西班牙。②

在共产国际的视野下，彼时世界正逐渐划分为

两个对立的阵营，“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

义; 要么是苏维埃国家，要么是法西斯专政”。③ 其

中，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均旨在遏制法西斯势力

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实为一场战争。1937 年 10 月 3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对这场战争的性质

做了说明:“各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德意

干涉西班牙的斗争，就是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

是反对本国法西斯的自卫战。因此各国群众应该尽

一切力量”摧毁法西斯在中国与西班牙的进攻。为

方便更好地援助中国抗战，共产国际主张于欧美各

国成立援华委员会，通过募捐、救济难民、派遣志愿

者等方式支援中国。④ 在纪念十月革命 20 周年的

宣言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是明确指出，正是这

两国战争的结局决定了人类是否将会被法西斯推入

“一场新的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帮助这两个

国家，就 是“保 卫 其 他 国 家 人 民 免 遭 法 西 斯 的 侵

袭”，就是“保卫自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呼吁

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共同保卫西班牙和中国。⑤ 中国

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

洋大海里”，应当积极“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

通过统一战线团结国内各派一致对外。⑥

彼时中国面临的局势与西班牙类似，不论是国

内民众以弱抗强的战争态势，还是动员民众团结各

派积极参战的应对举措，无不吸引国内多方对西班

牙的视线。不少人将之视为中国抗战的参照，一方

面希望从这块“他山之石”中汲取弱势国家抵御法

西斯侵略的经验; 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西班牙战事的

观察了解西欧各国的态度，据此判断中国抗战局势。

作为患难与共的同伴，中共与西班牙共和政府在这

一阶段频繁互动。中国共产党曾多次致电问候西班

牙政府与人民。1937 年 5 月，毛泽东在给西班牙人

民的信中称赞了西班牙的英勇斗争，并称“这个战

争不只是为了西班牙民族的生命，也为了全世界被

压迫的民族而战。”⑦同年秋，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

支援西班牙国际纵队中的中国战士赠送锦旗，旗面镶

嵌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 打倒人类公敌———法西

斯蒂!”的中英文字。⑧ 次年 1 月，《新华日报》发表

社论指出，西班牙人民的每一场胜利都是对中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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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战争的“加强”与“巩固”，正如中国的“每个胜利

都巩固着马德里的保卫一样”。① 社论认可了两国

共同的作战性质，将中国抗战与西班牙内战视为反

法西斯斗争的东西局部战场。1938 年 7 月，中国共

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值西班牙内战两周

年之际，同为战事最吃紧之时，中共中央特地致电鼓

励西班牙人民与法西斯势力作斗争，隔洋携手并肩

战斗，在欧亚两洲的大陆上建设两个新的独立自由

幸福的国家。②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两国人民的革

命运动有着同样的世界意义。

抗战前期，中国作战军火短缺，1937 年 8 月 21

日，法国总理肖唐曾向顾维钧提议仿照西班牙运输

军火的方式，通过组织中立国的外国公司帮助采购、

运输军火。③ 9 月，“苏联对外政策的权威”费希尔

在拜访顾维钧时，建议中国可以从西班牙购买军火，

后者有资金和举债能力，如此双方可以达成共赢。④

此外，宣传影响方面，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同为局

部地区的战事，西班牙却得以席卷世界引发广泛关

注，这令国人艳羡不已。时人认为，这与西班牙独到

的宣传方式不无关系。吴玉章在陕甘宁边区新文字

协会成立大会上谈及此点，西班牙的国际宣传机关在

巴黎很有影响力，他们的某张宣传画报上一个小孩在

大火和鲜血中哭泣:“I died too young! ( 我死得太年

轻了! ) ”，小孩头上是敌机的轰炸，见者无不动容。⑤

为了更直接地了解西班牙的战况，加深两国联

系，1937 年 10 月由抗日救国组织、爱国华侨组成的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了“赴西班牙参观

团”，开展了一场横跨欧亚大陆的人员交流。参观

团由西安事变后出洋的杨虎城担任团长，共产党员

陈柱天任副团长。⑥ 杨虎城在马德里向英美播音时

表示，此次参观一方面是考察西班牙人民战线的后

方和前线，向“同病相怜”的西班牙人民学习抗战经

验; 另一方面是为促使两国的合作更进一步，早日实

现“最后的胜利”。⑦ 团内成员除杨虎城随行人员

外，还包括四位留德华侨抗联代表、两位全欧抗联代

表和一位里昂中法大学的华侨抗联代表。⑧ 参观团

从法国图卢兹出发，依次前往西班牙瓦伦西、马德

里、巴萨罗纳，访问城市中各民众团体与前线的战

士。⑨ 在西班牙期间，参观团考察了红色救济会、青

年军事预备训练会，并以通讯形式将经验传达回国。

例如，西班牙红色救济会设立了总务、组织、宣传、管

理、援助五个委员会，各司其职、自成系统，在战时发

挥了重要作用。瑏瑠 西班牙青年军事预备训练则从军

事、体育、文化、救护四方面对青年开展培训，为共和

军提供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瑏瑡《救国时报》多次刊

登了参观团员发出的通讯，记录成员的所思所感。瑏瑢

杨虎城在总结西班牙的成功经验时指出，“人民战

线的巩固”“民众的革命化”“政治工作的加紧”和

“军队的效命”是西班牙共和军成功的关键。瑏瑣 参观

团副团长陈柱天于同年回国参战，任中共中央长江

局秘密训练班支部书记、世界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

理事、中国学联代理宣传部长等职。瑏瑤 他在此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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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阶段》，《救国时报》1937 年

11 月 7 日，第 132 ～ 13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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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经验如民众动员、团结统一等特点介绍给

国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抗战。① 中国抗战既指在

中国大地上开展的抵抗与动员，同样也应包括在各

国奔波联络以支持国内抗战的行动。②

与此同时，西班牙政府也对来自中共的问候与

鼓舞给予积极回应。1936 年 9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

世界青年和平大会上，西班牙代表团发言鼓励中国

“斗争到底”直到消灭国内的“帝国主义强盗”，并敬

祝两国人民尽快能以“自由人士的资格来兄弟般地

拥抱”。③ 1938 年 4 月 15 日，弗朗哥军强势进攻，直

抵地中海，将共和政府统治的区域切断，西班牙共和

政府由此陷入巨大的危机。23 日，西班牙贝尔加

曼、毕加索等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书，表示西班

牙与中华民族有密切的“联带关系”，呼吁世界各民

主国家对两国伸出援手。④ 同年 10 月在收到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后，西班牙共产党回电致信中

国共产党称: 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压迫者的

斗争就是“我们自己的斗争”，就是“帮助着我们”。⑤

整体而言，在共产国际的视野下，西班牙内战与

中国抗战同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共同目

标是遏制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实为“一

个战争、两个战场”。在此视野之下，中国不再孤立

无援、独自抗战，抗战自始便有着世界意义。在此基

础上，西班牙与中国开展了直接的交往，而西班牙政

府革命与斗争的经验也成为了中国探索抗战道路的

“他山之石”。

二、他山之石，何以攻玉: 西班牙经验

与中国抗战实践的对接

在共产国际的理解框架中，中国抗战和西班牙

内战有着相同的性质及意义，两个战场的经验自然

应当共享。然而，中国国内对西班牙内战的性质及

如何对待西班牙经验却存在分歧。如何对待他国经

验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必

须思考的问题。

1936 年 2 月，由西班牙共产党联合各左翼政党

所组成的“人民阵线”派在大选获胜后，中国共产党

大为振奋。同月《救国时报》随即呼吁国内各党派

如西班牙一般开诚布公地建立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

线，必能“驱逐日寇”“收回失地”，保卫“我国主权的

独立和领土的完整。”⑥5 月，吴玉章发表《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一文指出，“西班牙的经验”证明“只

有人民统一战线才能救中国”，他称西班牙各党派

间关系原本并不和睦，后因采纳西班牙共产党的主

张而“摈弃成见”组成“人民阵线”; 中国共产党也与

西共一般“真心实意要抗日要救国”，抗日救国的中

国人民与各党派也应当如西班牙一般联合形成统一

战线。⑦ 战事爆发后，“人民阵线”被认作保障西班

牙政府军胜利的希望。显然，西班牙“人民阵线”大

选胜利 成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统 一 战 线 主 张 的 恰 当 印

证。⑧“人民阵线”的方案通过联合各党派，团结一

致对抗法西斯，成为战时中国急切期望达成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将西班牙“人民阵线”视为党派合作的

成功案例，以此宣传政党联合、推行统一战线，停止

内战一致对外。

西班牙战事爆发后，首都马德里一直是弗朗哥

军主要的进攻目标。政府军方面通过推行广泛的政

治动员，获得了群众的帮助，多次在右翼军事集团的

强势进攻下守卫首都马德里。西班牙共和政府以弱

胜强、持久作战的经验也鼓舞了战事初期艰难抵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柱天:《战时西班牙视察报告》，《世界知识》1938 年 2
月 1 日，第 7 卷第 4 期。

相关研究可参见张牧云: 《抗战时期中共与保卫中国同

盟、美国援华会的医疗援助互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 年第

5 期。
《全世界优秀青年代表一致同情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救国时报》1936 年 9 月 18 日，第 55 ～ 5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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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连带关系》，《新华日报》1938 年 4 月 28 日; 《西文化界名流宣

言，同情我国抗战，请各民治国援助中西》，《新闻报》1938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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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成立》，《救国时报》1936 年 2 月 24 日，第 13 ～ 14 期。
吴玉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救国时报》1936 年 5 月

25 日，第 31 期。
9 月 30 日，《救国时报》指出，西班牙人民与各党派正在

“为消灭法西斯救祖国而战斗的阵线上紧密合作”，在“人民阵

线”的领导下，西班牙定能“粉碎法西斯军事暴动”，“保卫领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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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民，提醒国人加强民众动员。1937 年 4 月 24

日《解放》创刊号发表了对西班牙战局的分析，将人

民阵线军队的胜利归功于: 一方面政府赋予民众自

由权利，民众因此能自觉与政府合作; 另一方面自上

而下的政治工作稳固了队伍的士气，使其一致对外、

抵抗法西斯。① 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抗战战

局的理解。朱德特别指出，中国应该从“政治方面”

去领悟西班牙的宝贵经验与教训，西班牙政府军的

胜利主要归功于“政党的正确领导和广泛的动员群

众”。② 总之，在中共看来，正是因为政府充分地发

挥了群众的力量，才能以弱胜强击退军事经验丰富

的弗朗哥军。因此，马德里保卫战的胜利实际是人

民的胜利。中国更应充分汲取西班牙的经验，“信

赖民众”“动员民众”并“武装民众”。③

在部分国人将之视为“他山之石”，渴望从中汲

取经验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内

战爆发当月，《中央日报》即将之称为“赤白两党、互

相残杀”，认 为 其 恰 恰 证 明 了 外 力 干 涉 内 战 的 危

害。④“外力”自然意在隐射苏联。在国民党看来，

这一战事已致本国政权分裂，而目前中国需要的不

是“分裂”而是进一步的“统一”，因此，西班牙内战

恰是教训而非经验。陶希圣是这种观点的拥趸，他

于同年 8 月发表的《论再分化与团结》一文中强调:

“中国没有模仿西班牙国内政情的环境和机会，更

不希望借外力在国界以内打内战。”⑤陈公博持相似

观点，他认为“人民阵线”实为“第三国际的战略”，

旨在“联合民主左翼和社会党”以维持政权; 而中国

政权是“整个的”，根本不用提倡这些“无中生有的

东西”。⑥ 于时，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力戒勿使中国自

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⑦ 这类观点都将西

班牙战事的性质定为“国家内乱”，毫无学习之必

要，相反却警示国人要警惕国内可能的分裂，作为教

训是这场战事的价值所在。

这些对西班牙内战的质疑在西安事变之后进一

步明确为反共。国民党部分人士明确表示共产党和

“人民阵线”是导致内战的根源。1937 年 1 月，上海

市市长吴铁城指出，“人民阵线”实际是“第三国际

的赤色帝国主义者变更战略的一种术语”而非“无

上救国的理论”，西班牙目前的混乱局势“便是此种

理论作祟的恶果”，若大肆宣传或导致中国成为“西

班牙第二”。⑧ 同月，汪精卫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演

讲时宣称，西班牙还未“实行共产”便已经发生大

乱，可见“共产”与“亡国”是划上等号的。⑨ 国共两

党对中国抗战的不同态度以对西班牙内战的褒贬表

现出来。原本便有的分歧酝酿造成 1937 年北平学

生运动的互殴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北平文化界的裂

痕。瑏瑠 5 月 4 日北平学界纪念五四运动 18 周年，会

场上旧学联高唱《保卫马德里》，激发新旧两派学联

的矛盾。新学联同学指那些“‘保卫马德里’的卫

士，那般认贼作父把苏联当祖国的狂呼‘欢迎祖国’

者流”丧失了灵魂，出卖了中华民族，是汉奸，是走

狗。瑏瑡 事件发生后，陶希圣多次发文表态，指责“人

民阵线派”或“西班牙主义残余”试图分裂中国、挑

拨内战，那些“人民阵线”的呼声不过是“一些残馀

破落的党派”妄图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实际上

对“救国”无济于事。瑏瑢 实际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共产

党，强调中国共产党推广“统一战线”“联合战线”之

类的主张是妄图挑起内战，使中国陷入内乱。

西安事变后，随着国内主要矛盾变化，国内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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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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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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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人民”二词表述区隔明确，中国共产党也

进一步明确调整统战政策，坚定维护团结一致对外。

1937 年 3 月，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谈话时指出，中

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西班牙的战事是

“内战”，而中国抗战是对外的，“国内则必须和平”;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统一战线与“人民阵

线”不能混为一谈，“民族阵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

派和一切政党，只开除汉奸在外”，而西班牙的“人

民阵线”仅仅是左翼的联盟，就范围而言不如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广大。① 朱德也指出，虽然西安事变

后许多人相信西班牙内战会重现于中国，但正是因

为中共主张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一致对外，才阻止了

内战发生。② 总之，与国民党反对之声相反，中共方

面认为，正是统一战线促成了对日作战、一致对外，

那些指控“人民阵线”之声实际是日本帝国主义抛

出来的“烟雾”，目的在于阻碍“统一”，使中国陷入

“永久的内战”。③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中共相关

文件中“人民阵线”这一表述逐渐被“民族战线”“统

一战线”取代。④ 在国内，更为明确强调民族抗战，

实际表现了中共开始对西班牙经验作审慎思考。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阵线”这一

表述有所调整，西班牙仍作为同伴成为这一时期探

讨中国持久抗战的参照。1938 年初国内抗战局势

一度异常艰难，国土渐次沦陷，士气受挫; 以弱抗强

是否是螳臂挡车，持久作战最终能否实现，国人对此

并无把握。1 月，西班牙共和军通过主动出击重新

占领特鲁埃尔的消息让中共大为振奋。西班牙共和

政府长期居于不利形势，此时重占特鲁埃尔是继

1936 年底马德里保卫战后一场极度困难且振奋人

心的胜利，被部分国人视为“持久抗战”方案的有力

支撑。1 月 14 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西班牙人民

的胜利》，鼓舞国内民众参照西班牙的经验，不要过

分忧虑于抗战初期的军事失利与“暂时的部分的领

土丧失”，只要坚持抗战，创立统一的现代武装的军

队，巩固内部的团结就能胜利反攻并完全驱逐日

寇。⑤ 通过剖析西班牙在特鲁埃尔的胜利，不少国人

开始强调在持久作战中持续发展的重要性。1 月 22

日，任弼时发表《怎样渡过抗战的艰难时期》指出，西

班牙政府初期的境遇比中国更加艰难，但他们的部分

领导人“坚决主张抵抗”，发动全国人民的力量，“不

到一年建立起五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和足供军队

需要的军事工业”，保卫了“大块领土之完整”; 西班

牙政府军可以在战事中得到发展，物质条件优于西班

牙的中国也应该在长期斗争中增强“自卫力量”。⑥

周恩来也持同样观点，中国抗战的准备工作只能在长

期抗战中来完成，中国要想在抗战中取得胜利就需学

习西班牙共和军的经验，在长期的抗战中发展军事力

量、提高工业水平，以此发挥主场作战的优势。⑦

1938 年 6 月，武汉危机再次唤起民众对两国相

似经历的记忆，如何全力以赴拱卫关键城市引发国

内共鸣。武汉地处中部腹地，是当时中国政治、经

济、交通中心，作为拱卫西南后方的大门，连接北方

战场与东南各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班牙人民

保卫马德里的精神被频频提及并以此鼓舞国人士

气。7 月上旬，一首《保卫大武汉》横空出世，呼吁

“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 ( 武汉) ，像西班牙人民保

卫马德里。”⑧一部分人主张中国参考西班牙政府在

保卫马德里时发动 15 万妇女参战的经验，动员武汉

卫戍区的青年妇女参与保卫武汉。⑨ 一些文化人呼

吁通过西班牙军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激励武汉的军

队，坚定他们“保卫大武汉的决心和勇气”。瑏瑠 在延

安，街道各处红布横幅上写着马德里保卫战中的通

用口号“No Pasaran! ( 不许通过! ) ”，“保卫马德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和史沫特莱的谈话》
( 1937 年 3 月 1 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第 57、66 页。
朱德:《论西班牙战争》，《解放》1937 年 5 月 1 日，第 1 卷

第 2 期。
青声:《论人民陈线》，《大声》第 10 号，1937 年 3 月 27 日。
夏清:《“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生成》，《中

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 2 期。
《西班牙人民的新胜利》，《新华日报》1938 年 1 月 14 日。
任弼时: 《怎样渡过抗战的艰难时期》( 1938 年 1 月 22

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34 ～ 36 页。

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 1938 年 1 月 7 日) ，《建党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8 页。
《抗战歌选: 1931 － 1945》，人民音乐出版社，2015 年，第

255 页。
史良:《对于动 员 妇 女 保 卫 大 武 汉 意 见》，《全 民 抗 战》

1938 年 7 月 13 日，第 3 期。
《保卫大武汉文化人应有的努力》，《号声》1938 年 7 月，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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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卫大武汉”相印相贺。① 总之，当时整个文化

界对武汉保卫战报以极大的热情，认为应如西班牙

保卫马德里一样发动群众、坚守武汉。

在文化界高呼“保卫大武汉”时，中国共产党内

部已就如何在中国实现持久作战展开讨论，其中，是

否应该全力以赴保卫武汉成为争论的焦点。1938

年 6 月，王明、博古等人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保

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认为“武汉是我

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

对第三期抗战有极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内政、外交都

有相当影响”，因此主张发扬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

里的精神，不畏牺牲、坚守武汉。② 毛泽东则主张，

未来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

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

民族努力的程度。③ 他指出，尽管保卫武汉是当前的

紧急任务，但是战事的开展与结果“不决定于主观的

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

方，有几个，要“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④

围绕保卫武汉问题上的分歧，实际是党内在如

何将国际经验运用于中国抗战的不同见解。王明与

共产国际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毛泽东则主张不应照

搬西班牙的经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

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坚持实事求是根据中国情况

探索抗战。⑤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对“自力更生”与

“争取外援”间关系的思考与权衡贯穿于整个抗战。

需要注意的是，在如何看待外援这一问题上，其核心

不在要“独立自主”还是要“争取外援”，而是在不同

具体情境下，对时局的预判以及其时工作重心的选

择。“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并不矛盾，关键在于

不同阶段二者具体权重的变化。

1938 年 3 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中指出，抗战

固然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但也要运用“有利的国

际条件”，“争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外援”。⑥ 尽管这

一时期，毛泽东在对外发言中也强调国际援助的重

要意义，但在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内部讲话上，他强

调，“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

自力更生。”⑦8 月，他更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

还不容许有超过其现时程度的援助，“我们对国际

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

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十五个月经验证明: 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

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⑧实际这一时

期，由于战时特殊情况与蒋介石的反对，苏联所设想

的三种公开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途径均未实现，仅能

通过秘密途径给予数量极少的支持。⑨ 据相关统

计，中共军队从苏联处得到的武器援助只有 120 挺

机关枪和 6 门反坦克小炮。瑏瑠 由是有“武器给了资

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的说法。瑏瑡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经验特别是于时对

西班牙的态度也更为审慎。“他山之石”终究地处

外界，只有在相当程度上完成内化，在充分认知中国

实际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在这一基础上，随着西班

牙与中国国内战事的发展，中国独立探索自己的抗

战道路早已展开。

三、西班牙战败后的国内反思

与两个战场的隐秘接续

自 1938 年 2 月西班牙重要城市特鲁埃尔被弗

朗哥再次夺取后，尽管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仍持续

抵抗，但战争的天平逐渐倾向弗朗哥方。1939 年 3

月马德里沦陷，同年 4 月 1 日，西班牙内战最终以右

翼军事集团的胜利告终。战争尽管结束，但对中国

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

性》下册，新星出版社，2015 年，第 37 ～ 38 页。
王明、周恩来、博古:《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

底意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 册，1989 年，第 854 ～857 页。
④ 毛泽东:《论持久战》( 1938 年 5 月) ，《建党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404、446 页。
《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115 页。
陈绍禹:《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 1938 年 3 月 11 日) ，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80 页。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 ( 1893 － 1949 ) 》中卷，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3 年，第 56 ～ 57 页。
毛泽东: 《论新阶段》，《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581 页。
孙艳玲:《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共武器问题初探》，《抗日

战争研究》2013 年第 4 期。
袁成毅:《抗战时期中共对国际阵线的划分及政策的调适

与运用》，《广东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
［德］李德 ( 奥托·布劳恩) : 《中国纪事 ( 一) 》，李逵六

译，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第 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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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未因此告终。西班牙战事也从“他山之

石”变为“前车之鉴”，迫使国人更进一步独立自主

探索抗战的道路。西班牙内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化作

特定的经验与话语，在中国敲响了警钟。

西班牙内战政府军的失败引发国人对本国抗战

前途的思考，由此展开了对西班牙内战的持续热议。

无论是西班牙战败的原因、教训，还是以此牵引出的

对中国抗战命运的担忧，都成为 1939 年国人关注的

焦点之一。①

一部分人认为西班牙内战政府军失败正是由于

英法和内部叛徒的出卖。1939 年初，西班牙战局未

定时，已有文章开始分析共和政府战事不利的原因。

如《侵略者支持下的西班牙战局》一文便明确指出，

英法不干涉政策下的封锁办法剥夺了共和政府接受

外援的合法权利，英法应对西班牙共和政府当今的

不利局势负绝大部分的责任。② 4 月 6 日，刊登于

《译报周刊》的《英法和西班牙国贼出卖了西班牙》

一文谴责了英法的不干涉政策和西班牙的妥协动摇

分子、国贼，认为西班牙的教训说明了“妥协即灭

亡”。③ 7 月，乔冠华在纪念西班牙战争三周年的文

章中指出，“是英法绞死了共和西班牙”，是“第五纵

队毁灭了西班牙”，“弗朗哥并没有打进马德里，而

是叛徒喀沙杜打了出来”。法西斯并没有打进了马

德里，而是打进了伦敦和巴黎，英法出卖的不仅出卖

了西班牙，还出卖了自己，出卖了民主。④

对英法的谴责进而发展为对抗战命运的担忧。

部分人认为英法也会如出卖西班牙一般出卖中国，

中国将成为“西班牙第二”，因而对抗战前景愈发悲

观。⑤ 另一种声音却称“中国不是西班牙”。邵坦于

《不必因西班牙抗战失败而悲观》中指出，中国绝不

会成为第二个西班牙，两国战争的性质是不同的。

西班牙内战虽然在外表上是内战的形式，但实为对

抗国内法西斯反动势力联合国外法西斯之侵略的革

命，而中国抗战不论是形式还是实质均为反对外来

侵略者的战争，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⑥ 杨松在《论

最近欧洲的局势与我国民族抗战》中谈到，中国地

大物博，所能调动的力量远胜西班牙，且面对的敌人

仅是日本帝国主义，比西班牙局势简单，因此中国的

优势明显大于西班牙，所谓“西班牙第二”之类的悲

伤亡国论实际毫无依据。⑦ 赵惠之持相似观点，他认

为，中国有能力进行持久战，国内各党派也已经“牺牲

成见，共赴国难，一致对外”，又有友邦苏联的援助，加

之英美法三国也不会轻易牺牲在华的巨大利益，因此

中国仍有胜利的希望。⑧总之，尽管西班牙内战最终

失败，但中国抗战的前景或未可知，大可不必悲观。

在认清中国与西班牙区别的基础上，国人也相当

重视西班牙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其覆辙。叶非木在

《接受西班牙事变的教训》一文中指出，西班牙战争

“真正的教训”在于提醒中国:“反侵略反法西斯战争

绝不能中途妥协，妥协便是完全屈服”;“坚持统一战

线”是争取胜利的唯一保证;“应有独立自主的外交路

线”。⑨ 刊登于《新世纪》的《西班牙与中国》一文持相

似观点。作者认为，西班牙之失败主要在于错信英

法，将一国的命运托付给他人; 中国必须吸取西班牙

的教训，自食其力、独立自主地抗战。瑏瑠 而在《从西班

牙反革命政变中应得的教训》中，作者重点强调了

动摇分子对抗战的危害，指出必须对队伍中的动摇

分子严加防范，同时团结一切忠于抗战的力量。瑏瑡

除上述认为英法、叛徒应为西班牙的败局负主

要责任的观点外，还有部分观点将共和政府的失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⑨

瑏瑠

瑏瑡

这一时期出版了相当多介绍西班牙经验的著作，如张铁

生:《在西班牙》，生活书店，1938 年; ［英］贝茨: 《西班牙的新军

队是怎样建立的》，金仲华译，生活书店，1938 年; ［英］约翰·孙

马菲尔德:《国际纵队从军记》，叶启芳译，生活书店，1939 年; 吴

敏:《西班牙抗战史读本》，生活书店，1939 年等。此外，《新华日

报》一共有约 144 篇报道，1939 年约 48 篇，但是这些报道大部分

是紧追战局变化，共和政府失败之后很少有大规模报道。
《侵略者支持下的西班牙战局》，《江西地方教育》1939 年

第 136 期。
《英法和西班牙国贼出卖了西班牙》，《译报周刊》1939 年

4 月 6 日，第 1 卷第 25 期。
乔木:《是谁打进马德里的?: 纪念西班牙战争三周年》，《世

界知识》1939 年 7 月 10 日，第 9 卷第 10 期。乔木是乔冠华笔名。
⑧ 赵惠之: 《中国不是西班牙》，《战时知识》1939 年第

3 期。
邵坦:《不必因 西 班 牙 抗 战 失 败 而 悲 观》，《效 实 学 生》

1939 年，第 1 上期。
杨松:《论最近 欧 洲 的 局 势 与 我 国 民 族 抗 战》，《解 放》

1939 年 5 月 30 日，第 72 期。
叶非木:《接受西班牙事变的教训》，《译报周刊》1939 年

第 22 期。叶非木为孙冶方的笔名。
Carl Geloler:《西班牙与中国》，《新世纪》1939 年第 5 期。
《从西班牙反革命政变中应得的教训》，《时与潮》19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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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于共产主义和苏联。例如丁一夫在《西班牙内

战及其国际意义》中表示，此时清醒过来的西班牙

人必然有两种感受: 其一，外来的主义是不能随意玩

弄的; 其二，政治社会的改革没有原先所想的那么简

单容易。丁一夫还分析了西班牙所面对的国际环

境，指出英法的袖手旁观主要是出于对苏联、对“主

义”的忌惮。① 实际将矛头指向了苏联和中国共产

党。此类观点强调，中国御外侮而统一，而西班牙因

内乱招致外力，二者一为抗战、一为内战，性质根本

不同。② 刊登于《青年大众》的《英法承认西叛军与

对远东的影响》一文甚至明确提出，英法对远东和

对西班牙的政策是有差别的，西班牙因“赤化”而为

诸多资本主义国家不满，进而导致了他国对不干涉

政策的纵容，而中国抗战完全是民族的而不是社会

的，只有在抗战失败的情况下才有“赤化”的危险，

因而英法等国必然站在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上。③

不难看出，上述对西班牙的分析涉及两种叙事

逻辑。在国民党等反共立场者看来，西班牙共和政

府的“赤化”让英法等国无法下定决心帮助西班牙，

而苏联的力量又不能完全抵达西欧，进而导致了共

和政府最终的失败。因此，中国避免“赤化”，坚持

统一，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实际话锋始终指向苏

联和中国共产党，与前文所述认为“共产”等于“亡

国”者并无本质差别。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逻辑中，

西班牙共和政府败因有二，一是英法袖手旁观，二是

内部叛徒卖国。这一认识与苏联基本取得一致。中

共借西班牙战局认清了英法等国的态度与立场，不

再对其怀揣希望。中共意识到，将本国命运托付给

他人实不可取，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抗战，且必

须警惕内部妥协分子，坚持抗战到底。

西班牙战事尘埃落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面

临新一轮的挑战。国民党反共情绪再次高涨，第二

次国共合作濒临破裂。中共不仅要抵抗日寇的侵

略，同时还需警惕国民政府的投降倾向。1939 年 4

月，毛泽东在抗大检讨工作总结晚会上反复强调，抗

战要胜利就必须坚持“抗战到底”“革命到底”，中共

一方面要学习“真正抗战到底的西班牙共产党”，另

一方面也要吸取西班牙的教训。毛泽东指出，尽管

西班牙共产党“抗战最英勇坚决，没有投降的”，却

因为个别叛徒出卖而至失败，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警

惕革命队伍中的“个把坏蛋”，绝不能动摇“抗战到

底”的决心。④ 此处所谓的“个把坏蛋”后来发展为

固定表述“第五纵队”。这一词汇源自 1936 年右翼

军事集团围攻马德里时，将领摩拉扬言自己的四支

纵队正在包围马德里，另有一支第五纵队已在城内

策应。⑤“第五纵队”由此在国际上广为流传，意指

叛徒、内奸和混在内部的敌人。

“第五纵队”成为西班牙的前车之鉴，国人亦当

注意抗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该词后来成为固定话

语，在中国被广泛使用。两次反共高潮之时，中国共

产党方面在大量文件中怒斥国民党方面为“日军的第

五纵队”。⑥ 至 1943 年 7 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时明确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与挑起内战、

破坏抗日团结的行为定义为“第五纵队”行为。⑦ 一

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妨碍“抗战到底”的都

是“第五纵队”。而国民党同样使用苏俄在华的“第

五纵队”来指责中共，并呼吁国人除了要警惕汪伪等

“白色汉奸”外，还要警惕“赤色汉奸”。⑧ 蒋介石多次

以“第五纵队”之名指责中共，例如:“共匪广播宣传

不仅诋毁政府、造谣惑众，而且捏造事实之宣传，即间

接通报于敌寇……已成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矣。”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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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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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战事结束后，这一历史所带有的特殊记忆以

特定表述与概念沉淀为中国抗战的话语。

另外，对西班牙战事结果的讨论，亦是就中国抗

战道路的分析与研判。国际援助到底在中国抗战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独立自主能否支持抗战的胜

利? 进一步而言，何种独立自主才能支撑中国的抗

战? 这是困扰当时所有国人的核心问题。

中共对“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权衡已于

1938 年末达成共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就明

确指出:“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

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①显然中共已意识到，

国际援助虽然要尽可能争取，但是不应对此抱有过

大希望。至 1939 年，西班牙战局已定。同年 8 月，

出于对英法的不满，苏联与德意志签订互不侵犯条

约，同时减少了对中共的援助，中共实际陷入了孤立

无援的状态。中共以“不独立自主”“依靠外援”批

评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②实际也体现了中共对“外

援”与“国际经验”的清醒认识，即应以坚持自力更

生、积极抗战为主，同时不放弃可能争取的外援。③

二者之间存在明显主次关系。这一立场此后长期指

导中国抗战。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进一步明确了

对待外援的态度，即只有依靠自身才能驱逐日寇，只

有积极抗战才足以争取外援。④ 归根结底，外部的

援助是依靠内部的强大争取到的。只有充分深入中

国实践，扎根本土实际，才能在具体抗战工作中不断

壮大中国实力，真正把握住抗战胜利的希望。正如

毛泽东所谈到的“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就要

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要求兄

弟党单方面做出牺牲。丢失自己的利益而去帮助别

人，这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既没有真正的

帮助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⑤

正是在这一方针的 指 导 下，中 国 共 产 党 一 方

面积极探索抗战的中国道路，另一方面有节制地

以现实主义态度抵制“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在

此种张力之下坚持了中国的持久作战。由此，当

西班牙内战由于失败使得此前大量外来援助已无

用武之地之时，早先对外援的期盼⑥也在西班牙战

事步入尾声之际得到了回应。相当一部分国际纵

队的人员与物资先后以隐蔽的方式来到中国，支

持中国抗战。这些援华战士可分为三类，其中第

一类是在西班牙战中便离开前线，后因各种原因

前往东方 战 场 抗 战 的 战 士，代 表 人 物 为 白 求 恩。

1937 年 7 月，白求恩在举行于美国洛杉矶的欢迎

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上受陶行知感召，决定支援

中国抗战，并于次年 3 月带领美加援华医疗队来

华支持抗战。⑦ 在华期间，白求恩曾就自己在西班

牙战场的经验与毛泽东展开交流，讨论了西班牙

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的问题，并建议中国共

产党建立八路军战地医疗队。⑧ 第二类援华战士

于国际纵队正式撤出西班牙后来到中国，其中最

广为 人 知 的 是“西 班 牙 医 生”。⑨ 这 20 多 位 于

1938 年 9 月随大部队撤离的医生曾被关在法国拘

留营，瑏瑠来华后经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调遣

后被派往国民党统治的几个省份工作。瑏瑡面对艰难

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这些“西班牙医生”就地

取材，修建病房、手术室，改变军中的饮水习惯、修

建厕所、制作灭虱工具预防流行病，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军中的卫生状况，在中国抗战中扮演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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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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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角色。① 除 了 这 些“西 班 牙 医 生”外，中 共

还迎回了不少昔日援西的中国国际纵队战士，其

中，谢唯进最具代表性。谢唯进原本在巴黎的中

国人民阵线担任执行委员，后受该组织派遣前往

西班牙。他在国际纵队中化名“林济时”，一边参

战一边报道战事，并将报刊送出西班牙，为中国获

取经验教训。② 1940 年，谢唯进携妻儿回国，在八

路军驻重 庆 办 事 处 从 事 对 敌 工 作 和 对 外 联 络 工

作。③ 除了谢唯进外，还有张瑞书、刘景田等中国

国际义勇军战士在退出西班牙战场之后回国支持

抗战。大量来自西班牙与共产国际的援助物资通

过保盟进入中国，极大地支援了抗战。④ 可以说，

抗战之后的相当一部分的国际援助实际都有这个

源头和背景。西班牙内战失败后，仍以隐秘的形

式接续中国战场。

四、结语: 国际经验与民族抗战

本文无意过分强调西班牙内战在多大程度上影

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略，这样的影响相对根据

中国实际展开的探索与实践实际是相当有限的。也

有时人回忆: 我们当时对“西班牙内战”完全是糊里

糊涂的，没有太注意这回事，倒是海明威写的《蝴蝶

与坦克》引起了文人对西班牙内战的一些注意。⑤

但是，无论意识到与否，战时中国对外部的变动是如

此敏感，以致任何透露一丝生机的变动都会引发政

治家持续关注。

近代以 来 的 中 国 与 世 界 紧 密 联 系，有 学 者 以

“世界内在于中国”形容近代中国的境况。⑥ 正是通

过对世界各个“他者”的援引，我们重整对自我的认

识和承认。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对局势的判断借由

对“他者”的观察展开，这些“他山之石”或可富强如

美国、苏联、英国，也可能弱小如埃塞俄比亚、土耳

其、西班牙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

外援不利，无奈环顾四下，只能独自抵抗。这一时期

任何国际社会的关注，无论是外交裁决还是物资援

助，中国都翘首期盼。对“他者”的观察成为国人探

寻中国问题的途径之一，或支持、或援引、或启发着

对抗战道路的思索。无论是对个体自我的认知还是

文化、发展道路的判断，都离不开“他者”这一参照

物。西班牙内战由于与中国抗战同期发生且在性

质上具有相似性，作为“他山之石”备受瞩目，各种

进展都作为中国抗战的一种镜像投射在国内的言

论场。国人将之视为中国抗战局势的参照，渴望

从西班牙内战的经历中获取经验或教训。但是，

他者的经验基于自我的实际、依托内在的作为，才

有可能成为助力。中国对西班牙这一“他山之石”

的理解也 随 着 对 本 国 情 况 认 识 的 深 化 而 不 断 变

化，从初期密切关注、频繁互动，到反思两国异同，

再至武汉危机时，逐步权衡他国经验运用于本土

实际的限度。1939 年初，西班牙内战结束，中国亦

已逐步趟出一条独立摸索自我前进的道路。“中

国革命终究由熟悉中国实际的中国人解决”，这恰

恰是同一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命题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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