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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思想主

張對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影響經歷了一個複雜的變化過程。赫魯曉夫（Никита С. 

Хрущёв）的「秘密報告」讓德國統一社會黨內領導人在如何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

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但他們都一致讚賞毛澤東提出的「以蘇為鑒」、走符合本國

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見解。而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更是得到了

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內「改革派」領導人的熱烈響應，他們想藉此口號實現更大程度

的黨內民主，這威脅到第一書記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個人權威。「波匈事

件」的爆發緩解了烏布利希的壓力，尤其是毛澤東對於匈牙利事件的態度間接地

維護了其領導地位。不過中共之後開展的整風運動又給他造成新的壓力，直到中

共從整風轉向反右之後，才讓烏布利希感到自己「誤會」了毛澤東，也隨之開始着

手打擊「改革派」。

關鍵詞：蘇共二十大　中共八大　德國統一社會黨　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

　　　　「雙百」方針

1956年2月14至25日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各個方面提

出了一系列的新方針：在國際方面，完整地提出「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

競賽」的總路線（「三和路線」）；在國內方面，提出了一些旨在改變經濟發展

及管理體制的措施。此外，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Никита С. Хрущёв）還發表

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批判長期以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

蘇共二十大後中共對德國
統一社會黨的影響探析

● 葛　君

＊	本文係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冷戰時期東、西德對華關係研究（1949-

1989）」（項目號：2018EL002）階段性成果，感謝匿名外審專家對本文所提出的修改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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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並提出要加強黨內的集體領導1。這次會議在蘇共歷史上具有極其特殊

的意義，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也都產生了重大影

響，在一段時間內動搖了各國共產黨的政治觀念及其意識形態基礎。

中蘇關係史研究中的傳統觀點認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一

開始就持基本否定的立場，因此提出蘇共二十大是中蘇兩黨走向分裂的起

點。然而，通過沈志華的研究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隨後召開的全國第八次

代表大會與蘇共二十大不僅在時間上是連續銜接的，而且在思想認識、方針

政策以及發展路線等各方面，也都是一致的。所以，此時的中蘇關係並沒有

被削弱，反而是得到了加強2。但是這一學術觀點似乎並沒有完全被研究 

中國與民主德國（東德，全稱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關係的西方學者所注意

和採納。施圖貝爾（Nicole Stuber）在討論蘇共二十大後的中德關係時指出，此

時民主德國領導人對於中蘇關係的惡化不為所動，並沒有因此調整對華政

策，展現出某種「特立獨行」3。研究蘇聯與民主德國關係的哈里森（Hope M. 

Harrison）則認為，中共對蘇共二十大的態度與德國統一社會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ED，以下簡稱「統社黨」）第一書記烏布利希

（Walter Ulbricht）的立場相似，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在批判斯大林以及在內外政

策改革上的指責，對烏布利希努力抵禦赫魯曉夫的改革呼聲起着很大的幫助

作用4。這些觀點其實都是將蘇共二十大視作中蘇關係惡化的起點，認為自

此之後中蘇兩黨已經走上兩條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從而使得對蘇共二十大

同樣持懷疑態度的烏布利希通過靠攏中共來反對黨內非斯大林化的呼聲。

對於中德兩黨的領導人而言，蘇共二十大無疑對他們帶來了巨大的挑

戰。那麼他們到底是如何應對的？烏布利希對於蘇共二十大的看法和毛澤東

相比到底有甚麼不同？特別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這一時期所提出的一些思

想主張對德國統社黨到底產生了何種程度的影響？本文試圖利用中德雙方的

檔案文獻，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德國聯邦檔案館民主德國政黨

與群眾組織分館（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 SAPMO-BArch）檔案，以及沈志華、哈里森等學者的相關研

究，對以上問題進行回答，意圖揭示在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德兩黨並未像西

方學者所認為的那樣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蘇共二十大，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

家爭鳴」（「雙百」方針）甚至一度成為德國統社黨內部分歧的一個重要因素，

對於烏布利希造成了不小的困擾，這個困擾直到中國在1957年開展反右運動

之後才得以消除。

一　蘇共二十大後德國統一社會黨內的分歧

蘇共二十大所提出的新方針，特別是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反對個人崇拜 

的秘密報告，對德國統社黨領導層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尤其是對於黨內一把手 

烏布利希的態度，研究者似乎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

在蘇共二十大結束之後烏布利希就迫不及待地公開發表文章讚揚和吹捧蘇共

的新精神5。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烏布利希對蘇共二十大，尤其是對秘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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