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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发展中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ꎬ 斯里兰卡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 典型性ꎮ 随着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的变化ꎬ 斯里兰卡左翼政党不断革新社会

主义运动形式ꎬ 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ꎬ 并期望在新的合作平台上摒弃前嫌、 加强团结ꎬ 以实现建立社

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目标ꎮ 在新环境中ꎬ 斯里兰卡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善政社会主义、 新社会主义、
复兴社会主义多元化理论主张ꎻ 左翼政党格局变得更加复杂ꎻ 社会主义运动诉求更加弹性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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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是一个历史悠久又饱经沧桑的多民族国家ꎮ 近代以来ꎬ 在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ꎬ 马克思

主义在这个岛国得到广泛传播ꎮ 同时ꎬ 斯里兰卡也诞生了兰卡平等社会党、 共产党等左翼政党ꎮ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后ꎬ 斯里兰卡左翼政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运用于本国的革命实践ꎬ 成为影响斯

里兰卡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ꎮ 在各左翼政党的推动下ꎬ 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浪潮此起彼伏ꎮ

一、 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力量及其发展历程

１. 社会主义运动力量的出现

在斯里兰卡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中诞生的左翼政党是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ꎮ
１７９６ 年 ２ 月ꎬ 英军占领科伦坡ꎬ 结束了荷兰人对斯里兰卡长达约 １５０ 年的统治ꎮ １８０２ 年ꎬ 英法两国

签订亚眠和约ꎬ 斯里兰卡被正式宣布为英国殖民地ꎮ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ꎬ 斯里兰卡正式宣布独立ꎬ 定国名

为锡兰ꎮ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ꎬ 左翼政党不断发展壮大ꎬ 成为斯里兰卡政

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和影响者ꎮ 在众多左翼政党中ꎬ 最有影响力的有兰卡平等社会党、 斯里兰卡共

产党、 人民解放阵线以及阵线社会主义党ꎮ
兰卡平等社会党成立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是斯里兰卡最早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ꎬ 主要创立

者是佩雷拉、 科尔文席尔瓦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前ꎬ 兰卡平等社会党以工人运动为基础ꎬ 把实现

社会主义制度的诉求置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运动中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ꎬ 菲利普古纳瓦达纳

领导的兰卡平等社会党与斯里兰卡自由党结成人民联合阵线ꎬ 并形成了长期的执政联盟关系ꎮ 兰卡

平等社会党现任主席为蒂萨维塔拉纳ꎬ 曾在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执政时期担任科技部部长ꎮ
斯里兰卡共产党是斯里兰卡另一个历史悠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ꎮ 斯里兰卡共产党成立于 １９４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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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月 ３ 日ꎬ 其前身是统一社会主义党和锡兰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ꎮ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锡兰改国名为斯里兰

卡ꎮ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ꎬ 新宪法颁布ꎬ 再次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ꎮ 在斯里兰卡民主社会

主义共和国成立前ꎬ 该党被称为锡兰共产党ꎮ 斯里兰卡共产党现任总书记是古纳塞克拉ꎬ 他曾担任

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政府人力资源部部长ꎮ
人民解放阵线是目前斯里兰卡政坛上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政党ꎮ 人民解放阵线的创立者是罗哈

那维耶维拉ꎬ 他早年参加过斯里兰卡共产党 (北京派)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ꎬ 维耶维拉被驱逐出

斯里兰卡共产党 (北京派) 后ꎬ 成立了人民解放阵线ꎮ 经过 １９７１ 年和 １９８７ 年的两次暴动之后ꎬ 人

民解放阵线力量几乎丧失殆尽ꎮ １９９４ 年ꎬ 重建后的人民解放阵线再次进入斯里兰卡的政治舞台ꎮ
２００４ 年大选之前ꎬ 人民解放阵线与斯里兰卡自由党、 僧伽罗民族传统党达成选举协定ꎬ 组建统一人

民自由联盟ꎬ 开始了新的议会斗争的革命道路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人民解放阵线选出新的领导人阿奴拉迪

森纳亚克ꎬ 总书记为蒂尔文席尔瓦ꎮ 人民解放阵线在迪森纳亚克和席尔瓦领导下ꎬ 已经发展成为

斯里兰卡政治舞台上最活跃、 也最有影响力的左翼政党ꎮ
阵线社会主义党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ꎬ 它由人民解放阵线分裂出的成员构成ꎮ ２０１２ 年ꎬ 阵线社会主

义党召开了第一次大会ꎬ 选出了领导人库马尔古纳拉特纳姆和中央委员会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 阵线社

会主义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ꎮ 此次大会在充分协商讨论的基础上ꎬ 统一了思想认识ꎬ 确立了以 “坚
持不懈的斗争” 来建立社会主义伟大目标的政治路线ꎮ

２. ２０ 世纪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

民族独立之前的工人运动阶段ꎮ １９４８ 年之前的斯里兰卡处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初期的素里亚玛运动是这一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左翼运动ꎮ 素里亚玛运动也是左翼政党

的摇篮ꎬ 它标志着斯里兰卡工人阶级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ꎮ 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南科伦坡青年团ꎮ 在

此次运动中ꎬ 南科伦坡青年团的青年骨干在反殖民运动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ꎬ 之后又发起成立了

斯里兰卡最早的两个左翼政党: 兰卡平等社会党和锡兰共产党ꎮ １９３９ 年ꎬ 兰卡平等社会党领导了中

央省和乌瓦省的茶叶种植园罢工斗争ꎮ
民族独立之后的议会斗争与社会主义改革阶段ꎮ １９４８ 年斯里兰卡获得民族独立后ꎬ 左翼政党的

革命对象不再是英国殖民者ꎬ 而是转向了国内的资产阶级ꎮ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的联合休业大罢工是

斯里兰卡独立后兰卡平等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的、 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工人运动ꎮ 这次大罢工显示了

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ꎬ 提高了左翼政党在民众中的声望ꎬ 为 １９５６ 年斯里兰卡左翼政党与自由党结成

联盟并获得选举胜利奠定了基础ꎮ 此外ꎬ 发生在 １９６０ 年 ６、 ７ 月份的工人罢工运动再次将斯里兰卡

的社会主义运动推向高潮ꎬ 运动期间抗议政府的游行队伍曾多达 ４０ 万人ꎮ 与 １９５３ 年大罢工不同的

是ꎬ 这次运动是在人民解放阵线领导下进行的ꎮ
２０ 世纪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ꎮ １９５６ 年ꎬ 兰卡平等社会

党与自由党结盟成立人民联合阵线ꎮ 兰卡平等社会党极力推动社会主义改革ꎬ 如出台 «稻田法案»ꎬ
让租种稻田的佃农获得土地所有权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受左翼政党影响ꎬ 班达拉奈克在全国重要行业推行国

有化改革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人民联合阵线击败统一国民党后ꎬ 实施了土地改革、 增加大米补贴、 推行国

有化等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ꎮ
武装斗争阶段ꎮ ２０ 年代 ７０ 年代ꎬ 人民解放阵线对人民联合阵线政府的社会主义改革起初表示

欢迎ꎬ 但是ꎬ “在落实他们的社会主义日程表时ꎬ 政府施政之缓慢让那些激进的青年人感到失望”①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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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了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５ 日人民解放阵线的武装暴动ꎮ 这次武装暴动持续四个多月ꎬ 最终还是失败

了ꎮ １９８７ 年人民解放阵线再次发动 “爱国人民运动”ꎬ 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统一国民党贾亚瓦德

纳政权与印度的 “入侵”ꎬ 然而持续了两年多的武装斗争同样没能取得成功ꎮ
３.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

传统左翼政党: 兰卡平等社会党和斯里兰卡共产党ꎮ 这两个政党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ꎬ 主张

议会斗争ꎬ 反对暴力革命ꎮ 它们把自由党理解为中左派力量ꎬ 主张与其进行密切合作来反对右翼的

统一国民党ꎬ 推进社会主义运动ꎮ 兰卡平等社会党、 斯里兰卡共产党与自由党的合作关系可以追溯

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ꎮ １９５６ 年左翼政党与自由党组建的 “人民联合阵线” 提名 ６０ 名候选人ꎬ 赢得了

５１ 个议会席位ꎬ 兰卡平等社会党与共产党共获得 ２６ 个席位ꎮ １９６８ 年兰卡平等社会党、 斯里兰卡共

产党与自由党共同制定了包含商业银行国有化、 国家主导工业化等内容的联合行动纲领ꎬ 从而促进

了人民联合阵线的内部团结ꎮ 在 １９７０ 年的大选中ꎬ 人民联合阵线帮助班达拉奈克夫人取得大选决定

性胜利ꎮ ２００６ 年兰卡平等社会党、 斯里兰卡共产党、 民主左翼阵线、 民族解放人民党和斯里兰卡人

民党成立了 “社会主义联盟”ꎮ 内战结束后ꎬ 社会主义联盟联合自由党与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家族

的政治势力反对统一国民党及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ꎮ
新左翼政党: 人民解放阵线ꎮ 人民解放阵线既反对统一国民党ꎬ 也反对自由党ꎮ 人民解放阵线

曾经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８０ 年代末两次拿起武器进行暴力革命①ꎮ 正因为如此ꎬ 人民解放阵线被

认为是 “毛主义” 政党ꎮ 人民解放阵线在其纲领中明确规定自己属于 “马克思列宁主义” 政党ꎮ 进

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被称为 “新左派” 的人民解放阵线ꎬ 放弃武装斗争的革命选择ꎬ 坚持以发动群众

进行社会斗争、 寻求民众支持赢得选票的方式ꎬ 不断拓展在议会中的影响力ꎮ 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ꎬ
人民解放阵线坚决反对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家族的政治统治ꎬ 在斯里兰卡政坛上被视为不同于统一

国民党与自由党的 “另一种力量”ꎮ
激进左翼政党: 阵线社会主义党ꎮ 阵线社会主义党反对 “新” “老” 左派仅仅将革命斗争局限

于议会ꎮ 它认为人民解放阵线的 “议会政治” 是向资产阶级妥协ꎬ 属于 “狭隘的激进主义”ꎮ 阵线

社会主义党主张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政治斗争ꎬ 通过各种可能的社会革命运动ꎬ 如 “农
民斗争运动” “青年争取民主运动” “妇女争取自由运动” “平等权利运动” 等革命运动形式ꎬ 推翻

资产阶级的统治ꎬ 建立社会主义政权ꎮ

二、 ２１ 世纪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路径

１. 立足现实ꎬ 革新社会主义运动形式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斯里兰卡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相对弱化的趋势ꎮ 当前ꎬ 斯里兰卡各主要左

翼政党以议会斗争为主ꎬ 辅之以 “街头政治” “工人罢工” 来推动社会主义运动ꎮ 除此之外ꎬ 斯里

兰卡左翼政党丰富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类型ꎬ 积极推动 “人民运动” “平等权利运动” 等形式的社会

运动ꎮ 这些社会运动形式客观地反映出斯里兰卡民众对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呼声ꎬ 也表现了左翼政

党争取政治话语权和民众支持的勇气和智慧ꎮ
“人民运动” 是人民解放阵线社会主义运动的 “具体方案”ꎮ ２０１８ 年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更加

严重ꎬ 种族冲突加剧ꎬ 政党矛盾越发突出ꎬ 种种危机叠加使斯里兰卡的政治、 社会稳定充满了变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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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ꎬ 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坚持自己的 “革命” 理念ꎬ 分析了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 社

会、 民族矛盾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ꎬ 酝酿并推动了被誉为 “万场集会” 的 “人民运动”ꎮ 这

场 “人民运动” 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 以宪法改革为契机ꎬ 力争废除行政总统ꎻ 以民生问题为导

向ꎬ 宣传动员民众ꎻ 以议会斗争为基础ꎬ 反对资产阶级执政党ꎮ 在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政府时期ꎬ
人民解放阵线的 “人民运动” 反对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集权统治ꎬ 寻求政治民主ꎻ 在 ２０１５ 年后

的西里塞纳政府时期ꎬ 人民解放阵线把 “人民运动” 的目标定位于在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 “夺取政权”ꎬ
获得执政地位ꎮ

“平等权利运动” 是阵线社会主义党的社会主义运动口号ꎮ 阵线社会主义党把当前斯里兰卡的

民族和解、 泰米尔民族争取平等权利作为斗争的重点ꎮ 阵线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古纳拉特纳姆提出ꎬ
斯里兰卡有许多尚未实现的民主革命目标ꎬ 这些都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完成ꎮ 阵线社会主义

党认为ꎬ 应该实施一个有效的、 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案ꎬ 使工人阶级和农民能在不同的民族团体中团

结起来ꎮ 争取 “平等权利运动” 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ꎮ
２. 在议会斗争中争取 “马克思主义政党” 话语权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斯里兰卡左翼政党斗争的主要平台依旧是国家议会ꎮ 左翼政党在国家议会中

扮演着两种角色: 一种是执政党的盟友、 支持者ꎬ 另一种是执政者的反对者ꎮ 斯里兰卡共产党和兰

卡平等社会党在自由党执政时期的议会中扮演着 “合作者” 的角色ꎮ ２００４ 年人民解放阵线与自由党

有过短暂分裂ꎬ 之后一直以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的反对者身份进行议会斗争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 资产阶级政府中不同阶级的联合ꎬ “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

件ꎬ 却不能持久ꎬ 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ꎮ 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ꎬ 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

营垒ꎬ 彼此兵戎相见”①ꎮ ２０１５ 年大选之后ꎬ 斯里兰卡议会政治格局更加复杂ꎮ 自由党内部分裂为西

里塞纳团体、 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团体ꎬ 统一国民党与西里塞纳自由党团体也因 ２０１８ 年的政治危机

而貌合神离ꎮ 作为自由党前领导人的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最终选择离开自由党ꎬ 加入斯里兰卡人民

阵线党ꎬ 新老左派在议会中博弈的对手和斗争的方向因自由党的分裂而变得更加模糊ꎮ 在经历了从

“支持自由党” 发展到 “支持马欣达拉贾帕克萨” 之后ꎬ 斯里兰卡共产党和兰卡平等社会党只能

依托在议会中联合反对派来反对统一国民党ꎮ 相对于传统左翼政党ꎬ 人民解放阵线有着不容忽视的

政治话语权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人民解放阵线向西里塞纳政府提出完全废除行政总统、 引入新的选举体系、 促使

议会中的党派多元化等 ２０ 项提议和改革措施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人民解放阵线领导人阿努拉迪萨纳

亚克对地方议会选举中有关比例限制条件提出反对ꎬ 并再次向西里塞纳政府提出改革选举制度的要

求ꎮ 对现任政府的种种腐败行为ꎬ 人民解放阵线也毫不隐讳地直接提出批评和抗议ꎮ 人民解放阵线

认为ꎬ 西里塞纳新政府正在失去民心ꎮ 现任政府中充满了 “偷窃” “欺诈” 和 “腐败”ꎬ 政府的财政

浪费情况也处处可见ꎬ 如农业部租用后却弃之不用达数月的一幢大楼ꎬ 每月租金超过 ２００ 万卢比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人民解放阵线在马塔拉公开表示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都不能管理国家ꎬ 执政党

的所作所为就是 “儿子们卖掉了国家资源” 来获得好处ꎮ 因此ꎬ 人民解放阵线要团结僧伽罗人、 穆

斯林和泰米尔人ꎬ 采取各种措施来击败目前的专制政权ꎬ 建立一个 “全新的” 斯里兰卡ꎮ
人民解放阵线对斯里兰卡民生问题的关注ꎬ 使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支持ꎮ 在人民解放阵线等反对

党的敦促下ꎬ 斯里兰卡地方议会选举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举行ꎮ 此次选举按照多数票胜出的选举制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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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ꎬ 人民解放阵线获得 ６９３ ８７５ 张选票和 ４３１ 个地方议会席位ꎬ 得票率为 ６ ２７％ ꎮ
３. 左翼政党在分歧中寻找合作以提升政治影响力

斯里兰卡的左翼政党数量较多ꎬ 类型复杂ꎮ 长期以来ꎬ 斯里兰卡左翼政党中三种类型的政党之

间缺乏合作和相互支持ꎮ 正因为如此ꎬ 左翼政党在议会斗争中缺乏合力来形成有影响力的政治举措ꎮ
人民解放阵线在当前议会中占有席位ꎬ 但很难成为执政党ꎮ 兰卡平等社会党前政治局委员利亚纳戈

针对左翼政党分散的局面提出: “在下一次的议会选举中ꎬ 所有的左翼政党都应该以 ２１ 世纪社会主

义为政治策略ꎬ 形成联盟ꎮ” 他甚至直接建议: “在一定情况下ꎬ 人民解放阵线和阵线社会主义党应

该共同带头组成这样一个联盟ꎮ”①

其实ꎬ 左翼政党并不缺乏与其他政党之间的合作和联盟ꎮ 从 ２０ 世纪至今ꎬ 传统左派都保持着合

作和联盟的关系ꎮ 在 １９５２ 年斯里兰卡议会选举时期ꎬ 斯里兰卡共产党与兰卡平等社会党结成联合阵

线ꎬ 赢得 ４ 个席位ꎮ 在 ２００４ 年大选之前ꎬ 斯里兰卡自由党弃置人民联盟ꎬ 与人民解放阵线达成协

议ꎬ 组建了统一人民自由联盟ꎮ 这个联盟起初并不包含斯里兰卡共产党和兰卡平等社会党ꎬ 这两个

传统左翼政党都被排除在统一人民自由联盟之外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ꎬ 斯里兰卡共产党、 兰卡平等社会

党、 民族解放人民党、 民主左翼阵线和斯里兰卡人民党一起组建了社会主义联盟ꎮ 新联盟由五个党

组成主席团共同领导ꎬ 旨在推动民族和解进程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ꎮ 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斯里兰卡大选

中ꎬ 社会主义联盟作为统一人民自由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帮助马欣达拉贾帕克萨赢得了

６ ０１５ ９３４张选票ꎬ 促使其获得第二届总统任期ꎮ 在同年的议会选举中ꎬ 社会主义联盟所属的统一人

民自由联盟获得４ ８４６ ３８８张选票和 １４４ 个议会席位ꎬ 比 ２００４ 年增加了 ３９ 个议会席位ꎬ 以超过 ２ / ３
的压倒性多数成为执政的政党联盟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古纳塞克拉被任命为斯

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人力资源部部长ꎮ

三、 ２１ 世纪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特点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美国为主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实行霸权主义ꎮ 在斯里兰卡ꎬ 帝国主义国

家通过资产阶级 “代理人” 干涉斯里兰卡内政ꎬ 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ꎮ 饱受内战摧残的斯里兰卡ꎬ
刚平息战火又陷入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漩涡ꎮ 内外交困的经济形势ꎬ 阻碍了工业落后、 产业单一

的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ꎮ ２００９ 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ꎬ 东部、 北部地区泰米尔聚居区重建、 民族和解

等国内焦点问题的解决依旧困难重重ꎮ 在新形势下ꎬ 斯里兰卡左翼政党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

验ꎬ 在分析国内社会现实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ꎬ 提出了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的 “新理论” 和社会

主义革命的 “新路径”ꎮ 相比较于 ２０ 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ꎬ ２１ 世纪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态势

发生了诸多变化、 出现诸多新特点ꎬ 主要表现为: 理论主张多元化、 左翼政治格局多样化、 社会主

义诉求弹性化ꎮ
１. 理论主张多元化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ꎬ 斯里兰卡各个左翼政党、 理论家们在探寻社会主义

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内涵、 发展路径、 革命方式的不同见解ꎮ 最具代表性的理论

主张有以下三种: 第一ꎬ “善政社会主义”ꎬ 即 “传统左翼政党” 的主张ꎬ 在 “善政” 前提下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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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继续合作来推进社会主义变革ꎻ 第二ꎬ “复兴社会主义”ꎬ 即 “激进左翼政党” 的主张ꎬ 反对议会

合作ꎬ 主张通过 “街头政治” 甚至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ꎻ 第三ꎬ “新左翼政党” 的 “新
社会主义” 理论ꎬ 主张通过左翼政党联盟ꎬ 利用议会道路夺取政权ꎬ 从而对国家进行系统的社会主

义改革ꎮ 各个左翼政党形成的多样化社会主义思想理论ꎬ 造就了斯里兰卡多元化的政党政治结构和

社会主义运动模式ꎮ
“善政社会主义”ꎮ 斯里兰卡以共产党和兰卡平等社会党为代表的传统左派ꎬ 曾在 ２０ 世纪斯里

兰卡政治生活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但是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马欣达拉贾帕克萨领导下的自

由党长期执政ꎬ 产生了种种集权和腐败的现象ꎬ 使许多传统左翼政党骨干成员与其日渐疏远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斯里兰卡共产党和兰卡平等社会党所属的 “人民联盟” 被马欣达拉贾帕克萨 “搁置” 起来

后ꎬ 这两个 “老左派” 决定调整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ꎮ 为有效地同沙文主义、 原教旨主义和其他极

端主义作斗争ꎬ 斯里兰卡共产党、 兰卡平等社会党在 ２００６ 年与其他三个政党组成 “社会主义联

盟”ꎮ 在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政府时期ꎬ “社会主义联盟” 坚持 “善政” 导向ꎬ 反对 “行政总统制”
和泰米尔独立运动ꎬ 主张政治分权和民族团结统一ꎬ 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ꎮ 在 ２０１５ 年斯里兰卡大

选中ꎬ 统一国民党和西里塞纳结成联盟ꎬ 提出革除前政府中的腐败等执政弊端的 “善政” 口号ꎮ 自

由党内部的分裂使社会主义联盟在支持 “善政” 还是支持传统盟友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问题上陷

入困境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 斯里兰卡共产党在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以 ２６ 票对 １４ 票达成决议ꎬ
支持马欣达拉贾帕克萨ꎮ 在此前社会主义联盟的五党联席会议上ꎬ 斯里兰卡共产党领导人古纳塞

克拉曾表示ꎬ 共产党之所以支持马欣达拉贾帕克萨ꎬ 是出于多方面的考量ꎮ 但是ꎬ 在西里塞纳和

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选举对决中ꎬ 斯里兰卡共产党党内反对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成员还是越来

越多ꎬ ２０１４ 年底就有 ２１ 名斯里兰卡共产党中央委员明确表示支持西里塞纳、 反对马欣达拉贾帕

克萨ꎮ 无独有偶ꎬ 兰卡平等社会党也发生了类似的分裂情况ꎮ 兰卡平等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中有 １３ 名

成员选择支持西里塞纳ꎬ 其中有 ６ 名党员的议员资格因此而被终止ꎮ
“复兴社会主义”ꎮ “复兴社会主义” 是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左翼政党社会主义运动 “再激进化”

的结果ꎮ ２００９ 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ꎬ 绝大多数左派力量选择议会道路ꎬ 认同社会主义革命渐进性

的历史趋势ꎮ 内战结束后ꎬ 斯里兰卡 “渐进式” 的社会变革效果并不明显ꎬ 加之泰米尔民族和解举

步维艰ꎬ 经济发展无法惠及底层民众等困境ꎬ 使激进的左翼力量对斯里兰卡社会主义革命的缓慢进

程失去耐心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ꎬ 在托洛茨基政党的支持下ꎬ 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部分成员和传统

左翼政党中的激进分子会同来自英国、 法国、 意大利等分支机构的成员ꎬ 共 ５０００ 多人ꎬ 于科伦坡召

开了 “阵线社会主义党” 的成立大会ꎮ 阵线社会主义党不满新老左派长期以来与斯里兰卡资产阶级

政府合作的做法ꎬ 认为它们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历史的倒退ꎮ 所以ꎬ 阵线社会主义党认为 “复兴社会

主义” 是自己的历史使命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 该党领导人库马尔古纳拉特娜姆在接受 «今日锡

兰» 记者采访时指出ꎬ 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党和自由党都忘记了人民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ꎬ 阵线社会

主义党的目标是复兴社会主义ꎬ 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ꎮ
“新社会主义”ꎮ “新社会主义” 是人民解放阵线在 ２０１４ 年提出的一种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理念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在科伦坡召开了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ꎮ 大会产生了新一

届人民解放阵线领导集体ꎬ 选举席尔瓦为总书记、 迪萨纳亚克为主席ꎬ 并选举出其他四名中央政治

局常委ꎮ 此次大会不仅实现了党内的新老交替ꎬ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发展上也有所创新ꎮ 会议最

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 «我们的愿景» 这项决议ꎮ «我们的愿景» 提出的 “新社会主义” 革命目标ꎬ
以 “人民统治” 为核心要义ꎬ 以 “五大支柱” 即 “平等” “民主” “公正” “个人自由” “安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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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为基石ꎮ “新社会主义” 的革命目标宏大而又具体ꎮ 人民解放阵线分别从 “国家结构” “基本权

利” “国家安全” “民族统一” “对外政策” 五个方面对这一目标进行了详细的建构ꎮ
２. 左翼政治格局多样化

斯里兰卡左翼政党诞生至今ꎬ 一直都缺乏团结和统一性ꎮ 导致左翼政治碎片化的原因ꎬ 主要有

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待自由党的态度分歧较大ꎻ 其二是对国内各种现实问题的看法差异明显ꎮ 在对

待自由党的态度上ꎬ 新老左派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ꎮ 对国内各种社会现实问题以及国际帝国主

义势力ꎬ 各个左翼政党的看法也有着较大的差异ꎮ 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古纳塞克拉认为ꎬ 斯里兰

卡政治中存在着 “两个半阵营”: 一个阵营为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阵营ꎬ 这个阵营多为反种

族主义和反仇外情绪的精英阶层ꎬ 但实际上他们的仇外情绪、 种族主义和宗教沙文主义日益强烈ꎮ
另一个阵营为反帝国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的阵营ꎬ 实质却是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宗教沙文主义的阵

营ꎮ 古纳塞克拉坦言ꎬ 新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使斯里兰卡置身于新殖民主义所埋下的干涉主义 “雷
区”ꎮ 古纳塞克拉所说的 “半个阵营” 指的是有着激进革命血统ꎬ 却公开支持新自由主义、 新殖民

主义的左翼政党ꎮ 这些左翼政治力量的立场、 原则ꎬ 为他们的民族宗教沙文主义、 新民族主义滋生

提供了条件ꎬ 他们的反帝国主义被排外主义所 “腐蚀”ꎮ 不过ꎬ 古纳塞克拉主要是着眼于国内民族

主义、 立足于对国际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审视来理解和划分国内各个政治派别ꎮ
仅就左翼政党而言ꎬ 它们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 “阵营”ꎮ 兰卡平等社会党、 共产党与其他传统

左翼政党认为自由党是 “盟友”ꎬ 并以社会主义联盟身份加入统一人民自由联盟ꎬ 在议会中支持马

欣达拉贾帕克萨ꎬ 反对统一国民党政府ꎻ 人民解放阵线独立参与政府议会ꎬ 反对自由党和统一国

民党ꎻ 托洛茨基主义的新平等社会党、 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阵线社会主义党和主张 “毛主义” 的新民

主联合马列等激进的左翼政党在议会中暂时没有席位ꎮ 由于被排除在议会之外ꎬ 这些激进左翼只能

以 “街头政治” 的方式来表达革命诉求ꎬ 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ꎮ
３. 社会主义诉求弹性化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国际形势和斯里兰卡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ꎬ 但是斯里兰卡左翼政党追

求社会主义的目标并没有改变ꎮ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 “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

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ꎮ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ꎬ 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ꎬ 不

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ꎮ”① 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个左翼政党都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来

推进社会主义运动ꎮ 与 ２０ 世纪斯里兰卡左翼政党通过执政联盟直接推行公有制改革不同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的斯里兰卡左翼政党只能在政治权力核心的边缘ꎬ 通过议会斗争 “捍卫” 公有制改革成

果ꎬ 防止私有化的侵蚀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７０ 年代斯里兰卡左翼政党在政府中有重要的影响力ꎬ 它们可以直接通过政治权力

来推行公有制改革ꎬ 实行国有化ꎬ “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ꎬ 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②ꎮ 在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之前ꎬ 斯里兰卡自由党、 兰卡平等社会党、 共产党结成了 “联合

阵线”ꎬ 并在大选中赢得绝大多数席位而成为执政党ꎮ 在老左派和人民解放阵线 １９７２ 年暴力革命的

双重影响下ꎬ 斯里兰卡社会改革直接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７１ 年斯里兰卡的土地所有

者约为 ５５００ 人左右ꎬ 他们拥有大约 １２０ 万英亩的土地ꎮ １９７２ 年斯里兰卡出台的 «土地改革法» 对

私人拥有的土地设置了上限ꎬ 即普通土地 ５０ 英亩ꎬ 稻田 ２５ 英亩ꎮ １９７５ 年 «土地改革法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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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规定将私人公司拥有的土地直接收归国有ꎮ 除此之外ꎬ 其他改革措施还包括: 对公营和私营

的企业派驻政府董事ꎻ 政府为各类型企业与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设定了上限ꎬ 并进行强制储蓄ꎬ 对高

收入阶层征收近 ７５％的税率ꎻ 颁布 «商业经营收购法案» (１９７２ 年)ꎬ 该法案授权国家在符合公共

利益的前提下可以收购任何雇佣超过 １００ 名员工的企业ꎻ 颁布 «锡兰报业联合公司 (特别规定)
法» 和 «报刊委员会法»ꎬ 控制湖滨大厦 ７５％的股份ꎬ 进而将舆论传播掌控在政府手中ꎮ 进入 ２１ 世

纪以来的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因缺乏政治权力支撑ꎬ 没有出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７０ 年代那样的改

革浪潮ꎬ 社会主义改革的诉求更弹性化ꎮ ２００９ 年内战结束后ꎬ 国内外的种种现实问题冲淡了斯里兰

卡左翼政党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热情ꎮ 在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时期ꎬ 老左派被统辖在统一人民自

由联盟的阵营中ꎬ 很难发出社会主义变革的声音ꎻ 新左派处于被排斥在政权之外或被边缘化的生存

困境中ꎬ 也无法推动社会主义变革ꎮ 因此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斯里兰卡的社会主义运动停留在争夺

政治话语权、 维护公有化的既定成果、 反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向公共领域拓展等方面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实行经济自由化之前ꎬ 斯里兰卡公营 (国有) 经济在大工业企业、 交通、

公共事业等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ꎮ 这些公营企业曾在解决就业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ꎮ 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私营部门及公营企业私有化的发展ꎬ 公营企业的数目以及

公营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都有所下降ꎮ 在战后重建过程中ꎬ 斯里兰卡政府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ꎬ
没有过多地加剧私有化进程ꎮ ２００５ 年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上台后ꎬ 制定了著名的 “马欣达愿景”
(Ｍａｈｉｎｄａ Ｃｈｉｎｔａｎａ)ꎮ “马欣达愿景” 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注重减少贫穷人口数量ꎬ 引导建设资金流

向处境艰难的贫困地区ꎬ 促进农业发展等ꎬ 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营企业的发展ꎮ 但是ꎬ 长

期以来ꎬ 斯里兰卡的债务压力较大ꎬ 公营企业亏损严重ꎬ 经济发展对外资需求依赖性强ꎬ 加之国内

腐败和资源浪费情况严重ꎬ 这些促使西里塞纳政府加速了国有交通运输等领域资产的私有化进程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左翼政党无力阻止ꎬ 只能以议会抗争和罢工运动钳制西里塞纳政府的私有化做

法ꎮ 有议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民解放阵线运用种种方式反对政府将教育、 医疗等公共部门资产私

有化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 斯里兰卡政府打算修改 １９７８ 年颁布实行的 «大学法案»ꎬ 以便让私立大学合法

化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隶属于人民解放阵线的 “大学生联盟” 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ꎮ 此次抗议活

动遍布斯里兰卡 ２５ 所高校ꎬ 持续数月ꎮ 捍卫免费公共教育制度被视为人民解放阵线与资产阶级政党

决裂及其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平等社会党也参与到支持反对高校私

有化的进程中来ꎮ 除此之外ꎬ ２０１７ 年的南亚技术与医学研究所事件、 ２０１８ 年科塔拉瓦拉国防大学法

案事件再次反映出左派反对教育私有化的决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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