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国际资本主义列强以残酷的侵略和压

迫把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都纳入世界殖民体

系后，各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便遥相呼

应连成一片，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形式正是在此

背景下于 1919 年出现。 马林作为一个荷兰人，

能在印尼和中国的早期革命斗争中起到组织

和传播先进思想的作用，正是那一特定历史条

件所造就的。 不过，后来的国际形势也证明，坐

镇莫斯科来遥控其他诸多国家的革命，显然要

犯瞎指挥和苏联利益至上的错误，共产国际于

1943 年解散及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

又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

看，托洛斯基派在国际共运中虽打出极“左”的

旗号却未能起什么积极作用，此间马林的活动

难以肯定。 不过，从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看，衡

量一个政治活动家是否有功绩，就要看他是否

代表当时的先进思想文化和生产力，是否代表

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从这一根本标准衡量，马

林在中国近三年的活动从主流上应该肯定，他

的功绩也应被人们怀念。

（综合《北京青年报》、《内蒙古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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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中共“一大”上的共产国际代表

谈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大”，人们都不应忽略那位共产国

际代表马林。他在华近三年所做的工作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尤其

是中共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都有马林付出的辛劳。

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

1883 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在首都读完大

学政治经济学课程后，从事本国铁路工人

运动。 1902 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 1913

年奉命赴荷兰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

帮助当地人创建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

盟。 1918 年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 1920 年

以“马林”之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

大会，当选国际执行委员。 1921 年根据列

宁推荐来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工

作近三年， 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建立。 1924

年离华到莫斯科后因意见分歧回祖国，担

任荷兰共产党领导。 因同情托洛斯基派而

于 1927 年退出荷共，后建立托派组织荷兰

革命社会党。 德国占领期间参加地下反法

西斯斗争，1942 年被纳粹杀害。

人们知道，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主持

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帮助下开始建党工

作的， 然而最早他们正式派出的代表是一

个以“马林”之名活动的荷兰人。

本名斯内夫利特的这位荷兰革命者，

于 20 世纪初在其国内加入了社会民主党，

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影响，

认识到资本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压迫的残

酷。 1913 年，他在荷兰驻爪哇的一家贸易

公司找到一份书记的工作， 荷兰社会民主

党就委派他到那里开展工作。 斯内夫利特

乘船越洋三个月到达雅加达上岸， 接着到

设在三宝垅的公司就职。上岸后，他对当地

工农的困苦生活感到震惊， 荷兰殖民者开

办的以制糖为主的工厂里发给工人的工资

每天不到半个弗罗林， 只够勉强糊口。 于

是，他与同情工人的当地人接触，同他们一

起发动工人，于 1914 年创立印尼社会民主

联盟，进行反对荷兰资本家的斗争。

当时在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群众组织是

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 虽带有宗教色彩却

也进行反殖民斗争。 斯内夫利特便让信仰

马克思主义却力量弱小的社会民主联盟成

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 同时仍

保留原来的党组织，这种“跨党”合作的方

式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

展 。 他被荷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后，于

1920 年以“马林”之名到莫斯科参加共产

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并在会上介绍了在

爪哇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情况。 大会对他

的经验很重视，并选他为国际执行委员，并

担任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 列宁考

虑到中国社会带有半殖民地特点， 在进行

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方面与荷属东印

度相似，便于 1921 年向共产国际推荐有这

方面经验的马林到中国， 帮助建立共产党

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

早在 1920 年春，苏俄已派魏金斯基以

学者掩护身份来华与李大钊等联系， 在几

个城市建立了分散小组性质的共产党早期

组织。 马林于 1921 年 6 月到达北京后，通

过魏金斯基的关系找到李大钊， 提议应召

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

马上得到了赞同。

■

马林被列宁看中派到中国，同

李大钊接触，倡议召开共产党全

国代表大会

为了联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召开第

一次代表大会， 李大钊因事难以脱身 ，

便派张国焘陪马林赴沪 。 因原来陈独秀

主持的上海组织负责联系各地 ， 他们到

那里时， 陈已去广州任职 ， 马林便帮助

李达等人向几个城市的组织发信邀请 。

在暑假来临师生放假后， 来自学校的代

表们便到上海李汉俊的家聚集。 1921 年 7

月 23 日，“一大”正式召开。 中共中央在延

安最早纪念“一大”时，因当事人记不清准

确时间， 便取 7 月的月首为建党纪念日，

以后一直延续下来。

当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12 人

和陈独秀个人的代表包惠僧到会后，马林

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尼可洛斯基（俄

国人）也一起出席了会议 ，并首先代表共

产国际致以祝贺。 当时中国年轻的共产主

义者多对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了解不多，马

林在会上的介绍起到不小的作用。 参加过

“一大”的包惠僧回忆说：“马林对马克思、

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研究， 他声若洪钟，

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

他的介绍下开了眼界。 ”

7 月 30 日晚上， 中共“一大”举行第

六次会议， 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

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 ， 然后通过党的

纲领和决议 。 晚上 7 时许 ， 会议还没有

开始， 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

会场。 代表们问他找谁 ， 他用可疑的目

光打量了一下会场 ， 然后说 ：“对不起，

我找错地方了。” 说完后就急忙走了。 那

位不速之客叫程子卿，当时任上海法租界

巡捕房的政治探长。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 1885 年，

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 程子卿不

会讲法语，但臂力过人。 他与黄金荣结拜

为兄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 先是做

巡捕，后升为探长。 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

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

改地点后再开。” 按照马林的布置， 出席

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 ， 立

即离开了会场 。 十几分钟以后， 法国巡

捕包围了会场 ， 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 ，

结果他们扑了一个空。 李达回忆说 ：“当

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 ，我们就

会被一网打尽。 ”

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 ， 问题就出

在马林的身上。 因为马林是荷兰人， 他

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驱

逐出境 ， 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马林

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

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 。 他奉命离开莫斯

科来上海时， 途经维也纳， 向奥地利政

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 就被拘留

了 6 天 ， 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

获释， 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 ， 并

被吊销了护照 。 奥地利政府还与马林打

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 要这

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马林的动向。

当荷属爪哇当局得知马林可能到上海时，

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 ， 要他们

监视马林的行动。 马林一到上海 ， 就引

起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 ， 对他进

行严密的监视 。 法国巡捕致上海荷兰总

领事函件中记载：“6 月 3 日， 斯内夫利特

（马林） 乘意大利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 ，

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 自称安德雷森。 6

月 14 日离开东方大旅社， 到麦根路 32 号

一家公寓住宿。” 这就说明， 马林当时的

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 马林对自己被监

视是有所觉察的， 特别在“一大”召开期

间， 他就有提防。 周佛海在 1942 年 1 月

回忆说：“‘一大’ 开到第四晚时， 还是马

林有经验， 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

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 一定会引起

巡捕的注意’。 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

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 ，大概不要紧’，

于是决定仍在原地……（后来）出了事。 ”

当晚 12 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

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李达的夫人王

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

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

一致通过。 嘉兴是王会悟读书的地方，她

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熟悉，7 月 31 日黎明，

王会悟乘头班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

并点了一桌酒席， 上午 10 时代表到了嘉

兴，王会悟扮成舞女 ，一旦发现有异常举

动，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马林因为是个

外国人，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就没有出

席最后一次会议。

■

人物档案

■

大会进行到第八天，有密探闯入会场，马林马上宣布散会转移，

随后国内代表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

陈独秀被捕，马林将他营救出来，

随后又面见孙中山为国共合作牵线

“一大”结束后，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

央工作，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也经常协助。

此时，马林力劝中共应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

助，陈独秀出于自尊开始不愿接受。 不久陈被

捕，靠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

经费打通关系才得以释放，就此陈独秀感到中

共在自身没有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外援十分重

要，同意参加共产国际。

马林根据在爪哇的经验，认为目前只有几

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应与号称拥有几十万

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民族运动并使自

身获得大发展。 为此，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由

翻译张太雷陪同， 于 1921 年末前往桂林会见

了孙中山。 马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

作的可能性，并介绍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 孙

中山马上兴奋地表示，这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

相符合，自己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基

本一致。 此行虽然没有正式达成合作协议，却

为后来孙中山确定“联俄容共”政策最早牵了

线。

1922 年以后，马林又协助组织中国工人运

动。 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时，他不顾因是外国人

容易暴露的危险，在中共党员陪同下深入肮脏

黑暗的矿区井下，同工人谈话并进行动员。

马林于 1923 年 6 月在广州参加了中共

“三大”，会上确定了用加入国民党的形式进行

国共合作，这正好与他在爪哇的经验相近。 不

过，对于共产党人如何保持独立性及警惕国民

党右派反共，马林未能很好地认识，有些意见

也颇有强加于人的味道。 翌年，他返回莫斯科，

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产生观点分歧，便辞职回国

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 1927 年中共大革命失

败后， 马林曾深有感慨地对熟悉的中国同志

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 ”

1927 年以后，斯大林大力反对托洛斯基反

对派，马林因同情托派脱离了荷共并自建革命

社会党，后来他又拒绝参加托洛斯基的第四国

际。 荷兰沦陷后，马林又奋不顾身地投入于地

下斗争，秘密编辑发行《斯巴达克》报号召人民

反抗德军的占领。 1942 年，荷兰地下抵抗组织

遭受破坏，马林被逮捕，英勇不屈终遭杀害。

中共“一大”会址

■

马林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应被肯定

马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