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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

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

同

正

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噶于全世

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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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公社和《国际歌》

«国际歌》是巴黎公社的产物，是巴黎公社工人阶

级用生命和鲜血谱写成的。

欧仁·鲍狄埃的歌词写于 1871 年 6 月初，正当巴

黎公社革命斗争最为壮烈的时刻；比尔·狄盖特的曲

谱作于 1888 年 6 月中旬，离巴黎公社的失败十七年o

. 鲍狄埃和狄盖特生活在巴黎公社革命风暴所震撼的年

代里。鲍狄埃亲身参加了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

狄盖特比鲍狄埃小三十二岁，他在青年时代，也深深受

到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他们都是法国工人，
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子，是忠于巴黎公社原则的

坚强战士。

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

群众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 3 

月 28 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公社把无产阶级对资产

阶级的斗争，推进到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

产阶级专政的崭新阶段。这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是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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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军队和～

察，第一次创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巴黎公社打碎

了资产阶级奴役人民的官僚机构，第一次创建了工人

阶级自己的政府；巴黎公社还提出了“打倒人剥削人的

制度”，第一次采取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措施。

巴黎公社武装夺取政权，摧毁了资产阶级现存的国家

机器，创造了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无产阶级

专政提供了宝贵经验。马克思指出：，“英勇的三月十八

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

社会革命的曙光。”@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七十二天，但它是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当巴黎硝烟弥漫，公社战

士还在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马克思就说过： ｀｀即使

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一

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

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巴黎公社失败后仅两天，即 1871 年 5 月 30 日，马

克思就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法兰

(D1 《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丿．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1 页。

@ C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仓，

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77 页。1
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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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炒。马克思发表«法兰西内战》＇，主要是为了，户

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以教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为了回答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诽谤诬蔑，反击法国资

产阶级的白色恐怖。

在同一个时间里，鲍狄埃怀着极其深厚的无产阶

级感情，“在 5 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汽）创作了
国际歌》。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所说，这是一首“全世界

无产阶级的歌＇，产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

观点，概括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斗争方向和奋斗目

标，反映了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觉醒，表现了

无产阶级为解放全人类而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无穷力

量、坚强信心和大无畏精神。它唱出了全世界无产阶

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心声；它唤醒群众、组织群众、鼓

舞群众；它象战斗的号角，鼓舞人们向黑暗的旧世界猛

烈冲击，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传遍全世界。

《国际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

@' 《法兰酉内战M是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著作之一；它总5

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千阶级斗争、，国家、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这一著作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

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休会员的宣言而写的。

@ 《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165 年版，

第 '369 页。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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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神仙皇帝。”“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

众。”这就是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

史的动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反复宣传的奴

隶们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论观点，这是同一切剥削阶

级竭力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论观点相对立

的。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

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就是说，无产

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

统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

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一崇

高理想，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团结和斗争，必须有

自己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我们

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革命团结，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

来，共同斗争。这是同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推行社会帝

国主义，分裂全世界革命人民战斗团结的现代修正主

义路线相对立的。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一切

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这就是说无产阶级

必须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消灭

一切阶级压迫和剥削，实现共产主义。而无产阶级要翻

身解放，也就必须冲破剥削阶级的思想牢笼，认真学习
5 



马兑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实现马克思一

义的真理而斗争。这是同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各式各

羊修正主义思想相对立的。

《国际歌》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坚信共

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坚信“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

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一切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停止地球

转动的毒蛇猛兽，都会被革命人民消灭干净。这是同

一切反动派”批蚌撼树”的可笑企图和一切没落阶级的

悲观主义相对立的。

«国际歌））从巴黎公社的火热斗争中选取了最典型

的特征，揭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质，塑造了无产阶级

的英雄形象，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

结合的创作原则，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

统一。它源千生活，而“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

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

性。”©它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光辉典范，为全世界无产

阶级革命文艺树立了不朽的样板。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现在，国家

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

的历史潮流。在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大好革命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

版社 19,53 年版，第 863 页。 1'966 年横排本，第 8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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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下，我们高唱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 

1816 年 10 月 4 日，欧仁·鲍狄埃在巴黎的一人

贫穷的工人家庭里诞生了。他的父亲是包装工人，母

亲是劳动妇女。他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忍受着饥饿和

失学的痛苦。十三岁那年，跟父亲去包装厂包装箱子，

以后改做纸店伙计，最后成了绘制印花布图样的技工。

他一生一直是一个穷人和无产者。

鲍狄埃跟工人兄弟生活在一起，熟悉工人，了解工

人，知道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痛苦，立志要为无产阶级谋

求翻身解放。他抓紧工余时间，读了一些书。当时贝

朗瑞©的诗歌和傅立叶＠的文章，都曾经是他最喜爱的

读物。

．鲍狄埃除了有九年时间流亡国外，几乎一辈子都

@ 贝朗瑞（1780-1857' 年）是法国大诗人。他的诗讽刺过当时的

国王和教会，因而两次坐牢。但他的创作从来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的范围。鲍狄埃曾模仿他的诗，练习写作。

@ 傅立叶 (177'2一1837' 年）是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详见

本书第 10、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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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推翻了拿破仑帝国。代表法国封建贵族地主阶

级的波旁王朝乘机复辟。从这时起直到 1830 年“七月

革命”止，被称为复辟时期。

波旁王朝复辟后，力图恢复封建贵族地主的统治

地位，一方面竭力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引起资产

阶级的不满；另一方面残酷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引

起人民的强烈反抗。

1830 年 7 月，巴黎人民举行英勇的武装起义，经

过三天的激烈战斗，推翻了这个贵族地主阶级的复辟

王朝。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七月革命”。

七月革命时，十四岁的鲍狄埃，在起义开始后，喊

着“打倒波旁，自由万岁！”的口号，一再要求参加巷战，

因为岁数小才被阻止。这个反封建的小战士就创作诗

歌去鼓舞人民的斗志。他写了《自由万岁！口这首被人

们所称赞的诗，这就是他的第一个作品。第二年，他的

一本诗集《年轻的诗神》出版了。他的诗歌创作一开始

就同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

七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当时法国工人阶

级还不成熟，他们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要

求，大资产阶级乘机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钱口

袋“一一路易·菲力普被大资产阶级捧上了王位。当

时银行家拉斐特曾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

9 



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有个工人则痛心地指出：＂我们摆

脱了世袭贵族的束缚，却沦于金融贵族的压迫。”这个

被金融贵族窃取七月革命的果实产生的王朝，历史上

称为“七月王朝”。

七月王朝的建立，表明了资产阶级的胜利。从此以

后，法国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斗争开始让位给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 1831 年 11 月

和 1834 年 4 月，英勇的里昂丝织工人拿起武器反抗资

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这是最早的两次工人起义。它

标志着法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

上政治舞台。．

鲍狄埃一边做工，一边写诗。里昂工人的两次起

义，激发了他的革命诗情；他的诗歌也得到工人群众的

喜爱，在工人中间广泛地流传。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空想社

会主义思想在巴黎和法国工人中间极为流行，并且向

全欧洲泛滥。鲍狄埃曾一度成为傅立叶主义的信徒。

傅立叶是当时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原

是经商的，由于破产而陷于贫困，当过多年店员。他从

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揭

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充满欺诈和掠夺的种种

丑恶现象，同时提出了“劳动乐生”、消灭城乡差别等关

10 



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

为宝贵的材料”。O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触

及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他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人阶

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革命，幻想通过和平改良的途径，乞

求资产阶级发善心，建立一个劳资合作的和谐的理想

社会“法朗吉＂。他的这套理论纯粹是一种空洞的幻

想，阶级斗争越发展，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也就越来越

走向反动了。

鲍狄埃虽然曾是傅立叶的信徒，但并不热心于“法

朗吉＂，而对巴贝夫＠的“国家公社”却十分向往。巴贝

夫认为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大型的“国家公社”丿，主要由

劳动者参加，共同劳动，平均享受。这是一种空想的朴

素共产主义思想，体现了还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和要求。巴贝夫和傅立叶不同，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手段

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是阶级调和论者。 1840 年，鲍狄

埃发表了《是各有其分的时候了沁这首诗，就表达了巴

@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凶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69, 页。

@ 巴贝夫(1760一1797 年）是法国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参加过

法国大革命，因组织以发动暴动推翻政府为目的的秘密团体“平等会”而

被判死刑。他具有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主张社会上应有真正的平等。他

心忑中的未来社会是以农业为中心的具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

“共产主义公社”,。这种思想反映了还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11 



贝夫的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由千巴黎工人反抗页Fl

主义剥削的革命情绪十分强烈，这首诗就很快流”二了

来。

卫狄埃经常跟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歌作一

接触，决心做一个革命歌手。

从 1840 年起，鲍狄埃”就用自己的战斗歌曲来反

应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唤醒落后的人

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政府。”@

1848年 2 月，巴黎人民举行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

推翻了反动的七月王朝，但胜利果实却被资产阶级共

和派夺去，劳动人民依然受剥削压迫。一连串资产阶级

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事实，使工人们探切地感到：，若不甘

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千是巴黎工人于 6 月 22 日又

发动了六月起义。他们提出了建立“民主的社会共和

国”的口号，进行武装斗争。起义工人筑起了六百座街

垒，有的街垒达四层楼之高。四万五千名起义工人对

二十五万多反革命武装，展开了五天的浴血战斗。这

次起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第一次大交锋，是摧毁

资产阶级政权的一场大搏斗。年轻的鲍狄埃，怀着沁

@ 《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威，

第 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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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饱满的革命情绪参加了这场斗争。他不但动笔写

诗，而且作为一个街垒斗士，拿起武器，亲身投入了战

斗。他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表现得非常勇敢，险些

牺牲在激烈的巷战中。

六月起义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六月

起义失败，使法国的工人阶级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
“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

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千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

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就由一个大胆

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

级！工人阶级专政！”＠

鲍狄埃写了<<1848 年 6 月》一诗，深刻地反映了当

时巴黎工人的精神面貌，他们的革命要求。在这首诗

中，写到没有立锥之地的起义者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

残暴统治，在激烈的街垒战中，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

献身精神。这时，曾经是傅立叶信徒的鲍狄埃，头脑中

阶级调和的幻想无影无踪了。在揭露资产阶级共和国

本质的时候，他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清醒了。
六月起义被镇压后，无产阶级暂时退却，封建势力

重新抬头。 1852 年底，做了四年法兰西总统的路易·

O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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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8罕巴自封为法国皇帝，号称拿破仑三世。这期间，，鲍

灼葵在一个印花布厂当技工，他继续写诗揭露统治阶

廿｝土盲接从事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

1857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转变成历史上第一

次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
，了的种种矛盾，加深了劳动人民的痛苦和贫困，这就促

成了各国工人运动的高涨。为了迎接未来的战斗，加

强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为了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武装工人阶级， 1864 年 9 月 28-比马克思、恩格斯领
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了。 1865年初，第

一国际在巴黎成立支部。鲍狄埃把五百多个绘制印花

布图样的职工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加入了第一国际。

那时，在巴黎工人中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

学社会主义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而蒲鲁东＠的小资

产阶级社会主义却比较流行。开始，第一国际巴黎支

部的领导人，大多是蒲鲁东的追随者。他们一方面反

对大私有制，另一方面却希望人人都成为小私有者。
“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

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薇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

@ ，蒲鲁东 (~809-1865 年），早年当过排字工人，后来成为小印刷

所的老板，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无政府主义的创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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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

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后来，蒲鲁

东主义者发生分裂，以瓦尔兰@1 为代表的左派主张革

命，主张推翻资产阶级。但蒲鲁东主义者的左派也没

有摆脱蒲鲁东主义的影响，他们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鲍狄埃是支持瓦尔兰的。他写的《该拆毁的老屋

子｝一诗，就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号召“拆毁＂

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比为一

座腐朽的老屋子。他写道：

这上面压着个胖财东，

他生下来就做这个梦，

吃吃喝喝，消消停停，

这位福气公民，不交租又不交税，

啥也不生产，就安安稳稳地消费，

这幢房子腐朽了，

垮了，

拆毁它是时候了！

, 

O 恩格斯：：《论住宅间题》，《马克思恩格斯全粲＂，第十八卷，人民让

版社 19614 年版，第 2,47. 页。

@ 瓦尔兰 (1839-11871 年），巴黎公社领导者之一，装订工人出

身，十八岁时就组织过工会，领导过罢工斗争。在保卫公社的战斗中，土

勇顽强，于 5 月 '28 日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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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 年，由于第一国际的倡议，巴黎的四、五十个

一和其他组织共同组成了工人协会联合会。鲍狄埃

戈推为代表，参加了领导工作。这时，他已经具有比较

～点的阶级意识，成为工人运动中相当成熟的活动家

了。

~ 1870 年 7 月，拿破仑三世挑起了与普鲁士©的统

治者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普法战争开始，鲍狄埃跟

第一国际许多会员一道，坚决反对这场王朝战争。 7 月

12 日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

书沁它庄严指出：＂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

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并

号召：“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

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鲍狄埃在这个宣言上

签了宇，表示了自己的鲜明态度。在 9 月 1 日开始的

色当（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要塞）会战中，法军遭到惨
败，拿破仑三世也做了普鲁士人的俘虏。消息传来，巴

黎立即爆发了 9 月 4 日革命，广大工人群众、士兵纷

纷起来，推翻了帝制，宣布成立共和国。帝国象纸房子

一样倒塌下来，资产阶级却从中窃取了革命斗争的胜

@ 普鲁士是原德意志的一个最大邦国。 1871 年，以它为中

心砍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鲁士邦正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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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果实，成立了卖国的“国防政府”。

由于帝国的崩溃和普鲁士军队大举侵入法国，妄

图侵占法国矿藏丰富的亚尔萨斯和洛林，战争的性质

起了变化。从法国方面来说，变成了法国人民反抗普

鲁士侵略者的正义战争。这时，鲍狄埃主张动员人民，

抗战到底。他写了«自卫吧，巴黎凶等许多诗，动员人民

起来抗击侵略军，号召“用起义来缔造一个法兰西人的

法兰西”,”成立一个红色的公社，红红的，象太阳的初

升。”他穿起军装，当了人民武装国民自卫军上尉军官。

就在 9 月 4 日革命的当天晚上，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各

工会、各革命俱乐部的负责人召开了一次大会，决定在

每个区（巴黎共有二十个区）成立警备委员会，并由每

个警备委员会派出四名代表，共同组成二十区中央委

员会，作为同“国防政府”对抗的群众政治组织，领导巴

黎人民的革命斗争。鲍狄埃在第二区当选为警备委

员，随后又被选入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在他的参与下，

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和工人协会联合会共同发表文告，

向“受苛捐杂税和雇主压梓最深”的工农呼吁，号召建

立“工农共和国“。 10 月 27 日巴赞带领十七万法军向

普军投降。消息传到巴黎，巴黎人民非常气愤。根据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10 月 31 日清晨，巴黎工人

和国民自卫军战士举行起义，占领了市政厅，推翻了

17 



芒防政府”',建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的政权机

关一一社会拯救委员会。但是，由于巴黎的革命力立

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

级民主派之间又存在意见分歧，”国防政府”就利用了

这一情况，在夜里秘密集结了一支反革命武装，重新占

据市政厅，将起义镇压下去了。 10 月 31 日起义虽然失

败了，但是，巴黎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并没有熄灭。在

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天 (11 月 1 日），鲍狄埃就写下了

《1870 年10 月 31 日》的诗篇。他写道：

人民感觉到已被出卖，

对月呼号，真是徒劳无益。
市政厅已被我们占领，

巴黎，你要宣布巴黎公社成立！

难忘的 1871 年来到了。当时巴黎外有普鲁士军

队的包围，内有“国防政府”的反动统治。人民怒火万

丈，他们在巴士底狱广场的青铜柱上升起了红旗，多次
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侵略，反对“国防政府”的卖国活

r 

O 布朗基 (1805一1881 年）是十九世纪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著名领袖。布朗基主义者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但他们不认真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学说，也不是依靠广大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而是企图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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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五十五岁的鲍狄埃带领队伍，通过广场。 2 月间，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立了。接着，伟大的 3 月 18

日革命胜利了，巴黎公社成立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

了政权。

公社成立后，鲍狄埃在 4 月 16 日被补选为公社委

员。在 3601 张选票中，有 3~52 张票是选他的。 4 月 21

日，他担任公社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为了革命事业，

他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既是公社委员，又在群众团

体中担负着工人协会联合会和艺术家协会联合会的领

导工作。特别是他所负责的第二区，情况很复杂，里面

有许多反革命分子，需要他花很大的精力防备敌人的

阴谋破坏。在公社选举之前，工人阶级虽然取得了革

命胜利，但是反革命分子还很嚣张。同时，公社的领

导人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幻想从精神上去感化敌人，

不但没有坚决迅速地镇压反革命，反而一次又一次地

同资产阶级谈判，拉他们参加选举，搞阶级调和，以至

在 3 月 26 日的公社选举中，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个区全

部当选，鲍狄埃和他的同志反而落选了。无数阶级斗

争的严酷事实教育了鲍狄埃，使他很快成熟老练，成为

坚强的革命战士。

为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尽可能地争取社会各阶

层对公社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同情，鲍狄埃作了大量艰
19 



苦细致的工作。他参加发起了“各省协会联合会“（这

是一个广泛团结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的群众组织）； 4 月 29 日，他作为公社代表团成员，与

巴黎共济会会员一起，举行了抗议凡尔赛军队进攻巴

黎的游行示威（共济会是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组

织），赢得了对公社的广泛的社会同情。

鲍狄埃深入群众，深受大家爱戴。在凡尔赛军队

进攻巴黎最紧张的战斗日子里，他还到战斗激烈的前

哨去，调查那里的情况，解决他们的困难，鼓舞战士的

斗志。他对危害公社革命事业的坏人坏事，总是斗争

非常坚决。他曾建议把贪污分子逮捕法办，还坚决主

张把泄露公社军事秘密的原公社军事代表、逃兵罗谢

尔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在极

为困难极为复杂的条件下同阶级敌人展开英勇的斗

争。为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以便实行强有力的

革命专政，为了克服由于蒲鲁东主义的干扰而造成的

无政府状态， 4 月底，公社委员会里有人提出了建立一

个有权管辖公社所属其他各委员会的社会治安委员会

的建议。这个建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布朗基主义者

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赞成这个建议，蒲鲁东主义者却

拚命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迷恋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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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于形式上的民主自由，他们把任何一点集中都看做

是“独裁＇＼看做是使用“暴力”。另外有些人看不清这

场争论的实质，把一切都归之于名词概念的争论。在

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鲍狄埃和蒲鲁东主义者划清

了界限。他在 5 月 1 日的公社会议上，坚定地表示：

“因为目前的局势要求行动果断和一致，我投票赞成社

会治安委员会，而不管它的名称如何。”

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凡尔赛军队勾结国外反动派

向巴黎公社猛扑过来。为了保卫公社的革命事业，鲍
狄埃毅然拿起武器，投入战斗。5 月 21 日，敌人攻进城

二

4．衣． . 

巴黎公社战士的英勇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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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人民在公社的领导下，无比英勇地战斗了一个星

期。每条街巷，每所房屋，每户门窗，都向敌人射出了

仇恨的子弹。塞纳河上的公社炮艇“长剑号”被打坏

了，船员们高呼：“公社万岁！”同炮艇一起沉没。 5 月

27 日，一批公社战士退到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北角墙下，

血战到弹尽援绝，壮烈牺牲。那里，至今还矗立着一堵

弹痕斑斑的“公社社员墙＂，激励着人们踏着公社英烈

的血迹把革命进行到底。

街垒轰塌了，枪声平息了，巴黎处在一片白色恐怖

中。当时的报纸说，有一条血渠从一个叫罗博兵营的

杀人场流进塞纳河，把几百公尺以内的河水都染红了。

鲍狄埃带着发热的枪筒，睁大充血的眼睛，转入地下，

隐蔽在近郊工人区一个朋友的家里。匪徒到处搜捕

他，可是都枉费心机。 5 月 30 日的凡尔赛报纸还宣称

他已被处死。就在这时，鲍狄埃百感交集，公社成立前

后的情景，一齐涌上心头。眼看着新生的革命政权暂

时失败了，眼看着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里，象是有一
股热气向他全身的血管里流注。他想，总有一天，寄生

虫会消灭干净，无产阶级专政会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鲜

红的太阳会普照大地。鲍狄埃怀着血海深仇，又用笔

杆继续战斗。几乎在马克思完成«法兰西内战》的同

时，他在写一首诗。他要用这首诗来总结巴黎公社的

22 



嘉

经验教训，反击阶级敌人的白色恐怖；他要用这首诗拨

开天空乌云，擂响大地战鼓，向阶级兄弟宣传科学社会

主义，指出实现第一国际奋斗目标的革命道路。这首

诗就是气势磅嗨、震撼世界的《国际歌》；o

1871 年 6 月初，鲍狄埃写成《国际歌》后就离开

巴黎，流亡国外。

鲍狄埃先到英国。在那里，他写了《难道你一点不

知道吗吵、《白色恐怖只穿诗篇，号召人们了解和支持巴

黎公社的革命事业，控诉凡尔赛匪帮对巴黎公社的血

腥镇压。

从 1873 年起，鲍狄埃留居美国达七年之久。 1876

年，他写了一首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在这首

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

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的剥削，以

及他们对千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强信

念。吨）他还写了《巴黎公社汃«巴黎公社走过这条路》

等诗。在美国，他绘制过印花布图样，担任过小学教

员，但是一直没有停止过革命活动，他始终保持着和巴

．黎公社社员的联系。他还投身到美国工人运动之中，

把巴黎公社的宝贵经验教训告诉他们，帮助了 1877 年

@ “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G5 年版，

第 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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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立。

1880 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

力，宣布大赦公社流亡者，鲍狄埃才又回到巴黎。他定

居下来后，就加入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政党

是 1879 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建立的。

敌人的迫害，贫困的生活，并没有折磨倒鲍狄埃。

尽管鬓发斑白．，他还是斗志昂扬。他歌颂公社，坚信无

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定胜利，又写下了《纪念

1871年3 月 18 日汃《巴黎公社社员纪念碑汃《它还是没

有死》等许多有名的诗篇：

24 

有过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候天已经亮了，

阳光照进我的房间：

我拿起公社社员的武器，

跟在红旗后面·…..

群众没有改变理想，

Q让·米才尔》'1880 年

象是一个人一样，大家又团结在一起，

为起义者送殡的时候，

高声地呼喊：＂巴黎公社万岁！”

，《茹尔·瓦莱斯), 1885 年



` 

让我们重温这宝贵的记忆，

这样的日子真是史无前例！

" 3 月 18 日＂，这是前奏，这是导言，

它预示着眼前就来到的明天。
《纪念 1871 年 3 月 18 日》， 1887 年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铁匠的梦》。在这首诗里，鲍

狄埃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以资本主义剥削代替了

封建主义剥削；资本主义愈发达，阶级矛盾愈激化；无

产阶级从来都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他继《国际歌》之

后，再一次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发出了团结战斗的号召。

1884 年，在巴黎公社老战友的倡议与帮助下，鲍

狄埃的两本诗集出版了。一本是《社会经济诗》，一本

是《什么叫做疯人？》。 1887 年又出版了«革命歌集》。

《国际歌计的歌词就收在这个集子里。

在革命低潮时，鲍狄埃革命精神仍然非常旺盛，他

仍然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相

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请读一读 1884 年他所写

的《起义者万就知道了：

”在你面前，野蛮的贫困，

在你面前，沉重的奴役，

起义者

25 



站起来了，枪里装着子弹！”

起义者！..··•'•.他真正的名字就是人，

他再不是荷重的畜牲，

他只听从理性，

而且他有信心地前进，

因为天边升起了

红红地，科学这颗太阳。

斗争是不会终止的，

如果地球上还有一个人

亳不劳动而变成财主，

如果还有一个劳动者在挨饿！

他把革命理论、科学的社会主义，比作“太阳”，坚

信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们，是永远沿着武装夺

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前进的。

鲍狄埃亲身经历了缔造巴黎公社的战斗历程，参

加了保卫巴黎公社的浴血战斗，体验了无产阶级的战

斗生活，终于成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鲍

狄埃在巴黎公社以后的诗歌，以《国际歌)>为标志，就更

加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革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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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87 年 11 

。

月
-6 
日一

，
鲍狄埃因患疯瘫症在巴黎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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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享年七十一岁。同志们和朋友们把他的骨灰送到

拉雪兹神甫墓地，与壮烈牺牲的公社社员的遗体埋在

一起。：8 日，成千上万的群众高举红旗，参加了他那没

有宗教仪式的葬礼。警察想来阻挡，在他的灵柩旁，人

民群众与想抢夺红旗的警察发生了一场搏斗。在四面

八方的群众高呼：＂鲍狄埃万岁！＂的口号声中，人们把

这位革命诗人安葬在这块革命的墓地上。在鲍狄埃墓

上，有一个打开着的书本形状的石碑，上面刻着＜＜革命

歌集油的题词。

鲍狄埃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也是杰出的无产

阶级诗人，他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了一生。正如列宁

所说“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1848 年 10 月 8 日，比尔·狄盖特生于比利时根

特的一个法国工人家庭里。根特在比利时西北部，是

一个重工业的中心。他父亲为了谋生，才从法国流浪

到那里去的。但是，在旧社会天下的工人到处都是受

苦。他们在根特也没有好日子过。不久，又迁回法国，

@ 《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 370-3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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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北部边境的工业重镇：三二.........---

里尔。 贮妒

狄盖特的童年，是一个』冒仁；一一二二一勹
：．务多

苦难的童年，刚满七岁就当：．m詈皂二／7勹
童工。长大以后，他学会了臣i... \\勹｀员员，I亏～今｀
木匠手艺，当过家具工人、雕：i／！！石｀｀；一̂ :L—

－白竺

谝－

己．、万;. 1) 
t·· ·，心d «:..H }\. ·久．：伈

汾':· :．，努
i'...,.. 

· • ·..';.,? ·:, 
、....

.. ;.···. ., ．．一寸
·..,..、,).心 Y • 

.. r 冷，一；．心恣
. . ．．．辛．一心·

：：．.·:;心
．．；没.,.... 

花工人和铸模工人。 卢：：尸勹；，飞产飞贮t：___ ;七
乙 一点．·大必

婖·兄： ；；：．，．．，．森：扣．函:.,:,狄盖特幼年就爱好音乐，二已匾i飞了它可～•:
—, ..._.,.膳蠡千恳？心几

艺术。从十五岁起，他在当
--------- --. 

地音乐学校举办的夜校里听 狄盛特像

了两年课，学习了作曲、唱歌和吹奏乐器。他白天做

工，晚间听课，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他的大部分业余

时间都用在音乐上面。他也练习写一些朴素的抒情小

调，并自写歌词。他一开始作曲，就富有民歌色彩，

适合工人口味。他常常在酒馆里，大街上，为工人兄

弟演出。

1871 年，狄盖特二十三岁，那时，他正在拿破仑三

世的军队里当兵。他听到巴黎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的

消息，非常高兴，便约了几个同伴，冒着风险，长途跋

涉，希望越过封锁线进入首都，去参加革命。但是，封

锁线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不得不仍然回到里尔当木工。

里尔是工人集中的地方，是法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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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里尔地区传播马克思主

义，在工人群众中影响很大。狄盖特就在那里参加了

社会主义工人党。他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热心组织工

人合唱团，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转向革命歌

曲的创作。

1888 年夏天，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展纪念鲍狄

埃的活动，里尔地区组织了一个叫“工人之声”的合唱

团。正在一家铸造厂当模型工的狄盖特热心地参加、

领导了这个合唱团。 6 月 16 日晚上，合唱团刚开完

会，一个党的负责人找到狄盖特，送给他一本书。这本

书就是鲍狄埃的＂革命歌集》。狄盖特激动地问：＂是叫

我作曲吗？”那位同志说：＂工人很需要表达社会主义思

想的歌曲，你从这本诗集里选首歌词作曲吧！这是对

鲍狄埃最好的纪念。”

狄盖特早就想为鲍狄埃的诗歌谱曲。过去，他曾

给鲍狄埃的《起义者＂配上曲谱，使它成为工人群众喜

爱的一支歌。现在，手里有了鲍狄埃的歌集，更可以为

鲍狄埃的诗歌谱曲了。就是从这本诗集里，他第一次

读到了《国际歌》。

这天，狄盖特回到自己居住的地窖，仔细地阅读

《国际歌》。他完全被《国际歌》的精神感染了。他重温

了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想到自己和广大群众对马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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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想到鲍狄埃的一

生，想到当年巴黎公社的战斗情景·!I....。他仿佛回到

了伟大的 1871 年，于是连夜弹起他那简陋的风琴，为

《国际歌》配起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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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歌｝谱曲用的风琴

` 

狄盖特工作了整整一夜。乐曲谱好，太阳已从东

方升起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弹奏了又弹奏，修改了又修
改，还是感到有些不满意。星期一散工后，他又请了几

位工人提意见，又做了修改。从此，一支有词有谱的

《国际歌》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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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的曲谱以进行曲的速度，分节歌的形式，

侄销有力的音调，组成了一曲庄严雄伟的革命战歌；

l = b B 
4-4 

庄严

5 ll l·7 2l旦＿16- 4”_11 2. J_ 7 6 5 4 
L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 隶，起来，全世界受茬笆

r.. --
V • • 

4 6 2__J_ 
I 

腾，要为

3--5 11 •1.旦-5__3 I 6 
凡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

．广 1 厂··
2 4 7 1.. - -1 0321 7- 6 7 i 6 
理而斗 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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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5 i# il I 6. ~ 2 • l I 勹。
流水，奴隶们，起来，起 米！

i. J_廷北上立忖－．一区旦 I 1 i i 6 
要说我们一无所 有，我们要做天飞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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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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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 0 

人！

作曲家以弱起和四度跳进的方法，模仿号角的产
.. 

调，（ 51 1 • 72 1 5 31 6-4 ……)吹响了摧毁旧
--...l一".圈可，．一呵

世界的进军号，唤起千百万觉醒的奴隶走上战场，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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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英勇斗争。接着，以激尸
• • I • 

深沉的旋律（iii 7 －立1 L§, | 7 －立“＇..`)表达出
无产阶级对剥削制度的憎恶和股视，抒发出砸断铁锁

链、开创新纪元的战斗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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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旬歌词，原来在鲍狄埃的诗里是放在开头和

结尾的地方，狄盖特把它改作副歌放到每节的末尾。

作曲家从结构上把这四旬反复一遍，又从旋律上接连

采用两个六度大跳的手法(5| 3-2 5 | 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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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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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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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 懂12., Il7-65 | 3 －一）使音调越来
-= 

气势越来越磅碟，在已经出现一个高潮之后，又把“英
r一·一、

• I • • • 1 e, • • 

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315-4312 ．立 4 立41,l

己．，曰

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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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2 .-13-. .-3 . 

1 一一）一句，用全曲最高音域安排

在曲终，形成全曲最高潮，唱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

念，唱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强音。

整个副歌深刻地体现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

伟大思想，激励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信心百倍

地去团结战斗，迎接共产主义的明天，成为«国际歌乃全

曲最好的总结。

6 月 19 日，《国际歌对的曲谱刚刚完成，它就在里

尔的工人合唱团里唱开了。 6 月 23 日晚上，里尔的卖

报工人有个纪念会，作曲家狄盖特亲自指挥合唱团，在

会上首次正式演唱了《国际歌》，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

欢迎。大家决定立即将这支新歌付印，第一次就印了

六千份。侧《国际歌》很快在里尔的工人中间传唱开了。

1894 年，《国际歌》在里尔正式出版。发行人是一

个英文教员戈塞林。狄盖特为了避免敌人的迫害，没

有用真姓名，而改用狄·盖特。反动派惊恐万状，他们

把戈塞林逮捕了，给他监禁一年的处分，并且宣布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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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田，玉． 一 -- --- －二一．一 ',--盲．一
。

一来，狄盖特还为鲍狄埃的诗歌q前进，工人阶

及！＇屯配过曲诣。

在各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条件下， 1889 年，恩

心斯领导建立了第二国际。但第二国际成立不久，恩

洛斯就去世了，领导权落到机会主义者的手里。当时

谷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国无产阶级和

对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在工人运动中两

条路线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因此，”在第二国际的整个

，一间，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都存在着革命派和机会主义

：：：的斗争。“OO 法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十九世纪末，在法国工人中间产生了一伙被资产

；［级收买的工人贵族，他们成了官迷、财迷、议会迷；在

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随之滋长起来。八十年代，

出现了主张在可能范围内改革的”可能派”；九十年代，

出现了所谓“独立社会主义者”。他们宣扬“和平过

盖”，鼓吹＂阶级合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

1901 年，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主组成法国社会

党 1902 年，由独立社会主义者和可能派组成法兰西

@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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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三年后，两党统一，叫作法国统一社会党。统

一社会党，于 1914 年又分裂为左、右两派。

1920 年底，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在《国际歌油的乐声

中诞生。七十二岁的狄盖特退出法国统一社会党，彻

底抛弃了蜕化变质的第二国际，走上列宁所指引的共

产国际的革命道路。

无产阶级叛徒、第二国际法国右翼社会党的领导

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1921 年初，他们打着“红旗“反

红旗，在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宣布《国际歌》为党歌后，他

们硬说《国际歌》为右翼社会党所专有。当时里尔市市

长德罗里，是右翼社会党人；狄盖特的弟弟阿多尔夫·

狄盖特，也是右翼社会党人。德罗里利用市长的职权，

钻了曲谱正式出版时没有署真名的空子，胁迫作曲家

的弟弟阿多尔夫·狄盖特冒认是《国际歌月曲谱作者，并

且在他伪造的证件上签字。于是揭露叛徒的卑劣手

法，保卫党歌的纯洁性，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任

务。比尔·狄盖特挺身而出，为曲谱的创作权进行斗

争。

官司打到了巴黎最高上诉法院。 1922 年 9 月 23

日，根据作曲家的弟弟说明受骗经过的死后遗书，法院

才不得不判决承认曲谱作者是比尔·狄盖特。

狄盖特晚年住在巴黎近郊的工人区，继续组织工

• 37 



人合唱团，过着贫苦的工人生活，当个普通的街灯

工人。每天天黑之前，他沿路把街灯一盏盏点亮；天

亮之后，又一盏盏熄灭，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

色。
1928 年 7 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

举行。狄盖特接受斯大林的邀请去莫斯科，并作为代
表大会的荣誉客人出席了大会的第二次会议。莫斯科
人民在红场举行了盛大典礼，欢迎共产国际的外国代

表。八十岁的狄盖特站在列宁墓上，一列列男女工人

队伍高举红旗，迈着刚健的步伐，在《国际歌油的乐曲声

中从红场通过，向自己的老歌手热烈欢呼致意。狄盖

特心潮膨湃，热泪盈眶。他亲眼看见十月革命沿着巴

黎公社的道路取得了胜利，该是多么激动和他热情

歌颂十月革命，随后创作了«俄国革命的胜利汃《嫌刀

和斧头》等歌曲。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文艺家一定“要使文艺很

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

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

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狄盖特不愧为工人阶
级的作曲家。他自觉地拿起文艺的武器，为无产阶级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

版社 1953 年版，第 867 页。, 1966 年横排本，第 8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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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事业服务。他的歌曲富于战斗性，号召力，是革命

斗争的直接产物，又是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他的作

品除《国际歌》外，已经出版的还有二十多首，前面我

们提到过几首，其他如《红色姑娘沁是描写巴黎公社女

战士路易丝·米歇尔的；《共产党员之歌》，是号召人民

起来反击法西斯反动统治的。

1932 年 9 月 26 日，狄盖特以八十四岁高龄与世

长辞了！共产国际和法国工人阶级把这位老歌手安葬

在巴黎圣丹尼区。举行葬礼那天，送葬的群众有五万

人之多。

四 《国际歌尸响彻全衵；

鲍狄埃和狄盖特已经与世长辞了，但是，世界各国

的工人相继歌唱《国际歌》，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

阶级的歌。《国际歌》在巴黎公社的血泊里诞生，在世

界革命的风暴中传播。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歌曲，

象《国际歌油的影响这么深远，广阔。

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闪这篇纪念文章里满怀革命

激情地说：：“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

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

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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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无产者…··"®今天，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

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胜利进军中，《国际歌》响

彻全世界。”在今天这首歌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国际歌》首先在巴黎传播。 1889 年 7 月，巴黎同

时在开两个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一个是由法国社会改

良主义者一一”可能派”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另

一个是在恩格斯的努力下由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国际

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组织
的大会上，成立了第二国际。当时，法国社会主义工人

党的代表就是高唱着庄严雄伟的《国际歌过参加这个大

会的。大会期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烈士而举行了游

行，游行队伍直抵拉雪兹神甫墓地里的“公社社员墙”。

到 1896 年，《国际歌壮已经在法国和比利时广泛传

播。就在 1896 年 7 月间，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里尔

举行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德、奥等

国的工人代表。反动政府和教会互相勾结，雇佣暴徒，

袭击会场，破坏会议。在车站举行的欢迎外国代表团

的群众大会上，这些暴徒唱起《马赛曲停来捣乱，而工

@ 《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 371 页。

@ 同上书，第 370 页。

心） 《马赛曲》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歌曲，作者李尔，作于

17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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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号角合唱团”就立即高职国际歌》进行反击，群众

也随着齐声合唱起来。《国际歌〉〉响彻云天，《马赛曲》

被压下去，暴徒们完全失败了。会后，代表们和工人群

众又唱着《国际歌》走上大街，游行示威。以后，在社会

主义工人党举行的每次集会上都歌唱它，《国际歌））就

是这样迅速地传到其他地区。

《国际歌日主要是由赴法参加工人运动会议的外国

代表，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在这些会议上，法国工

人阶级的代表经常唱着《国际歌》，其他国家的代表也

都学着唱。大约从 1910 年以后，《国际歌》被译成多种

文字，真正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普遍传

唱的革命战歌。世界各国翻译《国际歌》］，对“国际工人

协会”(Internationale) 这个词都用音译，这就是“英特

纳雄耐尔”。 1870年 7 月，马克思为第一国际起草的一

份文件里指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瞄的旧社会

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

是国际工人协会”沙“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是

与马克思的话相呼应的，意思是第一国际为之奋斗的

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后胜利。每当

人们唱起《国际歌》时，不分肤色和地域，都发出“英特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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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雄耐尔”的共同声音，充分显示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

革命团结。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早在1889年，就唱过妦国际

歌〉〉。据列宁的弟弟回忆，那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列宁

的妹妹在钢琴上弹完《马赛曲》，弟弟要求她再弹一遍；

列宁却异乎寻常地丢下书本，走近他们跟前说，应该唱

《国际歌》。随即妹妹凭着记忆弹了一遍这支新歌，然

后，他们一起轻轻地用法文唱起来。这一年，列宁只有

十九岁。

1900 年 12 月，列宁在国外创办化火星报>)0<<火星

报〉〉的创刊号，在一篇关于九月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

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导中，援引了惶国际歌口四旬法

文原词，并且说： ＂今后我们要团结一致，高举红旗，高

唱这支战歌去劳动和斗争。”于是《国际歌>)的歌声，随

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而传播开来了。

1902年，在巴黎有一个俄国矿工技师阿·科茨，他

常常跟巴黎工人一起唱着信国际歌日上街游行。当他读

完了刚出版的列宁著作《做什么？》之后，就把《国际歌》

翻译成俄文，寄给日内瓦出版的《生活》杂志发表。此

后，《国际歌》一直在布尔什维克地下印刷所发行的传

单、歌片和小集子上登载。 1906 年，《国际歌》被收进

《俄国革命歌曲选集沁同年，高尔基在他的名著＂让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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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描写了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群众高唱《国际歌M 的动

人场面。《国际歌》在俄国广泛流传，它成了布尔什维

克跟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战斗武器。

1917 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年 3 月

18 日，《真理报》在“革命”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国际

歌沁 4 月中旬，列宁从国外归来，彼得堡人民唱着《国

际歌习去车站欢迎。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中，彼

得堡的工人和士兵唱着《国际歌》夺取冬宫，宣告苏维

埃政权的诞生。当“苏维埃共和国被敌人包围了”时，

列宁用《国际歌》的词旬向俄国工人发出伟大的动员：

“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国际

歌》成了十月革命时期苏维埃人民团结胜利的强大思

想武器。今天，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修正主

义者篡夺了，但我们坚决相信：受过列宁和斯大林教导

的、经过十月革命洗礼的伟大苏联人民，一定会在《国

际歌》的革命思想的鼓舞下，推翻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

阶级的法西斯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十月革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

世界的转变，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新纪元。随着这个新纪元的到来，广大群众把“这将是

@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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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斗争＂的呐喊，改成“这是最后的斗争”了。这是

对《国际歌）〉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动。

在我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也送来了《国际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18 年 4

月，毛主席领导一批革命青年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

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发起组织

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毛主席亲

自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和湖南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

参加这一活动。一些同志曾被毛主席派往法国留学。

他们在巴黎，就常常跟巴黎工人一起唱《国际歌沁以

后这些同志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国际歌》就带回来了。

这支真理之歌，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

传播开来了。

我国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正是唱着《国际歌》去进行

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的。在革命战争中，许多战士唱

着它，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许多革命先

烈在献出生命的时候，也引吭高唱《国际歌》，表达他们

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解放以后，我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下，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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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际歌口的伟大思想，是鼓舞我国人民把革命进行到

底的巨大精神力量。 1962 年，《国际歌》的中文译词和

配曲，经过再次修改订正之后，重新发表在 4 月 28 日

的《人民日报》上。庄严雄伟的《国际歌》声，经过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传遍四面八方，传遍五大洲四

大洋，鼓舞着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一道，为

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

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

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

奋斗。

风雷动，旌旗奋。在江青同志的精心培育下，《国

际歌》第一次登上了京剧舞台。《红灯记》里李玉和一

家祖孙三代人，以惊天动地的英勇气概，挺胸挽臂，登

上高坡，走向刑场。这时候，满台红光怒放，响起了

《国际歌叶的乐曲。《国际歌》、深刻地展示出无产阶级英

雄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世界，召唤“无产者一生

奋战求解放”,”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它预告“新

中国如朝阳光照人间”的灿烂未来！反映了中国人民

的彻底的革命精神。

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跟革命现代京剧《红

灯记〉〉一样，在音乐中溶进了《国际歌》的乐曲声。在《国

际歌油的旋律中，洪常青怀着“砍头不要紧，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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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坚定信念，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在《国际歌祁的音

调中，红军战士和解放了的劳苦群众，齐集在常青就义

的大格树下，向自己的亲密战友致敬。浩浩荡荡的队

低迎着火红的朝阳，阔步前进！

今年，《人民日报》一、《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都发表

了列宁写的重要文章《欧仁·鲍狄埃沁又一次刊登«国

际歌》＇，并发表重要评论。评论指出：气国际歌稣叭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

教材。”指出：“在当前国际国内大好形势下，组织广大

工农兵群众进一步学好唱好这两首革命歌曲，理解它

们的内容，实践它们的思想，并认真学习列宁为纪念

《国际歌））的作者而写的《欧仁·鲍狄埃习这篇文章，认

真学习毛主席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千重行颁

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

线方面的教育，鼓舞革命斗志，更好地完成我们在匡

内国际各方面的任务，具有重大意义。”评论还号召我

们：，“要理论联系实际，按照歌词内容，认真实践，做

到既会唱，又会做，把歌词中的每一句话落实在行动
" 

。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纽r；“

命路线乘胜前进。毛主席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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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

胜利，有待千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了

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国际歌劝韵终鼓舞我们全党和

全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一位苏联朋友

来信说：“每当从北京电台听到你们唱＜＜国际歌》的时

候，仿佛列宁就在你们北京。”

八十多年来，《国际歌》从里尔唱遍了法国，从法国

唱遍了全世界，歌声跨过高山，越过重洋，响彻全世

界。列宁说： ＂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

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

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一他都可

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

友。”@

《国际歌习是革命的歌，战斗的歌，团结的歌，胜利

的歌。

旧世界在《国际歌江的乐曲声中风雨飘摇，无可挽

@ 转引自《人民日报汃《红旗昂杂志、《解放军报凶编辑部文章，《纪

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 《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 3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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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地没落下去，新泄界在《国际歌》的乐曲声中百花吐

艳，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

《国际歌》将随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进入共产主义。

鲍狄埃和狄盖特的名字将永远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光

辉史册里。

、

49 



50 

附录：＇

这是最后的斗争，

大家团结起来，

英特纳雄耐尔，

就是明天的人类。

叮全世界受罪的人！

起来！饥饿的囚徒！

真理像火山那样怒吼，

飞发出最后的烈火。

日世界我们要彻底摧毁，

奴隶们起来呀起来I

世界要根本改变

无地位的人要做主人！

欧仁·鲍狄埃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什么上帝、圣皇和清官；

劳动者全靠自己救自己！

我们要大家都幸福！

为了叫强盗交出那赃物，

叫我们的心冲破牢笼，

我们把炉火烧得通红，

要打铁就得趁热。

政府在压迫，法律在欺诈，

捐税将民脂民膏搜刮；

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

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

受监视的“平等＂呻吟已久，

它需要别的法律，它说：

“讲平等，有权利就有义务，

有了义务就有权利。”

这些矿山和铁路的大王，

威风凛凛遮不住丑恶，

除了搜刮别人的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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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做了些什么？

在这帮人的保险柜里，

放的是劳动成果。

人民定要他们缴出来，

这不过是讨还宿债。

国王花言巧语骗我们，

我们携起手来打暴君！

我们应该罢战停火，

举起枪托离开队伍！

如果这些顽固的凶手们

逼得我们都成英雄，

他们就会知道这些子弹

是为对付自己的将军。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

劳动群众的大军；

大地本来属于人民，

哪能让寄生虫安身。

吃我们肉的有多少人！

这些乌鸦和秃鹰，

一旦被消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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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永远放光明。

这是最后的斗争，

大家团结起来，
英特纳雄耐尔，

就是明天的人类。

. 

注：《国际歌汀配曲时除头尾两节副歌外，只采用了原诗第一，二、六

节，并将副歌放在每节之后。原诗译文选自《巴黎公社诗选》，人民文学

出版社 195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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