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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共产主义运动

黎巴嫩共产党的历史演进、理论探索与现实挑战∗

余维海　 黄冰琼

摘　 　 要： 黎巴嫩社会主义运动是中东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黎巴嫩共

产党的发展虽历经挫折却从未断裂，大致经历了艰难发展期、内战斗争期、低潮奋进期

三个阶段。 该党在批判性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弊端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社会现实，从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 近年来，黎巴嫩共产党面

临着来自党内外的诸多困境与挑战，未来探索社会主义的前途更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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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共产党（下文简称“黎共”）成立于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是中东地区创建较早的

共产党组织。 黎共是黎巴嫩国内唯一一个在 １８ 个宗教派别①中均有党员的政党，也

是阿拉伯政党大会的成员。② 黎共在黎巴嫩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

作用，它不仅是黎巴嫩教派政治体制中的一股“清流”，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

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黎共成立初期即致力于反对英法殖民占领、争取民族独立的工

·１９·

∗

①

②

本文系 ２０１３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世界社会主义主要流派的历史演进研究”
（１３ＪＺＤ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培育）项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年鉴研

究”（ＣＣＮＵ１５Ｚ０２００３）和 ２０１７ 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发达国家共产党执政

现代化探索研究———以美共、日共、法共为例”（ＣＣＮＵ１６Ａ０６００４６）的阶段性成果。
黎巴嫩共有 １８ 个受到官方承认的宗教派别，其中包括 ４ 个伊斯兰教派别，１２ 个基督教派别，１ 个德鲁

兹教派别和 １ 个犹太教派别。
严庭国、廖静：《阿拉伯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及影响》，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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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动，在黎巴嫩内战期间更是积极参战以废除教派政治，恢复国家的统一与民主。

近年来，黎共在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 黎共积极参与国内基层运动，组织示威游行

等，在国际上发起并创建了阿拉伯左翼论坛（Ａｒａｂ Ｌｅｆｔ Ｆｏｒｕｍ），主办了第 １４ 次共产

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本

文旨在考察黎共的发展历程、政策理论，并探讨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及未来发展态势

等问题。

一、 黎巴嫩共产党的历史演进

在 ９０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黎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非法到合法的曲折历程。 但

无论处于哪个阶段，黎共都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致力于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与和平。

（一） 黎巴嫩共产党的成立

一战期间，为改善每况愈下的生活状况，黎巴嫩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纷纷成

立工会，并以此为基础广泛开展社会运动，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 黎巴嫩工人阶

级及其运动从稚嫩走向成熟，为黎共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一战后，圣雷莫会议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ａｎＲｅｍｏ）决定将黎巴嫩划归法国托管（又称委任统治），这一现实击

碎了黎巴嫩民族主义者的国家梦。 黎巴嫩民族解放运动自此兴起，黎社会各界要求

独立、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和殖民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客观上培育了国内社会主义

者诞生的土壤。 十月革命胜利后，黎巴嫩知识分子深受鼓舞，他们公开发表文章，同

情黎巴嫩人遭受的苦难和贫穷，批评各种社会不公现象，批判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

剥削与压迫，宣扬社会主义思想，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黎共的成立提供了强大的

思想准备。 １９２４ 年，巴勒斯坦共产党代表前往贝鲁特建立支部，培养了一批黎巴嫩

的社会主义先驱。 经多番讨论后，尤素福·易卜拉欣·亚兹贝克（Ｙｕｓｕｆ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Ｙａｚｂｅｋ）、福阿德·西玛里（Ｆｕａｄ Ｓｈｉｍａｌｉ）等人一致认为，黎巴嫩应该建立属于自己

的共产党而非巴勒斯坦共产党的分支。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知识分子亚兹贝克和工人西玛里的领导下，黎共在贝鲁

特南部的一个小镇正式成立。 黎共成立初期的活动遍布法国托管统治下的叙利亚

和黎巴嫩，亚兹贝克任黎共首任总书记。 为躲避法国托管当局颁布的“布尔什维克”

活动禁令，黎共成立时采用了“黎巴嫩人民党”的名称。 建党后，亚兹贝克创办的《人

道报》（Ａｌ⁃Ｉｎｓａｎｉｙｙａ）是黎巴嫩第一份宣传共产主义的阿拉伯语报纸。①

·２９·

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 Ｓｕｌｅｉｍａｎ，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 Ｎｏ． ２， １９６７，
ｐ．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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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黎巴嫩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发展状况，黎共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

１． 艰难发展期（１９２５～１９７４ 年）

因受国内外时局变化的影响，早期的黎共先后三次更名，并寻求多方支持，开展

过三次重大的公开活动，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黎共初建时与巴勒斯坦共产党保持着密切关系，寻求巴共的资金援助，约瑟

夫·伯格（Ｊｏｓｅｐｈ Ｂｅｒｇｅｒ）、埃利亚胡·特佩尔（Ｅｌｉａｈｕ Ｔｅｐｅｒ）等联络员专门负责两党

间的信息交流与传递工作。 期间，黎巴嫩人民党曾于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与亚美尼亚斯巴达

党合并为“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 两党合并后积极投身于反对英法占领、争取民

族独立的工人运动，努力扩大黎巴嫩共产主义力量的影响。 １９２５ 年中期及随后的两

年间，黎共因支持叙利亚德鲁兹派叛乱，遭到法国托管当局的镇压。 １９２６ 年，黎共创

始人亚兹贝克被逮捕、流放，直至叛乱结束。 １９２８ 年 ９ 月，黎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

为反对法国殖民主义分裂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图谋，该党更名为“叙利亚共产党—共

产国际支部”。①

１９３６ 年至 １９３９ 年前后，人民阵线政府领导的法国托管当局转而支持黎共的活

动，黎共遂开始向法国寻求资金援助。 在此期间，黎共与黎巴嫩政府保持着融洽关

系，黎共首次得以在国内公开活动。 １９３７ 年，黎共甚至派代表参加黎巴嫩议会选举，

但未获得议席。 二战爆发后，法国政府禁止共产党在法境内活动，黎巴嫩政府也不

再公开支持黎共。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党报《人民之声》（Ｓａｗｔ ａｌ⁃Ｓｈａ ｂ）被查封，标志着黎

共已被列为非法政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１９４３ 年前后，苏联在二战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强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

围内成燎原之势。 受此影响，黎巴嫩共产主义者重新公开活动并成立了“叙利亚

和黎巴嫩反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联盟”。 １９４４ 年苏联在贝鲁特设立大使馆后，

黎共开始向克里姆林宫寻求资金支持。 １９４３ 年底，黎共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②，

大会决定重新启用“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的名称，哈立德·巴格达什（Ｋｈａｌｅｄ

Ｂａｋｄａｓｈ）和法拉杰拉·赫卢（Ｆａｒａｊａｌｌａｈ ｅｌ⁃Ｈｅｌｏｕ）分别被选为叙利亚共产党和黎巴

嫩共产党主席，党的合法性也得到了恢复。 之后，黎共虽然参加了 １９４３ 年与 １９４７

·３９·

①

②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各国共产党总览》编辑委员会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２９ 页。
在建党后的 ２０ 年间，黎巴嫩共产党同时兼管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的党务和党的活动，至 １９４４ 年底

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才决定在两国分别建党，因此黎巴嫩共产党把此次代表大会作为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

会”，而叙利亚共产党则将其作为“第二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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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选举，但在议席上仍未实现“零突破”。 １９４８ 年，黎共遭到政府取缔，再次沦

为非法政党。 同时，受政府打压、党内分歧、邻国压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黎共逐

渐走向衰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方式被迫从强调“暴力革命”手段转变为和平

手段。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７０ 年间，黎共一直处于非法和半合法状态。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为适

应叙利亚与埃及合并后的政治形势，“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宣布分别成立黎巴

嫩共产党和叙利亚共产党，两党保持独立活动。 事实上，两党仍保持密切关系，直

至 １９６４ 年才真正成为彼此独立的政党。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黎共因未积极支持泛阿

拉伯主义运动和纳赛尔主义而失去群众的支持，陷入孤立状态。① １９６５ 年，处于

非法地位的黎共为改变孤立处境，参加了由卡迈勒·琼布拉特（Ｋａｍａｌ Ｊｕｍｂｌａｔ）领

导的 “ 进 步 党 派 和 爱 国 力 量 阵 线 （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②。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黎共建立了独立的武装力量，并同约旦、叙利亚、伊拉克

等国共产党联合组建了反对以色列的游击队。③ 同年，时任黎巴嫩内政部长的琼

布拉特批准黎共合法化。

２． 内战斗争期（１９７５～１９９０ 年）

在内战期间，为恢复黎巴嫩的统一与民主、废除教派政治，黎共与社会进步党等

政党先后建立了不同的联合阵线，被迫卷入黎巴嫩内战。

黎巴嫩内战爆发初期，黎共组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民兵组织“人民卫士（Ｐｏｐｕｌａｒ

Ｇｕａｒｄ）”积极参战，并与社会进步党等政党组建“黎巴嫩全国运动（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联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基督教武装力量抗衡。 １９８２ 年以色列入侵

黎巴嫩后，黎共再次同社会进步党等政党组建“民族抵抗阵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积极投身反对以色列占领军的游击战争。 １９８３ 年，为使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多

国部队撤离黎巴嫩及废除黎以协议，黎共同其他政党力量联合组建“民族拯救阵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积极同以色列占领军和基督教长枪党民兵作战。 同年，

约 ５０ 名共产党人在黎巴嫩港口城市的黎波里被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统

一运动（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杀害。④ １９８４ 年，为恢复黎巴嫩的统一和维

护国家的阿拉伯属性，并对现行政治制度实行民主改革，黎共再次同社会进步党等

党派组建“民族民主阵线（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以进一步加强针对南部以色

·４９·

①
②
③
④

徐心辉编著：《列国志·黎巴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３２ 页。
黎巴嫩内战爆发后，“进步党派和爱国力量阵线”改名为“黎巴嫩全国运动”。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各国共产党总览》编辑委员会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第 ２２９ 页。
徐心辉编著：《列国志·黎巴嫩》，第 １３２－１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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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占领区的政治与军事斗争。 １９８５ 年，黎共同“希望”运动、社会进步党等组织与政

党组建“民主联合阵线（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要求解放黎巴嫩并建立非教派

的国家。 黎巴嫩内战期间，黎共还召开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任务主

要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阵线，维护黎巴嫩的统一和民族独立，废除教派政治，反对以色

列的侵略，推行真正的政治改革。①

３． 低潮奋进期（１９９０ 年至今）

苏联和东欧剧变后，黎共在逆境中谋生存，重新调整了其理论主张和发展战略，

强调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建设具有黎巴嫩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重扩大自身在世界社

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力。

１９９０ 年黎巴嫩内战结束时，黎共正处于发展的低潮期。 黎共在内战前提出的口

号和采用的纲领被大多数人彻底忽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更令黎共难以恢复到内

战前的地位。 苏东剧变以来，黎共一直在低潮中奋进。 一方面，黎共总结苏联和东

欧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认为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原则和理想的崩溃

和破灭，强调社会主义仍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十月革命依然是社会主

义运动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基于此，黎共开始调整其理论主张及现实策略，认

为社会主义实践应根据各国的不同国情来推进。 “黎巴嫩共产党将继续坚持社会主

义选择，建设一个区别于已失败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而符合黎巴嫩实际的社会主

义。”②另一方面，黎共关注自身发展，顺利召开了数届代表大会并完成领导人换届，

同时重视与他国共产党开展经验交流与合作，积极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Ｓｅｍｉｎａｒ）”等国际多边交流，加强与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

系，在逆境中寻求新发展。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黎共组织和筹备了首届阿拉伯左翼论坛，该

论坛至 ２０１６ 年已经连续召开 ７ 届，先后有 ２８ 个政党出席论坛，该论坛已发展成为阿

拉伯地区左翼政党新的合作机制。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黎共主办了第 １４ 届共产党和工

人党国际会议，来自全球 ４４ 个国家 ６０ 个政党的 ８４ 名代表出席会议。④ 黎共当前是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工作组的 １９ 个成员之一。

·５９·

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各国共产党总览》编辑委员会主编：《各国共产党总览》，第 ２３０ 页。
同上，第 ２３１ 页。
余维海、胡延睿：《阿拉伯左翼政党联合新趋向———“阿拉伯左翼论坛”发展概况及评析》，载《社会主

义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３ 页。
聂运麟、余维海等：《经济的持续衰退·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人民的共同行动———第十四次共产党

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述评》，载《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１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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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一览表

届次 时间 地点 党员人数
与会代表

人数
主要领导人

通过的重要文件
及决定

第一次
代表大会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２ 日

贝鲁特 ７，０００ １９０

黎共主席法拉杰
拉·赫卢、

叙共主席哈立
德·巴格达什

《黎共党纲》、
《叙利亚—黎巴嫩

共产党党章》

第二次
代表大会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初

贝鲁特 不详 不详
总书记尼古拉·

沙维
《黎共党纲》、
《黎共党章》

第三次
代表大会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７～ １０ 日

贝鲁特 不详 不详
总书记尼古拉·

沙维

《黎共党章》、
《政治提纲》、
《农业纲领》

第四次
代表大会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初

贝鲁特
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不详

主席尼古拉·沙维、
总书记乔治·哈维

政治声明、
《党章》

第五次
代表大会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
３～ ６ 日

舒夫
山区

１５，０００ ３５０

总书记乔治·哈维
副总书记卡里

姆·穆鲁瓦、纳迪
姆·阿卜杜·

萨玛德

政治报告；
党章

第六次
代表大会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９～ １２ 日

贝鲁特 １０，０００ 多 ３００
总书记乔治·哈维、

副总书记法鲁
克·达哈鲁吉

思想、政治和
组织纲领性
文件；党章

第七次
代表大会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４～ ７ 日

贝鲁特
１３，０００

～
１５，０００

３５７

总书记法鲁克·
达哈鲁吉、

全国委员会主席
纳迪·萨玛德

不更改党名、
阿以和谈、加强反以
武装抵抗、召开全国
和解对话会议、建立
全国反对派运动等

重要决定

第八次
代表大会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８～ ３１ 日

贝鲁特
１３，０００

～
１５，０００

３００ 总书记法鲁克·
达哈鲁吉

政治报告

第九次
代表大会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底～２００４

年初
贝鲁特 不详 不详

总书记哈立德·
哈达德

提出民主政
体和在马列主义
指导下建设有
黎特色的社会

主义等

第十次
代表大会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６～ ２８ 日

不详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不详

总书记哈立德·
哈达德

不详

第十一次
代表大会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２４ 日

贝鲁特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不详

总书记汉纳·
加里卜

选举新的中央
委员会等

资料来源： 本表在《各国共产党总览》一书中《黎巴嫩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一览表》的基础上补充

完成。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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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黎巴嫩共产党的理论探索

苏东剧变后，黎共重新审视国内外现实，围绕党的目标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
１９９９ 年黎共八大对党章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党章强调“全面自由、民族解放、主权、
民主、进步、社会公正”为现阶段的斗争目标，重申“社会主义和崇高的人类价值与尊

严”为党的最终奋斗目标。 ２１ 世纪以来，黎共一直坚持观察现代资本主义在黎巴嫩、
阿拉伯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新变化，不断向世人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危害，提出该

党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一） 黎巴嫩共产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资本主义是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存在着各种不平等、不公正、腐败和专制的现

象。 近年来，黎共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严厉谴责黎巴嫩资本主义催生的食利阶层及其腐朽政权的存在与危害。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曾针对食利者阶层问题指出：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

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

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

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他一

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①黎共认为，黎巴嫩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催生了食

利阶层及其腐朽政权，使得少数人掌握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和政治决策权。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黎共在一份政治报告中指出，商业垄断是食利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食利政

权与教派贵族合作，剥夺他人参与自由竞争的权利，拒绝规定各种进口产品的配额，
使得垄断性商业活动获得的利润远高于可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日常经济活动。 同

时，这种高额利润反过来又成为黎巴嫩工业发展的抑制因素。 黎共批评指出，食利

阶层大量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严重破坏了黎巴嫩经济秩序的公正性，加剧了黎巴嫩社

会的贫困、失业和移民现象。
黎共指责食利阶层侵犯黎巴嫩公民安居权，认为黎政府不仅动用公共基金来支

持房地产行业，还持续不断地给予房地产业低利率高额贷款，促成房地产业非正常

化增长机制的形成。 自 １９７５ 年起，黎巴嫩的房价节节攀升、居高不下，与黎巴嫩人民

家庭收入的增长比严重失衡，中等收入家庭的安居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低收入家庭

更无法实现安居。 黎巴嫩政府一直未能制定出能够满足广大民众基本需求、全面保

·７９·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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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低收入家庭安居的住房计划，使得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深陷贫苦泥淖，无法

摆脱困境。
此外，黎共还批评食利者政权忽视农业的发展需求，导致农业不断被边缘化。

该党认为，农业对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可以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缓
解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压力，还可以促进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 事实上，黎巴

嫩农业环境不断恶化，经常爆发新植物病虫害，土地灌溉系统亟待修整，农业生产成

本不断增加。 在此情况下，整个农业部门亟需政府予以政策扶持与财政援助。 然

而，食利者政权对扶植农业部门的忽视，使整个黎巴嫩农业陷入了被边缘化的危境

之中。
其次，激烈声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

行径。
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以及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水域

和航道，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对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

干涉。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美国强行在中东进行民主改造，推行所谓的“大中东计

划”。 黎共曾在第 １４ 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指出，美国鼓吹的所谓的“新中

东”实质是第二个《赛克斯—皮科协定》，其首要目标是绘制宗教和种族国家的新边

界，巴勒斯坦问题和保护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该计划的关键，破坏巴勒斯坦人建立

独立国家、定都耶路撒冷和返回家园的权利，则是这一帝国主义新计划取得成功的

重要条件。①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破坏中东地区的民主政治变革，推行更

加牢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动用包括宗教分歧、种族分裂、教派斗争和国民经济

在内的各种手段来打击阿拉伯人民的革命和起义。② 该党还认为，帝国主义为使宗

派和种族的垂直结构取代阶级结构，为在教派和种族层面上分裂阿拉伯地区，不断

孵化地区性法西斯宗教政治力量，引起黎巴嫩国内政治派系斗争和种族派系斗争不

断升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依靠阿拉伯世界的反动政治力量，通过支持恐怖

组织和运用所谓的反恐手段参与地区国家的重建。 为此，黎共呼吁世界人民“充分

利用示威游行等各种运动来围攻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力量，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及其抵抗运动，帮助他们应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对加沙的新入侵，应对阿拉伯联

盟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叛变，应对巴勒斯坦现有的政治体制（危机）”③。
黎共认为，阿拉伯国家和人民要在本地区实现一个公正和稳定的未来，各进步

·８９·

①

②

③

“１４ ＩＭＣＷＰ，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Ｐ，” Ｓｏｌｉｄｎｅ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５，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ｌｉｄｎｅｔ．
ｏｒｇ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 ／ １４⁃ｉｍｃｗｐ⁃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ｃｐ⁃ｅｎ⁃ａｒ，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５ ＩＭＣＷＰ，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Ｐ，” Ｓｏｌｉｄｎｅ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ｌｉｄｎｅｔ．
ｏｒｇ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 ／ １５⁃ｉｍｃｗｐ⁃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ｃｐ⁃ｅｎ，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４ ＩＭＣＷＰ，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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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一直在致力于制定一个协调统一的行动计划，形成一个广泛的国际运动，采取

协调一致的统一行动，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力量，
有效抗衡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 该党的具体倡议包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

域实施真正的改革；推行能够充分利用自然及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实现

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经济一体化；建立巴勒斯坦主权国家；结束美国对伊拉克的占

领等。
最后，批判性分析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

资本主义的分析。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

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

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①多年来，黎共持续关

注这场给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带来严重后果的金融危机，称其为“一场包括国际金融

体制、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巨额外债、能源危机、食品安全危机、生态危机等多重危

机在内的混合性危机”②，承受其恶果的是黎巴嫩社会的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 然

而，黎巴嫩政府却一直紧跟国际新自由主义的趋势，不遗余力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经

济政策，导致黎巴嫩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场危机的冲击下，黎巴嫩国

内实际失业率已高达 ２５％，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人权遭遇忽视和践踏，政府腐

败日益加深，公债重重累积，人民生活极度压抑，国家政治混乱。
黎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这场危机，采取了许多既不公平又不科学

甚至违背人道主义原则的举措，加剧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最严重的后果

是一些西方国家借助军国主义抬头来转嫁危机的负面影响。 执政的资产阶级“精
英”为经济危机找到一条“血腥肮脏”的退路，即通过加剧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来为

军工企业制造重要的发展机遇，以抵消危机的负面影响，缓解资产阶级政府面临的

政治压力；通过招募百万失业者加入军事斗争来避免其组织或参与各种争取就业、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体面生活等的示威游行活动。 黎共同时认为，“伊斯兰国”组
织的兴起具有典型性，“伊斯兰国”组织是由帝国主义创建的，由阿拉伯地区的反动

政权资助和武装，用来遏制阿拉伯爱国解放运动的兴起。 “伊斯兰国”组织是由美国

领导的，以确保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虚假口号下回归到阿拉伯地区。 美国用“伊斯

兰国”组织和类似的恐怖组织把世界置于两种选择面前，要么是恐怖主义，要么是从

属于美国的计划。 黎共强调，这场危机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潮带来了机会，

·９９·

①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４０６ 页。
“１５ ＩＭＣＷＰ，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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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向世人提出一个被长期遗忘的问题，即“资本主义有未来吗？”，①提出只有向社

会主义社会过渡，才能彻底根除危机再现的可能性。
（二） 黎巴嫩共产党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

黎共不仅仅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否定与批判，还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

方案。 黎共在批判性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深刻反思 ２０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经验教训和全面剖析黎巴嫩国情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黎巴嫩未来社会主义社会

的构想。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黎共曾在 １９９１ 年版的党纲中批评过“社会主义意味

着剥夺产权”的庸俗观念，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促进国家繁荣昌盛，使黎巴嫩社会中的每名成员都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该党从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需要采用

适当的新形式、新手段合理调节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关系，逐渐实现生产方式的

多样化；必须发挥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引导、指导和协调作用，同时加强人民对政府的

监督；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增加对国民经济的保护，签订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对外

贸易协定，弱化黎巴嫩经济对外的依赖性。 该党还提出，要实现黎巴嫩向社会主义

社会过渡，除增加生产和国民收入外，还必须实行合理的累进税制和工资政策，以重

新分配财富和缩小城乡、中央地区与边境地区的贫富差距。
第二，建设符合黎巴嫩民情和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 在政权性质方面，黎共在

八大上通过的党章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专制和霸权现象，因此必须对基于

教派联盟的黎巴嫩政权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平等的现代化世俗

民主政府。 在选举制度方面，黎共强调选举必须与教派脱离联系，实行比例代表制。
这意味着将黎巴嫩划分为选区，根据各政党的得票率产生议会议席。 在民主政治方

面，黎共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不仅需要支持各种社会主义变革力

量之间的联盟，还需要保证群众和反对派的参政自由，确保个人和集体的自由与基

本权利，尤其是保证公民在权利和义务上完全平等，不受宗教、教派和社会地位的限

制。② 在军事方面，黎共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军队和武装部队的首要任务是保卫

祖国，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以及保卫民主，提出在爱国主义军事信念的基础上重建

军队和国内治安军等武装部队，防止其沦为教派与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③

第三，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具有凝聚人心的重要功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文化建设方面，黎共

·００１·

①

②
③

“１８ ＩＭＣＷＰ，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Ｐ，” Ｓｏｌｉｄｎｅ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ｌｉｄｎｅｔ．ｏｒｇ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 ／ １８⁃ｉｍｃｗｐ⁃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ｃｐ⁃ｅｎ，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刘洪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８２ 页。
同上，第 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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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从黎巴嫩丰富的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创造具有本国特色和人道主义特点

的社会主义文化，为黎巴嫩的现代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在文化传播方面，黎共批评

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全球化浪潮输出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做法，强调不仅要防

止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的侵犯和吞噬，还要重视发扬和传播社会主义

文化。
第四，保证全面的个人自由和公共自由，实现个体的充分发展。 黎共强调，个人

自由与公共自由是实现每个个体充分发展及社会民主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全体黎

巴嫩人民地位平等、机会均等的重要前提。 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人权和个人自由

是个体的基本权利，不受政治制度、政权性质、个人社会地位等的限制。 黎共特别强

调，虽然其主张抛弃宗教和教派中各种不利于社会和谐的狭隘思想和因素，但依然

尊重个人在信奉宗教和参与宗教活动方面的自由。
第五，推行和平外交思维，建立新型国际主义团结，创建一个和平、自由、平等的

世界。 黎共在党纲中指出，希望全人类能够在一个禁止储存、生产、使用核武器及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中生活，主张社会主义政府应优先解决“具有国际性和涉及

全人类的问题……当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其他问题都应退居次要地位”①。 为缓

和紧张的国际关系，防止爆发新的战争，黎共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分歧和地区问

题”②，但强调这是一项漫长的事业，需要世界上社会各界力量的团结。 黎共在此基

础上提出建立一种新型国际主义团结，呼吁世界人民同他们一道为和平、自由和平

等斗争。

三、 黎巴嫩共产党面临的现实挑战

回顾黎共的发展史，它虽然经历了运动的潮起潮落和组织的分分合合，但从未

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仍保持着政治活力。 目前，黎共仍缺乏将党的纲领付诸实践的

能力和成为黎巴嫩执政党的实力，但它是黎巴嫩政治舞台上的一棵“常青树”。 黎共

在黎巴嫩政坛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黎共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勇于创新，敢于

开展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抓住机遇，进行自我调整。 长期以来，黎共多次对党的根

本原则、纲领和方针等进行整体性反思和“扬弃”，并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效果。 如

１９６８ 年在黎共二大上，总书记尼古拉·沙维率先对当时党的思想原则、政治路线、纲
领和实践进行过广泛的批判性反思，及时为党内的革新任务开创新局面，为此后 ２０

·１０１·

①
②

刘洪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第 ８３ 页。
同上，第 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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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黎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苏东剧变后，在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的中央会议上，黎共高度

关注时代的挑战和世界的变化。 曾经被视为社会主义典范的苏联模式失败后，世界

力量对比出现了失衡的情况，黎共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自我批判和全面反思，主张抛

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根据黎巴嫩的客观现实发展具有黎巴嫩特色的社会主义。
黎共还积极总结自身在本国长期斗争的经验和他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提出各国革命

运动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维护共同利益，以避免在变动的

国际格局中受挫。
其次，黎共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提出超越教派分歧，致力于在黎巴嫩实现真正的

民主，同时关注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民主变革。 黎巴嫩内战后，黎共致力于在黎巴嫩

实现政教分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世俗民主国家。 为此，该党倡导对基于宗教的选

举制度进行改革，打破教派政党垄断选举的局面，主张在选举中实行比例代表制，让
选民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来选择政党。① 黎共这种超越教派的主张，使其在黎巴嫩

各教派中均有支持者。 此外，黎共还关注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社会变革，主张将

民族解放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发起建立“阿拉伯左翼论坛”，以聚集更多民主

进步力量来推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变革浪潮。②

最后，黎共强调在国际社会中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保持友好关系。 黎共积极

声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寻求他国共产党支持和帮助黎巴嫩及阿

拉伯地区的工人运动和民众运动，为自身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在党际交往方

面，黎共不仅与黎巴嫩社会进步党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还与其他政治组织和力量

开展广泛合作。 自 １９８７ 年与中国共产党恢复友好关系以来，黎共一直致力于在诸多

领域发展和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２０１２ 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黎共发来贺

信，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现了中国人民

的社会富裕和国家经济的增长，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高度评价中国在文化发展

与维护世界和平上发挥的积极作用。③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黎共总书记汉纳·加里卜在接

受专访时表示，支持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强调邻国之间解决问题或分歧

不应受到外来干涉，“尤其是不相干第三方的介入”，严厉批评美国插手中国和菲律

·２０１·

①

②

③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Ｐ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ｒｅｓｓ， Ｊｕｌｙ ２８，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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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

《黎巴嫩共产党祝贺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黎巴嫩共和国大使馆， ｈｔｔｐ： ／ ／ ｌｂ．ｃｈｉｎａ⁃ｅｍ⁃
ｂａｓｓｙ．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ｌｇｘ ／ ｔ９８７６９９．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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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之间关于南海问题的争议。① 该党还积极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国
际共产主义研讨会”、“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等国际性会议，在会上积极与他国共产党

交换自己对西方霸权主义、经济危机、恐怖主义、地缘政治等问题的看法，呼吁加强

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黎共不仅党内存在思想分歧，还存在诸多不利于黎共发展

壮大的外部因素。 黎共要将其民主变革口号及社会主义社会付诸实践，仍面临一系

列来自政党内外的现实挑战。
第一，深刻的内部分歧动摇了黎共党内团结的根基。 自 １９９２ 年六大以来，黎共

内部成员在党的发展方向、同政治派别的关系、国家政治变革等问题的认识上产生

了明显分歧。 这些分歧不仅存在于党的领导层，而且蔓延到了党的基层组织。 在关

于黎共发展方向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保守派反对革新党的主张，反
对任何试图改变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举措；改革派则主张实行比例代表制，允许党

内出现不同派别，要求党的领导层停止干预其他部门的事务，提出废除政治局干预

其他部门决策的权力。② ２００３ 年九大后，黎共党内甚至出现了小集团的分裂活动，直
接影响了该党的政治决策。③ 严重的党内纷争使得黎共党员难以在思想上和组织上

团结一致，妨碍了黎共的正常运作。 尽管黎共领导层已认识到党内分歧的严重性，
且坚信自身有能力合理解决内部分歧及相关问题，但结果如何仍难以预知。

第二，黎共群众基础相对薄弱，政治发展空间有限。 虽然黎共在政党林立的黎

巴嫩是唯一一个在所有教派中均有成员的政党，但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黎共党员数量

逐年减少，目前仅有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 人，薄弱的群众基础限制了黎共的发展空间。 客

观来看，短期内黎共仍缺乏大规模扩大群众基础和在政治上获得进一步发展空间的

条件，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黎共的无产阶级群众基础较为薄弱。 在

该党成立 ３０ 年后，党员仍主要由律师、医生、工程师、商人、教师和学生等构成，大部

分党员不是来自穷人和劳动群众，而是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 党的领导层除极

少数工人外，大多来自上层中产阶级或富裕家庭。 二是黎巴嫩政治和社会深受伊斯

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的影响。 在黎巴嫩，大部分穷人和底层人民具有强烈的宗教

信仰，常将共产主义视为“无神论怪物”。 该国政坛盛行的宗派主义组织和政党客观

上挤压了黎共的生存空间，阻碍了其招募新成员和扩大群众基础，势单力薄的黎共

在黎巴嫩政治舞台上难以有所作为。 三是黎巴嫩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和民众不稳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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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勇：《中菲南海争议不需要“不相干第三方的介入”———访黎巴嫩共产党总书记汉纳·加里卜》，
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０７ ／ ０５ ／ ｃ＿１１１９１６５４２０．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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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 Ｕｂａｄ Ｍｕｒａｄ， ｔｒａｎｓ．， Ｒｏｓａ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２０１４， ｐ． ９４．

徐心辉编著：《列国志·黎巴嫩》，第 １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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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生活状况降低了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 这使得黎共在基层开展活动时频频受

阻，使得原本就不广泛的政治空间愈加狭窄。
第三，黎巴嫩宪法和选举中的教派政治体制是黎共政治参与长期受限的制度因

素。 黎巴嫩内战后，该国按照“塔伊夫协议”的精神对宪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宪

法第 ２４ 条规定：在议会制定不受教派约束的新选举法之前，议席按如下规则分配：在
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平分；两大宗教内部各教派按比例分配；各地区之间按比例进

行分配。① 然而，黎共在本质上是一个超教派政党，不属于任何教派。 虽然黎共在政

治参与方面坚持走民主道路，主张根据人民的自由选举进行政权更替，但宪法确定

的是一种教派分权体制，意味着该党缺乏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难以在选举中脱颖

而出，黎共从未单独在议会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事实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

黎巴嫩宪法第 ９５ 条强调采取适当措施分步骤取消教派政治体制，但实际上黎巴嫩的

教派政治体制不仅关系到各教派的切身利益，还是外国势力用来干预甚至控制黎巴

嫩政局的重要工具，因此，取消政治教派体制仍面临重重困难，短期内无法彻底解

决，政治教派体制客观上已成为黎共参政之路的长期羁绊。
第四，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是阻碍黎共政治发展的

重要外部因素。 长期以来，美国为保持对中东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一方面运用

各种干预手段打击或防止反美政治势力在中东地区的崛起，并利用阿拉伯地区的

乱局扶植亲美势力；另一方面，美国利用宗教、文化、媒体等手段遏制和打压中东

地区的左翼运动和共产主义政党，严重破坏了黎共所探索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成为黎共在阿拉伯地区发展的“拦路虎”。 过去的几十年间，黎巴嫩左翼势力的影

响力逐渐减弱。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左翼力量被认为是抵抗战士和黎巴

嫩反对以色列侵略的保护者。 黎巴嫩内战结束后，包括黎共在内的左翼力量缺乏

对自身的清晰定位，同时也缺乏推动黎巴嫩成为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进步和民主

国家的动力和条件。
第五，难以获得国际上的实质性支持和帮助。 进入 ２１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发展缓慢的现实使黎共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国际援助和支持。 事实上，苏东剧变后，
先前的国际主义团结已名存实亡，新的社会主义国际合作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世界

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资本主义的联合挤压中显得势单力薄。 当前，各国社会主义

政党虽积极召开和参与地区性、全球性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主动建立和发展双

边及多边党际关系，努力构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型国际联系，但至今仍缺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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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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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健全的合作机制，包括黎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支持

和帮助。

四、 结　 语

黎共成立 ９０ 多年来，虽长期面临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历经挫折却从未断裂，经
历了艰难发展期、内战斗争期、低潮奋进期三个阶段。 虽然该党长期较为弱小，在议

会斗争的道路上一路坎坷，然而，该党并未在困境中屈服，广泛开展了对国内统治阶

级、外来侵略者、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原教旨主义等势力的斗争，其艰苦卓绝的

斗争史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该党在国内充分利用工会的作用，推动劳动法的

颁布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积极维护工人和农民及受压迫者的权利。 在地区和国

际活动中，该党筹建并推动“阿拉伯左翼论坛”的发展，努力促进阿拉伯左翼政党的

联合，利用包括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内的多边交流平台，团结并声援世界共

产党和工人党的斗争。 因此，黎共仍是西亚地区、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支重

要力量。
在理论探索上，黎共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勇于创新，不拘泥于教条主义的

理解，深刻分析苏联模式的弊端，揭示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新危机，坚持探索社会主义

道路。 虽然黎共明确提出了要探索具有黎巴嫩特色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然而，该
党对如何实现黎巴嫩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和道路仍缺乏明晰的阐述，因而缺乏有效

的实施路径。 这其实也是当今许多共产党和工人党面临的普遍困境。
从现实挑战来看，当前黎共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仍存在深刻分歧，外部也面临

西方势力打压和国际支持匮乏的现实。 在可预见的未来，黎共虽能保存自身实力，
但仍难以通过议会斗争或革命道路的方式在黎巴嫩的政治舞台施展政治抱负和发

展社会主义。 虽然诸多不利因素给黎共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和挑战，但不少黎巴嫩人

仍对黎共的社会主义理想抱有好感，认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黎巴嫩现有的宗派政

治制度框架内无法解决，而社会主义成为解决黎巴嫩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总的看

来，未来黎共机遇与挑战并存，但若要实现突破，黎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呼吁一

切与黎共具有共同理想并愿与之合作的政治、人民力量和运动聚集到适当的框架

内，共同抵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图谋”①。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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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洪才主编：《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第 ６８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