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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達維多維奇．勃朗施坦

（1879 年—1940年），生於帝俄時代的富裕農民家庭，後
來以「列昂．托洛茨基」這個名字聞名於世。勃朗施坦是
個十分聰明、好奇、優秀的孩子。他很早就開始致力於瞭
解他所由生的世界以及他個人的使命。



托洛茨基所瞭解的俄國實際情況成為他發展
「不斷革命論」的關鍵。也正是由於這一套
理論，托洛茨基成為了俄國和世界革命運動
的核心人物。



勞作和苦役，這是大多數俄國人民的生活實況。



然而，並非所有俄國人都是過這種苦日子——少數
人擁有更好的生活，這種生活也許有一天所有人都
能享受到。



俄羅斯帝國被一個擁有無上權力的君主統治著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位時間：1894年—1917年）



尼古拉二世有著美滿的家庭，他們一
家人都過著極其享受的生活。



沙皇家庭是帝俄世襲地主貴族階級的一份子，這個階級
雖只占全帝俄人口的少數，卻擁有巨大財富和權力。



大多數的財富
是由俄國農民
創造的——這
些貧困、一無
所有的群眾整
日忙於農務，
卻將自己大部
分的勞動成果
交給擁有權力
的上層階級。



俄國人口的80%是農民。他們的
生條件與沙皇和地主貴族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勞動者創造了財富，但所創造的財富裡只有很小
的一部分留在他們手中——這些都反映在勞動者

低劣的生活品質上。



俄國的宗教由俄羅斯東正教會掌控。宗教賦予生命
意義，並且撫慰受壓迫的人。

東正教是俄羅斯帝國的國教，它
獲得沙皇政權全面的支持——其
他宗教和思想體系都遭迫害。

上帝挑選沙皇做為統
治俄羅斯人民的大地
之神，所以人民必須
要完全服從沙皇。



舊信徒派（Old Believers）是17 世紀下半從東正教分
裂出來的教派，他們堅持耶穌教誨中的激進平等精神。
那些舊信徒派的教徒（見下方圖片），都因為其信仰而
被沙皇殘酷迫害。



更嚴酷的迫害則找上了猶太人。暴力排猶運動受到
鼓勵——俄國窮人和較富有的俄國人一起攻擊猶太
人社區。這些攻被稱作「大屠殺」（pogroms）。



俄羅斯帝國被稱做「民族監牢」（a prison-
house of nations ）——沙皇藉由征服周遭弱
小民族，並參與列強的國際競爭，力圖在群雄
爭霸的全球秩序中提升自己的權力和財富。



俄羅斯帝國需要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現代
化」——包括工業發展——以實現它躋身世界
強權的野心。



沙俄政府促進了
俄國工業資本主
義的發展——隨
之產生的資本家
成為俄國統治階
層的新成員。同
時，一個被剝削
受薪工人階級成
長起來，並成為
廣大受壓迫群眾
的生力軍。



來自農村的新工
人階級有了城市
生活和工業資本
主義的經驗後，
產 生 了 新 的 意
識——文化水準
提高、擴大了對
於社會與政治議
題的認識、對現
存 秩序以及他
們作為雇傭工人
所受的壓迫愈來
愈不滿。



一些最偉大的俄
國作家和知識分
子的作品反映了
當時嚴重的社會
問 題 和 不 公 不
義 ， 影 響 了 很
多人的思想。

（左上：列夫．
托爾斯泰、左
下：安東．契科
夫，右上：陀思
妥耶夫斯基）



即便在條件比較優越的家庭中，許多受過教
育的敏銳的年輕人也與現存秩序漸行漸遠。



隨著激進青年人數增長，他們舉行秘密集會討論各
種觀點、社會問題，以及爭取政治自由和經濟正義
的可能道路。其中一些人開始組織革命團體。



沙皇政府用鎮壓來回應激進青年。



一些革命者試圖透過暗殺沙俄政權的代表人
物——包括沙皇本人——來鼓舞和動員農民。
革命者因此被處死。



政治異議者愈來愈多，其中許多人被流放到西伯
利亞的集中營。



在當時，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異議者處境非常嚴苛，
它常常包括要強制勞動。雖然有些革命者死於流放，
但也有許多革命者熬過流放且變得更為堅強。



現行的社會體制令人厭惡，應該要反抗、揚棄這個制
度。鎮壓無法消滅這些與日俱增的認知和深切的感受。



革命被認為可以
消滅一切剝削和
壓迫，將統治社
會的權力轉交到
廣大勞動人民手
中。



起初，托洛茨基受關注農民的革命民粹主義吸引。後
來，他加入一個學習小組，結識了亞歷山卓．索柯洛
夫斯卡婭，從她那裡瞭解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
不同於革命民粹主義，其重點聚焦於工業資本主義和
能領導人類走向社會主義未來的工人階級。



亞歷山卓和托洛茨基墜入愛
河，不久兩人便結為連理，不
過，他們的愛情最後因為逮捕
和西伯利亞流放而劃下句點。



在亞歷山卓的同
意下，托洛茨基
逃離西伯利亞。
他逃到國外後又
再次加入革命社
會主義運動。在
那兒，他與另一
個革命積極分子
娜塔莉婭．謝多
娃相遇，兩人成
為 了 終 身 的 伴
侶。



托洛茨基一開始在早期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裡和列寧走得
很近，但是當黨分裂成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兩派時，他
支持了孟什維克，反對列寧把黨改造成更嚴密的組織。

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布魯
塞爾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場會議選擇在國外召開，為的是
躲避沙俄政府的追捕。在這次會議
上，黨分裂為孟什維克、布爾什維
克兩派。

圖中是孟什維克三位著名的領
袖：分別是阿克雪里羅得、馬
爾托夫和馬爾丁諾夫。



因為孟什維克主張工人和資本家聯盟推翻沙皇，托
洛茨基很快斷絕了自己與它的政治關係，轉而支持
布爾什維克的由工農聯盟進行民主革命的觀點。



社會主義這一個共同目標
使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
、托洛茨基以及其他人聯
合在一起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
同意：俄國需要一場民主
革命來推翻沙皇並發展資
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能
帶來富足的經濟生活，也
能產生大批的無產階級—
—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
要條件。

托洛茨基則提出了一個不
同的觀點。



1905 年，一位牧師領導了一場工人的和平示威遊
行。參與遊行的群眾向沙皇遞交請願書，要求政治
權利和經濟正義。遊行隊伍遭到沙皇軍隊掃射，導

致眾多男女和兒童死亡。



普遍的憤怒使1905年革命形勢急劇發展

群眾憤怒的力量迫使沙皇
不得不暫時妥協、施行一
系列改革並允許人們擁有
俄羅斯帝國歷史上從未有
過的政治自由——只不過
，這些改革在還沒達到真
正的民主之前就肯定會中
止。

沙皇很快就會採取行動以
收回自己讓出的權力。但
是，經過短暫歇息的激進
工人階級已經能夠將自己
的利益捍衛到底。



大批工人群眾舉行遊行示威，組織工會，如
潮水般湧入社會主義運動，並且成立了民主
的委員會——蘇維埃——來計畫工人的行動
和管理各地的組織。在它們當中最為強大的

是彼得堡蘇維埃。



托洛茨基當選為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他以雄辯的演說家和
強有力的組織者而聞名。當蘇維埃最終被沙皇政府鎮壓時，
托洛茨基在審判辯護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托洛茨基又再次

被流放西伯利亞，而他又大膽地逃了出來。



隨著托洛茨基經驗的逐漸豐富，他的不斷革
命論也開始慢慢成型。



構建這個理論的基石（甚至包括「不斷革命」這
個詞）都可以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尤其是在
1848-1850 那段混亂的年代。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挑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既
有解釋。



歷史階段論

對於馬克思的歷史觀有種很流行的解釋，即把世界歷史
視為 連續的階段，每個歷史階段都建立在相應的經濟
制度上──而且堅持認為社會的發展不能跳過任何一個
歷史階段（例如，封建社會不能跳過資本主義直接躍進
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 / 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

封建主義社會（包括沙皇）古代奴隸制文明

原始部落的共產主義



《自由領導人民》是德拉克羅瓦於1830年完成的傑出畫作。

畫中奮起鬥爭的人民絕大部分是工人階級，但群眾中還有一位
戴著高頂禮帽的資本家，意指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在革命中聯
合起來，為推翻和掃清君主專制和老舊封建制度一同鬥爭。
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堅信在歷史的偉大進程裡，封建制度結束後
一定是上升到資本主義階段，因此他們認定「工人與資本家聯
盟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俄國革命的必經之路。



然而，從1848 年革命浪潮之後，比起害怕國王和貴
族，資產階級更加畏懼革命的工人群眾。在民主鬥
爭中，資產階級往往會背叛人民及民主，跟暴君和
專制妥協。只有工人階級會堅持進行民主革命。



托洛茨基從歷史和自己的親身經歷總結出往
後指導他個人的理論與行動準則，即「不斷
革命論」。
《不斷革命論》的內容分為三大部分：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一）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無產

階級革命；

（二）需要進行長期的經濟和文化改造

工作；

（三）必須把革命擴展到全世界。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一）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
只有在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領導下，聯合農民和其它一切被

壓迫的人民，民主革命才能成功並且堅定進行到底。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一）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

這意味著民主革命將會自然地轉化為無產階級革命，將政治
權力交到工人階級手中。工人階級不願意也不應該將政權轉
交到資產階級壓迫者手中——所以，革命將會導致工人國家
的誕生。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二）需要進行長期的經濟和文化改造工作

革命的進程不會停止——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都將持
續不斷發生變化。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二）需要進行長期的經濟和文化改造工作

人類的意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不斷改善，社會福利、人
權和普遍民主會持續擴大，這一切都指向社會主義。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二）需要進行長期的經濟和文化改造工作
不可能單獨在一個像俄國這樣的國家內完成向社會主義的
過渡。當時俄國只有少部分受過教育的工人、不高的經濟
生產率無法帶來太多的經濟剩餘，凡此種種都阻礙了社會
主義以及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妄想在一個落後國家
內創造社會主義，相當於托洛 茨基曾說的「反動的均貧
烏托邦」。



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根植於此經濟制度上的各國強權理所當
然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戰、破壞、攻擊與想方設法摧毀勞動
者、窮人和被壓迫者建立屬於自己的共和國的一切努力。他們
通常採用經濟進攻，但有時也會使用軍事手段。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二）需要進行長期的經濟和文化改造工作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三）必須把革命擴展到全世界。

（ 3 ）只有把無產階級革命 擴展到全世界，才能確保社會
主義能夠在像俄國這種落後國家裡取得勝利。——這不只是
由於軍事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的原因。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三）必須把革命擴展到全世界。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被俄國革命所鼓舞的勞工運動
、工人群眾和被壓迫的人們，將動員起來建立工人階級
政權，並且使他們的國家邁向社會主義。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三）必須把革命擴展到全世界。
俄國革命作為榜樣，它的經驗能夠強化各地工人和被壓
迫人民的鬥爭。



被殖民主義和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壓迫的全世界人民，會受俄
國革命鼓舞起而爭取獨立。被壓迫的群眾同時也會為了讓世界
的經濟制度轉型成對群眾有利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奮鬥。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三）必須把革命擴展到全世界。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三）必須把革命擴展到全世界。

所有國家的工人階級聯合農民與全部的受壓迫者，共同
發動世界性的鬥爭要求建立社會主義，而團結起來的群
眾也有能力建立社會主義世界。



為了使社會主義的世
界成為可能，為了令
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
中都能完全實現，全
球資本主義鎖鍊必須
被徹底砸碎。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三）必須把革命擴展到全世界。



革命的國際主義不是
一個不切實際的幻
想——如果人累有創
造更好的未來的潜
力，那麼它就是必要
的
。

《不斷革命論》的內涵：
（三）必須把革命擴展到全世界。



1914－1918年，帝國主義者挑起了一場波及整个歐洲
的恐怖戰争，工人、農民和其它人們在這場戰争被屠
戮。人民用革命來回應帝國主義者的大屠殺——尤其
是俄國，於1917年2月到3月期間爆發了二月革命，推
翻了沙皇政權。



托洛茨基、列寧和其它流亡中的人們迅速趕回俄國。
托洛茨基同意列寧在組織問題上採取了正確的作法，
而列寧的政治主張又戲劇性地與托洛茨基趨於一致，
托洛茨基因此加入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還成為布
黨的領導人物。

托洛茨基在俄國，攝於
1917年

托洛茨基、列寧、加米涅夫



1917年10－11月，布爾什維克成
功領導工人和農民群眾走上了托
洛茨基在其《不斷革命論》中預
見的道路。

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了！



帝國主義者與親沙皇主義者的勢力和革命內部的反
對力量結成了強大聯盟，對布爾什維克（已經改名
為共產黨）政權發動殘忍又瘋狂的攻擊。

托洛茨基組織並領導紅軍在俄羅斯內戰中獲勝。



內戰、外國干涉、經濟封鎖和普遍的社會危機，
這些不利的條件導致蘇維埃民主政治被共產黨專
政取代。



人們最初設想，社會主義革命在各國的發展將會減輕新生的
蘇維埃共和國面臨的巨大壓力，並為社會主義民主製造有利
的環境。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正是為了幫助世界各地的革
命者建立工人政權和社會主義而創建。

第三國際紀念碑，由弗拉
基米爾．塔特林設計建造

列寧等人出席1919年共產國際第
一次代表大會



列寧、托洛茨基及其他革命同志為共產國際的工作投
入了大量心力和資源，這使得頭四次代表大會卓有成
效。不幸的是，革命沒有在其他國家取得人們期望中
的勝利，蘇維埃共和國成為了一座被包圍在充滿敵意
的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孤島。

列寧出席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
代表大會開幕式

托洛茨基等人在代表會議的閉幕
式上



俄國革命被種種災禍淹沒：

•來自眾多充滿敵意的資本主義強權的攻擊；
•由惡毒的內部反對勢力挑起的內戰；
•由於戰爭和缺乏經驗導致的經濟大蕭條；
•在非常時期採取的專政手段；
•其他國家革命的失敗帶來的孤立和絕望；
•革命者的錯誤、粗暴、官僚和貪腐。

—— 凡此種種都限制了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在
俄國的發展



很多人都在爭論，布爾什維克的專政是否嚴重損害了革
命最初的目標。爭論者甚至包括那些左翼思想家和社會
主義的支持者們。

事實證明，列寧、托洛茨基等許多布爾什維克（現在叫
共產主義者）都是忠誠的。他們堅定認為要不斷擴大工
人的權力，同時也忠於讓起義工人們煥發出勃勃生氣並
在1917年取得勝利的革命民主主義原則。



列寧臥病不起和去世（1922－1924）促成斯大林得以在
日益發展的黨和國家官僚中穩固住自己的巨大權力。



斯大林的獨裁之路（後來以「斯大林主義」為人熟知）：

•犧牲工人的民主以擴大官僚的權力；
•限制黨內民主；
•鼓吹「建立一國社會主義」的觀點；
•發動一場凶殘又粗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來推動俄國的
現代化（數以千計的工人和數百萬農民為此喪失了生命。）

•令全世界的共產黨迷失、墮落於機會主義之中；
•建立一個僵固死板的國家機器，控制、干預社會的文化和
精神生活。

•建立古怪畸形的個人崇拜；
•鎮壓和屠殺反對派（不管是真的反對派還是
想像出來的）的程度更甚沙皇。



托洛茨基領導著一群最活躍和最堅持的反對者，反對著斯大
林主義的發展，他們就是後來的「左派反對派」。但左派反
對派的力量太小，形成得太遲了。1927年，托洛茨基被逮捕
並流放邊疆——最終在1929年被逐出蘇俄。



左派反對派們自1920年代後期起就開始努力捍衛著共產主
義運動早期真正的準則和理想，即便在集中營裡，他們仍
然組織起來反對斯大林主義。在1930年代後期，這些人連
同其他數千名受斯大林迫害的人都被殘酷地殺害。



從1929年流亡國外到1940年去世的這段時間裡，托洛
茨基始終捍衛著革命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革命的
理想，並且不斷與斯大林主義的破壞進行鬥爭。



托洛茨基盡其所能地解釋他所看見的世界、解釋他幫助創
造的歷史和工人階級不斷鬥爭的必要性，以及受壓迫者在
1930年代面對的新的現實情況。他試圖組織起一個世界性
革命者網路，這個網路正是我們知道的第四國際。



英國托派的會議

迭戈．里維拉（美國）的壁畫，底部的一排都
是托洛茨基主義者。



中國托派的領導人

來自各個國家的人們組成了第四國際，儘管人數不多，
但他們試圖恢復革命馬克思主義那充滿生氣的傳統。



托洛茨基做為一個擁有批判思維的靈活思想家，運用
不斷革命論的觀點剖析以下事件：
193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法西斯的興起以及反
法西斯鬥爭，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第二次
世界大戰的臨近，等等。



托洛茨基家庭成員中的大部分人——包括他與娜塔利婭生的兩個兒
子，以 及他在更早的一段婚姻中生育的兩個女兒，再加上第一任妻
子亞歷山德娜——都遭到斯大林主義越演越烈的暴行直接或間接迫害
而死。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婭有一個孫子倖免於難，他們將這個孩子撫
養成人。他們的孫子叫做弗謝沃洛德 （謝瓦）沃爾科夫 ，後來改名
為埃斯特班．沃爾科夫（Esteban Volkov）。

斯大林們在蘇聯大清洗時期張
貼的反托洛茨基宣傳海報。



從土耳其流亡到法國，再從法國到挪威，托洛
茨基和娜塔利婭最終在墨西哥定居下來。



藝術家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和弗里

達．卡羅（Frida Kahlo）說服墨西哥總統拉薩

羅．卡德納斯為托洛茨基提供政治庇護。

里維拉創作的肖像畫

卡羅創作的肖像畫
革命民族主義者，墨西哥
總統拉薩羅．卡德納斯

卡羅、安德列．布勒
東 、瑞芭．漢森、娜
塔利婭、里維拉和托洛
茨基的合影



托洛茨基和他的第四國際的同志們，在社會主義革命
的《過渡綱領》中作出了如下的總結（羅莎盧森堡也
表達過 相同的概念）：人類正站在這樣一個十字路
口之上：「不是社會主義，就是進入野蠻」。



世界被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民主的」
帝國主義和全球戰火的野蠻所吞沒，對人類造成前所未見
的巨大災難。下面兩幅畫是19世紀早期的西班牙畫家法
蘭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所創作，畫中描繪了
當時世界的野蠻和黑暗。



托洛茨基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裡，為恐怖的暴行和各種急劇變化的荒誕慘
狀而心力交瘁。墨西哥壁畫家奧羅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的作品
風格與里維拉那充滿了英雄氣概的壁畫不同，他的畫作抓住了20世紀社會
恐怖的現實。



雖然完全瞭解現實的嚴酷，但是托洛茨基始終拒絕放
棄為了更好的世界而進行的鬥爭——為此他奉獻出了
自己的一切。



在批評斯大林主義的革命者中，托洛茨基是最著名的一個，因
此他成了斯大林的首要暗殺目標。當斯大林對不論是真實的、
潛在的或想像中的左派反對者發動鋪天蓋地的凶殘攻擊，托洛
茨基的批評也更加激烈。斯大林親自監督對這個流亡中的敵人
的監視工作，並在1937年下令暗殺托洛茨基——這個「特別任
務」最終在1940年完成了。



紅旗上的標語：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
在第四國際的旗幟下
團結起來！

無論組織上是否與第
四國際有聯繫，人們
在研究托洛茨基這位
永不妥協的革命者的
一生及其思想時，都
可以發現許多卓越的
見解和啟發。



對於人類共產主義前途的
信念，我今天不是淡薄了
，反而與青年時代相比更
加堅定。娜塔利婭此刻正
從院子裡向窗戶走近，她
把窗戶開得更大，要讓空
氣往我房間裡自由流通。
我看見牆下有一條嫩綠的
草地，牆的上空，藍天朗
朗，到處陽光燦然。生活
真美好，讓未來的一代清
除掉生活中的罪惡、壓迫
和暴力，盡情享受生活的
快樂吧。
—— 托洛茨基的《遺
囑》，194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