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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國家共產黨的衰退一一變遷與銜擊

一
八
八
九
年
，

歐
洲
社
會
主
義
者

為
慶
祝
法
國
大
革
命
一
百
周
年

，

雲
集
巴
黎

，

建
立
了
「
社
會
主
義
國

際
」
(
的c
n
E
E
E

Z
「
E

立
旦
旦

)
，

使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邁
向
新
的
里
程

，

對
爾
後
歐
洲
的
政
治
發
展
起
了
相
當

積
極
作
用

。

一
百
年
後
，

一
九
八
九
年

，

在
歐
洲
的
東
部

，

一
向
以
「
國
際
共
產
主
義
運
動
」
大
本

營
自
謂
的

蘇
聯
集
團

，

也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的
發
生
根
本
性
的

變
化
，

導
致
東
西
方
之
間
長
久
的
冷
戰
關
係
宣
告
結
束

。

兩

者
在
一
百
年
之
間
前
後
輝
映
，
都
屬
世
紀
大
事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這
兩
次
歷
史
性
的
運
動
有
一
個
共
同
點

，

即
均
由
馬
克
思
主
義
轉
向

「社
會
民
主
汁

，

其
所
不
同
者

，

前
者
是

經
過
多
年
的
努
力
耕
耘

，

才
走
向
執
政
之
路

。

後
者
，

則
由
執
政
黨
退
居
反
對
黨
。
換
言
之

，

前
者

，

由
被
壓
迫
的
非
法
政
黨

，

經
由
畫
眾
運
動
取
得
合
法
地

位
。

後
者

，

則
是
由
一
黨
專
政

，

經
由
華
眾
運
動
被
迫
放
棄
權
力
壟
斷
而
失
去
執
政
地
位

。

眾
所
周
知

，

一
九
八
九
年
東
歐
情
勢
的
快
速
轉

變
，

突
然
使
東
歐
的

「區
域
研
究

」
成
為
熱
門
的
主
題

，

東
歐
空
前
的

變
遷
不
但
提
供
相
當
豐
富
的
研
究
素
材

，

而
且
對
中
國
人
來
說

，

更
是
發
人
深
省
。
人
們
特
別
感

到
興
趣
的

，

或
許
是

，

東
歐
國
家
共
黨
政
權
可
以
和
平
轉
移

，

東
歐
各
共
黨
會
發
生
蛻

變
，

中
共
政
權
能
嗎
?

欲
馬
上
找
出

具
體
答
案

，

誠
非
易
事

。

本
章
擬
就
東
歐
的
政
治
變
遷
來
瞭
解
共
黨
政
權
崩
潰
的
諸
多
現
象

，

以

及
其
所
帶
來
的
衝
擊

，

經
由
這
個
途
徑
的
探
索

，

或
許
有
助
於
上
述
所
提
問
題
的
理
解

。

本
章
的
重
點

，

首
先
就
戰
後
東
歐
國
家
的
基
本
形
勢

，

略
作
背
景
說
明

﹒

主
(
次
，

就
一
九
八
九
年
迄

今
，

東
歐
國
家
共
產
黨
的
衰
退

，

作

一
些
歸
納

，

以
便
瞭
解
其
政
治
變
遷
的
特
點

.
，
最
後

，

就
一
九
九

0
年
來
東
歐

各
國
先
後
舉
行
的
自
由
選
舉

，

來
觀
察
其
所
反
映
問
題
和
未
來
發
展

，

以
及
其
影
響

。

戰
後
，

東
歐
八
個
國
家
被
關
入
鐵
幕
之
後

，

雖
然
歷

經
四
十
年
的
共
黨
「
一
黨
專
政

」
，

但
因
其
歷
史
文
化

背
景
各
有
不
同

，

各
國
的
發
展
也
自
然
迴
異

。

因
此
，

要
進
一
步
掌
握
東
歐
各
國
政
治

變
遷
的
來
龍
去
脈

，

就

第一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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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須
從
個
別
國
家
的
民
主
化
進
程
作
深
入
觀
察

。

東歐變貌

士
宣

戰
後
東
歐
國
家
的
基
本
形
勢

「東
歐
」
(
『
叩
門
開
口
「O
℃
g

口

)
此

一
概
念
，

具
有
多
方
面
的
意
義

。

就
地
理
位
置
而
言

，
指
的
是
歐
洲
的

東
部
，
即
北
自
東
海
(
開
ω
叩
門
的
2
)
，

南
至
喀
爾
巴
肝
山

(
nR
E
F
-
ω
E
Z
S
旦
旦
旦
以
東

，

烏
拉
山
(
已
且
一

宮
O
S
Z
E
m
)和
里
海

(
h
sz
s
ω
2
)
以
西
迢
迢
一
地
區
。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前

，

德
國
人
所
稱
的
「
東

歐
」
'
指
的
是
波
蘭

、
捷
克
和
蘇
聯

.
，

而
英
國
人
所
稱
的
「
東
歐
」

'

大
致
上
指
的
是
蘇
聯

，

其
餘
地
區
則
稱
「
中

歐
」
或

「東
南
歐

」
。
英
、
德
地
理
學
者
，
從
地
緣
政
治

(
C
oz
-立
前
)
的
角
度
，

對
「
東
歐
」
地
理
形
勢

，

均
有

極
突
出
的
觀
點
。
例
如
英
國
地
理
學
者
麥
金
德
古

巴
甘
丘
〕

Z
E
E

三
角

)
，

提
出
心
臟
地
帶
理
論

，

指
俄
國

為
現
代
均
勢
之
樞
紐
國
家

。

德
國
則
有
慕
尼
黑
學
派
，
強
調
內
陸
國
家
之
發
展
態
勢

。

戰
後
，

由
於
國
際
局
勢
的

變
化
，
這
一
大
塊
土
地
均
被
赤
化
，
先
後
成
立
了
八
個
國
家
(
參
見
表
一

)
，

其

中
絕
大
部
分
受
到
莫
斯
科
的
控
制

，

已
成
為
一
個
政
治
集
團

。

因
此
，
就
政
治
上
的
意
義
而
言

，

「
東
歐
」
一
詞

又
另
有
所
指

，
非
但
包
括
東
歐
地
區
的
共

黨
國
家
，

同
時
，

還
涵
蓋
其
他
已
被
赤
化
的
國
家
(
如
外
蒙

、

越
南
、

古
巴
)
，

與
所
謂
的

「東
方
集
團
」

a
s
F
Z
n
)
、

「
蘇
聯
集
團
」
3
2
5
5
古
巴
是
同
義
詞
。

本
書
所
指
的
「
東

歐
」
'

則
是
指
不
涵
蓋
蘇
聯

、

外
蒙

、

古
巴
、
越
南
在
內
的
東
歐
八
國

。

此
外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正
因
為
東
歐
地
區
淪
入
鐵
幕
，
西
方
為
了
抗
拒
蘇
聯
集
團
勢
力
的
擴
張
與
威
脅
，



表一 東歐各國共黨概況

1頁~IJ 修改憲法放棄一 黨員人數(萬)
1990年

領導階 黨領導
>>:名 改組後..名 改名日期 6月黨員 黨得票* 備 考

國別 黨專政日期 1986年 層 人名稱
人數(萬)

，直 蘭 吭一工人萬 社會民主黨 1 9911 、 l 、 2ï 19~9 、 I:! 、 29 日11 執要會 主席 ‘tHthl 
分裂，另一派成立社會民王

聯盟

匈牙利 tf:會正在工人重 社會民王宜 19H甘、 111 ， ï 1 9K9 、 111 、 IX Hï )C #t.委會 王申 IO.89tJ
'Í1 原社會主 ft.工 λ革仍在

東 ，引Z直F 統一社會黨 民主社會王義革 1 '1'1 11 、 1 、 l 1989 、 1 :!、 l :!JO 6月 1丸幸會 正!車 16,:l3"ù 

羅馬尼亞 共 直 重 快 1 9H甘、 12 ‘ 3 1 3XII 

捷克和斯，各
共 直 革 ( r~i 幸"*名) 1 9W)、 1 1 、 311 lïO 511 執委會 王席 13% 

伐克

保加利亞 共 直 革 址
會 :J; 1 990、 l 、 1 1 990 、 l 、 1 5 9:l 九 11 執委會 總書記 lml-4. I. l,)'() 

南斯拉夫 共i[主ft.者1平盟
民王革新黨 1 99u 、 2 、 l

1990 、 l 、 22 1:;0 王席團 王席 南共分裂
社會黨 1 990、日 、 7

-刀. I 

阿爾巴尼亞 持 動 黨 社
會

黨 19日 l ‘九 1990 、 12 、 19 1.1. ï 1 1, ï 政治局 第一書記 600
{) 



6 東歐變貌

乃
不
得
不
聚
精
會
神
地
，
對
此
一
遼
潤
地
區
進
行
「
區
域
研
究
了
是
故
，
「
東
歐
」
一
詞
，
又
成
為
學
術
上
的

用
語
。

在
歐
美
的
著
名
大
學
襄
乃
有
所
謂
的
「
東
歐
學
」
、
「
東
歐
研
究
」
或
「
東
歐
政
府
與
政
治
」
等
專
門
學

科
，
設
有
研
究
所
或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二
九
七
四
年
，
歐
美
一
些
重
要
的
斯
拉
夫
學
或
東
歐
研
究
之
學
術
團
體
，

曾
發
起
成
立
「
國
際
蘇
聯
與
東
歐
研
究
委
員
會
」
(

門
口
叩
開
開ω
﹒
門
口
鬥
倚
門
口

ω
立
o
g

一
(
)
。
E
B

一
片
古
仿
『
O
門
印
。1
2
2

已

開
心
叩
門
開
口3
3
2
ω
Z
E

巾
的
)
，
定
期
舉
行
國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其
研
究
動
向
與
方
法
很
值
得

國
人
借
鏡
。

八
十
年
代
後
半
期

，
東
歐
國
家
快
速
的
轉
變

，
更
豐
富
了
研
究
「
東
歐
」
的
素
材
。
一
九
八
九
年
以
來

，

歐
美
先
進
國
家
曾
多
次
舉
行
國
際
會
議

，
專
門
探
討
東
歐
形

勢
。
舉
凡
體
制
改
革

、
民
主
化
進
程
、
政
黨
與
選

舉
制
度
、
憲
法
、
政
治
和
經
濟
發
展
、
社
會
變
遷
、
社
會
主
義
何
去
何
從
、
東
歐
各
國
政
治
文
化
、
社
會
運
動
、

基
督
教
會
的
角
色
、
民
族
主
義
、
蘇
聯
與
東
歐
國
家
之
間
的
關
係
、
共
黨
主
義
運
動
的
沒
落
等
等
，
都
是
深
具

價
值
的
研
究
主
題
。
因
此

，

未
來
建
構
「
東
歐
學
」
的
理
論

，
可
望
會
更
有
收
穫
。

由
於
東
歐
誠
如
麥
金
德
所
指
稱
的
，
處
於
「
世
界
島
」
的
心
臟
地
帶
。
按
照
麥
氏
的
命
題

.. 

「誰
統
治
東

歐

，
誰
就
能
控
制
心
臟
地
帶
﹒
，
誰
統
治
心
臟
地
帶

，
誰
就
能
控
制
世
界
島

﹒
，
誰
統
治
世
界
島
，
誰
就
能
控
制
地

球
。
」
麥
氏
的
主
要
依
據
是
歐
、
亞
、
非
三
洲
在
地
球
表
面
四
分
之
三
的
水
域
中
，
構
成
一
座
文
化
、
政
治
、

經
濟
之
大
島

，
人
口
約
佔
全
球
五

分
之
四

，
而
環
繞
其
周
聞
者
為
較
小
的
陸
塊
，
重
要
性
稍
次
，
為
東
半
球
主

陸
的
附
屬
物
。
因
此
，
麥
氏
推
出
結
論
說
，
世
界
島
這
一
遼
潤
的
大
陸
區
不
受
海
洋
的
控
制
，
倘
此
一
地
區
為

一
強
大
民
族
加
以
有
組
織

地
統
厭
，
則
世
界
的
均
勢
立
即
轉

變
。
無
疑
地

，
此
一
學
說
對
希
特
勒
和
史
達
林
都

產
生
某
種
程
度
的
影
響
。

戰
後
，
決
定
東
歐
的
命
運
，
可
以
說
肇
始
於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前
所
召
開
的
雅
爾
達
會
議
。
一
九
四



第一章 東歐國家共產黨的衰退一一變遷與街擊

五
年
二
月

，

羅
斯
福
、
邱
吉
爾
和
史
達
林
這
三
位
美

、

英
、

蘇
巨
頭
在
克
里
米
亞
半
島
上
的
雅
爾
達
舉
行
秘
密

會
議

。

史
達
林
洞
悉
美

、

英
急
於
收
拾
戰
局
的
心
理

，

乃
乘
機
「
將
」
了
羅
斯
福
一
軍

，

贏
得
一
場
空
前
的
戰

略
利
益
。

在
所
謂
的
「
雅
爾
達
密
約
」

'

蘇
聯
除
了
確
定
在
聯
合
國
安
理
會
常
任
理
事
國
享
有
否
決
權

，

和
兩
個

加
盟
共
和
國
(
白

俄
羅
斯
和
烏
克
蘭
)
得
以
加
入
聯
合
國
外
，
同
時
也
藉

此
分
裂
歐
洲

，

把
東
歐
化
為
蘇
聯

的

勢
力
範
圍

。

從
此
，

東
歐
淪
入
鐵
幕

，

蘇
聯
史
達
林
主
義
模
式
遂
成
為
東
歐
國
家
政
經
體
制
的
典
範
。
因

此
，

戰
後
東
歐
國
家
的
發
展

，

基
本
上
可
歸
納
下
列
共
同
特
點

﹒
.

一
、
社
會
主
義
體
制

直
到
一
九
八
九
年
上
半
年
為
止

，

東
歐
各
國
均
自
稱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

'

以
「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
為
目
標
。

理
論
上

，

根
據
共
產
黨
的
說
法

，

「
社
會
主
義
」
是
共
產
主
義
的
第
一
階
段

，

社
會
主
義
與
共
產
主
義
的
區
別

，

在
於
「
社
會
主
義
是
從
資
本
主
義
中
成
長
起
來
的
新
社
會
的
第
一
階
段
，
共
產
主
義
是
這
個
社
會
的
更
高
級
的
、

更
進
一
步
的
階
段
」
。

因
此
，

共
產
黨
取
得
政
權
之
後

，

皆
強
調
要
「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
社
會

，

而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
目
標
則
是
要
過
渡
到
共
產
主
義
。
實
際
上

，

「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
社
會
這
個
任
務

，

使
共
產
黨
有
理
由
掌
握

政
權
，

支
配
資
源

﹒

，
而
其
建
設
社
會
主
義
的
手
段

，

乃
採
中
央
統
治
經
濟

、

生
產
資
料
公
有
、
有
計
畫
按
比

例

發
展
國
民
經
濟

，

試
圖
以
重
工
業
和
農
業
集
體
化
加
速
國
家
現
代
化

，

並
帶
動
其
他
有
關
的
社
會
發
展
過
程
(
如

都
市
化

、

職
業
、

教
育
、

政
治
等
改
造
)

。

二
、
實
行

「
一
嘗
…專
政
」

就
政
治
體
制
而

言
，

東
歐
各
國
在
民
主
化
之
前

，

憲
法
幾
乎
都
明
文
規
定

，

「
共
產
黨
是
社
會
中
的
政
治
領

導
力
量
」
。
在
東
歐
國
家

，

掌
握
政
權
的
政
黨

，

儘
管
名
稱
不
同
(
波
蘭
統
一
工
人
黨

可
N
可
月
、
東
德
統
一
社
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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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的
開
口
、
匈
牙
利
社
會
主
義
工
人
黨

宮
的
N
Z
司
、
阿
爾
巴
尼
亞
勞
動
黨

司
司
的
同
)
，

但
都
奉
行
馬
列
主
義

，

而
且

羅
馬
尼
亞
、
南
斯
拉
夫
、
阿
爾
巴
尼
亞

、

匈
牙
利
等
國
還
禁
止
其
他
政
黨
的
存
在

。

即
使
有
兩
個
政
黨
以
上
的

保
加
利
亞

、

波
蘭
、

東
德
和
捷
克

，

共
產
黨
在
政
治
上
的
領
導
地
位
也
是
絕
對
不
可
侵
犯
的

。

共
產
黨
的
領
導

人
就
是
全
國
政
治
的
領

袖
，

政
府
中

的
重
要
職
務
亦
皆
由
高
級
共
幹
壟
斷

，

等
於
黨
、

政
、

軍
皆
為
一
體

，

其

他
政
黨
只
是
共
產
黨
的
尾
巴
黨
而
已

，

毫
無
獨
立
自
主
可
言

。

三
、
與
蘇
聯
的
關
係
密
不
可

分

基
本
上
，

東
歐
共
黨
政
權
的
出
現

，

是
史
達
林
擴
張
主
義
政
策
的
結
果

。

所
以
，

戰
後
這
些
國
家
各
個
領

域
的
發
展
深
受
蘇
聯
模
式
的
影
響

。

雖
然
，

六
十
年
代
初
期

，

阿
爾
巴
尼
亞
與
蘇
聯
決
裂

，

南
斯
拉
夫
和
羅
馬

尼
亞
在
外
交
上
又
採
獨
立
自
主
路
線

，

表
面
上
東
歐
呈
現
分
裂
狀
態

。

但
絕
大
部
分
東
歐
國
家
都
是
追
隨
蘇
聯

的
政
策

，

尤
其
在
華
沙
公
約
組
織
和
經
互
會
的
運
作
下

，

其
關
係
更
為
密
切

，

很
容
易
受
到
莫
斯
科
的
摯
肘

。

東
歐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

由
於
經
濟
決
策
權
集
中
於
政
治
領
導
階
層

，

經
濟
管
理
權
則
似
金
字
塔
式
的
層
層

節
制
，

把
資
源
強
制
地
集
中
於

經
濟
發
展
的
重
點
部
門
。
此
類
措
施
的
目
的
與
功
能

，

固
然
可
使

經
濟
在
短
期

內
快
速
成
長

，

同
時
藉
重
工
業
與
原
料
工
業
為
主
的
工
業
化

，

使
經
濟
結
構
迅
速
轉
變

。

這
種
制
度
在
實
行
初

期
，

尚
可
彰
顯
績
效

，

但
好
景
不
常
，

馬
列
主
義
的
框
框
畢
竟
重
重
限
制

，

加
上
共
黨
官
僚
主
義
的
僵
化

，

使

得
這
種
號
稱
真
有
優
越
性
的
「
社
會
主
義
體
制
」
弊
病
橫
生

，

經
濟
發
展
每
下
愈
況

。

很
明
顯
地
，
戰
後
四
十

一
年
來
，

東
歐
國
家
這
種
體
制
所
顯
示
的
各
項
建
設

，

已
遠
遠
落
後
於
西
歐

，

難
與
西
歐
的
所
謂
「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
相
匹
敵

。

東
歐
對
西
歐
懸
殊
的
生
活
差
距

，

早
在

一
九
五
0
年
代
中
期
開
始
，
即

尋
求
各
種
不
同
程
度

的
政
經
改
革

，

但
均
礙
於
外
力
的
干
預
(
如
一
九
五
六
年
的
匈
牙
利
事
件
和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布
拉
格
之
春
)
或

8 



體
制
運
作
的
僵
化
(
匈
牙
利
實
行
漸
進
的
經
濟
改
革
已
有
二
十
年
)

，

效
果
有
限

，

仍
難
以
解
決
經
濟
困
境
。

具
體
言
之

，

東
歐
國
家
歷
經
共
黨
四
十
年
的
統
治

，

其
內
部
已
累
積
諸
多
弊
病
。
例
如

.. 

其
一
，

絕
大
多

數
人
民
沒
有
機
會
參
與
國
家
管
理

，

選
舉
徒
具
形
式

，

毫
無
公
平
「
遊
戲
規
則
」
可
昔
日
。
其
二

，

共
黨
政
權
蔑

視
人
權

，

大
多
違
反
自
己
所
制
訂
的
憲
法

，

使
憲
法
成
為
其
文
。
其
三

，

共
黨
主
張
無
神
論

，

對
宗
教
信
仰
常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迫
害
。
因

此
，

教
會
與
共
黨
之
間
的
關
係
格
格
不
入
。
其
四

，

知
識
分
子
對
共
黨
三
兀
領
導
深

表
不
滿
，

知
識
分
子
經
常
透
過
不
同
形
式
的
社
會
運
動
(
如
歷
史
性
紀
念
日
、
環
保
)

，

俾
喚
醒
人
民
的
自
主
意

識
，

卻
屢
遭
干
預
。
其
五

，

少
數
民
族
受
到
歧
視

，

民
族
間
的
衝
突
時
有
所
聞

，

對
共
產
主
義
揭
樂
的
國
際
主

義
誠
是
一
大
諷
刺
。
由
此
以
觀

，

東
歐
國
家
的
變
局
並
非
偶
然

，

共
黨
「
自
作
孽
」

'

早
已
種
下
不
穩
定
的
因
素
。

第一章 東歐國家共產黨的衰退 變遷與街擊

貳

東
歐
國
家
的
政
治
變
遷

9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一
向
被
視
為
鐵
幕
國
家
的
東
歐
集
團

，

四
十
年
來
在
紅
色
極
權
的
恐
怖
統
治
下

，

自
由
的
火
花
和
民
主
的
幼
苗

，

屢
遭
踐
踏

，

幾
乎
難
有
茁
壯
的
機
會
。
過
去
半
個
世
紀
以
來

，

有
不
少
國
家
被

赤
化

，

而
失
去
自
由

，

但
還
沒
有
由
共
黨
「
一
黨
專
政
」
轉
化
為
多
黨
民
主
的
先
例
。
可
是

，

一
九
八
0
年
代

最
後
半
年
，

在
東
歐
卻
出
現
一
連
串
劃
時
代
的
變
革

，

而
使
這
些
所
謂
「
共
黨
國
家
」
的
原
來
面
貌
完
全
改
觀
。

諸
如
.. 

一
九
八
九
年
九
月

，

波
蘭
經
由
自
由
選
舉
而
誕
生
了
東
歐
第
一
個
「
非
共
」
領
導
的
政
府

.

，
十
月
七
日
，

匈
牙
利
社
會
主
義
工
人
黨
宣
布
與
馬
列
主
義
決
裂

，

自
行
廢
黨

，

改
名
「
社
會
黨
」

，

更
推
波
助
瀾

，

增
強
東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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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共
化
」
的
勢
頭
.
，
十
一
月
九
日
，
修
建
已
達
廿
八
年
的
「
柏
林
圍
牆
」
突
然
開
放
，
非
但
導
致
東
德
共
黨

政
權
垮
台
，
而
且
加
速
了
東
西
德
的
統
一
進
程

.• 

緊
隨
東
德
快
速
的
變
革
，
於
十
一
月
十
日
，
保
加
利
亞
執
政

長
達
三
十
五
年
的
保
共
領
袖
日
夫
可
夫
(
吋
旦
日

N
Z
Z
E
〈
)
也
被
迫
下
台
.
，
隨
後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亦
引
發
一

場
和
平
革
命
，
捷
共
領
導
階
層
交
出
政
權
，
平
反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
布
拉
格
之
春
」
事
件
，
使
得
當
年
改
革
運

動
的
領
導
人
杜
布
切
克
(
〉
一
良
心
口
已
倚
門
口
口σ
m
m
w
)

奇
蹟
式
的
復
出
，
接
掌
國
會
議
長
，
而
國
家
元
首
改
由
著
名
異

議
分
子
哈
維
爾
(
〈
u
n
E〈

Z
S

已
)
接
任
.
，
同
年
十
二
月
，
最
令
人
感
到
振
奮
的
是
，
堅
持
史
達
林
主
義
的
羅
馬

尼
亞
齊
奧
塞
斯
庫

(
Z
Z
o
-
z
n
g己
的
自
己
)
政
權
，
儘
管
控
制
森
嚴
，
卻
是
不
堪
一
擊
，
僅
僅
在
一
個
星
期
之
內

即
被
推
翻
。
凡
此
種
種
，
東
歐
這
種
革
命
性
的
變
局
，
非
但
已
在
共
黨
世
界
產
生
一
波
又
一
波
洶
湧
澎
碎
的
衝

擊
，
而
且
對
戰
後
東
西
方
形
成
的
秩
序
結
構
，
帶
來
了
深
遠
的
影
響
。
自
一
九
八
九
年
以
來
，
東
歐
國
家
的
政

治
變
遷
，
歸
納
下
列
幾
個
表
徵

.. 

一
、
修
改
憲
法

戰
後
東
歐
國
家
，
幾
乎
都
抄
襲
史
達
林
模
式
的
憲
法
。
過
去
四
十
年
也
曾
經
數
度
修
改
，
但
嚴
格
地
說
，

共
黨
政
權
對
憲
法
的
態
度
，
形
式
意
義
大
於
實
質
意
義
。
自
一
九
八
九

l

九
0
年
間
，
所
有
東
歐
國
家
均
做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修
憲
，
並
刪
除
保
障
共
黨
「
領
導
地
位
」
的
條
款
，
實
行
多
黨
民
主
，
使
共
黨
「
一
黨
專
政
」
的

時
代
正
式
結
束
。

二
、
史
改
國
號

為
了
顯
示
獨
立
自
主
性
，
並
落
實
民
主
化
，
匈
牙
利
、
波
蘭
、
羅
馬
尼
亞
和
捷
克
先
後
更
改
圈
名
。
匈
、

技
兩
國
把
「
人
民
共
和
國
」
刪
掉
「
人
民
」
(
共
黨
一
向
堅
持
的
「
人
民
民
主
專
政
」
概
念
)
，
改
稱
「
匈
牙
利



共
和
國
」
、

「
波
蘭
共
和
國
汁

，

羅
馬
尼
亞
則
乾
脆
把
齊
奧
塞
斯
庫
時
代
所
稱
的
「
羅
馬
尼
亞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

改
名
「
羅
馬
尼
亞
汁

，

捷
克
則
把
其
國
號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
改
為
「
捷
克
和
斯
洛
伐
克
聯
邦

共
和
國
」
.• 

南
斯
拉
夫
的
加
盟
共
和
國
斯
洛
文
尼
亞
和
克
羅
地
亞
亦
宣
布
刪
除
「
社
會
主
義
」
的
官
方
名
稱
。
這

顯
示
主
宰
東
歐
四
十
年
的
共
產
主
義
意
識
形
態

，

已
被
拋
入
歷
史
的
灰
燼
中
。

東歐國家共產黨的衰退一一變遷與銜擊

三
、
共
產

黨

改
頭
換
面

因
為
共
黨
聲
名
掃
地

，

不
再
得
到
人
民
信
任

，

除
了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共
黨
尚
未
改
名
之
外

，

其
他
共
黨
幾

乎
都
更
改
名
稱

，

藉
此
與
過
去
的
歷

史
劃
清
界
線

，

刻
意
塑
造
新
形
象

，

以
挽
救
危
機
。
匈
共
改
名
「
社
會
黨
」

'

東
德
共
黨
改
名
「
民
主
社
會
主
義
黨
」

'

彼
共
改
名
「
社
會
民
主
黨
」

'

保
共
更
名
為
「
社
會
黨
」

'

南
斯
拉
夫
境

內
的
斯
洛
文
尼
亞
和
克
羅
地
亞
共
產
主
義
者
聯
盟
亦
更
名
為
「
民
主
革
新
黨
」

'

境
內
最
大
的
塞
爾
維
亞
共
和

國
，

亦
把
官
方
的
「
共
產
主
義
者
聯
盟
」
和
「
社
會
主
義
聯
盟
」
合
併

，

更
名
為
「
社
會
黨
」

'
即
使
長
久
堅
持

史
達
林
主
義
的
阿
共

，

最
終
亦
宣
布
更
名
為
「
社
會
黨
」

o

改
頭
換
面
後
的
社
會
黨
或
社
民
黨

，

以
及
改
組
後
的

共
黨
，

均
男
訂
新
黨
綱

，

放
棄
列
寧
式
的
「
民
主
集
中
制
」

'

與
其
他
政
黨
公
平
競
爭

，

由
「
革
命
政
黨
」
轉
換

為
「
民
主
政
黨
」
。

第一章

四
、
社
會
運
動
帶
動
了
民
主
化

波
蘭
的
「
團
結
工
會
」
、
匈
牙
利
的
「
民
主
論
壇
」
、
東
德
的
「
新
論
壇
」

、

捷
克
的
「
公
民
論
壇
」
、
保
加

利
亞
的
「
生
態
公
開
」
等

，

這
些
團
體
原
是
以
社
會
運
動
為
取
向
的
組
織

，

因
能
有
效
整
合
反
對
力
量

，

終
於

迫
使
共
黨
放
棄
獨
攬
大
權

，

而
走
向
政
治
多
元
化
。
這
些
團
體
也
就
順
水
推
舟

，

扮
演
了
政
黨
的
角
色

，

有
效

地
逼
迫
共
黨
和
平
地
交
出
權
力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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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政

經
改
革
同
時
進
行

其
政
治
改
革
比
經
濟
改
革
的
步
伐
更
快

，

剛
好
與
六

、

七
十
年
代
相
反

﹒
'
當
時
東
歐
國
家
僅
在
經
濟
領
域

作
不
同
程
度
的
改
革

。

目
前
經
改
方
向
由
中
央
指
令
性
計
畫
經
濟
逐
漸
轉
向
市
場
經
濟

。

六
、

黨

政
分
離

黨
的
領
導
人
不
再
兼
任
國
家
元
首
職
務

，

並
解
散
由
黨
控
制
的
「
民
兵
」
或
安
全
部
隊

，

以
及
不
再
享
有

諸
多
如
取
得
國
庫
補
助

、

佔
用
公
產

、

壟
斷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特
權

。

此
外
，

在
東
歐
國
家
民
主
化
進
程
上

，

還
引
人
側
目
者

，

如
共
產
黨
權
力
結
構
的
調
整
和
黨
員
大
量
流
失
。

東
歐
共
黨
為
適
應
新
形
勢

，

領
導
核
心
以
主
席
取
代
沿

用
四
十
年
的
總
書
記
或
第
一
書
記

，

執
委
會
取
代
政
治

局
，

並
解
散
政
府
部
門

、

軍
隊
及
企
業
等
工
作
單
位
之
基
層
黨
組
織

。

再
者
，

過
去
東
歐
各
共
黨
黨
員
人
數
佔

人
口
比
例
依
次
是

.. 

羅
國
一
六
點
四
%

、

東
德
二

二
點
七
%

、

捷
克

-
0
點
六
%
、
保

國

-
0
點
一
%
、
南
國

九
點
五
%

、

匈
國
八
點
二
%

、

波
蘭
五
點
八
%

、

阿
國
四
點

一
%
。

可
是
，

隨
著
東
歐
民
主
化
的

腳
步
，

共
黨

黨
員
脫
黨
人
數
相
當
可
觀

，

東
德
、

捷
克
、

波
蘭
、

匈
牙
利
等
國
共
黨
黨
員
幾
乎
有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退
黨

。

導

致
東
歐
各
共
黨
衰
退
的
主
因

，
可
歸
納
下
列
四
點
因
素

﹒
.

其
一
，

官
僚
體
制
僵
化

，

已
無
法
適
應
客
觀
環
境

的
變
化
，

尤
其
經
濟
發
展
受
制
於
意
識
形
態

，

既
不
能

與
自
由
民
主
國
家
競
爭

，

又
不
能
改
善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

民
怨
己
深

，

自
難
獲
得
人
民
信
賴

。

其
二
，

東
歐
各
國
民
主
化
的
激
盪

，

致
使

「
一
黨
專
政
」
難
以
維
繫

，

實
行
「
多
黨
民
主

」
'

乃
民
心
歸
向
。

其
三
，

戈
巴
契
夫
的
「
改
造
」

(2
月

叩
門
門。
一
玄
)
和
「公
開
性
」

(2
2

口
。
叩
門
)
政
策
助
長
了
東
歐
民
主
化
的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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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四
，

東
西
歐
的
互
動
關
係

'

加
速
了
東
歐
民
主
化
的

腳
步
。
西
方
國
家
提
供
資
訊
和
經
援

，

大
大
地
削

弱
共
黨
的
威
權
。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東
歐
國
家
四
十
年
來
的
政
治
變
遷

，

最
明
顯
的
表
徵

，

即
戰
後
所
形
成
的
基
本
形
勢

，

僅
經
過
短
短
半
年
的
民
主
化
浪
潮
衝
擊
下

，

終
於
發
生
根
本
性
的
變
化
。
例
如
政
經
體
制

，

無
論
是
結
構
性
的

，

或
是
功
能
性
的

，

等
於
是
一
百
八
十
度
的
轉
變
。
憲
法
不
再
是
裝
飾
品

，

已
能
發
揮
規
範
功
能

.

，
代
表
民
意
的

立
法
機
關
|
|

議
會

，

經
由
自
由
選
舉
產
生

，

不
再
是
如
同
過
去
共
黨
專
政
的
橡
皮
圖
章

.

，
連
作
四
十
年
的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

也
由
計
畫
經
濟
轉
換
為
市
場
經
濟

，

同
時
私
有
制
已
不
再
是
禁
區

，

取
得
某
種
程
度
的
合
法
性

﹒
.

至
於
與
蘇
聯
的
關
係

'

亦
由
集
國
的
從
屬
地
位
轉
向
獨
立
自
主

，

華
約
組
織
和
經
互
會
的
結
構
與
功
能

，

已
出

現
了
質
變
和
量
變

，

莫
斯
科
的
影
響
力
今
非
昔
比

，

正
在
快
速
地
減
弱
中

。

匈
牙
利

、

捷
克
和
斯
洛
伐
克
以
及

東
德
己
正
式
表
明
態
度

，

A
7後
將
不
再
參
與
華
約
軍
事
聯
合
演
習
。
克
里
姆
林
宮
對
東
歐
迅
速
的
轉
變
，
抱
持

著
冷
靜
和
理
性
的
立
場

，

一
反
過
去
未
妄
加
平
預
。
無
可
置
疑
地

，

戈
巴
契
夫
的
「
新
思
維
」
提
供
了
東
歐
政

治
變
遷
的
穩
定
因
素
。

念
一

東
歐
民
主
化
之
比
較

13 

「
民
主
化
」
這
個
概
念

，

一
般
而
言
，

指
的
是
由
獨
裁
體
制
轉
換
到
民
主
憲
政
的
過
程

。

換
言
之

，

是
由

「
一
黨
專
政
」
或
「
一
黨
獨
大
」
的
威
權
統
治

，

邁
向
「
多
黨
競
爭
」
之
議
會
民
主
的
發
展
過
程
。
本
文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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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歐
國
家
的
民
主
化

，

謹
就
下
列
四
項
指
標
作
為
依
據

﹒
.

一
、
以

改
革
進

程
，
扣
動
力
而
言

首
先
就
東
歐

八
國
改
革
的
進
程
比
較

，

以
戈
巴
契
夫
上
任
後
所
推
動
的
政
策
為
基
準

，

可
分
為
三
種
類
型

﹒


H
積
極
改
革
型
.. 

如
波
蘭

、

匈
牙
利
和
南
斯
拉
夫

。

這
三
個
國
家
的
共
同
特
徵
是
領
導
階
層
年
輕
化

，

戈

巴
契
夫
的
改
革
政
策
最
受
支
持

，

民
主
化
的
進
展
獲
得
顯
著
的
突
破

，

憲
法
均
作
了
相
當
程
度
的
修
訂

，

租
具

民
主
精
神
，
承
認
反
對
勢
力
對
政
治
發
展
具
有
積
極
作
用

，

允
許
私
有
制
(
個
體
企
業
)
的
存
在

。

H
H消
極
改
革
型

•• 

如
保
加
利
亞

、

捷
克
和
東
德

。

這
三
個
國
家
自
七
十
年
代
以
來

，

政
局
尚
稱
穩
定

，

但

領
導
階
層
老
化

，

政
策
保
守

，

對
莫
斯
科
的
現
行
政
策

，

持
謹
慎
保
留
態
度

，

不
願
熱
中
跟
進
。

同
堅
守
史
達
林
主
義
型
.. 

羅
馬
尼
亞
和
阿
爾
巴
尼
亞
這
兩
個
國
家
最
獨
裁

，

對
戈
氏
的
政
策
最
為
排
斥

，

其
蔑
視
人
權
的
事

實
，

屢
遭
非
議

，

導
致
孤
立
。

其
次
，

就
改
革
的
動
力
比
較

﹒
-

H
由
上
而
下
的
改
革
型
:

如
匈
牙
利

，

由
匈
共
主
動
推
展
改
革

，

不
但
打
破
先
例
，

自
行
解
散
原
有
組
織

，

更
改
黨
名

，

而
且
還
宣
布
與
馬
列
主
義
決
裂

，

接
受
西
歐
的

「社
會
民
主

」
概
念
。

南
斯
拉
夫
基
本
上
也
算
是

由
上
而
下
的
改
革

，

但
速
度
較
慢

。

口
由
下
而
上
的
改
革
型

.. 

如
東
德
和
捷
克

，

係
由

辜
眾
的
力
量
迫
使
共
黨
讓
步

，

進
而
領
導
階
層
大
換

血
，

與
反
對
勢
力
妥
協
，
成
立
聯
合
政
府

。

同
上
下
交
五

影
響

型
:

如
故
蘭
和
保
加
利
亞

，

共
黨
政
權
能
夠
順
應
民
情

，

與
反
對
派
建
立
共
識

，

而
達

成
一
系
列
改
革
方
案

。

東歐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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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流
血
革
命
型
.. 

羅
馬
尼
亞
共
黨
因
抗
拒
改
革

，

導
致
自
發
性
的
革
命

，

羅
共
終
於
名
存
實

亡
，

舊
體
制

不
復
存
在
。

二
、
以
憲
法
取
向
而
言

戰
後
東
歐
國
家

，

幾
乎
都
抄
襲
史
達
林
模
式
的
憲
法

。

過
去
四
十
年
也
曾
經

數
度
修
改
，

但
嚴
格
地
說
，

共
黨
政
權
對
憲
法
的
態
度

，

形
式
意
義
大
於
實
質
意
義
。
一
九
八
九
年
下
半
年
以
來

，

所
有
東
歐
國
家
均
做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修
憲

，

並
刪
除
保
障
共
黨
「
領
導
地
位
」
的
條
款

，

共
黨
「
一
黨
專
政
」
的
時
代
正
式
結
束

。
隨

後
，

通
過
自
由
選
舉
再
由
具
有
民
意
基
礎
的
新
國
會

，

制
定
新
憲
法
。
基
本
上

，

修
改
後
的
憲
法

，

對
基
本
人

權
和
法
治
概
念
已
得
到
保
障
和
肯
定

，

大
多
數
的
國
家
並
設
立
憲
法
法
院

，

多
少
反
映
了
人
民
的
基
本
權
利
受

到
重
視
。
惟
若
以
憲
法
上
意
識
形
態
的
成
分
觀
之

，

東
歐
八
國
仍
有
很
明
顯
的
差
異
。
如

.. 

心U尚
具
有
強
烈
意
識
形
態
色
彩
者

.. 

阿
爾
巴
尼
亞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修
訂
的
憲
法

，

非
但
強
調
正
統
馬
克
思

主
義

，

而
且
禁
止
出
讓

租
界
，

禁
止
與
資
本
主
義
和
修
正
主
義
國
家
及
財
團
成
立
外
國
的
或
聯
合
的
財
經
公
司

或
機
構
。
(
註
.. 

地
拉
那
已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四
月

，

通
過
新
憲
法

，

刪
除
上
項
規
定

，

並
放
棄
社
會
主
義
概
念
。
)

的H
保
留
某
種
程
度
的
意
識
形
態
色
彩
者
:

東
德
、

保
加
利
亞
和
南
斯
拉
夫
等
三
圓
的
憲
法

，

仍
然
主
張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必
要
性

，

但
不
再
提
及
共
產
主
義
。

局
無
意
識
形
態
色
彩
者

.. 

匈
牙
利

、

波
蘭
、

捷
克
等
三
國

，

對
史
達
林
模
式
的
憲
法
均
作
了
大
幅
度
的
修

改
，

有
關
社
會
主
義
的
條
文
全
被
刪
除
。
羅
馬
尼
亞
草
擬
中
的
新
憲
法

，

亦
不
再
揭
槳
任
何
意
識
形
態

。

在
此
附
帶
說
明

，

至
一
九
九
一
年

，

所
有
東
歐
國
家
都
已
舉
行
自
由
選
舉

，

並
重
新
制
訂
新
憲
法

，

以
符

合
民
主
潮
流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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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以
政
黨
政
治
與
選
舉
而
言

東
歐
四
十
年
在
共
黨
「
一
黨
專
政
」
的
情
況
下
，
根
本
談
不
上
什
麼
政
黨
競
爭
。
自
從
一
九
八
九
年
下
半

年
開
始
，
這
些
共
黨
政
權
先
後
放
棄
權
力
壟
斷
之
後
，
東
歐
各
國
一
時
間
政
黨
林
立
，
有
如
雨
後
春
筍
，
根
據

資
料
顯
示

，
若
以
開
放
與
不
開
放
作
為
區
分
﹒
-

H
開
放
政
黨
者
.. 

匈
牙
利
八
十
餘
個
政
黨
、
波
蘭
約
五
十
個
、
東
德
四
十
一
個
、
捷
克
四
十
個
、
保
加
利

亞
三
十
五
個
、
羅
馬
尼
亞
三
十
個
。

目
不
開
放
政

黨
者
.. 

阿
爾
巴
尼
亞
的
勞
動
黨
是
唯
一
合
法
政
黨
，
南
斯
拉
夫
的
「
共
產
主
義
者
聯
盟
」
'
理

論
上
也
是
唯
一
合
法
政
黨
。
不
過
，
南
、
阿
兩
國
也
受
到
東
歐
民
主
改
革
之
風
的
影
響
，
不
得
不
順
應
時
代
潮

流
，

終
於
在
一
九
九

0
年
先
後
開
放
黨
禁
，
容
許
反
對
黨
的
成
立
。

至
於
選
舉
方
式
，
過
去
共
黨
以
「
統
于
名
單
」
包
辦
所
有
選
舉
，
簡
直
是
一
手
遮
天
，
為
所
欲
為
。
據
悉
，

前
任
東
德
共
黨
總
書
記
克
倫
茲
曾
透
露
，
一
九
五

0
年
以
後
，
東
德
歷
屆
選
舉
資
料
全
被
銷
毀
。
或
許
東
歐
人

民
經
歷
四
十
年
的
慘
痛
教
訓
，
反
對
勢
力
有
了
足
夠
力
量
之
後
，
始
異
口
同
聲
要
求
舉
行
自
由
選
舉
，
還
政
於

民
。
東
歐
民
主
化
的
具
體
表
徵
，
即
陸
陸
續
續
舉
行
大
選

.. 

東
德
(
三
月
十
八
日
)
、
匈
牙
利
(
三
月
廿
五
日
)
、

波
蘭
(
五
月
、
地
方
選
舉
)
、
羅
馬
尼
亞
(
五
月
廿
日
)
、
捷
克
(
六
月
八
日
)
、
保
加
利
亞
(
六
月
十
五
日
)
。

若
就
其
選
舉
的
自
由
程
度
比
較

﹒
-

H
自
由
選
舉
:

完
全
開
放
，
各
政
黨
公
平
競
爭
，
計
有
東
德
、
匈
牙
利
、
羅
馬
尼
亞
、
捷
克
、
保
加
利
亞

等

H
H半
自
由
選
舉
.. 

議
會
席
次
事
先
達
成
協
議
，
按
比
例
分
配
，
如
波
蘭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大
選
。
(
註

•.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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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當
局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秋
開
放
完
全
自
由
選
舉

。

)

同
不
自
由
選
舉
:

即
仍
由
共
黨
操
縱

，

沒
有
政
黨
競
爭

，

如
阿
爾
巴
尼
亞

，

地
拉
那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改
選
國
會

，

正
式
才
有
兩
黨
以
上
的
競
爭
。

有
關
選
舉
制
度
之

比
較
，

因
尚
缺
乏
相
關
資
料

，

從
略
。

四
、
以
官
僚
體
系
而
言

東
歐
各
國
共
產
黨
的
組
織
型
態
與
蘇
聯
共
產
黨
大
致
相
同
。
共
黨
的
最
高
權
力
機
關
是
全
國
黨
代
表
大

會
，

大
會
選
出
中
央
委
員
會
。
代
表
大
會
通
常
五
年
舉
行
一
次

，

休
會
期
間

，

中
央
委
員
會
執
行
最
高
權
力

。

中

央
委
員
會
選
出
政
治
局
(
或
稱
主
席
團
)
及
書
記
處
。
後
者
是
共
黨
最
高
執
行
機
關

.
，

前
者
是
平
時
最
高
決

策
機
關
，

也
是
共
黨
權
力
核
心
所
在

。

除
南
斯
拉
夫
外

，

東
歐
各
國
共
黨
的
首
腦
稱
之
為

「總
書
記
」
或
「
第

一
書
記
」
。

南
共
首
領
稱
之
為
「
主
席
」

'

狄
托
死
前
為
常
任
主
席

.

，
死
後
，

由
主
席
團
成
員
輪
流
擔
任

。

在
政

府
組
織
上
，

東
歐
各
國
也
與
蘇
聯
相
似

，

但
名
稱
不
盡
相
同

。

大
會
選
出
主
席
團
成
員
與
部
長
會
議
成
員

，

後

者
是
一
國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

前
者
是
大
會
(
或
議
會
)
的
常
設
機
關

。

主
席
團
主
席
就
是
國
家
的
元
首

.
，

部
長

會
議
主
席

即
是
最
高
行
政
首
長

，

相
當
於
西
方
的
總
理

。

不
過
，

東
歐
國
家
民
主
化
之
後

，

過
去
蘇
聯
的
史
達

林
模
式
體
制

，

已
不
復
存
在

。

黨
政
之
間
明
確
分
開

，

共
產
黨
的
權
力
轉
移
到

具
有
民
意
基
礎
的
議
會

，

行
政
、

立
法
和
司
法
三
權
分
立
。
波
蘭
和
羅
馬
尼
亞
採
類
似
法
國
的
總
統
制

，

東
德
、

匈
牙
利
和
捷
克
則
傾
向
內
閣
制

。

男
外

，

南
共
和
保
共
的
官
僚
體
系

，

還
相
當
根
深
抵
固

，

反
對
力

量
遠
不
如
其
他
東
歐
國
家

，

其
民
主
化
的

腳

步
也
顯
得
緩
慢

。

從
以
上
東
歐
國
家
民
主
化
之
比
較

，

基
本
上
可
以
進
一
步
清
楚
地
看
出

，

這
些
鐵
幕
國
家
擺
脫
極
權
的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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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性
。
簡
而
言
之
，
東
歐
的
民
主
化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無
論
是
憲
法
的
修
改
、
政
黨
發
展
和
選
舉
方
式
均
有
相

當
距
離
，
顯
示
某
些
差
別
。
例
如
在
政
經
改
革
的
範
圍
，
優
先
順
序
不
同
，
尤
其
在
民
主
化
進
程
，
有
漸
進
而

溫
和
者
，
如
匈
牙
利
﹒
，
有
急
劇
變
革
者
，
如
東
德
和
捷
克
﹒
，
以
及
步
伐
較
緩
慢
者
，
如
保
加
利
亞
和
南
斯
拉
夫
。

在
此
必
須
指
出
的
是
，
東
歐
民
主
化
進
程
，
說
明
了
一
項
事
實
，
「
不
改
革
，
即
革
命
」
。
羅
馬
尼
亞
因
為
抗
拒

民
主
改
革
，
導
致
引
發
了
一
場
革
命
。
阿
爾
巴
尼
亞
也
體
認
到
，
不
進
行
改
革
，
則
可
能
帶
來
革
命
的
危
機
，

也
不
得
不
宣
布
一
系
列
的
改
革
措
施
，
以
順
應
潮
流
。

至
於
共
黨
政
權
的
轉
移
，
從
東
歐
國
家
民
主
化
進
程
宏
觀
之
比
較
，
其
政
權
轉
移
的
模
式
，
可
分
下
列
幾

種.. 一
、
理
性
漸
進
模
式

以
匈
牙
利
的
民
主
化
進
程
最
真
代
表
性
。
在
此
之
所
以
不
引
用
「
匈
牙
利
模
式
」
這
個
概
念
，
乃
因
「
匈

牙
利
模
式
」
己
男
有
所
指
，
即
通
稱
匈
牙
利
的
經
濟
改
革
方
式
。
其
主
要
內
容
為

.. 

付
吸
取
一
九
五
六
年
的
革
命
教
訓
，
長
期
執
政
的
旬
共
，
自
六
十
年
代
開
始
，
主
動
以
漸
進
手
段
，
實
行

改
革
，
過
程
溫
和
，
迴
避
蘇
聯
的
干
預
，
而
未
重
蹈
一
九
六
八
年
「
布
拉
格
之
春
」
受
鎮
壓
的
覆
轍
。

口
因
應
內
外
在
環
境
的
演
變

，
很
理
性
的
調
適
改
革
步
伐
，
以
順
應
輿
惰
，
減
少
內
部
矛
盾
，
使
整
個
改

革
進
程
尚
稱
穩
定
，
而
未
發
生
嚴
重
的
事
端
。

的
放
棄
權
力
壟
斷

，
甘
冒
退
居
反
對
黨
的
風
險
，
接
受
民
主
潮
流
不
可
抗
拒
的
事
實

。

甸
共
自
行
宣
布
廢

黨
，
與
馬
列
主
義
決
裂
，
開
創
國
際
共
運
史
上
的
先
例
。

回
承
認
長
期
統
治
以
來
所
犯
的
嚴
重
錯
誤
，
除
平
反
一
九
五
六
年
的
革
命
事
件
外
，
並
在
國
會
做
成
決
議
，



公
開
向
全
國
人
民
道
歉
。
對
一
九
四
九
年
至
一
九
六
三
年
期
間

，

所
有
遭
到
迫
害
的
政
治
犯
給
予
恢
復
公
民
權

和
國
家
賠
償
。

個
一
九
八
九
年
下
半
年

，

由
匈
共
脫
胎
換
骨
的
社
會
黨

，

儘
管
在
國
會
仍
控
制
絕
對
優
勢

，

卻
理
性
地
進

行
全
面
性

的
改
革

，

修
訂
法
律
，

落
實
民
主
政
治
。

制
解
除
與
共
產
主
義

相
關
的
任
何

標
誌
，

如
國
籍
、

國
徽
，

和
公
共
建
築
物
象
徵
馬
列
主
義
的
標
語
或
符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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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團
結
工
會
」

模
式

波
共
政
權
的
和
平
轉
移

，

係
經
由
「
團
結
工
會
」
所
推
動
的
社
會
運
動

，

歷
經
八
年
的
奮
鬥

'

迫
使
按
共

讓
步
。

這
種
政
權
轉
移
的
內
容
包
括

﹒
.

付
「
團
結
工
會
」
先
以
自
由
化
為
號
召
，
擺
脫
官
方
的
控
制
。

口
以
罷
工
為
手
段

，

展
開
與
政
府
對
話

，

進
而
取
得
合
法
性
。

目
當
波
共
政
權
受
到
嚴
重
威
脅
時

，

以
軍
管
法
實
行
鎮
壓

，

宣
布
「
團
結
工
會
」
為
非
法
組
織

，

但
「
團

結
工
會
」
並
未
屈
服

，

乃
轉
入
地
下

，

伺
機
而
動
。

個
天
主
教
會
的
角

色
舉
足
輕
重
，

充
當
波
共
和
「
團
結
工
會
」
的
調
人

，
化
解
偏
激
的
抗
爭

，

謀
求
建
立

共
識
，

相
互
讓
步
。

因
「
團
結
工
會
」
推
動
一
派
又
一
波
的
罷
工
浪
潮

，

使
得
波
蘭
經
濟
更
加
惡
化

，

最
終
迫
使
波
共
當
局
理

性
回
應

，

同
意
舉
行
圓
桌
會
議

，

展
開
一
系
列
改
革

措
施
。

的
故
共
領
導
階
層
在
「
團
結
工
會
」
的
奪
權
抗
爭
過
程

，

兼
顧
國
家
利
益

，

因
勢
利
導

，

避
免
蘇
聯
的
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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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
同
時
，
又
能
體
察
民
惰
，
首
先
放
棄
「
一
黨
專
政
」
'
實
行
多
黨
民
主
。

三
、
骨
牌
效
應
模
式

如
東
德
、
捷
克
、
保
加
利
亞
等
國
政
權
的
和
平
轉
移
。
這
些
國
家
不
是
共
黨
本
身
心
甘
情
願
'
而
是
受
到

匈
牙
利
「
理
性
漸
進
」
的
改
革
模
式
和
波
蘭
「
團
結
工
會
」
勇
敢
抗
爭
經
驗
的
衝
擊
，
導
致
引
發
內
部
反
對
勢

力
立
即
的
整
合
，
水
到
渠
成
，
逼
迫
共
黨
政
權
垮
台
。
其
主
要
內
容
有

•. 

H

「
理
性
漸
進
」
模
式
和
「
團
結
工
會
」
模
式
提
供
了
範
例
，
加
強
鄰
近
東
歐
國
家
反
對
勢
力
的
勇
氣
和

信
心
，
敢
於
向
共
黨
挑
戰
。

叫
莫
斯
科
袖
手
旁
觀
，
未
加
干
預
，
並
表
示
尊
重
各
國
自
己
選
擇
的
道
路

。

盼
這
些
共
黨
先
後
宣
布
放
棄
「
一
黨
專
政
」
'
修
改
憲
法
，
承
認
多
黨
民
主
，
並
決
定
舉
行
戰
後
首
次
自
由

選
舉
。以

上
三
種
模
式
，
以
匈
牙
利
的
政
權
和
平
轉
移
過
程
最
理
性
、
最
和
平
，
「
由
上
而
下
」
大
刀
潤
斧
進
行
改

造
，
可
謂
共
黨
政
權
最
理
想
的
政
權
轉
移
範
例
。
「
團
結
工
會
」
模
式
則
付
出
的
代
價
甚
高
，
幾
乎
使
波
蘭
整
個

國
家
機
器
癱
瘓

，

對
共
黨
政
權
也
是
一
項
警
惕
。
至
於
骨
牌
效
應
模
式
，
以
捷
克
的
政
權
轉
移
最
具
特
色

，
過

程
相
當
理
性
和
平
，
沒
有
出
現
嚴
重
的
動
亂
，
或
許
一
九
六
八
年
「
布
拉
格
之
春
」
的
精
神
尚
在
，
人
民
記
憶

猶
新
，
捷
共
無
法
抗
拒
，
只
好
立
即
交
出
政
權
。
東
德
的
情
況
較
為
特
殊
，
因
為
有
「
西
德
因
素

」
的
介
入
，

儘
管
東
德
共
黨
政
權
控
制
極
為
森
嚴
，
但
在
難
民
潮
和
柏
林
圍
牆
開
放
的
壓
力
下
，
迫
使
東
德
共
黨
就
範
，
實

行
改
革
，
並
展
開
德
國
再
統
一
的
談
判
，
使
得
東
德
的
政
權
轉
移
意
外
的
增
添
變
數

。

在
南
斯
拉
夫
和
阿
爾
巴

尼
亞
方
面

，
雖
然
共
黨
政
權
沒
有
異
動

，
但
其
內
部
的
變
化
，
基
本
上
也
受
到
某
種
程
度
的
骨
牌
效
應
。
如
南



表二 東歐各國選舉結果

國別 波 蘭 東 德 匈牙利 羅馬尼亞 德克和斯洛伐克 保加利亞 南斯拉夫

里IA ~IJ 

選舉日期 1 989 、 6、 4 1 990、 3 、 18 1990、 3、 25 1 990、 5 、 20 1990、 6 、 8 1990、 6 、 10 斯洛文足亞

1990、』、 B
克 q地亞 1 990、 4.22

社會民主黨PSD38% 基督教民王聯盟 民主豈宜壇MDF 社團陣線NSF 公民自由JtOF 社會:t BSP~7.15%

團結工會Solidarity CDU 42.74% 85.07% 民眾反畢力組織 民主力量聯盟

35% 40.91% 自由民主聯盟 自由黨 10.64% VPN46P% C V SDS36.2% 
其他27 (!{. 社會民王富SPD SZDSZ23.83% 農民黨4.29% 共當KPCI3% 農業人民聯盟 BZNS

各政黨得票 2 1.8~% IJ、業主 黨 1 1. 13% 基督教民主聯盟 8% 
率 民王社會:t PDS 社會:t USPI0.89% KDUI2% 土耳其權力與自由理

16.33% 動DPS6 %

德意志民主聯盟

DDU6.32% 
自由民主聯盟FDU

5.28% 

執政狀況 聯合政府 聯告政府 聯告政府 拉國陣線 聯合政府 社會黨 1轉告政府

國會體制 二院制 一院科 一院制 二院制 二院制 一院制 二院制

備 考 6 月 18 日舉行第二回 1 2 月 2 日和西德同時 4 月 8 日進行第二回 6 月 17 日舉行第二回 斯洛瓦尼亞 4 月 22 日
告選舉 舉行全國性大選 告選舉 告選舉 舉行第二回告選舉

1 989年 1 0月先更名社 克擺地豆 5 月 6 日舉
會:t 行第二回告進離



國
境
內
斯
洛
文
尼
亞
共
和
國
的
共
黨
宣
布
獨
立

，

並
更
改
黨
名

.
，
阿
爾
巴
尼
亞
在
一
九
九

0
年
一
月
中
旬
的
阿

共
中
全
會

，

提
出
空
前
的
改
革
方
案

，

均
是
因
應
東
歐

變
革
所
採
敗
的
對
策

。

但
開
羅
馬
尼
亞
的
政
權
轉
移
，

則
屬
流
血

革
命
，

這
是
東
歐
國
家
最
不
幸
的
一
種
選
擇

。
「不
改
革
，

即
革
命
」
'

對
其
他
共
黨
政
權

，

應
該
是

一
次
血
淋
淋
的
教
訓
。

東
歐
民
主
化
的
試
金
石

第一章 東歐國家共產黨的衰退一一變遷與衡擊21 

最
能
真
體
突
顯
東
歐
民
主
化
的
徵
象

，

乃
是

一
九
九
0
年
舉
行
戰
後
以
來
第

一
次
自
由
選
舉

。

在
歷

經
近

半
個
世
紀
共
黨
獨
裁
專
政
之
後

，

自
由
選
舉
正
可
考
驗
其
民
主
化
的
程
度

。

因
為
從
這
些
選
舉
過
程

，

至
少
可

以
觀
察
民
意
歸
向

，

以
及
選
舉
的
結
果
反
映
了
那
些
問
題

，

甚
至
還
可
預
測
其
未
來
可
能
的
發
展

。

為
此

，

特

製
作
表
一
了
列
舉
各
政
黨
得
票
情
形

，

俾
作
分
析
論
據

。

自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起

，

至

一
九
九
0
年
十
二
月

為

止
，

依
序
是
波
蘭

、

東
德
、
匈
牙
利
、
羅
馬
尼
亞
、
捷
克
和
斯
洛
伐
克
、
以
及
保
加
利
亞
和
南
斯
拉
夫

(
參
見

表
二
)
，

先
後
順
利
完
成
選
舉
。
其
選
舉
情
形
概
述
如
下

.. 

一
、
採
自
由
選
舉
方
式

這
是
戰
後
東
歐
各
國
首
次
舉
行
自
由
選
舉

，

過
去
的
選
舉
均
由
共
黨
操
縱

，

根
本
沒
有
投
票
的
自
由

。

如

A寸
，

除
了
波
蘭
履
行
圓
桌
會
議
所
達
成
協
議

，

按
政
黨
比
例
分
配
方
式
外
(
不
完
全
開
放
競
選
)

，

其
餘
國
家
均

完
全
開
放

，

各
政
黨
可
自
由
競
爭

。



二
、
共
黨
企
圖

改
頭
換
面
以
扭
轉
危
機

在
這
次
選
舉
中

，

除
了
技
共
和
保
共
尚
能
參
與
或
領
導
聯
合
政
府
外

，

其
他
共
黨
即
使
是
更
名

，

亦
難
取

得
選
民
信
賴

，

均
告
慘
敗
(
參
見
表
二
)

，

已
成
為
反
對
黨

。

三
、
中
間
偏
右
政

黨

獲
選
民
支
持

屬
保
守
勢
力
的
東
德
基
民
黨
古
巴
巴
)
和
匈
牙
利
民
主
論
壇
(
言

明
白
)
，
獲
得
壓
倒
性
勝
利
，

取
代
共
黨
，
躍

居
執
政
地
位

。

南
斯
拉
夫
境
內
的
斯
洛
文
尼
亞
共
和
國
與
克
羅
地
亞
共
和
國

，

保
守
派
的
民
主
聯
盟
也
打
敗
由

共
黨
改
名
的
「
民
主
振
興
黨
」
和
「
民
主
改
革
黨
」

'

獲
得
執
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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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聯
合
政
府
局
面

東
歐
民
主
化
之
後

，

政
黨
林
立
，
除
了
羅
馬
尼
亞
「
救
國
陣
線
」

(
Z旦
旦

旦

m
U
ZE
5
口
咐，

2

口
門)
，

得

票
率
高
達
八
十
五
%

'

可
單
獨
執
政
外

，

其
他
均
是
多
黨
共
組
的
聯
合
政
府

。

從
以
上
的
選
舉
結
果

，

和
共
產
黨
更
名
的
情
形
看
來

，

恰
可
說
明
下
列
幾
點
事
實

﹒
.

第一章

一
、
證
明
共
產

黨

破
產

東
歐
各
共
黨
即
使
採
取
果
敢
行
動

，

表
明
與
過
去
的
歷
史
劃
清
界
線

，

修
訂
新
黨
綱

，

順
應
民
主
潮
流

，

進
行
全
面
性
的
改
革

，

也
無
法
收
攬
民
心

，

終
遭
選
民
唾
棄

。

再
者
，

黨
員
大
量
流
失
(
參
見
表
二
)

，

也
使
共

黨
陷
入
窘
境

，

這
正
證
明
共
產
黨
的
徹
底
破
產

。

二
、

政
權
和
平
轉
移

共
產
黨
一
直
以
「
革
命
政
黨
」
自
居

，

其
基
層
組
織
密
布
在
全
國
各
單
位

，

黨
、
政

、

軍
連
成
一
體

，

享

有
絕
對
特
權

，

其
活
動

經
費
由
國
庫
撥
款
補
助

。

因
此
，

過
去
一
般
認
為

，

由
共
黨
統
治
的
國
家

，

期
望
其
政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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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和
平
轉
移
，
幾
乎
是
一
種
夢
想
。
可
是
，
在
共
黨
自
以
為
四
十
年
根
深
抵
固
的
統
治
下
，
除
了
羅
馬
尼
亞
發

生
流
血
革
命
和
阿
爾
巴
尼
亞
勞
動
黨
尚
可
勉
強
維
持
殘
局
外
，
其
他
東
歐
國
家
均
能
經
由
自
由
選
舉
使
政
權
和

平
轉
移
，
這
誠
是
本
世
紀
的
大
事
。

三
、
政
治
變
遷
的
差
異
性

從
東
歐
各
國
先
後
舉
行
自
由
選
舉
的
結
果
看
來
，
相
當
程
度
反
映
了
其
政
治
變
遷
的
特
色
。
儘
管
這
些
國

家
過
去
四
十
年
實
行
相
同
的
社
會
主
義
體
制
，
但
在
民
主
化
進
程
上
，
呈
現
顯
著
的
差
異
性
。
波
蘭
、
匈
牙
利
、

捷
克
和
斯
洛
伐
克
都
有
過
自
由
化
運
動
的
經
驗
教
訓
，
因
此
，
其
民
主
化
過
程
顯
示
穩
定
，
內
部
激
烈
紛
爭
或

暴
力
事
件
鮮
少
發
生
。
反
觀
羅
馬
尼
亞
和
保
加
利
亞
，
甚
至
南
斯
拉
夫
，
因
受
長
期
的
獨
裁
統
治
，
內
部
矛
盾

對
立
加
深
，
已
出
現
某
些
不
穩
定
現
象
。
至
於
東
德
，
則
因
有
西
德
在
旁
邊
從
中
扶
助
，
使
得
東
德
的
政
治
變

遷
，
得
以
穩
健
發
展
。

四
、
政
治
多
元
化
漸
趨
成
熟

基
本
上
，
東
歐
各
國
均
沒
有
實
行
民
主
政
治
的
經
驗
。
一
般
以
為
，
經
由
自
由
選
舉
的
方
式
，
很
可
能
造

成
政
黨
林
立
，
影
響
爾
後
的
政
局
穩
定
性
。
不
過
，
選
舉
結
果
反
映
了
東
歐
選
民
理
性
和
成
熟
的
一
面
，
選
票

集
中
在
三
、
四
個
政
黨
之
間
，
不
至
於
過
分
分
散
，
造
成
小
黨
林
立
，
而
影
響
組
閣
的
困
難
度
。

在
此
尚
須
附
帶
說
明
者
，
羅
馬
尼
亞
、
保
加
利
亞
、
南
斯
拉
夫
和
阿
爾
巴
尼
亞
等
四
圈
，
在
民
主
化
進
程

上
頻
傳
暴
力
事
件
。
羅
、
保
兩
國
於
這
次
選
舉
中
亦
有
恐
嚇
、
賄
選
等
不
正
當
手
段
之
傳
間
，
原
共
產
黨
的
勢

力
，
仍
若
隱
若
現
潛
伏
在
官
僚
體
系
之
中
。
南
斯
拉
夫
因
屬
多
民
族
國
家
，
歷
史
背
景
複
雜
，
各
民
族
間
的
矛

盾
日
益
加
深
，
雖
然
經
濟
改
革
時
間
甚
早
，
但
政
治
改
革
緩
慢
，
各
加
盟
共
和
國
民
主
化
的
腳
步
不
一

，
現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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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臨
分
裂
危
機
。
阿
爾
巴
尼
亞
土
地
面
積
狹
小
，
人
口
不
多
，
在
霍
查
(
開
口
〈
向
『
目
。
早
已
長
期
統
治
下
堅
持
史

達
林
主
義
，
又
實
行
孤
立
政
策
，
閉
關
自
守
，
較
容
易
控
制
。
因
此
，
阿
國
民
主
化
進
程
在
東
歐
國
家
中
最
為

落
後
。
東
德
的
難
民
潮
可
以
把
何
內
克
(
開
立
耳
目
。

z
n
w
R
)政
權
拖
垮
，
但
九

0
年
代
初
阿
國
的
難
民
浪
潮
並

不
見
得
能
夠
把
阿
利
亞

a
m
B
E
E
-
ω
)政
權
趕
下
台
。
不
過
，
可
以
迫
使
阿
利
亞
改
弦
易
轍
，
以
改
革
來
收
攬

民
心
。
由
某
些
跡
象
看
來
，
地
拉
那
當
局
已
邁
開
改
革
步
伐
，
正
著
手
開
放
個
體
業
和
合
作
企
業
，
以
及
引
進

外
資
，
明
顯
地
放
鬆
對
經
濟
生
活
的
控
制
，
並
容
許
宗
教
活
動
的
存
在
，
這
顯
然
地
也
是
阿
爾
巴
尼
亞
引
人
側

目
的
轉
變
。
至
於
推
動
東
歐
政
治
變
遷
的
主
要
力
量
，
各
國
的
情
形
，
亦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波
蘭
是
由
工
會
扮

演
火
車
頭
角
色
，
工
人
表
現
突
出

.• 

匈
牙
利
由
共
黨
內
部
的
改
革
派
，
帶
動
民
主
化
.
，
東
德
則
是
難
民
潮
的
衝

擊
﹒
'
捷
克
和
斯
洛
伐
克
，
以
及
羅
馬
尼
亞
則
是
分
別
由
學
生
和
軍
人
導
演

。

這
些
現
象
頗
堪
玩
味
，
也
多
少
反

映
了
東
歐
的
社
會
意
識

。
其
間
尤
值
得
肯
定
者

，
知
識
分
子
的
角
色
，
無
論
在
幕
前
幕
後

，
均
功
不
可

沒
，
如

捷
克
「
七
七
憲
章
」
、
技
蘭
的
「
保
衛
工
人
委
員
會
」
(
阿
口
同
)
、
匈
牙
利
「
民
主
論
壇
」
、
東
德
「
新
論
壇
」
以

及
保
加
利
亞
「
生
態
公
開
」
等
等
，
都
由
知
識
分
子
領
銜
推
動
，
播
種
民
主
幼
苗
。

伍

東
歐
政
治
變
遷
的
影
響

25 

無
疑
地
，
東
歐
的
政
治
變
遷
，
是
革
命
性
的
轉
折
，
其
所
帶
來
的
衝
擊
，
不
僅
使
東
歐
現
存
體
制
發
生
結

構
性
和
功
能
性
的
變
化
，
而
且
也
推
波
助
瀾
，
牽
動
了
戰
後
四
十
年
來
在
歐
洲
所
形
成
的
秩
序
，
有
待
重
新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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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
尤
其
是
由
「
一
黨
專
政
」
過
渡
到
「
多
黨
民
主
」
'
共
產
黨
紛
紛
改
名
換
「
血
」
黨
綱
和
黨
章
，
更
在

共
黨
世
界
引
起
劃
時
代
的
震
撼
，
影
響
至
為
深
遠
。
茲
就
其
最
具
歷
史
意
義
方
面
，
略
述
如
下

.. 

首
先
，
就
共
黨
世
界
而
言
，
戈
巴
契
夫
的
「
改
造
」
和
「
公
開
性
」
政
策
固
然
影
響
了
東
歐
國
家
的
蛻
變
，

然
而
東
歐
的
民
主
化
也
同
樣
地
吹
向
蘇
聯
，
加
速
其
改
革
進
程
。
再
者
，
東
歐
的
民
主
改
革
對
外
蒙
、
南
斯
拉

夫
和
阿
爾
巴
尼
亞
亦
起
了
催
化
作
用
，
迫
使
這
三
個
國
家
的
共
黨
改
變
主
意
，
接
受
改
革
。
另
外
，
東
歐
共
黨

的
改
頭
換
面
對
歐
共
主
義
(
義
共
、
法
共
、
西
址
(
)
也
帶
來
衝
擊
，
如
義
共
已
將
黨
名
改
為
「
左
派
民
主
黨
」
。

在
亞
洲
方
面
，
東
歐
的
民
主
化
使
北
韓
和
越
南
領
導
階
層
憂
心
仲
伸
，
內
部
矛
盾
加
深
，
路
線
之
爭
若
隱
若
現
，

正
展
開
較
勁
。
東
歐
國
家
新
政
府
已
明
確
表
示
，
停
止
對
寮
國
和
越
南
的
經
援
，
並
將
遣
送
二
十
萬
越
籍
工
人

返
國
，
將
更
增
加
越
、
寮
二
國
共
黨
政
權
的
恐
慌
。
其
中
，
東
歐
的
政
治
變
遷
最
具
關
鍵
性
的
影
響
，
莫
過
於

下
列
三
項
事
實

﹒
.

一
、
社
會
主
義
大
家
庭
的
瓦
解

過
去
，
蘇
共
壟
斷
一
切
「
真
理
」
'
堅
持
在
東
歐
的
「
社
會
主
義
大
家
庭
」
'
必
須
要
遵
循
一
套
共
同
規
律
。

可
是
，
如
今
東
歐
各
國
在
戈
巴
契
夫
「
新
思
維
」
和
民
主
化
進
程
的
衝
擊
下
，
社
會
主
義
已
不
再
具
有
吸
引
力
，

標
榜
發
展
「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
的
政
權
已
告
垮
台
。
因
此
，
蘇
聯
著
名
國
際
政
治
評
論
家
波
文

(
E
Z
S
已
耳

目
2
5
)
即
明
確
指
出
，

「
社
會
主
義
大
家
庭
」
根
本
不
存
在
了
。

二
、
國
際
共
運
分
崩
離
析

過
去
，
東
歐
共
黨
每
逢
召
開
黨
大
會
，
都
依
慣
例
邀
請
外
國
兄
弟
黨
參
加
。
惟
自
一
九
八
九
年
東
歐
民
主

風
潮
吹
遍
整
個
大
地
之
後
，
不
但
造
成
共
產
黨
分
裂
，
而
且
，
黨
大
會
也
不
再
像
往
苦
那
麼
風
光
，
邀
外
賓
出



席
。
蘇
共
「
廿
八
大
」
也
不
例
外
，
這
正
說
明
國
際
共
運
走
向
窮
途
末
路
，
各
個
共
黨
隻
身
難
保
，
已
無
暇
他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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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華
約
組
織
和
經
互
會
瀕
臨
解
體

捷
克
和
斯
洛
伐
克
、
匈
牙
利
以
及
東
德
已
先
後
要
求
蘇
聯
撤
軍

。

捷
、
匈
兩
國
己
和
莫
斯
科
達
成
協
議
，

蘇
軍
預
訂
一
九
九
一
年
六
月
卅
日
以
前
完
全
撤
畢
。
東
西
德
的
統
一
進
程
出
乎
意
料
的
快
速
，
統
一
後
的
德
國

留
在
北
約

。

蘇
聯
駐
東
德
三
十
八
萬
大
軍
，
亦
將
在
未
來
三
、
四
年
內
撤
回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華
約
組
織
等

於
形
同
解
體
。
再
者
，
經
互
會
成
立
四
十
年
，
績
效
不
彰
，
匈
牙
利
、
波
蘭
、
捷
克
和
斯
洛
伐
克
均
表
示
強
烈

願
望
，
要
求
解
散
經
互
會
，
並
準
備
在
未
來
數
年
內
，
加
入
歐
洲
共
同
體

。

準
此
以
觀
，
蘇
聯
對
東
歐
的
影
響

力
，
已
大
大
削
弱
，
東
歐
國
家
不
再
聽
命
莫
斯
科
的
指
使

。

其
次
，
就
第
三
世
界
而
言
，
東
歐
的
民
主
改
革
對
拉
美
國
家
來
說
，
一
方
面
刺
激
尼
加
拉
瓜
的
民
主
化
，

迫
使
桑
定
政
權
和
平
轉
移
，
另
一
方
面
則
因
古
巴
抗
拒
改
革
，
使
得
哈
瓦
那
(
「

ω

且
心
〈
巴
巴
與
東
歐
國
家
的
關

係
陷
入
緊
張
狀
態
。
在
非
洲
方
面
，
一
九
九

0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
「
非
洲
統
一
組
織
」

(
O品
S
E

丘
吉
口
。
『

〉
r
z
g
C
E
G
)
年
度
高
辜
會
議
通
過
決
議
文
件
，
保
證
配
合
各
國
國
情
，
準
備
放
棄
一
黨
專
政
，
推
動
民
主

改
革
，
擬
向
東
歐
國
家
看
齊
。
至
於
亞
洲
方
面
，
一
向
保
守
孤
立
的
緬
甸
和
尼
泊
爾
，
亦
深
受
東
歐
民
主
風
潮

的
衝
擊
，
人
民
不
再
忍
氣
吞
聲
，
敢
向
威
權
挑
戰
。
此
外
，
東
西
德
的
統
一
進
程
，
帶
給
南
北
葉
門
和
南
北
韓

某
種
程
度
的
示
範
作
用
，
加
強
雙
邊
互
動
意
願

。

再
其
次
，
就
東
西
方
之
間
的
關
係
而
言
，
東
歐
的
民
主
改
革
，
使
歐
洲
共
同
體
樂
意
伸
出
援
手
，
擴
大
合

作
領
域
。
「
歐
市
」
不
僅
和
「
經
互
會
」
正
式
建
立
關
係
'
相
互
承
認
，
而
且
也
個
別
與
波
、
甸
、
捷
、
保
、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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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國
建
立
經
貿
和
科
技
合
作
協
定
。
同
時
，
歐
洲
共
同
體
為
了
進
一
步
協
助
東
歐
度
過
經
濟
難
關
，
特
別
集
資

成
立
「
歐
洲
重
建
與
發
展
銀
行
」
'
提
供
信
貸
，
以
幫
助
東
歐
走
向
市
場
經
濟

o

莫
斯
科
面
對
東
歐
突
如
其
來
的

劇
變
，
難
免
感
到
不
安
，
尤
其
華
約
組
織
的
結
構
在
東
西
德
統
一
後
，
其
戰
略
部
署
立
即
被
破
壞
無
遺
，
蘇
聯

的
安
全
利
益
嚴
重
受
損
。
北
約
為
了
安
撫
莫
斯
科
的
憂
慮
，
於
一
九
九

0
年
七
月
五
、
六
日
在
倫
敦
召
開
的
高

辜
會
議
已
發
出
和
平
訊
號
，
倡
議
與
華
約
國
家
簽
署
「
和
平
宣
言
」
'
保
證
互
不
侵
犯
，
並
邀
戈
巴
契
夫
及
其
他

華
約
國
家
領
袖
訪
問
北
約
總
部
，
加
強
對
話
，
擴
大
政
治
合
作
。
與
此
同
時
，
北
約
高
辜
會
議
更
倡
議
提
升
「
歐

安
會
」
(
們
ω
n
g
地
位
，
為
歐
洲
安
全
新
秩
序
鋪
平
道
路
。
北
約
秘
書
長
法
納
(
古
巴
母
旦
司
。
門
口
。
門
)
於
同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專
程
訪
問
莫
斯
科
，
向
戈
巴
契
夫
簡
報
北
約
高
辜
會
的
結
果
。
這
是
北
約
有
始
以
來
最
高
級
官
員
首

次
訪
問
蘇
聯
。
四
個
月
後
，
即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在
巴
黎
召
開
的
「
歐
安
會
」
高
辜
會
議
上
，
正
式
簽
署
象
徵

和
平
的
「
巴
黎
憲
章
」
。
顯
然
地
，
這
些
舉
動
已
標
誌
著
東
西
方
的
冷
戰
正
式
落
幕
。

最
後
，
就
對
中
國
大
陸
的
影
響
而
言
，
東
歐
的
民
主
化
運
動
，
從
種
種
跡
象
顯
示
，
對
中
共
也
帶
來
相
當

程
度
的
衝
擊
。
在
此
，
謹
舉
數
例
以
為
佐
證
﹒
.

一
、
對
海
外
中
國
民
主
運
動
的
影
響

•• 

在
巴
黎
成
立
的
「
民
主
中
國
陣
線
」
和
美
國
的
「
學
自
聯
」
己
能

結
合
海
外
中
國
留
學
生
和
知
識
分
子
的
力
量
，
他
們
一
方
面
與
東
歐
國
家
的
民
運
團
體
加
強
聯
繫
'
彼
此
相
互

聲
援
二
九
九

0
年
四
月
，
由
「
民
陣
」
在
東
柏
林
發
起
成
立
的
「
論
壇
國
際
」

(
2
E
B
E
Z
門
口
心
丘
。
E

一
)
，

已
有
真
體
的
成
果
﹒
占
訂
一
方
面
，
這
些
民
運
組
織
漸
具
政
黨
雛
形
，
對
中
共
政
權
何
嘗
不
是
一
種
壓
力
。

二
、
東
歐
變
革
對
中
國
大
陸
民
眾
的
影
響
，
應
該
是
直
接
的
，
而
且
深
刻
的
。
從
過
去
的
歷
史
看
來
，
一

九
五
六
年
波
、
匈
自
由
化
運
動
，
在
大
陸
即
出
現
所
謂
「
新
五
四
」
運
動
，
就
是
明
顯
的
例
證
。
再
者
，
中
共

東歐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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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再
干
擾
「
美
國
之
音
」
和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的
華
語
節
目
，
強
迫
大
學
生
額
外
接
受
思
想
教
育
，
並
對
「
民
主

女
神
號
」
廣
播
船
頻
頻
施
壓
，
可
見
其
對
東
歐
民
主
化
進
程
甚
為
恐
懼

。

三
、
至
於
對
中
共
領
導
階
層
而
言
，
改
革
派
還
是
有
翻
身
的
機
會
，
畢
竟
民
主
潮
流
是
抵
擋
不
住
的
。
東

德
、
捷
克
和
保
加
利
亞
，
其
老
一
代
的
領
導
階
層
均
告
垮
台
，
新
一
代
與
老
一
代
打
天
下
的
「
革
命
特
質
」
'
彼

此
有
代
溝
，
格
格
不
入

。

再
者
，
堅
持
史
達
林
主
義
的
威
權
統
治
，
已
在
瓦
解
中
，
就
如
羅
馬
尼
亞
控
制
那
麼

森
嚴
，
齊
奧
塞
斯
庫
的
政
權
最
終
由
「
人
民
起
義
」
，
在
一
個
星
期
之
內
即
被
推
翻
，
可
見
威
權
恐
怖
的
統
治
不

是
長
治
久
安
之
計
。
蘇
共
「
廿
八
大
」
是
一
面
最
佳
鏡
子
，
共
產
黨
不
順
應
民
意
，
終
將
被
民
主
潮
流
所
吞
沒
。

總
的
說
來
，
東
歐
的
政
治
變
遷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其
觸
及
層
面
，
甚
為
廣
泛
而
深
遠
，
非
但
使
共
黨
原
來

的
面
目
為
之
改
觀
，
而
且
使
東
西
方
長
期
對
峙
的
緊
張
局
面
，
轉
化
為
攜
手
合
作
的
伙
伴

。

的
確
，
東
歐
的
變

遷
，
已
為
世
界
的
和
平
與
穩
定
奠
定
良
好
的
基
礎
，
並
為
當
代
歷
史
寫
下
光
輝
的
一
頁

。

~7!丟
開土

斗
』
廿
五
口

，

μ
泊
州
、
，
日
u
r

29 

觀
察
以
上
東
歐
國
家
共
黨
衰
退
現
象
之
後
，
還
留
下
一
個
問
題
尚
須
求
證

.. 

這
些
剛
踏
上
民
主
列
車
的
東

歐
國
家
，
其
未
來
的
發
展
又
將
如
何
?
基
本
上
，
東
歐
的
未
來
，
不
外
乎
有
三
種
可
能
的
發
展

.. 

一
、
維
持
目
前
漸
趨
穗
定
的
發
展
形
勢

。

一
一
、
改
革
進
程
遭
遇
難
以
克
服
的
阻
力
，
人
民
不
滿
情
緒
升
高
，
內
部
呈
現
動
盪
不
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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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共
產
黨
死
灰
復
燃
，
再
度
幅
起
，
重
新
掌
權
。

從
種
種
跡
象
顯
示
，
以
第
一
種
可
能
性
較
大

。

當
前
東
歐
各
國
民
主
改
革
的
內
外
在
條
件
相
當
良
好
。
其

內
在
條
件
，
自
一
九
九

0
年
以
來
，
其
民
主
進
程
已
粗
具
議
會
民
主
的
基
礎

。

由
自
由
選
舉
產
生
的
新
國
會
，

負
有
一
項
重
大
任
務
，
即
制
訂
新
憲
法
二
般
咸
信
，
東
歐
國
家
將
可
厚
植
民
主
憲
政
，
邁
向
民
主
國
家
之
林
。

其
外
在
條
件
，
即
戈
巴
契
夫
領
導
地
位
鞏
固
，
依
戈
氏
的
政
策
理
念
，
對
東
歐
的
民
主
化
不
會
妄
加
干
預
，
以

及
西
歐
國
家
提
供
新
馬
歇
爾
計
畫
可
幫
助
東
歐
國
家
度
過
經
濟
難
關
。
因
此
，
東
歐
的
民
主
改
革
，
沒
有
理
由

走
回
頭
路
。

關
於
第
二
和
第
三
種
可
能
性
出
現
的
機
會
，
基
本
上
不
大
。
不
過
，
也
不
能
完
全
排
除
。
因
為
東
歐
國
家

歷
經
四
十
年
計
畫
經
濟
的
束
縛
與
官
僚
體
系
的
根
深
抵
固
，
一
時
間
要
收
拾
這
個
千
瘡
百
孔
的
爛
攤
子
，
誠
非

易
事
。
由
計
畫
經
濟
轉
換
到
市
場
經
濟
，
其
過
程
甚
為
複
雜
。
諸
如

.. 

所
有
制
問
題
、
國
營
企
業
如
何
發
行
股

票
上
市
、
失
業
人
口
如
何
救
濟
、
清
償
高
額
外
債
，
以
及
抑
制
通
貨
膨
脹
等
等
。
若
經
由
選
舉
產
生
的
新
政
府
，

能
夠
逐
步
解
決
這
些
難
題
，
則
未
來
的
政
局
發
展
會
愈
形
穩
定
。
否
則
，
還
有
動
盪
不
安
的
危
機
，
惟
共
黨
東

山
再
起
，
已
不
太
可
能

。

總
結
東
歐
的
政
治
變
遷
，
還
有
一
項
事
實
必
須
指
出

.. 

即
過
去
在
東
歐
的
自
由
化
運
動
均
獲
得
平
反
，
如

一
九
五
三
年
東
德
的
工
潮
事
件
、
一
九
五
六
年
匈
牙
利
革
命
二
九
六
八
年
「
布
拉
格
之
春
」
'
以
及
一
九
八
一

年
「
團
結
工
會
」
被
鎮
壓
等
。
從
這
些
事
實
看
來
，
北
京
「
六
四
天
安
門
屠
殺
事
件
」
的
平
反
，
也
是
時
間
問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