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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８０ 年是土耳其政治发展进程中较为特殊的时期，
多党竞争、军人干政与民选政府交替构成了这一时期土耳其政治发展的主

要特征。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左派运动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期”。 土耳其左

派的政策主张主要涉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土耳其社会主义、革命的动

力问题、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库尔德人问题等。 土耳其左派的组织形式主

要以土耳其工人党、左派杂志和极左派团体为代表；活动方式主要包括合

法参政、创办杂志媒体、集会游行三种类型。 １９８０ 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左

派运动受到沉重打击，所谓的“黄金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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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８０ 年是土耳其政治发展史上较为特殊的一段时期，多党竞争、军人

干政与民选政府交替构成了这一时期土耳其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 在此背景下，土
耳其左派运动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期”。 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 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８０ 年间土耳其左派运动进行系统梳理。

一、 土耳其左派运动的发展历程

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８０ 年间，土耳其左派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上升期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 年），分化与迅速衰落期 （ １９６６ ～ １９７１ 年） 以及低潮与短暂恢复期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年）。
（一） 上升期（１９６０～ １９６５ 年）
１． 土耳其工人党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１３ 日，土耳其工人党（Ｔüｒｋｉｙｅ ｉşçｉ Ｐａｒｔｉｓｉ）正式注册成立，创始人包

括图尔克勒尔（Ｋｅｍａｌ Ｔüｒｋｌｅｒ）、埃拉卡林（Ａｖｎｉ Ａｒａｋａｌıｎ）、耶尔迪兹（Şａｂａｎ Ｙıｌｄıｚ）
等。① 土耳其工人党并非由知识分子和受过先进教育的人创办，而是由工人阶级创

办的，“工会活动家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后者对土耳其工人党没有什么帮助”②。 土耳

其工人党在城市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和东部省份的库尔德农民群体中具有较大影

响力，其政策在某些方面与共产党人类似，③其成员大多是“民族共产主义者”或“民
族社会主义者”，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兴趣。④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土耳其工人党首次参加土耳其省和市政议会选举，但仅在 ９ 个省

提名了候选人和 ７ 个省获得了有效选票。 在这次选举中，该党总计获得了 ３５，５０６ 张

选票，在迪亚巴克尔市政议会获得了一个议席。⑤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土耳其工人党举行第

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制定党的纲领。 党主席阿伊巴尔（Ｍｅｈｍｅｔ Ａｌｉ
Ａｙｂａｒ）在大会讲话中强调，土耳其最大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其人民有尊严生

活的社会。 阿伊巴尔阐述了土耳其工人党的两大基本纲领：土耳其只有以非资本主

义发展道路为基础，才能实现社会经济进步；为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土耳其必

须改变权力性质。⑥ 阿伊巴尔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界定为混合经济，即以计划为

基础，国有部门扮演主角。 他提倡农业改革以及外贸、银行、保险公司和外国资本的

国有化，强调土耳其要实现国有部门工业化和国家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土耳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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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党必须掌权，政党必须在宪法框架内开展斗争。①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土耳其工人党参加了土耳其议会选举，但在选举中遭遇挑战。 在

埃希什尔（Ａｋｈｉｓｈｅｒ）的公开集会上，土耳其工人党的地方干部遭到身体攻击。② 同

年 ９ 月底，共和农民民族党主席图尔克斯（Ａｌｐａｒｓｌａｎ Ｔüｒｋｅş）则攻击土耳其工人党的

土地改革政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必须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推动土耳其工业化，
将无地农民转移到工业或其他经济部门来完成。③

在 １９６５ 年的议会选举中，土耳其工人党共提名了 ３８２ 名候选人，参加了 ５１ 个省

的选举活动。 当时，一本名为《来吧，朋友，让我们团结起来》的小册子称该党是工

人、农民、小店主、司机和手工业者的政党。 从该党候选人名单来看，工人、工会活动

家和技术员 １３７ 名，农民 ２１ 名，司机、小店主和手工业者 ５４ 名，总共 ２１２ 名候选人。
而上述阶层在其他政党如正义党、共和人民党对应的候选人数量分别为 ５、０、０ 和 ５、
０、７。④ 从选举结果看，土耳其工人党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获得了 ８５，５２６
张选票，但在其他 ４８ 个省份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每个省的得票数在 ３，０００ 到 ４，０００
张之间，卡尔斯省和阿达纳省表现较好，得票数分别达 ９，３３３ 张和 ７，９２６ 张。⑤ 土耳

其工人党在此次选举中最后获得了 １５ 个议席。
２． 《方向》杂志和社会主义思想协会

在土耳其左派运动上升期，出现了多份左派杂志。 其中，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在安卡拉

创刊的《方向》（Ｙöｎ）杂志的影响力最大。 该杂志由阿费杰奥卢（Ｄｏｇ̌ａｎ Ａｖｃıｏｇ̌ｌｕ）、
索萨尔（Ｍüｍｔａｚ Ｓｏｙｓａｌ）、塞尔柱克（ ｉｌｈａｎ Ｓｅｌçｕｋ）等土耳其知识分子、记者和青年学

者创办。 阿费杰奥卢任杂志主编，艾尤布奥卢（Ｃｅｍａｌ Ｒｅşｉｔ Ｅｙｕｂｏｇ̌ｌｕ）主要提供资金

支持。⑥ １９６２ 年，《方向》的作者成立了社会主义思想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图伦

（Ｏｓｍａｎ Ｎｕｒｉ Ｔｏｒｕｎ）当选协会主席，埃尔德尔（Ｎｅｊａｔ Ｅｒｄｅｒ）当选秘书长。 协会将宣

传土耳其社会主义确定为目标，希望能够为建立政党做好准备。⑦ 需要指出的是，土
耳其工人党部分领导人对协会的成立持反对态度，认为协会可能造成社会主义者在

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分裂。 但《方向》杂志和协会的理论家认为，土耳其工人党不成

熟，有必要在军队和文官集团中宣传社会主义。 截至 １９６５ 年，协会会员人数已超过

五千人。 为回应建党诉求，协会在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４ 年间尝试组建新的土耳其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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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以期实现与 １９６１ 年成立的土耳其工人党的合并，但未能成功。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乌拉亚 （ Ｓıｔｋı Ｕｌａｙ） 将军尝试组建社会民主党 （ Ｓｏｓｙａｌ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Ｐａｒｔｉ），但最后选择与共和人民党合并。① 社会主义思想协会短暂的建党努力以失败

告终。
（二） 分化与迅速衰落期（１９６６～ １９７１ 年）
１． 土耳其工人党的内部分化

１９６５ 年后，土耳其工人党主席阿伊巴尔逐渐将该党性质界定为社会主义政党，
声称“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组织执

掌政权。 从纲领、章程和政策来看，土耳其工人党就是这样的政党”。② 这意味着土

耳其工人党开始向社会主义政党转型，但也预示着党内分化的开始。
１９６６ 年夏，阿伊巴尔提出民族解放斗争与社会主义斗争不可分割的新主张，称

民族解放斗争与社会主义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在落后社会，解放斗争的彻底胜

利，只能以消灭与外国势力相勾结的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为基础。③ 同年 １１ 月，土
耳其工人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阿伊巴尔的上述主张。 但是，党的领导层在

界定谁（工人阶级还是中间阶层）是土耳其革命进程的领导力量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贝拉里（Ｍｉｈｒｉ Ｂｅｌｌｉ）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革命论，且贝

拉里的支持者自称“无产阶级革命者”。 必须指出的是，贝拉里的主张在当时并非主

流，多数代表依然支持阿伊巴尔的主张。 这次大会并没有修改党的纲领，依然沿用

“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表述。④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土耳其工人党领导人全会再次讨论阿伊巴尔的主张。 以萨

顿·阿伦和贝希杰·博兰为代表的持不同意见者对阿伊巴尔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

四点意见：阿伊巴尔主张的不同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修

正；阿伊巴尔对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看法不科学；阿伊巴尔提出土耳其社会主义者

应关注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著作的建议在本质上是危险的；阿伊巴尔在党内建立

了个人专权。⑤ 同年 １１ 月，土耳其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重申“土耳其社会主

义是社会主义潮流中完全独立的运动”和“土耳其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和独立性”，⑥

在领导人委员会选举中，阿伊巴尔集团取得了全面胜利。
但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土耳其工人党的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有关阿伊巴尔

新理论的争论加剧了党内分裂，为此后该党陷入长期危机埋下了隐患。 自此，土耳

其工人党内部出现了阿伊巴尔集团、阿伦—博兰集团和贝拉里集团（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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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三大派别。① 第三次代表大会成为土耳其工人党发展的转折点，大会结束后不

久，党内有人对阿伊巴尔进行指责，认为他继续传播对党有害的观点，选举期间容忍

对党组织的迫害，试图清洗那些不支持其观点的领导人，迫害不赞同其观点的议员

以及压制反对派。②

由于党内出现分裂，土耳其工人党在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的选举中成绩平平。 该党在

土耳其 ６７ 个省份均提名了候选人，但得票率却从 １９６５ 年的 ３％降至 ２．６５％，议席数

从 １５ 个滑落至 ２ 个。 然而，对于选举失利的原因，工人党领导人存在不同的解释。
阿伊巴尔将其归结为工人阶级政治觉悟不高和土耳其其他政党吸引了工人党的选

票。 阿伦则认为，败选的根本原因是工人党丧失了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③ 《方
向》杂志则批评阿伊巴尔把土耳其工人党变成了“一个民众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议会

政党”④。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土耳其工人党举行领导人委员会会议，阿斯兰 （Ｍｅｈｍｅｔ Ａｌｉ

Ａｓｌａｎ）当选党主席，坎博拉塔（Ｙａｈｙａ Ｋａｎｂｏｌａｔ）当选总书记。 然而，仅维持了两个

月，党内便发生了分裂。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领导人委员会会议再次举行。 博兰当选非工

会派总书记，居文（Ｈüｓａｍｅｔｔｉｎ Ｇüｖｅｎ）则当选为工会派书记。 与此同时，阿伦—博兰

集团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也发生了冲突，而阿伊巴尔集团分裂为工会活动派和东

部省份派。 依照力量排序，土耳其工人党内的派别包括阿伊巴尔集团、阿伦—博兰

集团、工会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⑤ 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党内不同阶

级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知识分子与工人，工人和农民之间以及知识分子之

间产生了分歧。 无产阶级革命派计划在第四次大会期间把阿伦—博兰集团逐出领

导层。⑥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土耳其工人党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党的战

略和策略问题。 在大会召开期间，无产阶级革命派试图举行独立的“革命大会”。 博

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是两条不可调和的不同路线。 东部派、无产

阶级革命派、工会派都反对阿伦—博兰集团开除民族民主革命派的决议。⑦ 然而，部
分民族民主革命的支持者拒绝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伍，毅然决定参加土耳其工人党

的大会。
总之，土耳其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表明，该党内部危机仍在继续发酵，派系冲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ｇｏｒ Ｌｉｐｏｖｓｋ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ｐｐ． ５５－５６．
Ｉｂｉｄ．， ｐ． ５８．
Ｉｂｉｄ．， ｐｐ． ７０－７１．
Ｉｂｉｄ．， ｐ． ７２．
Ｉｂｉｄ．， ｐ． ６８．
Öｚｇüｒ Ｍｕｔｌｕ Ｕｌｕｓ，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Ｌｅｆｔ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ｕｐ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ｍ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１１， ｐ． ８６．
Ｉｂｉｄ． ｐ．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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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导致党内分裂和阶段性清洗，对该党在民众中的名声产生了负面影响。 土耳其工

人党受到严重削弱，青年组织几乎完全脱离其控制，加入极端左派恐怖组织，同时右

派力量针对党的攻击明显增多。
２． 民族民主革命派的主张、影响与分化

社会主义革命派与民族民主革命派之间的争论，是激进左派之间的第一次分

裂。 １９６８～１９７１ 年间，民族民主革命派在再次分裂为多个集团。
贝拉里被认为是运动的领导人和主要理论家之一，曾是土耳其共产党党员。 因

其共产党人的经历，贝拉里不能加入其他任何政党，因此选择与《方向》杂志合作。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 ５ 日，贝拉里以笔名图菲科奇（Ｅｓｋｉ Ｔüｆｅｋçｉ）在《方向》杂志上发表了第

一篇论述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① 文章论述了土耳其的主要矛盾、革命阶级和反革

命阶级。 贝拉里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并没有结束，第一步是确保实现完全

民主和消灭封建残余。 革命运动的最低目标是结束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依附关

系。 贝拉里呼吁实现生产国有化，消灭封建主义，为实现完全独立、政治民主的土耳

其而实施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计划。 他强调，民族民主革命不同于传统的资产阶级革

命，因为它是殖民地国家的解放革命，具有反帝性质；民族民主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

领导下的革命，而是民族力量发起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劳动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军人

文官知识分子的联合力量。 他将这些民族力量组成的阵线称为“革命联合力量”。②

民族民主革命的支持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对确保革命成功和延续是必须

的。 与土耳其工人党不同，该派强调凯末尔主义者不能被排除在反帝运动之外。 在

土耳其独立战争时期，在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反帝斗争才能够取得胜利。 贝拉里

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认为保护独立要依靠建立社会主义秩

序。 社会主义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和劳动人民的参与下实现。 因此，民族民主

革命的最终胜利要依靠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力量，即无产阶级、城乡劳动者。 贝拉

里同时认为，土耳其的城乡无产者并非缺乏政治意识，而是支持剥削力量的政党。③

贝拉里认为，当前的革命运动是土耳其第二次民族民主革命，是完成凯末尔主义革

命的斗争。 第一次民族民主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力量成功斗争的样板。 在

下一革命阶段，从理论上来说，革命运动将走向社会主义。 因此，贝拉里支持无产阶

级领导的阶级斗争。④

１９６９ 年底 １９７０ 年初，民族民主革命派分裂为五大集团。 一是贝拉里和《启蒙》
杂志（Ａｙｄıｎｌıｋ）集团。 该派决定建立新政党，并希望军队进一步干预政治，但该派支

·２２·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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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力量最终遭解散。 二是科费利杰米利（Ｈｉｋｍｅｔ Ｋıｖıｌｃıｍｌı） 和《社会主义》 杂志

（Ｓｏｓｙａｌｉｓｔ）集团。① 该派认真考虑了军队干政的可能性，但主张建立一个领导运动

的、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 三是恰扬集团（Ｍａｈｉｒ Çａｙａｎ）。 该派拒绝进步政变，主张

以非法方式准备反动兵变和武装斗争。 但该派保留支持军队干政，在军人干政后倾

向于反美立场。 该集团建立了土耳其人民解放党阵线。 在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军人干

政后，优素福和穆尼尔退出该集团。 恰扬试图重整民族民主革命派，借鉴南美经验

构建人民战争的新纲领。 四是佩林切克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集团，该集团经常更改

主张，采取了清晰的亲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并于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成立土耳其工人农民革

命党（Ｔüｒｋｉｙｅ ｉｈｔｉｌａｌｃｉ ｉşçｉ Ｋöｙｌü Ｐａｒｔｉｓｉ）。 但卡帕卡亚（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Ｋａｙｐａｋｋａｙａ）在 １９７１
年底退出该集团，与其他反对者于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成立了土耳其共产党—马列

（Ｔüｒｋｉｙｅ Ｋｏｍü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ｉｓｉ ／ Ｍａｒｋｓｉｓｔ⁃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五是吉兹米什（Ｄｅｎｉｚ Ｇｅｚｍｉş）等人开

始组建游击组织“土耳其人民解放军（Ｔüｒｋｉｙｅ Ｈａｌｋ Ｋｕｒｔｕｌｕş Ｏｒｄｕｓｕ）”，该组织不信

任军队，成员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而吉兹米什本人是库尔德人的朋友。②

３． 左派刊物

左派刊物是传播土耳其左派运动理念、道路和主张的重要宣传平台，代表性的

左派刊物包括《誓言》 （Ａｎｔ）、《土耳其左派》 （Ｔüｒｋ Ｓｏｌｕ）、《革命》 （Ｄｅｒｖｉｍ）、《新时

代》（Ｙｅｎｉ Ｇüｎ）、《土耳其工人》 （Ｔüｒｋ ｉş）等。 其中，《誓言》和《土耳其左派》影响

较大。
《誓言》于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 ３ 日开始在伊斯坦布尔出版发行。 杂志创始人之一奥兹

古登（Ｄｏｇ̌ａｎ Öｚｇüｄｅｎ）在《为什么是誓言》一文中称，《誓言》是社会主义思想自由表

达的论坛，是支持社会主义胜利的杂志。 与《方向》杂志相比，该杂志更加活跃激进，
强调反体制宣传，谴责土耳其德米雷尔政府的不公平与失败。③ 《誓言》杂志发表了

许多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胡志明等革命家的文章，主张支持革命的思想。 奥

兹古登曾尝试开展“革命教育”，声称“我们是极左派”，号召“土耳其社会主义者实现

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团结，团结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下”。④ 《土耳其左派》于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在安卡拉以报纸形式出版发行，是更加激进的左派革命报纸。 该

杂志第一期封面上写道：“为了民主的、完全独立的土耳其———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合

伙人———革命团结———民族力量大联合”。⑤ 《土耳其左派》的主题包括重新定义民

族主义、作为完全独立道路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以及国际事务分析。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科费利杰米利出版了名为《社会主义》的杂志，杂志出版七期后，于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停刊，１９７０ 年复刊，一
年后再次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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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ｐ．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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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９７１ 年政变与左派的迅速衰落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土耳其军队再次政变并掌管政权，使土耳其社会主义力量遭

遇严重挫折。 土耳其学者乌鲁斯认为，３ 月 １２ 日政变和三大组织领导人的被害是对

左派特别是青年人的沉重打击。① 同年 ７ 月 ２０ 日，土耳其工人党被禁止活动，贝希

杰·博兰、萨班·埃里克、赛义德·杰拉塔什、萨顿·阿伦、奥斯曼·萨卡拉萨兹、阿
迪勒·厄兹考勒等人被捕。 贝希杰·博兰被判 １５ 年监禁，萨顿·阿伦被判 １２ 年

监禁。
（三） 低潮和短暂恢复期（１９７１～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卡奇马兹（Ａｈｍｅｔ Ｋａｃｍａｚ）等一批工人、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

和工会活动家创建了土耳其社会主义工人党（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 在内

政方面，该党主张外国公司、大银行、国家的工农企业和矿山等国有化，实现国家垄

断对外贸易。 在外交方面，该党主张土耳其退出北约和中央条约组织，并中断与欧

共体的联系。② １９７５ 年，该党在土耳其的 ２２ 个省建立支部，伊斯坦布尔支部中约

５３％的党员是工人，安卡拉和伊兹密尔支部的工人比例不到 ５０％。 １９７６ 年 ３ ～ ４ 月，
土耳其社会主义工人党举行第一次大会，宣称“为了工人阶级团结，已经做好准备与

社会民主派合作”③。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 贝拉里及其支持者创立了土耳其工人党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④ 该党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给土耳其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 当前的任

务是土耳其政治经济上获得完全独立和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⑤ 同年 １１ 月，该
党领导人贝拉里被捕；１９７６ 年 ５ 月，土耳其安全法庭对土耳其工人党的 ３３ 名领导人

进行了审判，指控他们从事违宪活动。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土耳

其工人党。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博兰领导的土耳其劳动党（Ｔｕｒｋｉｓｈ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宣布重建，其成员

多为革命工人工会联盟（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Ｕｎｉｏｎｓ）中的活跃分

子。 该党宣称未来一段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阶段，所有国家迟早都

会进入社会主义。 该党还呼吁实现国家民主化，反对法西斯主义和黩武主义，土耳

其要远离帝国主义集团。⑥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土耳其工人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第一次大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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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党是土耳其左派运动分化组合的产物，有别于 １９６１ 年成立的土耳其工人党，各派别主张的差异，导

致土耳其政坛出现了多个名称相同或相似的政党。 １９７５ 年成立的土耳其工人党的成员主要包括工人、农民、手
工业者和知识分子。

Ｉｇｏｒ Ｌｉｐｏｖｓｋ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ｐ． １２６．
Ｉｂｉｄ．



１９６０～ １９８０ 年的土耳其左派运动探析


会，博兰提出要与共和人民党建立同盟。①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土耳其地方选举举

行，土耳其劳动党获得 ６．１ 万张选票，而土耳其社会主义工人党只获得 ２．８ 万张

选票。②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阿伊巴尔创立了社会主义党。 该党的创立者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

级成员。 该党纲领宣称建设社会主义是党的最终目标，号召为国家的社会重建而斗

争。 在社会主义党的发展历程中，阿伊巴尔又转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

社会主义是多元主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土耳其“第三条道路”。
此外，这一时期土耳其出现了毛派政党。 成立于 １９７８ 年的土耳其工农党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Ｐａｒｔ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政党。 该党的领导人多

乌·佩林切克认为苏联是土耳其最大的敌人，反苏是其主要立场。③

二、 土耳其左派运动的政策主张

综合土耳其工人党和左派刊物的政治立场，土耳其左派运动的政策主张和关注

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耳其左派运动主张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通过加速发展摆脱经

济困局。
首先，左派运动认为土耳其处在巨大的危机中，加速工业化进程是摆脱危机的

重要路径。 土耳其工人党领导人阿伊巴尔认为，土耳其经济社会危机根植于土耳其

历史，政治不稳定只是其表面现象。④ 唯有加速工业化进程才能帮助土耳其走出危

机，其根本任务是发展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先进技术。⑤ 因此，土耳其工人党在党纲中

提出，土耳其的发展道路需要依赖基于大规模生产的国有化、政府投资工业、改革土

地所有制、发展经济类教育、消灭失业、建立友好型国际关系、减少剥削等。⑥ 土耳其

工人党在 １９６４ 年党纲中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如政策的科学基础、日常生活的民主、
有计划的国家主义、民众主义和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民族主义、反对各种剥削、支持

和平、世俗主义、私有财产、关注个人需求等。⑦ 关于土耳其快速发展的目标，《方向》
杂志在创刊号中予以了充分诠释：“我们认为阿塔图尔克改革设定的目标，如达到现

代文明水平、解决教育问题、盘活土耳其民主、实现社会正义、建立根基牢固的土耳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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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民主制度等，都取决于我们快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即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快速

提高。”①

其次，虽然土耳其工人党主要领导人支持“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这并不是

“第三条道路”，而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② 在贝希杰·博兰看来，许
多人认为“混合经济”体制是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特殊类

型。 在她看来，权力的阶级构成决定了社会体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混合经济”并
不排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发展中国家特殊的

资本主义发展形式，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发展阶段，抑或是强化发达国

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③

第二，土耳其左派运动主张“土耳其社会主义”。
首先，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方式，也是一种民族主义。 土耳其工人党领导人阿

伊巴尔称，“我们的道路是土耳其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用我们勤劳的双手和智

慧的头脑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土耳其。”④该党另一位领导人博兰也表示，
“土耳其的社会经济严重落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土耳其。”⑤社会主义思想协会

在成立宣言中提出，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土耳其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是依靠

和引导国内民族主义，缔造一个基于相互尊重而非相互剥削的、由土耳其人构成的

民族……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独立的土耳其，其幸福是国际和

平和福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⑥ 《方向》的作者也认为，民族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的兴

起是发展的必然。 “就社会正义而言，社会主义仅仅是快速发展的方式。 社会正义

的快速提升是拯救我们国家摆脱困局的唯一方式。 因此，社会主义是最好的民族

主义。”⑦

其次，“土耳其社会主义（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完全不同于共产主义，是一种适合

土耳其等其他不发达国家国情的社会主义。⑧ 土耳其著名社会主义者阿伊德米尔

（Şｅｖｋｅｔ Ｓüｒｅｙｙａ Ａｙｄｅｍｉｒ）曾在《方向》杂志的文章中提出“土耳其社会主义”的几大

主要特征：反帝国主义和支持独立；反资本主义，打造民族民众主义经济；进步国家

主义，且不反对混合经济；为了人民的民众主义，即国家服务于人民福祉和提供社会

正义；赞同凯末尔的“祖国”概念，反对侵略和入侵；支持凯末尔的语言、历史和文化

上的科学民族主义；国家、政府、对外政策和经济方面有所区分的民族主义；将社会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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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注入到民主秩序中，并创建其机构；计划包括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保护和组织

劳工，服务强大的独立工会；严格区分国家和宗教事务的世俗主义。① 由此可见，土
耳其社会主义是以凯末尔主义和劳工主义为基础，以解决土耳其社会、经济和政治

问题为主要目标。
第三，革命的动力问题是土耳其左派运动关注的重要话题。
在这方面，土耳其左派运动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土耳其各阶层在本国革命中的作

用。 革命主体根据作用大小依次为工人阶级、农民和中产阶层。 首先，土耳其工人

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土耳其工人党领导人阿伊巴尔认为，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土

耳其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领导力量，虽然农民占所有雇佣人口的 ７４．６％，但工人阶级是

组织性更强、更加团结和更具阶级意识的力量。② 同时，工人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

优秀战士，是反对法西斯的重要力量。③ 博兰认为“工人阶级是能够实现社会正义、
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唯一有组织的积极力量”④。 其次，农民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

二大推动力量。 博兰曾表示，“没有农民的投票，土耳其工人党不可能获得权力。 在

这一方面，社会主义者的掌权之路需要通过乡村实现”⑤。 土耳其工人党在纲领中提

出，“贫穷的农民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他们是劳动阶级中人数最多的

阶级，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参与，改革无法实现”⑥。 最后，中产阶层是社会主义革命的

第三大力量。 这一阶层由手工业者、职员、军队和文官集团以及学生组成。 然而，土
耳其左派理论家更强调知识分子阶层要与工人阶级实现联合。 例如，阿勒坦认为，
知识分子要融入工人的政治组织中，必须帮助劳动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在游

行、集会和活动方面提供帮助。⑦ 除论述革命的动力问题外，土耳其左派理论家还讨

论了土耳其社会进步的障碍。 阿费杰奥卢提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买办资产

阶级是土耳其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我们国家无法主动摆脱的封建主义和中世纪

残余思想，是大资产阶级的合伙人。 通过与封建主义结盟，大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

政治体系。”⑧

第四，土耳其左派运动高度关注军事政变和土耳其军队的作用。
１９６０ 年、１９７１ 年和 １９８０ 年，土耳其军队先后发动了三次军事政变，对土耳其民

主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使得如何看待政变和军队的作用成为土耳其左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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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重要话题。 首先，土耳其左派对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政变总体持正面评价。 贝希

杰·博兰认为，１９６０ 年政变是土耳其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没有解决土耳其的

问题和满足人民需求，但催生了一部好宪法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手段。① 对于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政变，土耳其左派甚至尝试组建与军人的政变联盟，但因计划提前

暴露而宣告失败。 其次，许多土耳其左派人士认为，土耳其军队支持革命。 在论及

军队在革命中的作用时，阿费杰奥卢称，“鉴于军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们

担负的历史使命会迫使他们发挥领导作用，超越其私人利益。 每当资产阶级在发展

上表现失败时，每当来自民众的社会压力增加时，这一阶层可能会选择非资本主义

发展道路。”②因此，阿费杰奥卢指责土耳其工人党在阶级问题上仍局限在“传统的社

会主义分析”框架内，忽视了决定土耳其命运的这一重要集团。 他强调，当前反帝斗

争的命运不会由工人阶级决定，而是取决于“革命骨干”（文军集团）。 最后，土耳其

军队的阶级构成决定了其革命性。 阿费杰奥卢称，“军队主要由来自贫苦家庭的军

人组成，是土耳其进步发展斗争中最有前途的因素之一。 我们的一些进步活动家并

没有认识到我国军队与西方军队的这一重要差异。 西方的资产阶级让其后代填充

军队，训练他们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他们阻止工人和农民的孩子从事军人职业，南
美国家亦是如此。 但在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军队源自人民内部。 因此，关于军队是

统治阶级工具的认识是错误的。”③

第五，土耳其左派运动重视本国库尔德人问题。
在 １９７０ 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土耳其工人党通过了有关库尔德人问题的决议，

主要内容包括：库尔德人居住在土耳其东部；库尔德人遭受压迫、恐怖和同化政策；
谴责东部地区的落后是统治集团的政策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共同结果；东
部问题不仅仅是发展问题；支持库尔德人合法的民主斗争是土耳其工人党的革命职

责，该党反对所有反民主的、法西斯的、压迫的、沙文主义的潮流；主张实现库尔德人

的民族民主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合，库尔德社会主义者和土耳其社会主义者必

须实现党内团结；反对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土耳其工人党从社会主义

革命斗争必要性的角度考察库尔德人问题。④ 乌鲁斯认为，土耳其工人党第四次代

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显挑战了土耳其的官方意识形态。 该党承认了库尔德人及其

问题的存在，但土耳其工人党并不支持库尔德人民族自决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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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土耳其左派运动的若干认识

通过考察 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８０ 年间土耳其左派运动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

几点认识。
第一，土耳其左派运动并非土耳其政治思潮和运动的主流，在大多数时候，左派

运动仍是土耳其政府打击和压制的对象。 在 １９７１ 年和 １９８０ 年军事政变中，左派组

织、左派期刊、左派领导人都是政变打击的主要对象。 一批左派组织和期刊遭取缔，
左派领导人或选择流亡国外，或被判处监禁，或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

第二，土耳其左派运动出现过多次分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力量。 土耳其

工人党内部经历多次分裂，这些分裂掺杂着复杂的阶级利益矛盾、路线之争和个人

矛盾。 最终，土耳其工人党分化成阿伊巴尔集团、阿伦—博兰集团、第三条道路派、
民族民主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等团体以及之后的五个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 造

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分歧和党内领导人之间的个人竞争。
第三，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间，土耳其左派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从政治地

位的角度看，可分为合法政党和非法政党；从组建方式来看，可分为政党组织、非政

党组织（协会、期刊）和极左派组织；从活动方式看，可分为合法参政、媒体宣传、集会

游行、游击反抗等；从阶级基础看，该时期土耳其左派运动的参与者主要包括知识分

子、职业人士和工会活动家。
第四，从现实影响来看，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间兴起的左派政治家和左派人士至今在土

耳其政坛仍具有一定影响力。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 ２０１５ 年成立的土耳其爱国党领

导人多乌·佩林切克，该党前身是 １９９２ 年成立的工人党，致力于团结土耳其的社会

主义者、革命者、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凯末尔主义者，代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政
府职员、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商人利益。①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１２ 月 ３ 日，佩林切克

参加了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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