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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内容概要

巴斯马诺夫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3到1917年，托洛茨基主义是
作为盂什维主义和国际考茨基主义的交种而出现的，第二阶段从1917到1927年，托洛茨基主义是作为
苏联党内和其它许多国家共产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派别而存在的，第三阶段从1927年到现在，托洛茨
基主义已经从一个党内派别交成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革命的流派，结成了与国际共产主义相对抗
的组织。鉴于学术界对于托洛茨基主义活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研究得比较多，对第三阶段研究得
比较少，而托洛茨基主义在六七十年代的活动又有所加强，急需从理论上回答：托派重新活跃起来的
原因是什么?六七十年代托派的思想政治纲领是什么?它与托洛茨基的“正统学说”的关系如何?托派在
新的条件下企图依靠什么人，他们采取哪些手段来加强自己的地位等等，因此著者写了这本书来回答
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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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伊·巴斯马诺夫，苏联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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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

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章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怎样“发展”了他的“不断革命论”
从恶毒的反共立场出发
反苏主义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特征
破坏争取民主的斗争，分裂反法西斯力量
在种种欺骗口号的掩盖下反对争取和平的斗争
第二章“第四国际”是三十年代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物
打着不存在的“党内派别”的旗帜
“第四国际”的建立及其纲领
第三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看法
从理论上的失败主义到行动上的失败主义
托派执行的是使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遭受孤立和失败的路线
第四章  四十年代后半期至五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实验室时期”
被生活嘲讽的种种预测
组织上的“异化”
无处可寻的“统一思想”
第五章托洛茨基主义为什么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又活跃起来?
出现这种现象的社会政治原因
促使托洛茨基主义活跃起来的思想原因和其他原因
第六章 七十年代下半期的托洛茨基主义，各个“国际”的竞争
仍都打着“第四国际”的旗号
托派组织的“地理分布”
第七章现代托洛茨基主义是“左”倾极端主义思想的一个变种
“左”派的极右翼
“左”倾空话掩盖下的反动性
第八章勾结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
不相信工人阶级的革命创造力
对社会主义革命采取有计划的敌对行动
从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立场批判社会主义
第九章托派敌视反垄断和反帝运动
立场有假左派和右派之分，标榜的是同一个“理论”
破坏工人阶级的战斗力，臆造“新的革命先锋队”
“政治道路堵塞”论
两面派策略
第十章托洛茨基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
妄图孤立民族解放运动
冒险主义的处方
第十一章托派是和平共处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政策的反对者
把革命斗争同和平共处政策对立起来
“帝国主义不会让步”的提法的投降主义性质
鼓吹“革命的核战争”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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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匪斗
2、有一定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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