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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国际的历史》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本书是《精粹世界史》丛书之一。本书包括：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先
驱——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的建立、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第一国际的六次代表大会和三次
代表大会、第一国际的领导机关——总委员会及其主要活动家、第一国际的组织系统和各国支部、第
一国际的机关报和内外部的斗争、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本书的内容是力求深入浅出，以期引起读者
的兴趣，为此基本上不加脚注，但在每本书后附一个参

Page 2



《三个国际的历史》

作者简介

高放，男，1927年生于福州。1946年
福州英华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肄
业。1948年到解放区，为华北大学研究
生。1950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现
为该校国际政治系教授，1981。年第一批
博士生导师。1985―1991年为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94年被评
为全校优秀研究生导师。任全国党政军民4个系统25所
高校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还兼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会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副会长。专著和文集
有：《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
运动历史》、《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等。
洪肇龙，男，1932年生，云南省昆明市人。1951年考
入清华大学历史系，随即公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
学习。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从
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苏联历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
作。“文革”期间人大停办，分配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1980年人大复校后回人大国政系任教，先后评为副教授、
教授。发表过《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三次飞跃》等50多篇论
文和译文。现任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副秘书长、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副主编等职。
冯青淑，女，1956年6月生，山西省运城市人。曾先
后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文学学士
和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参著有《马列主义史》（四卷本）、《20世纪纵
览》、《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
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蒲国良，男，河南省柘城县人，1966年9月生。曾先
后就读于河南大学、山西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始执教于中国
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至今。发表过《走向文明的另一条
路》、《过渡时期俄罗斯的地缘战略选择》等学术论文多篇。
汪亭友，男，1968年1月生，安徽省无为县人。1998
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并留系工作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主
要合著有《亚太快车》、《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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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篇 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
第一章 第一国际的先驱――共产主义者同盟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
二、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三、同盟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第二章 第一国际的建立
一、第一国际建立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声援波兰人民起义是创立第一国际的起点
三、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
第三章 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
一、韦斯顿、沃尔弗和吕贝起草或修改过的纲领与章程草案
二、马克思对纲领和章程的最后定稿
三、《成立宣言》、《共同章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第四章、第一国际的六次代表大会和三次代表会议
一、前期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
二、中期的三次代表大会
三、后期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
第五章 第一国际的领导机关――总委员会及其主要活动家
一、总委员会的产生、驻地、人员、机构和职能
二、总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家
第六章 第一国际的组织系统和各国支部
一、“国际”的组织系统
二、“国际”的组织原则
三、“国际”的各国支部
第七章 第一国际的机关报和内外部的斗争
一、第一国际的机关报
二、第一国际的内部斗争
三、第一国际的外部斗争
第八章 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一、“国际”和各国支部对公社革命的支持和声援
二、“国际”和各国支部救援公社流亡战士
三、“国际”和各国支部宣传和捍卫公社事业
第九章 第一国际解散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
一、第一国际解散的外因和内因
二、第一国际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
第二篇 第二国际――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第十章 第二国际的建立：背景与争议
一、瓜熟蒂落――第二国际建立的时代背景
二、新国际在争议和斗争中诞生
第十一章 第二国际的任务、组织特点和章程
一、第二国际的任务和组织特点
二、第二国际的章程
第十二章 第二国际的前期活动：1889―1896
一、国际劳动立法问题
二、无产阶级斗争策略问题
三、参加国际的条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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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第二国际的中期活动：1900―1914
一、从巴黎到阿姆斯特丹
二、从斯图加特到巴塞尔
三、从巴塞尔大会到第二国际的破产
第十四章 第二国际的后期活动：1915―1923
一、第二国际的恢复
二、中派的形成和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的建立
三、柏林会议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建立
第十五章 第二国际的领导机关：社会党国际局及其主要活动家
一、形成第二国际不同时期领导机制特点的客观和主观因素
二、社会党国际局的活动及其作用
三、第二国际主要活动家的功绩与局限
第十六章 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辉煌与分裂
二、欧美其他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发展与分裂
三、第二国际主要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共性
第十七章 第二国际与俄国三次革命
一、第二国际与俄国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第二国际与俄国十月革命
三、俄国三次革命的世界意义
第十八章 第二国际的主要成就、经验教训与历史意义
一、第二国际的主要成就
二、第二国际的经验教训
第三篇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第十九章 第三国际的建立：背景与争议
一、第二国际破产后左派集团的形成和第三国际的酝酿
二、欧亚革命高潮的涌动与第三国际的诞生
三 围绕第三国际建立及其性质的争论
第二十章 第三国际的纲领与章程
一、第三国际行动纲领
二、第三国际纲领
三、第三国际的第一个章程
四、第三国际章程的修改与补充
第二十一章 第三国际的7次代表大会
一、迎接世界革命的高潮――第三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
二、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第三国际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

三、“左”倾思潮的泛滥――第三国际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
四、重新检讨过去几年的工作――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第二十二章 第三国际的领导机关：执委会与主要活动家
一、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活动
二、第三国际的奠基人和早期领袖――列宁
三、第三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
四、第三国际副主席和政治书记处书记――布哈林
五、第三国际中后期的实际领导人――斯大林
六、第三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
七、第三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与陶里亚蒂
第二十三章 第三国际的组织系统与主要支部
一、第三国际的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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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国际的主要支部
第二十四章 第三国际与世界革命和各国苏维埃运动
一、世界革命――第三国际的使命
二、各国革命与苏维埃运动
三、苏维埃运动的消极后果
第二十五章 第三国际与苏联
一、苏俄与第三国际的建立
二、联共（布）党内斗争对第三国际的影响
三、苏联利益与第三国际路线的制定
第二十六章 第三国际与中国
一、中国先进分子对第三国际的最初反应
二、第三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第三国际与中国革命
四、第三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几次重大错误的关系
第二十七章 第三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国际的解散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第三国际的主要活动
二、第三国际的解散及各国党的反应
第二十八章 第三国际的主要成就、经验教训和历史意义
一、第三国际的主要成就及其历史经验
二、第三国际的主要错误及其历史教训
三、第三国际的历史地位
终论
一、三个国际的异同
二、三个国际的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
国际联合形式的重新探索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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