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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1 世纪菲律宾左翼运动的新态势∗

黑　 然

[摘　 要] 菲律宾左翼运动自兴起以来, 经历了早期发展、 分裂与多样化发展的演变过程, 在艰难探索中曲

折前进。 进入 21 世纪, 在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 菲律宾左翼政党在理论上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提出

了对社会主义的新构想; 在实践中推出党建新举措, 实现了党际交往新突破。 21 世纪的菲律宾左翼运动呈现出

左翼政治碎片化、 斗争策略弹性化以及战略目标多元化等新特征。 未来, 左翼政党仍将在菲律宾政治生态中发

挥作用。 然而, 由于各党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不尽相同, 左翼联合阵线的形成面临较大困难, 菲律宾左翼运动

的总体态势依然严峻。

[关键词] 菲律宾左翼　 菲律宾共产党　 国外共产党　 世界社会主义

作为菲律宾近现代历史中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 菲律宾左翼的核心目标是反对社会不平

等, 推动土地改革, 反对帝国主义, 通过武装斗争或社会运动争取变革。 菲律宾左翼运动历史悠

久, 左翼政党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在东南亚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 世纪末, 菲律

宾反殖民斗争的爆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为该国左翼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30 年

代初, 菲律宾共产党 (Partido Komunist ng Pilipinas - 1930, 简称 “菲共”) 的成立, 拉开了菲律

宾左翼运动的序幕。 20 世纪中后期, 随着菲律宾多个左翼政党相继成立, 该国左翼运动呈现出

多样化特点。 21 世纪以来, 左翼政党在菲律宾政治生态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梳理菲律宾左

翼运动的演变历程, 研究该国主要左翼政党的发展态势与主要特征, 有助于我们研判菲律宾左翼

运动的前景与趋势, 进而深化对东南亚左翼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分析与思考。

一、 菲律宾左翼运动的发展历程

菲律宾左翼运动是殖民历史、 阶级矛盾和社会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 尽管历经镇压与内部分

裂, 左翼政党仍是菲律宾政治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其发展历程呈现出曲折前进的总体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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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 “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新进展研究” (2018MYYA03) 的

阶段性成果。
∗



21 世纪菲律宾左翼运动的新态势

(一) 菲律宾左翼运动的兴起与早期发展

20 世纪初, 菲律宾正处于从西班牙殖民统治向美国殖民统治的过渡时期。 美国于 1898 年通

过 《巴黎和约》 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 随后在 1902 年平定当地武装抵抗, 正式确立殖民统

治。 这一时期, 菲律宾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发生剧烈变动, 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为殖民统治与民族

独立、 地主与农民、 劳工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在菲律宾反殖民斗争和社会改革运动的相互

交织中, 左翼思潮逐渐兴起。 1901 年, 流亡回国的政治家伊莎贝洛·德洛斯·雷耶斯 ( Isabelo
de los Reyes) 为菲律宾人民带来了有关阶级与革命、 无产阶级解放思想的国外进步作品, 如

《农民之间》 (Entre Campesinos) 和 《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 (Vida e Obras de Carlos
Marx) 等, 为菲律宾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①。 1902
年, 雷耶斯同赫梅内吉尔多·克鲁斯 (Hermenegildo Cruz) 组建了菲律宾首个现代工会联合

会———民主工人联盟 (UOD), 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发起罢工抗议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性劳动政

策, 为工人争取基本权利和福利保障②。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 菲律宾工人和农民阶级意识

逐渐增强, 积极参与社会抗争。 随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与工农运动相结合, 劳工领袖克里桑托·
伊万利斯塔 (Crisanto Evangelista) 等人于 1924 年成立了菲律宾进步工人党 (POF), 为该国左翼

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30 年代初, 在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和菲律宾买办大资产阶级、 地主阶级、 官僚阶

级的压迫下, 为响应日益强烈的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呼声, 伊万利斯塔等人于 1930 年在

马尼拉成立了菲共中央委员会, 菲律宾左翼运动正式拉开序幕③。 1931 年, 菲共召开了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 总书记伊万利斯塔发布 《告菲律宾劳动人民书》 并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 即推翻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 建立一个独立、 民主的菲律宾④。 该党还致力于将马列主义理论同

菲律宾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把菲律宾革命提高到帝国主义时代的新型民族民主革命的水

平⑤。 然而, 在菲共一大召开后不久, 马尼拉地区审判法院宣布菲共为非法组织, 迫使其活动转

入地下。 1937 年, 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 共产国际采取人民战争的策略, 要求

各国共产党和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联合起来, 组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菲律宾人民的强烈要求

下, 美国主导下的菲律宾自治政府解除禁令, 恢复了菲共的合法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菲

共呼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 剥削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 阶级压迫、 民族分裂以及一切形式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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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 Early Philippine Socialism ”, https: / / www. marxists. org / history / philippines /
index. htm.

Jim Andrew Richardson, Komunista: The Genesis of the Philippine Communist Party, 1902 - 1935, Ann Arbor: ProQuest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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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菲〕 阿马多·格雷罗: 《菲律宾社会与革命》, 陈锡标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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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义的斗争①。
然而, 1948 年菲共再次沦为非法组织, 在美帝国主义及菲律宾资产阶级政府的强力镇压下,

党的中央委员会主要成员悉数被捕, 菲共的武装力量———菲律宾人民解放军 (HMB) 伤亡惨

重②。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菲共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武装起义宣告失败, 党不得不停止武装斗

争, 转入和平活动以重整旗鼓, 菲律宾左翼运动步入低潮时期。

(二) 菲律宾左翼运动的分裂及多样性发展

1965 年,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 (Ferdinand Marcos) 上台执政, 由于其延续了上届

政府的亲美政策, 许多左翼人士深受迫害。 这一时期, 菲律宾左翼运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除共

产党外, 还涌现出一批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组织和团体。
一方面, 菲共试图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以重振左翼运动。 然而, 1966 年第一次大整风运动③

后, 菲共内部派系纷争愈演愈烈, 以何塞·玛利亚·西松 ( Jose Maria Sison) 为代表的 “亲中

派” 从党内分裂出来, 带领青年毛主义团体于 1968 年召开了重建党的代表大会, 组建了新的菲

律宾共产党 (CPP)④ 中央委员会。 20 世纪 70 年代, 原来的菲共组织与马科斯政府签订了 《民
族团结协议》, 同意放弃武装斗争并支持政府的 “新社会” 计划⑤, 虽然该组织至今仍然存在,
但政治影响力较为有限。 而后来分裂出来的坚持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菲共以 “打
土豪、 分田地” 为口号, 旨在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 此举不仅契合菲律宾农村人口占多数的

社会现实, 更回应了菲律宾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因此, 新组织力量迅速壮大, 成为

菲律宾影响力最大的左翼政党⑥。
另一方面, 受欧洲和拉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一些菲律宾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倡导以

民主手段推进社会改革。 20 世纪 60 年代, 菲律宾左翼中出现了一批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组织和

团体。 1973 年, 菲律宾民主社会党 (PDSP) (简称 “民社党”) 正式成立, 提出 “恢复民主”

“自由人权” 等政治口号, 主要目的在于推翻马科斯独裁政权, 推动土地改革并争取恢复菲律宾

的政治民主和人权自由, 从而维护菲律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1986 年, 菲律宾第一次人民力量运动的爆发彻底推翻了马科斯政权。 然而, 由于菲共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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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 Preamble to Constit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https: / /
www. marxists. org / history / philippines / pkp - 1930 / 1946 / preamble. htm.

Kerkvliet Benjamin, The Huk Rebellion: A Study of Peasant Revolt in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 95.

第一次大整风运动 (First Great Rectification Movement) 是指以西松为代表的 “激进派” 在菲共党内发起的一场意识形

态运动, 他们严厉批评了菲共总书记何塞·拉瓦 (Jose Lava) 在过去十年间犯下的冒险主义错误, 指责党的领导层对革命形势

的错误估计, 导致武装起义遭遇重大失利。
菲律宾共产党分裂后, 一派沿用旧称 Partido Komunist ng Pilipinas - 1930, 另一派称为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中文皆译为菲律宾共产党。 下文中出现的 “菲共”, 即 1968 年新成立的菲律宾共产党。
该计划包括土地改革、 建立农民合作社、 修改议会宪法、 重组工会及深化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等。
参见黑然: 《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与前景探析》, 《社会主义研究》 202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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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日渐暴露, 加之宗派主义作风盛行、 分裂倾向日益加剧等原因, 菲共及

其群众组织在这次运动中逐渐被排挤至菲律宾政党政治的边缘地带①。 与此同时, 民社党通过积

极推动菲律宾民主转型并参与该国民主社会的重建, 利用革命契机和运动浪潮逐渐从革命性政党

转变为议会党和参政党, 甚至一度成为阿罗约 (Gloria Macapagal Arroyo) 联合政府的执政伙伴。

20 世纪 90 年代初, 为肃清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 菲共进行了第二次

大整风运动。 最初, 党内因意识形态差异划分为 “重申派”② 和 “拒绝派”③, 随着派系之争的

不断升级, “拒绝派” 又陆续分裂为多个派系, 如所谓坚持马列主义却又放弃毛泽东思想的菲律

宾革命工人党 (RPM-P)、 菲律宾工人党 (PMP), 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批判菲共宗派

主义的菲律宾马克思列宁主义党 (MLP) 等。 这些左翼政党中的一部分后来又分裂为多个政治

派别, 有的政党开始奉行民主社会主义, 有的组织和团体则作为温和左翼继续在菲律宾政党政治

中发挥作用。 20 世纪菲律宾左翼运动总体上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特征。

二、 21 世纪菲律宾左翼运动的新发展

21 世纪以来, 菲律宾左翼政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取得了新的成就, 为该国左

翼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 菲律宾主要左翼政党概况

基于指导思想及政治立场上的差异, 可以将菲律宾主要左翼政党划分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

两大类。 共产党的主要代表是菲共和棉兰老革命工人党。 菲共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其斗

争实践旨在为菲律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 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民族和社会解放, 最终

实现共产主义④。 与此同时, 菲共提出 “人民战争” 的政治路线, 主张首先通过旷日持久的人民

战争完成菲律宾民族民主革命, 继而推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⑤。 棉兰老革命工人党 (RPM-

M) 成立于 2001 年, 由菲共 “拒绝派” 分裂而来。 该党在思想上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反对

菲共 “人民战争” 的政治路线, 主张通过公开的民主斗争和反帝斗争来推动国家改革, 最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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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5 年第 2 期

世界范围内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迈进①。
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代表是民社党和群众力量党 (PLM)。 这两个政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 将

民主选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合法手段。 民社党的指导思想源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思想传统和西

欧社会党的理论, 在对社会党国际基本价值观表示认同的基础上, 该党还借鉴了西欧各社会党的

政策实践, 并结合菲律宾具体实际制定政策。 因此, 民社党自称为 “民族主义、 民主主义、 社

会主义和革命性” 的菲律宾政党, 将 “实现民主社会主义” 作为党的最终目标。 群众力量党成

立于 2009 年, 其成员由菲共中的 “拒绝派” 和劳工、 社区及进步团体构成。 群众力量党将自己

描述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强调民主政治、 人民参与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性。 该党虽未明确表

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但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社会主义原则。
(二) 菲律宾左翼运动在理论上的新探索

21 世纪以来, 菲律宾左翼政党结合自身特点进行理论创新, 不仅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

弊端, 还提出了符合菲律宾国情的社会主义新构想,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该国左翼运动的发展。
1. 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产生了深刻影响, 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菲律宾

左翼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认识。 菲共指出,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危

机的进一步加剧, 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和冲突不断加深,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

上肆意谋求霸权, 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并波及全球, 给世界人民带来更为严重的灾难②。 当前,
全球经济持续陷入低增长状态,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 新冠疫情后的经济

“复苏” 未能使生产水平恢复至疫情前的状态, 企业倒闭与大规模裁员现象十分普遍, 生产力正

遭受严重破坏并处于衰退之中, 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的社会经济状况也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
资本寡头持续积累财富, 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持续下降, 使消费需求滞

后于生产扩张, 进而引发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失衡③。 棉兰老革命工人党认为, 当前资本

主义已渗透到菲律宾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深度

和广度激化并扩散。 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 不惜牺牲人类福祉, 扰乱社会秩序④。 群众力量党强

调, 资本主义利用自然资源和财富进行扩张的同时积累大量资本, 其发展以牺牲地球文明和人的

生命为代价。 如今, 美国、 巴西和菲律宾等国家的政权依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左翼力量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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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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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Mindanao, “About the RPM-M”, https: / / www. grenzeloos. org / jl / ? page_ id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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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 and Advance the Revolution!”, https: / / philippinerevolution. nu / statements / strengthen - utmost - the - party - on - its - 56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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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Mindanao, “May 1: Eco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Now! 19th Year Anniversary Statement”,
https: / / www. grenzeloos. org / jl / ? p =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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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策略, 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①。

2. 对社会主义的新展望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在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 菲律宾左翼政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同时借鉴国外社会主义的新理念,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

2014 年, 菲共从宏观层面对菲律宾的未来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展望。 首先, 在社会主义制

度下, 国家政权将服务于人民,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将发挥主导作用, 以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

使广大人民能够充分行使个人和集体权利。 其次, 国家必须制定社会主义宪法, 社会主义事业须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 通过广泛动员和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 在与其他民主党派及群众组织

的协同合作中推进。 再次, 将原先由资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社会资本, 用于推动社会生

产、 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 科学研究、 文化事业、 国防建设以及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发展。 最

后, 若社会主义在菲律宾得以实现, 该国将在战略产业、 关键资源、 主要交通运输和通信设施等

领域实行公有制, 并通过土地改革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推动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可持续

发展②。

2020 年, 群众力量党主席桑尼·梅伦西奥 (Sonny Melencio) 在题为 《资本主义流行病和社

会主义解决方案》 的演讲中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注重团结互助的社会。 传统上, 菲律宾

将协作精神或社群团结称为 “Bayanihan”,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团结, 它是菲律宾部落社会

时期人际关系的特征。 鉴于此, 群众力量党认为, 在应对新冠疫情等重大危机时, 注重团结协作

的社会, 既不会以市场机制和利润至上为核心原则, 也不是建立在相互竞争的基础之上, 而是以

团结合作为根本原则。 基于这一理念, 该党主张将协作精神融入社会主义的构想之中③。

马克思曾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 这样一来,

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 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也就是使人以衣

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 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④

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反思, 菲律宾部分左翼政党表示, 在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不断加深的当

下, 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只有建立在生态基础之上, 在满足人类需求的生产过程中修复生态并保

护环境, 才能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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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ny Melencio, “ Ang Kapitalistang Pandemya at Sosyalistang Solusyon ”, https: / / angmasa. org / 2020 / 05 / 23 / ang -
kapitalistang - pandemya - at - sosyalistang - solusyon / .

Jose Maria Sison, “The Future of Imperialism and Socialism”, https: / / www. josemariasison. eu / the - future - of - imperialism -
and - socialism / .

Sonny Melencio, “ Ang Kapitalistang Pandemya at Sosyalistang Solusyon ”, https: / / angmasa. org / 2020 / 05 / 23 / 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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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第 579 页。
Susan Price, “ Philippines: Ecosocialism Launched ”, https: / / www. greenleft. org. au / content / philippines - ecosocialism -

launched? fbclid = IwAR0LVtX7s3D0y69 - - QdaUCfHmVNw7D3F3TBeDAYWOOMg1PhQbuWiBuQL8o4.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5 年第 2 期

(三) 菲律宾左翼运动在实践上的新推进

21 世纪以来, 菲律宾左翼运动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左翼政党致力于加强

党的建设和党际合作, 为推动社会变革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一, 党建工作的新举措。 针对党的发展和建设问题, 菲共于 2016 年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

大会, 重申了党的基本性质与最高目标, 强调党将长期坚持把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

南, 并将其运用于菲律宾革命的具体实践中。 党的二大深刻总结了菲共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 完

善了 《人民民主革命纲领》, 重申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 此外, 21 世纪以来, 菲共多次强

调从思想上、 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 进一步推动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棉兰老革

命工人党指出, 建立一个革命性政党, 不仅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挑战, 更是当代革命者的

中心任务。 因此, 党的建设必须聚焦全球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在经济、 政治和生态领域的具体影

响, 制定并实施相应策略, 以有效推动民主进程①。 民社党主席诺贝托·冈萨雷斯 (Norberto
Gonzales) 在 “建党49 周年大会” 上强调, 党需要不断加强政治和组织建设, 积极与志同道合的政

党和组织探讨社会发展问题。 同时, 党还需培育新一代领导班子, 为传承和发扬选举政治、 实现民

主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持续奋斗。 2020 年 8 月, 群众力量党主席梅伦西奥在以 《关于当前政治形势:
社会主义的分析》 为题进行主旨演讲时指出, 作为一个革命性政党, 必须加强拟定策略的能力, 才

能有效推动阶级斗争的发展。 因此, 不断提高工人阶级和党员群众的革命意识, 使其深刻理解推翻

资本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立工人阶级政府的必要性, 才能有效保障党的生机与活力②。
其二, 党际交往的新进展。 21 世纪以来, 菲律宾左翼运动在党际合作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新

的突破。 首先, 加强同国内政党及组织在选举阵线中的联合。 在 2001 年、 2004 年、 2007 年以及

2010 年举行的菲律宾众议院选举中, 民社党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 (MNLF) 建立了同盟关系, 并

在阿罗约联盟的带领下组成 “多数派” 参选。 其次, 拓宽左翼政党间的交往。 21 世纪以来, 菲

共通过与其他左翼政党, 如西班牙共产党 (马列主义)、 古巴共产党、 印度共产党 (毛主义) 等

广泛建立党际关系, 积极参加、 组织国际反帝民主斗争并开展政治合作, 力图为菲律宾及其他国

家被压迫人民争取权益和福祉。 最后, 深化与其他国际组织的交流和联系。 2022 年 12 月, 国际

共产主义者同盟 (ICL) 正式成立, 菲共向来自 14 个国家的 15 个共产党及组织致以革命的问

候; 在菲共创始人西松逝世后,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世界多个左翼政党纷纷发文表示哀悼,
对西松的革命事业及其所作贡献给予充分肯定③。 在缅北冲突④不断升温、 俄乌冲突陷入鏖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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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Mindanao, “ Building a Revolutionary Party Today: Mindanao / Philippine Exper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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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指 2020 年至 2022 年间的缅北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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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棉兰老革命工人党向缅甸和乌克兰的工会组织发出国际团结的呼吁, 号召全球工人和被压迫

人民以民主和外交方式解决冲突①。 此外, 针对土耳其和伊朗政府对库尔德人发动的军事袭击,

群众力量党联合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联盟 (SAA)、 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联合会 (KPRI) 等非政府

组织发表声明, 呼吁通过和平手段来结束战争②。

三、 21 世纪菲律宾左翼运动的新特征

相较于 20 世纪, 21 世纪的菲律宾左翼运动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取得新进展, 同时呈现

出左翼政治碎片化、 斗争策略弹性化以及战略目标多元化等新特征。

(一) 左翼政治碎片化: 双重因素导致左翼力量难以整合

20 世纪中后期菲律宾左翼大分裂后, 该国左翼运动在朝多样化方向发展的同时, 并未表现

出明显的碎片化趋势。 进入 21 世纪以来, 菲律宾左翼政党及组织在意识形态和战略路线上的分

歧持续扩大, 加之家族政治势力在菲律宾政党政治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 左翼政治和政党体系逐

渐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倾向。

一方面, 左翼力量的分化和对立加剧了左翼运动的碎片化趋势。 在 20 世纪, 由于菲共党内

“重申派” 与 “拒绝派” 分歧始终无法消弭, 该党最终走向分裂。 此后, 菲共凭借武装力量———

新人民军 (NPA) 的武力威胁, 对 “拒绝派” 及年轻干部灌输宗派主义思想, 进一步加剧了党

内意识形态对立, 以致两派整合异常艰难。 随着 “拒绝派” 陆续分裂为多股势力并成为菲律宾

政治生态中的独立政治力量, 21 世纪菲律宾左翼政治逐渐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态势。 为了争取

左翼话语权, “拒绝派” 的多个派系曾于 2005 年尝试整合左翼力量, 成立了一个包括菲律宾进

步党 (SanLakas)、 菲律宾工人党、 并肩公民行动党 (Akbayan) 等在内的泛左联盟———群众斗

争 (Laban ng Masa)。 然而, 由于各党在意识形态、 选举策略和利益分配等问题上难以达成一

致, 联盟在实际运作中未能充分发挥力量整合效应; 在面对摩洛民族自决斗争③、 士兵造反运

动④、 左翼联盟的基层建设等现实问题时, 联盟内部的意见分歧难以弥合。 因此, 在菲共被边缘

化、 联盟中部分在野党分道扬镳的境况下, 左翼政党及组织始终无法形成团结统一的阵营。

另一方面, 家族政治势力严重阻碍了左翼力量整合。 菲律宾国内存在 170 多个割据一方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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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围绕棉兰老岛、 苏禄群岛等地进行, 涉及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摩洛民族解放阵线 (MNLF) 等组织。
士兵造反运动, 指菲律宾军队内部的部分军官与士兵因不满政府腐败、 社会不公或政治动荡而发动的兵变或军事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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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家族, 门阀们在各自的地盘上世代经营, 控制着全国 81 个省中的 70 多个省和 2 / 3 的国会议员

席位①。 纵观菲律宾民主化进程以来的历届大选, 在国会众议院的选区众议员中, 来自政治家族

的选区众议员均超过 60% ②。 这表明, 菲律宾 “民主选举” 结果始终由政治家族决定, 家族势

力操控了该国的政治权力格局。 在此背景下, 分崩离析的左翼政党和组织通常选择加入中间派或

联合其他政治势力共同参选, 这不仅加剧了左翼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也进一步加大了左翼力量的

整合难度。

(二) 斗争策略弹性化: 从 “单一策略” 到 “双重策略” 的转变

在 20 世纪, 菲律宾左翼侧重于将武装斗争作为推翻资产阶级政府、 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方

式, 尤其是在西松等人成立新的菲共后, 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 甚至将其推至战

略核心位置。 左翼大分裂后, 各左翼政党认识到, 与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

程。 21 世纪以来,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 菲律宾左翼政党开始探寻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

道路, 弹性调整斗争策略和方式, 实现了武装斗争与合法政治参与 “双轨并行”。
首先, 菲共虽然声称长期坚持武装斗争, 但也表示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寻求与政府重启 “和

平谈判” 的机会。 在 “边打边谈” 的理念作用下, 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 政府与菲共的统

一战线组织———全国民主阵线 (NDFP) 进行了四轮和谈, 双方在基本保持停火的前提下达成了

一系列协议, 例如: 重申 《海牙联合声明》③、 重新编制 《安全和豁免保障联合协定》④、 拟定

《社会经济全面改革协议》 草案等, 和谈体现了菲共适应时代变化和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的

能力, 表明该党在维护社会主义既定成果的基础上, 开始探索一条符合时代要求、 满足人民诉求

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推动菲律宾左翼运动的深入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其

次, 棉兰老革命工人党在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 也同阿罗约政府进行了三轮和谈, 双方签署了

《地方磋商规则》 《停止敌对协议》 以及 《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的联合决议》 等文件⑤。 由此可

见, 在 21 世纪, 棉兰老革命工人党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 也尝试通过和谈这一相对 “温和”
的策略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 此举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为当地社区的发展和重建创造

条件。 斗争策略的调整不仅体现了棉兰老革命工人党理论与实践的灵活性和务实性, 也表现出党

对民生福祉的关切。 最后, 菲律宾社会民主党虽然坚持以 “现实政策” 为导向, 追求服务于选

举政治的社会主义, 但基于现实需要, 各党在斗争策略上也进行了相应的弹性化调整。 以民社党

为例, 该党起初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参选的方式活跃于菲律宾政坛, 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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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spina Varona, “ Political Dynasties 2022: Whether Red or Pink Wins, Families Rule the Regions ”, https: / /
www. rappler. com / nation / elections / overview - political - dynasties - series - 2022 - polls / .

Mark R. Thompson and Eric Vincent C. Batalla,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ontemporary Philippines,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8, p. 87.

根据该声明, 菲律宾政府和菲共 (全国民主阵线) 同意正式谈判并共同致力于维护 “公正持久的和平”。
根据该协定, 谈判双方都将具有 “自由和安全的行动权”, 即不用担心被搜查、 监视或逮捕。
GRP-RPM-M, “GRP-RPM-M Peace Process”, https: / / balaymindanaw. org / bmfi / grp - rpm - m - peace - proc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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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党努力与广大志同道合的团体、 组织和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群众团结一致, 共同制定促进国

家经济、 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战略和政策, 推动菲律宾国家和社会迈向民主与公平。 这种方式既保

留了民社党的革新理念, 满足了党内成员的利益诉求, 又迎合了当地民众的现实需要, 有利于争

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三) 战略目标多元化: 从政治性运动向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方向发展

冷战后, 菲律宾左翼逐渐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在此背景下, 20 世纪的菲律宾

左翼运动侧重于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 进入 21 世纪, 随着新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菲律宾左翼

运动趋于向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方向发展。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菲律宾左翼运动的社会

广泛性体现得更为明显, 陆续将劳工权益、 就业保障、 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两性平等、 保护生态

环境、 保障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设为运动的主要目标。
菲共强调在新时期团结一切进步力量, 通过实施土地改革和建立青年群众组织等方式来扩大

党的群众基础, 还提出要建立一个更广泛的群众联盟, 以更好地在农村和城市开展大规模群众运

动, 进而实现消灭高利贷、 减少地租、 提高工人工资和增加副业收入的阶段性目标。 棉兰老革命

工人党呼吁培养更多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以推进争取妇女解放、 保护生态环境和

保障儿童权益的社会运动, 以此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补充斗争①。 此外, 该党还支持并广泛动员

工人、 农民和基层群众发展合作社等自助组织, 进而共同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 由此表明, 21
世纪的菲律宾左翼运动不仅仅是以改善广大工农群体的物质生活条件为目标, 更致力于从精神层

面上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认同和支持, 进而为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推动菲律宾社会进步和

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群众力量党主要关注劳工权利、 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议题, 致力于在左翼政党、 劳工组织

及进步团体之间构建左翼联盟, 使其服务于劳动人民、 环保主义者、 妇女、 社区居民和其他边缘

化群体。 21 世纪以来, 该党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帮助公众增强民主意识, 同时利用现代科

技和社交媒体在工人和青年群体中建立宣传网络。 此外, 群众力量党通过尽可能地团结左翼分裂

势力并加强与地区和国际进步组织的合作, 在努力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 力争能够在立法和决

策层面上发挥作用, 从而更好地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变革。

四、 21 世纪菲律宾左翼运动的前景展望

展望未来, 菲律宾左翼运动如何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左翼政党在面对挑战时能否

展现出更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 由于各党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不尽相同, 左翼力量的政治影响力

整体上仍然有限, 菲律宾左翼运动的发展态势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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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Mindanao, “ RPM-M Tasks and Program”, https: / / www. grenzeloos. org / jl / ? page _ id =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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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共产党的发展受各种因素影响充满挑战

菲律宾的共产主义政党在成立伊始就致力于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和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将实

现共产主义作为政治目标。 然而, 受主观因素和外部势力的影响, 菲律宾共产主义政党在探索具

有菲律宾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首先, 菲共的发展面临内部压力和外部挑战。 截至 2021 年年底, 菲共约有 15 万名党员及数

百万群众基础, 相较于 2019 年的 10 万名党员数量又有了新的突破①。 然而, 在长期与菲律宾政

府的对抗中, 菲共及新人民军屡次被认定为非法组织, 需要同时面对来自国内政府及外部强权的

巨大压力。 受主观主义影响, 菲共内部陆续暴露出一些错误倾向。 比如, 党内高层在确立斗争方

针时过于依赖抽象的理论框架, 忽视了对国内政治、 经济和社会动态的深入分析, 导致决策偏离

实际。 此外, 由宗派主义引发的党内分裂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部分领导人在面对党

内不同声音时采取排除异见的方式限制党内民主, 导致党在理论创新和战略调整方面出现滞后,
进而削弱了党对复杂局势的应变能力。 这些错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菲共在推动社会变革中

的领导作用, 并对其长期稳定与发展构成了障碍。 如今, 随着党的创始人西松、 核心领导人贝尼

托·蒂亚姆松 (Benito Tiamzon) 及秘书长威尔玛·蒂亚姆松 (Wilma Tiamzon) 相继辞世, 菲共

领导层出现了巨大的真空。 菲共若无法及时制定新的发展战略, 在资产阶级政府的镇压、 美国及

其他外部势力的干预以及国际支持缺乏等多重外部挑战下, 内忧外患的局面不仅将削弱菲共的政

治影响力和社会动员能力, 更将严重制约菲律宾左翼运动的未来发展。
其次, 棉兰老革命工人党的发展受地区因素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菲律宾左翼运动的发

展和左翼联盟的形成。 从菲共中分裂出来的棉兰老革命工人党, 根植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 主

要在菲律宾南部的农村地区活动, 既要负责协调卢马德人同棉兰老岛上摩洛人之间的土地冲突,
巩固摩洛等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成果, 又要时刻做好带领武装部队同政府爆发武装冲突

的准备②。 尽管该党积极同国内外革命政党和组织接触, 致力于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争取在

菲律宾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但左翼组织及团体日趋严重的碎片化倾向不仅阻碍了左翼联盟的形

成, 也削弱了棉兰老革命工人党和菲律宾左翼政党的整体力量。
(二) 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举步维艰

菲律宾社会民主党在推动发展菲律宾左翼运动的过程中, 希望把菲律宾历史传统和当代实际

情况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走一条发扬民主的中间道路, 但因各种因素的制约其

发展举步维艰。
首先, 民社党内部缺乏凝聚力, 面临一系列战略性难题。 民社党主席冈萨雷斯曾公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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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ne Revolution Web Central, “ The People Will Intensify the Revolution as Crisis of the Ruling System Will Wo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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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马科斯独裁政权时期, 民社党严格开展党员教育, 强调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 民主化进程开

启后, 党内围绕 “保持干部党还是转为群众党、 选举党” 的问题争论不休, 而在党转型后, 众

多干部纷纷申请退党①。 由此表明, 民社党未能有效调整其内部结构与战略方向, 导致党内出现

了意识形态分歧、 组织转型困难以及干部流失等问题。 未来, 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扩张的双重压

力下, 菲律宾面临贫富差距加大、 社会不公、 环境退化等现实困境。 作为一个致力于实现民主社

会主义的政党, 民社党能否提出适应当代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切实可行方案, 并在社会中获得广泛

支持, 依然是其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 在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中, 如何在议会选举和民主化进

程中占据一席之地, 进而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以推动社会变革, 亦是该党面临的重要挑战。
其次, 群众力量党将作为新兴左翼势力的代表继续推动菲律宾左翼运动的发展, 但困难重

重。 近年来, 群众力量党注重联合左翼进步势力探索符合菲律宾国情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积

极同其他左翼政党及组织一同参加大选, 以推动左翼运动的发展。 然而, 作为新兴左翼政党,
群众力量党在如何赋予群众权利、 带动群众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等方面未能提出可行

的行动计划和方案, 党的章程和纲领需要在不断适应菲律宾政治生态的过程中加以完善。 此

外, 从 2022 年大选数据中可以看出, 菲律宾左翼支持率依旧惨淡。 因此, 将选举政治作为主

要斗争方式的群众力量党, 要通过推动社会经济改革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仍将是一个长期且艰

难的过程。
菲律宾左翼运动自兴起以来经历了早期发展、 分裂与多样性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艰难探索中

曲折前进。 菲律宾左翼政党根植于所处的社会环境, 并在各自的理论主张作用下, 逐渐形成了多

样发展态势。 然而, 囿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差异性, 菲律宾各左翼政党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精

诚团结的统一阵营, 因而难以撼动家族势力在菲律宾政党政治中的地位, 唯有尽早将左翼团结提

上日程, 才能迈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一步。 正如菲律宾社会主义者赫尔伯特·多塞纳

(Herbert Docena) 所言, 只有通过 “建立一支广泛的、 团结的和民主的群众运动”, 才能 “推翻

专制并对抗其他急于重掌政权的精英”②。 考虑到 21 世纪菲律宾左翼政党不断调整和蓄力发展的

大趋势, 左翼运动可能在深入推进的过程中迎来新的契机。 展望未来, 菲律宾左翼政党将进行怎

样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该国左翼运动在面对挑战时能否展现出更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 其发

展能否推动菲律宾走向更加公平、 民主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黑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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