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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35 年 2 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濯田被国民党逮捕。同年 5 月，他在狱中写下了备受争议的

《多余的话》。目前，学术界关于《多余的话》的研究主要有“解剖说”、“人性说”、“政治说”和“心忧说”

四种观点。本文紧扣《多余的话》开场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进行解读，其提供的具

象是瞿秋白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对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无限忧思及对自己的忧思不能被他人所理解。

他希望历史能给予自己一个公正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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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4 月 27 日，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

主力准备转移。10 月 10 日晚，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瞿秋白虽多次要求随军长征，但却

遭到临时中央的拒绝，被迫留在江西中央苏区,与留下的红军打游击。1935 年 2 月，从瑞金

到上海转移的过程中，在福建长汀濯田被国民党保安团俘获。身份暴露后，瞿秋白自知时日

不多，经过慎重思考后，于 5 月 17-22 日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多余的话》，对中共，对国

民党，对自己、对后人说了“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①
。6 月 18 日，瞿秋白牺牲于长汀中山公

园。据龚景春对《多余的话》进行文本考略得知：《多余的话》原稿已遗失。现今留存下来

的是《多余的话》的手抄本，经过其多方面史料的爬梳、对比和考证，认为此手抄本系瞿秋

白遗著。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已被收录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7 卷附录。
②

一、学术界研究《多余的话》的视角与观点

《多余的话》最早研究见于 1935 年 8、9月间的《社会新闻》，上面刊登了“历史的误

会”、“文人”和“告别”三部分内容。
③
1936 年《西北风》的第 9 期刊登了赵庸夫的《瞿秋

白审讯记》，这是第一篇对《多余的话》的内容作完整介绍的文章。至今为止，学界关于《多

余的话》解读已有 80 余年。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

1、“解剖说”。陈铁健是研究瞿秋白人物的专家。他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篇

内心独白。文中以书生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对自己进行深度剖析，既凸显其作为一名中共最高

领导人的高风亮节，也展示其作为一名书生的种种矛盾。
④
丁玲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

对自己的一种“忘情地剖析”。
⑤
丁守和认为《多余的话》“对自己作了无情解剖，表现了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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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坦率的性格”
①
。谢宏则认为:“《多余的话》是写给敌人看的，其实际意图，就是在守住

底线和尊严的前提下，试图脱离虎口。为此，他剥离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将自己还原为一个

‘文人’，对自己进行了严苛的剖析，写下了诸多消沉、伤感和过度自轻自贬的文字。”
②
陈

江认为，《多余的话》“既没有什么隐晦曲折，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没有什么春秋笔法，更

没有什么影射寓意”。《多余的话》就是瞿秋白“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内心的话”，其目的

是为了“引起全党同志对改造自己世界观问题的重视”。
③

2、“人性说”。朱秋德认为，中国社会缺乏一种对前人的“理解之同情”，研究《多余

的话》应从“文学、文化和心灵史的角度来解读和诠释”。
④
刘福勤认为：瞿秋白通过《多余

的话》在更高层次上超越了“脆弱的”、有旧“文人”积习的、“委曲求全”的自我。
⑤
王建

科、刘守仁认为，瞿秋白心系革命事业、对革命者予以暗示和启迪，是他思想人格的进一步

升华
⑥
。虞友谦认为，《多余的话》内容丰富，因其基调均是以人性视角与立场作为观察与思

考出发点，所说的完全是自己的话，故与他人的文字形成另类。对《多余的话》作出“叛徒”

之认定，是缘于“革命意识形态”和“专制主义片面伦理观”；对之持正面评价、抱同情理

解之心的，是缘于人性论价值观。从人性的立场，两者并不矛盾。最终给人们呈现仍是一个

率真的有血有肉有情的高尚健全的人格。
⑦
赵晓春认为，瞿秋白的文人性格的形成，是由于

常年的疾病和虚弱的身体，我们要带着常人应有的理解之情去寻找忧郁背后的一个高贵灵魂

与伟大人格。
⑧
朱月白认为,“《多余的话》充分展示了瞿秋白身上固有的矛盾性,呈现二元人

物的特征。既有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责任担当，也有自己的困惑与软弱。这既是他悲剧性人生

的一个背景，也是他独特人格魅力的土壤。瞿秋白自身的矛盾性使得《多余的话》不仅仅是

一篇单纯的个人自白，它也向后来者提示了一个时代与一群人的真实与复杂。”
⑨

3、“政治说”。林勃认为，《多余的话》的写作主旨就是揭露王明路线。它是瞿秋白通

过曲折的手法同王明路线所作的最后的斗争。
⑩
王哲认为，瞿秋白用《多余的话》表达出“别

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诉求”⑪。孙果达认为，瞿秋白是为了党和中国革命的安

危，不仅对死亡不屑一顾，甚至甘冒“自毁名节”“自取其辱”的巨大风险，写下了《多余

的话》。⑫。梁化奎认为，瞿秋白所思考的是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以及中国革命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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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政治命运种心理学的解释》《心理科学》年 2005 第 1 期；《从〈多余的话〉看瞿秋白的人格及人格

形象》《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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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问题；这些思考已经触及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它“既是对历史的见证和交代，也是留给

后人和未来的”。另外，还有金红、韩星婴的《“多余的话”：三种维度解读的思考》等。

4、“心忧说”。“心忧说”的典型代表是刘福勤。他认为：瞿秋白心忧苏区被毁、革命

受挫；心忧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存在的问题。
①
持此相同观点的文章还有周晔《索解历

史疑案 试析〈多余的话〉》；季甄馥、张梅毅《革命忧思录——读〈多余的话〉》；吴小龙《生

命悲情所成全的人格形象——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鞠健、魏本阁《〈多余的话〉之再

解读》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真正使瞿秋白心忧的是妻子杨之华的安全和因自己牺牲

而给她带来的悲痛”
②
孙果达认为，“瞿秋白是在为中国革命和党的命运‘心忧'。”

③
王观泉

认为：瞿秋白是在为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他的战友们担忧。
④
李琦则认为：瞿秋白

并不心忧中国革命和中共的前途命运，而是痛惜其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工作。
⑤

此外还有海青通过引入凯博文“躯体化”概念，从社会根源和文化变迁的层面来分析《多

余的话》，其主旨在于揭示知识分子个体在革命潮流中，通过“自我分析”达到自我改造。
⑥

陈相因则认为，解读《多余的话》不应该以平常的目光评断来阅读，而要用演戏的方式来朗

读，和作者一同进入他的符码和戏码的世界。
⑦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瞿秋白进行剖析，试图构建出瞿秋白的人生认识和评判。从自

我解剖解读《多余的话》，得出瞿秋白是一个诚实坦率的人；从人性的视角对《多余的话》

进行解读，以理解之同情的情怀尝试着去读懂《多余的话》，努力着走近瞿秋白的内心；从

政治或革命的视度来解读《多余的话》，凸显瞿秋白自身价值与人格魅力；从“心忧”解读

《多余的话》，提出了瞿秋白担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及爱人杨之华。

通过反复吟咏来体味瞿秋白当时所处环境及内心，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瞿秋白能

承受牢狱之苦，视死如归，令人不堪的是其忧思不能被他人理解， 其充满失望的呼号“知

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

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反映

瞿秋白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的忧思。本文作者

旨在从自己的解读中寻找与瞿秋白内心的共鸣点。

二、瞿秋白的“心忧”

目前，学术界的“心忧”说，主要论述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身份担忧中共及其革命；

以一个丈夫身份担忧自己爱人杨之华的悲痛。而本文作者认为《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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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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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李琦：《从“不知我者”到“知我者”——瞿秋白《多余的话》是写给谁看》，《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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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为两个方面：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无限忧思。

（一）对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忧思

中共六大以后，瞿秋白由于犯有“盲动主义”而被撤职，向忠发和李立三领导中国革命。

1929 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造成中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同时，地方苏维埃政府建

立、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和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有利。1930 年 5 月，

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爆发中原大战。李立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决定大干一场。同年 6

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

利》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全面否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认为“准备天津、武汉、上海、

广州及各产业中心的政治罢工，要准备各省重要城市的暴动……这些都是全国范围内的工

作”，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点；忽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

期性。
①
为此，他计划实施“会师武汉”和“饮马长江”的战略；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

利后，苏维埃中央政府定都武汉。
②

中共中央 6 月会议决议案传到莫斯科以后，7 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

国问题的决议（即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周恩来参加了决议案的讨论。会议认为，“中

国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③
。中国革命“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

主义的倾向。”
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也“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方针总的来说是

正确的”，
⑤
只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了部分错误。但“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

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
⑥
并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

会，纠正立三路线。

1930 年 8 月，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中国。9月 24-28 日，他们在上海主持召开

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 7 月 23 日会议精神，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

问题议决案，批评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遂发生策略

上的个别的错误”
⑦
；李立三发言承认错误，瞿秋白做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

的结论》。全会通过了两个决议案（《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

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七月会议。决议认为立

①《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1983 年

版，第 84-99 页。

② 《柏山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1983 年版，第 135 页。

③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30 年 7 月 23 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1989 年版，第 583 页。

④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30 年 7 月 23 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1989 年版，。第 590 页。

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73号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

运动（1927-1931）》（第 9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 2002 年版第 230 页。

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9卷， 第

225 页。

⑦ 《恩来：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1930 年 9 月 24 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册）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 1983 年版，第 344 页。



三路线“是和国际完全一致的。”
①
但是，在个别策略问题上有盲动主义错误。

结果，2个月后，共产国际得知李立三有严重冒犯共产国际的言论。如李立三公开抱怨

共产国际对于长沙事件不是很重视，
②
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形势。

③
于是共产

国际立即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和认识，给中共中央来信
④
说，李立三的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政

治路线的错误。信中指出，“立三同志的方针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
⑤
同时，电召李

立三去莫斯科检查错误。

而在国内，王明已先于中央获知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内容，他急忙改变其原先拥护三中全

会的立场，转而反对三中全会。说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要坚决反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态度。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责瞿秋

白在立三路线上采取调和态度，三中全会以后，仍在实践中继续执行着“立三路线”。
⑥

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学习”。11 月李立三到达莫斯科后，被责

令检查。12 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根据李立三的检查和三中全会文件，写出了《关于中共

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完全赞

同东方部的意见。主席团在批李立三的同时，实际上矛头已经指向瞿秋白。

11 月，米夫来到中国后，直接插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按照米夫的旨意，批立三

路线、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然后，撤销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选举”王明等

进入中央领导岗位。而瞿秋白却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后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

信，承认自己放了严重错误，是个懦怯、腐朽的机会主义者。
⑦
。2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再次谴责瞿秋白在 1929-1930 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以派别行动来影响李

立三中央对王明等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共产国际极不尊重。瞿秋白欲辩不能，

只好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写了声明书，接受一切指责，说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
⑧

对于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瞿秋白认为，自己过去“早就埋伏了后来的

祸害。”
⑨
这里的“祸害”自然是指中共中央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秋白是

一个正派的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

⑩
瞿秋白对待党内同志错误的态度是就事论事，从来不搞宗派主义那一套。也就是说，瞿秋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附：中央临时政治局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全国工作布置》（1930 年 8 月 3日），《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2 页。

③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 9卷），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02 年版，第 258 页。

④ 1930 年 10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收到

此信。

⑤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册），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 1989 年版，第 654 页。

⑥ 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0 年秋冬），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红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7 页。

⑦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瞿秋白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1 页。

⑧ 《声明书》，《瞿秋白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5 页。

⑨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19 页。

⑩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3 页。



白不是宗派主义者，他在革命中是批判或反对宗派主义的。然而，对于立三路线后所出现党

内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对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瞿秋白深感担忧，却又无能为力。

（二）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瞿秋白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革命前途与命运

的无限忧思，但自己的忧思却不能被他人所理解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由于对革命形势错误的估计、主张 “无间断

革命”的观点、采取错误的策略，被党内同志批判为“盲动主义”错误。
①
后来，李维汉的

回忆直接点出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他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

研究》一文中认为，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不懂得无产阶级在领导

人民大众夺取了政权之后,还需要经过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过渡时

期；他还否认了当时总的说来中国革命形势是低潮,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说

法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也是违反辩证法的；广州起义因为指导思想上直接受了‘左'

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而失败。
②
如果总结中共六大以来，中共党内对瞿秋白的批判，主要有以

下几点：

1、关于“无间断革命”。过去中共党内及学术界对瞿秋白的批判，主要是由于他主张“无

间断革命”而犯下“一次革命论”的错误。其实，瞿秋白之所以主张“无间断革命”，主要

是为了反对“二次革命论”。因为“二次革命论”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革命之间，横穿了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当时，大家对“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

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他将要怎样快的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
③
还不

太清楚，瞿秋白“无间断革命”实际上是指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中间不要插入资产

阶级统治或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二次革命论”，他说中国革命的现状是直接

革命形势，但是，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和无间断的性质，这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

革命”。正是这种不断革命性质，中国革命就不会形成第二次革命。
④
他还认为，中国由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不间断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将要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

道路。
⑤
但是，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⑥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可能由于他在当时不

可能像毛泽东那样明确认识到，这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故而被后人错误理解为“一次革

命论”。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是确保中国革命发展不会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走

① 《政治决议案》（1928 年 7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307 页。

②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 年第 3期。

③ 《中国革命的动力及其转变而成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 1989 年版，第 301 页。

④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 年 11月 9-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53 页。

⑤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 年 11 月 16 日），《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 5 卷），人民出

版社 1995 年版，第 79 页。

⑥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 年 11 月 16 日），《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 5 卷），人民出

版社 1995 年版，第 79-80 页。



向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解释了共产国际的“非资本主义前途”
①

2、关于“不断高潮”。中共八七会议后，各地民众暴动兴起。山东阳谷和范县一带农

民攻取县城、直隶玉田和文安等京东各县农民暴动、江苏宜兴农民群众攻占县城、广西南

雄和百色一带农民武装暴动、广东高雷、琼崖、海陆丰等处农民暴动。
②
农民暴动不断高

潮，相反工人运动持续低迷。瞿秋白在关注农民运动暴动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工人运动，

“暂时还比较弱。”
③
他对这种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程度不平衡的现象进行了分析。

瞿秋白认为革命的客观形势是向上涨和走向高潮，主要指农民运动高潮，而不是指工人运

动高潮。因为中国革命只出现农民运动高潮，而工人运动却发展不起来。对于农民运动的

高潮和革命高潮问题，很多人是赞同的。李维汉说，秋白同志认为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

的。我也赞同这一观点，因为此时的农民暴动已经处于高涨形势。
④
可是，当瞿秋白提出

了“革命高潮”论时，斯大林却否认农民运动高潮，认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这样就造成

中共党内“不断革命高潮”论是错误的。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也理所当然受到批判。

中共六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例如五卅

运动或上海三月暴动时）。中国工人阶级本来组织太弱，又是很分散的，他的力量并不充

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斗争的舞台，首先受着反动的历次打击，没有得着农民方面及时

的赞助。”
⑤

3、关于“盲动主义”。瞿秋白犯了“盲动主义”错误，这是他中国革命中早期错误的主

要问题。对于什么是“盲动主义”？瞿秋白给出了定义：靠少数勇敢的中共党员搞暗杀；靠

脱离群众的游击战在乡村中杀人放火；不考虑直接暴动的形势与条件是否成熟就盲目号召在

大城市暴动，如此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倾向——就是盲动主义。
⑥
中共六大指出：所谓的盲

目主义就是不考虑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而采取的军事冒险。这种不根据实际情况而实行的武

装斗争是不顾群众、脱离群众盲目瞎干。
⑦
瞿秋白和中共六大对盲动主义的内涵是非常清晰

的，但中共早期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再加上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大多农民出身，文化程度很低，

对盲动主义理解不到位；还有广大农民在暴动中吃了亏，其报复主义很盛行，结果造成了许

多盲动主义的现象。比如，在湘南暴动中的盲动现象，湘鄂边初期的游击战争中都犯有盲动

主义错误。
⑧
当然，瞿秋白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反对盲动主义的。早在 1927 年的时候

① 《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 5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4 页。

② 《中国社会的大破裂》，《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 5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60 页。

③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 5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4 页。

④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 年第 3期。

⑤《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

第 304 页。

⑥ 《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册），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 1989 年，第 108 页。

⑦ 《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危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第 315

页。

⑧ 唐正芒主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上册），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1 页。



他就提出：“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
①
。同时瞿秋白对三大起义是盲

动主义的说法也是反对的。他在《多余的话》中指出:“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

收暴动(1927),到 11 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

的群众基础。”
②
由于客观因素的存在，尽管瞿秋白已经意识到有盲动现象，但客观上又无法

阻止盲动主义的发展。后来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批评了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瞿

秋白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不得不承担此由“盲动主义”而造成的革命失败，其后果由瞿

秋白去承担。因此，尽管瞿秋白主观上反对“盲动主义”，最终还是被批判为犯有“盲动主

义”的错误。

三、瞿秋白的所求

陈铁健说：“瞿秋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仅仅从普通

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来判断这一切，他也会看穿这场丑剧和悲剧的本质。”
③
那么，他在

生命最后的时刻，到底有什么要求呢？

（一）坚守一名党员的基本立场与道德底线——永不叛党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临终遗言。正是这份遗言的欲言又止让后人众说纷纭。作为一

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从年青时就走上马克思主义

道路，从此以后就没有改变过。
④
有人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他被捕后，充分流露

出一种求生的本意。这种做法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讲，是一件背离党的事业的大问题。这种说

法，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是，毕竟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从当时情形来看，根据《救国时报》记载，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后，被押送到长汀

国民党第 36 师师部，接着深夜进行严厉审讯，并实施各种酷刑，希望能从他口中得到苏维

埃政府和红军的计划和行动。但是，他在敌人炮烙前，毫无畏惧，始终镇静自如。瞿秋白除

了说一些中国政府、苏联政府及红军抗日救国等话语外，没有任何其他语言。后来虽然受到

极刑，再三昏迷，清醒后不过是闭目呻吟而已。蒋介石知道严刑拷打瞿秋白没有什么用处，

于是电令施以劝降之法，并让他住到“优待室”，允许记者采访。但是，瞿秋白态度依然没

有什么变化，凡是遇到来跟自己交谈的人，滔滔不绝的说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一致抗日救国。

一旦访谈者为蒋介石辩解，瞿秋白立即会对他们提出种种事实，批判蒋介石，以致于那些说

客竟然无话可说。
⑤
从上段文字描述中可见,国民党对瞿秋白是软硬皆施，均不见效。

毛泽东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瞿秋白的评价有两处。六届四中全会后，教

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占据了党内统治地位，用“调和路线错误”打击了瞿秋白同志。
⑥
而实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71 页。

② 《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08 页。

③ 陈铁健：《瞿秋白传》，红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9 页。

④ 《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08 页。

⑤ 转引自南田:《瞿秋白先生略传》,《救国时报》1936 年 6 月 12日,第 3版。参见海清：《<多余的话>与

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史林》，2009 年第 6期。

⑥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64 页。



际上瞿秋白同志，在受到打击后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

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①
瞿秋白同志“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

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毛泽东再次肯定了瞿秋白视死如归的烈士地位。“瞿秋白同志是

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②
。

瞿秋白在被捕后萌发投降之意的说法，连当时国民党阵营的人都不认同。“雪华”
③
说，

像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对生和死还有什么看不透的呢，这是决不

会发生的事情，人们不应该从这些方面去误解他。瞿秋白为何不选择慷慨就死，博得一个烈

士的“芳名”呢？反而要在生命最后一刻选择投诚，揭示出自己的虚伪,揭破自己的假面具

呢？！
④

从正反两方面的史料足够可以说明，《多余的话》不是投降书，瞿秋白不是叛徒。相反，

瞿秋白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守一名党员的基本立场与道德底线——永不叛党！

（二）与国民党反动派巧妙对抗——决不投降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主力红军相继撤离中央苏区，蒋

介石又派出 10 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实现全面清剿。11 月底，国民政府又进行划区清剿。此时，

苏区人们的衣食住行陷于极端困苦之中，而瞿秋白的肺病更加严重。1935 年初，中央分局

决定转道香港送他去上海就医。1935 年 2 月 24 日，在福建长汀县濯田区转移途中被地方反

动武装保安团俘获。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身受酷刑折磨的瞿秋白仍然坚不吐实，还巧妙地

掩护了张亮（有孕在身，项英的妻子）和周月林（梁柏台的妻子）。三天后，瞿秋白等人被

押送到上杭县监狱。3 月 9 日，他在狱中写了一个“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借以掩护

真实身份，迷惑敌人。敌人看过这份供词后说，如果情况属实，可以取保释放。但要当地证

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实确实与共产党向无关系。为了脱身，瞿秋白当即以林琪祥名义

给在上海的鲁迅写了信。为了进一步愚弄敌人，争取及早脱出囚笼，瞿秋白化名林琪祥在 4

月 15 日，向敌人写了一纸“呈文”。这些“笔供”和“呈文”都是在特殊条件不得不采取的

掩护和迷惑敌人的一种方法。当瞿秋白被叛徒指认后，他竟坦然一笑,说:“既经指认,我就

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⑤

真实身份被认出后，瞿秋白就没打算活下去，当宋希濂希望瞿秋白能谈点他想要的东西

时，瞿秋白说，等我写完以后，就会送给你看。
⑥
可以说，国民党叫瞿秋白做什么，他就会

答应。但是，他就是不投降。时任国民党第 36 师师长兼抚州警备司令宋希濂回忆说，“这篇

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事后捏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64-965 页。

② 《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毛泽东文集》（第 6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8 页。

③ 原福建某军任政治工作人员的杨幸之，笔名“雪华”。参见龚景春：《<多余的话>文本考略》，《瞿秋白研

究文丛》，第 4辑，2010 年。

④ 转引自瞿秋白遗著、雪华录寄《多余的话》,《逸经》第 25 期,1937 年 3 月 5日。参见海清：《<多余的

话>与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史林》，2009 年第 6 期。

⑤ 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附录《审讯记》，《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⑥ 翟爱东：《瞿秋白狱中斗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0页。



造的那样？”
①

1980 年 2 月，邓小平在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

去，非改正不可。”
②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曾经认为，对于瞿秋白同志在 1935 年被国民

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现在已经重新作了调查。现在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调

查结论是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中纪委通过对他被捕前后的事实进

行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依然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被敌人锁杀害。
③

（三）《多余的话》是作者希望历史给予公正评判

《多余的话》是在充满失望的呼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在告诉

他人，瞿秋白心中所怀的正是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的，也是在希冀

历史给予其公正评判。

瞿秋白作为一个具有文人气质的共产党人，他在生命最后关头，坚守一名中共党员的基

本立场与道德底线——决不叛党。但是，正是这种文人气质，才使瞿秋白巧妙与国民党对抗

而绝不不投降。这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底线。本文作者认为瞿秋白矢志于共产主义事业 ，

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

失望的呼号中使人看到瞿秋白真正希冀的是他人对自己正确理解，作一个公正的历史评判。

1935 年 5 月 28 日，瞿秋白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给郭沫若写了一

封信。在信中，他很坦率地说，自己现在已经被国民党俘虏了，这就意味着没有生还的希望。

然而，自己早就已经被党清除，也就无所谓从事革命斗争了。现在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等待

死亡的来临。但是，所有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他最惭愧的是自从自己退出

中央政治局以后，病得十分厉害，以至于好像自己心态发生很大变化，对政治斗争没有办法

去尽自己最大努力了。
④
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无奈感，并没有影响到瞿秋白在生命最后四年间，

继续为马克思主义、苏维埃革命和党的正确路线而奋斗。他还很谦虚的说，自己不过是例行

公事，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毕竟说是“奋斗”，好像是有点自我夸耀。当然，他一想

到党在几年前所犯下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错误，感觉到自己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不会因此而减少自己所应负有的责任。相反，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种责任就更加重大了。

他相信，任何历史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他们必须接受历史的审判。瞿秋白自己愿意去接受

历史最公正的评判。
⑤

既然瞿秋白想得很清楚，他认为自己在党史上的功过是非，不管是功劳还是罪过，将来

必定盖棺定论。所以他也不愿意多说什么了。但是，考虑到自己生前不被人所理解，又忍不

住想多说几句，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尽量揭露出来。这样的话，可以使后来人在了解自己时

① 汪东林：《宋希濂谈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炎黄春秋》2000 年第 5 期。

②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8 页。

③ 陈铁健：《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瞿秋白：《多余的话》，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6 页。

④ 徐文烈：《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2期。

⑤ 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12 页。



获得更加丰富的材料，也可以省去后人很多猜想和考证的功夫。
①

结语

瞿秋白的一生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

党内有威望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与提携分不开；而把他从最高位置拉下来，且给

予种种侮辱的，也是共产国际所扶持的王明集团所干的。

1927 年以前，瞿秋白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共党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尝试着用马

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八七会议以后，他积极探索中国革

命道路，为苏维埃革命而努力奋斗，与盲动主义作无声地抗争，与立三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敢于承认错误，心地坦荡。

瞿秋白的一生是悲剧的。因为时代造化，让他一度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人物；因为中共不

成熟，让他饱受委屈，还要进行残酷地自我剖析。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抱怨过莫斯科和中国

共产党。即使自己受尽党内无端的批评和折磨，他在临终之前，还心忧中共及中国革命的前

途命运，由此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将永远为人们所推崇。

① 徐文烈：《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