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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动骑士团衰落的原因浅析

王 锦 塘

劳动骑士团是 9 1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中人数最多
、

势力最大的工人组织之一
。

它创立于

1 89 6年
,

最初只是费城服装行业中的一个很小的工 会团体
,

由于其在建立之初处 于 秘 密 状

态
,

又没有统一领导机构
,

所以发展较慢
, 1 8 7 8年只有成员 9 0。。人

。

同年
,

劳动骑士团在宾

夕法尼亚州的里丁召开 了代表大会
,

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
,

正式定名为北美劳动骑士

团总会
。

从此 以后
,

它便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

1 8 8 6年会员人数达 70 万人
,

包括熟练工人
、

非

熟练工人
、

白人
、

黑人
、

女工
、

男工
、

本地工人和移民
,

成为当时最大的工会组织
。

劳动骑

士团领导过多次罢工斗争
,

在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1 8 8 6年 11 月
,

恩格斯

在致左尔格的信 中曾经指出
: “ `

劳动骑士
, 巳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

,

特别是 在新英格兰

和西部地区
,

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扑
,

这种力量将日益壮大
。 ” ①可是

,

劳动骑士团在

1 8 8 7年以后
,

却逐步走向衰落
。 1 8 8了年

,

它的成 员还有 50 万人
, 1 8 8 8年减少到 22 万人

, 1 8 9 3

年锐减到 9万人
,

而且其成员主要在农村
,

基本上失去了工人组织的性质
。

到 1 9 2 0 年
,

劳 动

骑士团只剩下 9 0 0 0人
,

骑士团的影响在美国大多数地区消失了
。

《纽约论坛报 》 在一篇题为
“
一个大社团的衰落

”
的文章中无限感慨地评论说

: “ 几乎在每一个地区
,

成百个分会相继

解散
。

在曾经一度无比强大的骑士会以前的据点里
,

这个组织的名称和宗 旨好像都成了过去

的陈迹
。 ” ②

为什么劳动骑士团会这样大起大落? 它迅速走向失败的原因何在 ? 美国史学家历来众说

纷纭
,

莫衷一是
。

美国劳工统计局编的 《美国劳工运动简史》 认为
,

骑士团
、

衰落主要是 由于

“
内部斗争

” 以及
“

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眼前的利益难以协调起来
。 ”

③美国历史学家路易

斯
·

哈克和木杰明
·

肯得里克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
。

他们罗列了劳动骑士团衰落 的 七 点 原

因
,

但在其中特别强调
“
熟练行业的人很快不愿意为非熟练行业的人火中取栗

,

或许是劳动骑

士团瓦解和被劳联所取代的最重要的原 因
。 ” ④康 门斯一威斯康星劳工史学派则强调

,

劳动

骑士团衰落的主要原因
,

是它的组织机构不适应
“
要求改善自己工作条件的 工人的需要

”

⑥
。

方纳则认为
,

骑士团
“
解体的基本原因是领导和会员之间的分裂

” ⑥
。

还有的人则认为劳动

骑士团衰落的原因是资本家的疯狂反对和破坏
,

等等
,

不一而足
。

上述各种看法
,

仁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有的说主观原因是主要的
,

有的则强 调 客 观 原

因
。

在主观原因中
,

有的强调组织机构不好 , 有的则突出内部不团结或领导和群众分裂
。

我

认为
,

这些虽各有其对的一面
,

但或不分主次
,

或对某些方 面强调过分
,

都欠准确或全面
,

没有抓住要害
。

最重要的原因应该从政治
、

思想
、

骑士团的组织路线和所执行的政策等各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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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研究
,

同时还要考虑到当时关国整个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水平及它们之问

的相互关系
。

缺乏先进的无产阶级理论恿想指导是劳动骑士团衰落的最董要原肉
.

这一 点从劳动骑士

团的纲领 及其活动中看得十分明显
。

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

首先
,

宣扬阶级调和
。

在劳动骑士团建立之初就表现出阶级调和的倾向
。

他们宣称劳动

转士团团员并不打算要
“
同任何正当的企业发生冲突

,

或对资本家采取敌对态度
, ”

并拥护

一切
“ 调和劳资利益… … 的各种法令

。 ” ⑦后来
,

在 18 78 年制定的正式纲领中也主张
“
废除

所有对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不平等的法律
” ⑧

。

这种提法完全混淆了阶级阵线
,

好象资本家和

工人同是受害者
,

硬把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扯在一起
。

一个工会组织的纲领不反 对 资产 阶

级
,
取消阶级斗争就失去战斗性和号召力

。

其次
,

散布唯心论
。

劳动骑士团团员在入团之前必须首先回答
:
是否相信世界创造者

_

上

帝? 是否愿意服从上帝的一切法规 ? 然后才能正式加 入组织
。

劳功骑士团的主要负责人斯蒂

芬斯在谈到工人阶级的团结时所讲的那番话
,

也充满了同样的论调
·

他说
: “

教义
、

政党组

织和国籍不过是穿在身上的衣 服
,

它们并不能阻止崇拜上帝—
那宇宙的主宰— 的人的心

灵的结合
,

也不能阻止人类的劳动者— 那四海一家的兄弟们— 的心灵的结合
” ⑥

。

恩格斯

认为
“
这是真正美国式的怪现象

:

最现代的趋向披上 了最中世纪的外衣
,

而最 民主的
、

甚至

是叛逆的精捧隐藏在表面的
、

但实际上毫无力量的专制之下
,

— 这就是劳动骑士团向欧洲

璐
;

察家展示的一幅图画
。 `” L美国进步的工人运动史学家方纳正确地指出

: “
斯蒂芬斯与其

说是工会主义者
,

不如说是人道主义者
,

他 听想建立起来的机构不是工会
,

而是一个群众 性

的兄弟会
,

一个工人阶级的友爱互助团体
”

@
。

第三
,

鼓吹鸟托邦式的合作社计划
。

劳动骑士团的纲领虽然也提出了一些符合工人阶级

利益的要求
,

如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

男女同工同酬
、

禁止童工等等
,

正因为这样
,

它才可能

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到那么多人
,

成为团结美国工人阶级的全国性的纽带
。

然而
,

在劳动骑士团

内部仍然渗透着拉萨尔 主义的货色
,

幻想通过合作社把工人阶级从
.

资木主义制度 下 解 放 出

来
。

例如
,

在其纲领中宣你
: “ 设立合作机关

,

逐渐采用合作的工业制度代替工资制度
。 ” L

后来的劳动骑士团总会长鲍德利更把合作制当作解放工人阶级的唯一道路
,

千 方 百 计 把 广

大骑士团团员的思想和行动引向错误的合作轨道
。

鲍德利宣扬什么合作是
“ 劳动 解 放 的 杠

杆
” ,

所有男女工人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杠杆上L
。

然而
,

在资木主义制度下
,

特别是在垄

断资本产生以后
,

工人合作社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 制 的 社 会

性质决定合作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

幻想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

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

就可以用工人自己的合作社来与之抗衡
,

甚至实现劳动者的解放
,

完全是梦想
。

更何况在资

本主义的汪洋大海里
,

少数几个本小利微的合作机构怎么能敌得过垄断资本家的排挤和并吞

呢? 资产阶级在一切场合都对工人合作社进行打击
。

批发商对合作社不供应物资 , 铁路对合

作社提高运价
,

甚至刁难它们
,

不给运输 , 银行在贷款方面也采取歧视态度
。

资本家甚至用

降价和拉笼顾客的手段来扼杀合作社
。

由于受竞争规律的支配
,

工人合作让为了维持下去
,

不得不降低工资甚至雇佣童工
,

最后连工人合作社自己的工人也罢起工来了
。

在高潮时期
,

劳

动骑士团曾创办了 200 多个合作社
,

但到了 1 8 8 8年几乎全部垮台了⑧
。

事实证明
,

所谓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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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计划
,

只能起到转移工人视线
,

虚耗工人精力
,

毒害工人灵魂的腐蚀剂作角
。

第四
,

贩买亨利
.

乔治单一税的主张
。

劳动骑士团把土地问题作为其纲领的重要内容之

一
。

鲍德利极力赞扬乔治的单一税主张
,

并且在向阿特兰大城大会主席所作的致辞中建议加

以采纳
。

后来在修改劳动骑士团的章程时
,

果然增加了一条关于土地问题的 内容
,

重申了单

一税的原则
。

亨利
.

乔治对此大加赞尝
,

兴高采烈地欢呼这是本世纪
“ 最重大的事件

” 。

亨

利
,

乔治何许人也 ?
、

他是
“
激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 L
。

他的所谓单一税论
,

并不是什么新

鲜货色
,

是资产阶级李嘉图学派早就提出过的主张
。

他们认为土地垄断是万恶之源
,

设想用

国家占有地租的办法使得一切弊端得到纠正
。

当亨利
·

乔治的单一税论调在美国 流 行 的 时

候
,

恩格斯锐对它进行了无情批判
。

恩格斯指出
: “

他们丝毫不触动雇佣劳动
,

也就是丝毫

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
,

想 以此哄骗自己和世人
,

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
,

资木主

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
。

可见
,

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

救资本家的统治
,

实际上是要在 比现在更广泛的墓础上来重新巩 固资本家的统治
。 ” L并指

出
“
亨利

.

乔治越来越暴露出他是个骗子
。 ” L鲍德利一伙竟把恩格斯批判得体 无 完 肤 的

“
骗子

”
当作自己的旗手

,

把他的谬论塞进工人组织的纲领
,

足见其可笑和愚蠢 到 何 等 地

步 1

此外
,

劳动骑士团的纲领 中还反映了金融改革论者爱德华
.

凯洛格L的主张
,

在此就不

一一述评了
。

由上可见
,
劳动骑士团的纲领中充斥着相当多错误的

、

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货色
,

以这些东西来指导工人运动
,

怎么会不把广大工人 引向斜路?

劳动骑士团衰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领导机钩落到了鲍德利为首的一伙
“
极不可靠的领

导人
” ( 恩格斯语 ) 手中

,

他们执行了一系列违背工人阶级利益
、

破坏工人运动的错误的政

策和策略
。

具体表现在
:

第一
,

他们反对
、

阻挠和破坏广大工人的罢工斗争
。

鲍德利不仅多次要工人安于现状
,

不要参加罢工
,

而且还独断专横地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用于罢工的基金大大削减
,

拿去创办

合作社
。

如在 1 8 7 8年劳动骑士团总会第一次会议 上曾拨出一部分钱用作罢工基金
,

可是两年

以后
,

他们又通过一个决议
,

把这笔钱的 60 %用去办合作社
,

10 %用作教育 经 费
,

只 剩 下

30 %留作罢工用
。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
,

鲍德利公然破坏罢工
。

如在 1 8 8 6年的广大骑士团团员

进行第二次反对铁路大王古尔德的罢工和 肉类罐头工人罢工中
,

鲍德利竟然在罢工高潮中出

来干涉
,

命令工人放弃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
,

恢复工作
,

并且威胁说
,

如果 不 停 止 罢

工
,

就没收执照
,

开除会籍
。

他还甚至和资本家勾结
,

迫使工人谈判
。

广大罢工工人面临饥

饿
、

逮捕和老板的压制
, 。
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 在鲍德利一伙的出卖下

,

这两次罢工遭到了失

败
。

许多参加罢工的工人被开除出厂或被列入黑名单
,

重新陷入贫困的深渊
。

工人们气愤地

说
: “

鲍德利是故意给罐头公司老板们帮忙
,

而不是为着工人利益的
。 ” L

1 8 8 6年
,

刚成立不久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打算发动广大工人进行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
,

精力争在当年 “月旧生效
,

一旦和谈无效
,

立即进行罢工
。

为此
,

劳联多次向劳 动骑士团总

会发出建议
,

呼吁他们支持和合作
。

当时
,

劳动骑士团的广大群众对此热烈欢迎
。

骑士团分

会纷纷通过决议
,

要求总会规定 5月 l 日 “
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罢工 日、 ”

有些分会在赞成八

小时工作制的 同时
,

还提出更彻底改变经济制度的要求
。

有一个分会在写给鲍德 利 的 信 中

说
: “

工人兄弟们
,

时间已经到了
,

我们应 当停止只折枝节
,
而来着手砍断树根吧 : 除了八

小时工作制以外
,

我们必须要求全面改革经济制度
。 ” L可是

,

鲍德利一伙不仅自己不和劳

联合作
,

而且还压制广大团员参加
。

他们多次发出秘密通函
,

警告团员们不要参加争取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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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工作制运 动
。

后来
,

1 8 8 6年 5月 1日总罢工失败后
,

当联邦政府要处死几位工人领袖时
,

广

大劳动骑士团地方分会纷纷进行抗议
,

并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支持
“ 株市惨案

” 的受害者@
,

要求声援和为工人领袖辩护的建议似雪片一样飞往骑士团总会
。

然而
,

鲍德利对 此 置 若 阁

闻
,

甚至违背广大团员的意愿
,

无耻地宣布
:

那几位受害的工人领袖不仅不应该同情
,

而且

应当把他们看作是
“
可僧恶的累赘

” ,

还威胁要停止和撤销要求辩护的区分会@
。

资本家对

鲍德利的态度拍手叫好
,

一份资产阶级报纸写道
: “ 只要鲍德利分子仍然在骑士团中占统治

地位
,

骑士团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 ” L这就充分暴露了鲍德利一伙是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

,

资本家的帮凶
。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是内战后美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重大 的 阶 级 行

动
,

是他们阶级意识觉醒的明显标志
。

明智的领导者应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一英勇壮举
,

因势

利导领导这一斗争
,

在斗争中进一步提高广大工人的觉悟
,

从而把消灭工资奴隶制的伟大目标

同当前实际斗争结合起来
。

可是
,
鲍德利一伙不仅不这样做

,

反而干出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盆

事
,

千方百计打击广大工人的积极性
,

甚至开除罢工工人
,

违背了广大工人的意志
,

自然被广

大工人所抛弃
。

相反
,

新诞生的劳联
,

能够顺应历史潮流
,

主动领导了 1 8 8 6年争取八小时工

作制的伟大斗争
,

直得了人心
。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 1 8 8 7年以后
,

许多工人主动退出骑士团参

加劳联的重要原因
。

第二
,

他们无视广大工人合理的政治经济要求
,

反对组织工会和开展工会的 日常斗争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

广大工人为了自身的解放
,

把消灭雇佣劳动制的长远目标同实现当

前合理的政治经济要求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是完全必要的
。

一

工会是 团结工人的纽带
,

是教

育和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的重要学校
。

可是劳动骑士团的领导鲍德利等人完全否认了工会的作

用
,

认为工会在采用机器生产的时代已完全过时
,

甚至还认为工会领导工人争取改善目前政

治经济地位的斗争是
“
浅见

” ,

宣称他们的 目的是要
“
根本改变

” 目前的工
,

业 制 度
。

所 谓
“
根本改变

” ,

也就是他们所鼓吹的用合作社来代替工资奴隶制的空想计划
。

劳动骑士团总

书记弗勒莱德利克
。

突勒公然声称
“

劳动骑士团的责任和 目的正是要消除这种工会情绪
”
函

。

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
,

他们反对一切工会活动
,

甚至把一些工会开除出去
。

当老板大批

解雇工人时
,

鲍德利不仅不援助
,

反而公开声明雇主有权解雇工人
。

这种背叛工人阶级利益

的行为
,

造成了严重 后果
,

不仅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
,

而且大大挫伤了广大工人的积极性
。

桥泽西州不伦瑞克地方有数百名橡胶工人
,

由于总会在 ,h{t 们遭受老板停工解雇期间
,

拒绝援

助他们
,

忿而退出骑士团
。

他们在退出时沉痛地贴出 ,’i 卜告
” : “ 18 8 7年 4月 29 日 ( 星期五

晚 )
,

骑士会第 3 3 5 4地方分会被总执行委员会扼杀了
。

丧礼定于 4月30 日 ( 星期六 ) 晚在 拉 维

举行
。

请勿送花
。 ” L正是由于鲍德利的上述错误政策

,

加逮了劳动骑士团的衰落
。

四年当

中 ( 1 8 8 7一 1 8 9。 )
,

会员减 少 了 60 万 人 , 当 时的一个骑士团组织者向鲍德利报告时不得不

承认
: “

骑士会会员象秋风中的落叶一样地在减少着
。 ” L

劳动骑士团衰落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组织不纯
。

劳动骑士 团在成立之初纯粹 是 工 人 组

织
。

但是
,

随着队伍的扩大
,

成份越来越复杂
,

农民
、

自由职业者
、

小企业主也允许入会
。

有些地方分会中
,

这些人竟占25 %
。

组织不纯带来两方面严重后果
:

一是压抑了广大团员的

积极性
。

波士顿分会一个报告指出
:
由于老板控制了分会

,

工人阶级团员
“
不敢在会

_

L诉说

他们的痛苦
,

因为他们的老板是地方分会的负责人
,

一旦他们诉说苦衷
,

他就要被解雇
。

他

们还说
,

由于同样的原因
,

他们不能要求增加工资和疾病津贴
。 ” L二是有些分会在企业主

控制下完全忽视了工人利益
,

改变了政策的方向
。

这些人正是鲍德利一伙执行右倾投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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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基袖
。

鲍德利公然承认
,

在不少分会中
,

雇主们拥有统制一切的势力
。

但他表示欢迎

这种情况
,

因为当他和广大骑士团团员发生冲突时
,

他需要依靠那些人
。

由于上述情况
,

严

重挫伤了广大工人的斗争精神
,

削弱了劳动骑士团的战斗力
,

许多劳动骑士团团员被迫退出

骑士团
,

参加了正在兴起的劳联
。

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是同劳联而不是同劳动骑士团联系在

一起的
。 1 8 8 9年

,

制鞋工人全国行业分会退出了骑士团
,

组成了隶属于劳联的制鞋工人国际

分会
。

原来属于劳动骑士 团的矿工也退出去参加了劳联
。

这些全国性的行业分会过去大多数

是骑士团的支柱
,

它们的退出
,

加速了劳动骑士团的瓦解L
。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

劳动骑士团的衰落是难以避免的
。

因为
,

美国的运动还处在 1 8叹8

年欧洲各国运动以前那种水平上
,

整整落后了一代人的时间
。

当时 “ 那里的工人刚刚投入运

动
,

还没有完全成熟
,

他们由于一般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特别是美国人的性格
,

在理论方面特

别落后 ” L
, “

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政治独立性
,

他们在政治上过去和现在多半是跟着资产阶

级走的
。 ” L正因为这样

,

思格斯多次告诫美国的社会主义者
, “ 必须在他们中 间 进 行 工

作
,

在这批完全可塑 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
,

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
,

因而在 目前

的
`

骑士团
, 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

,

能把该团的领导权 ( 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 ) 抓到自己手

中
”

@
,

并指出
“
劳动骑士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

不应当从外面去嘲讽它
,

而要从

内部使之革命化… …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
,

实事求是地考虑运

动的出发点
,

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
:

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
,

遭到每一

次失败
,

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
。

用 《 共产党宣言 》 的话来说
,

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
。 ”

@
“
如果德国人 参加运动

,

去帮助或促进

它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

那他们就能对运动发展带来很大的好处
,

并将在运动中起决定性作

用 , 如果他们袖手旁观
,

那么他们就会堕落成一个教条主义的宗派
,

并将作为一种不了解自

己原则的人而被抛在一边
。 ” L

恩格斯不幸而言中了
。

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听他的告诫
,

他们不去劳动骑士团内部

工作
,

而是在一旁嘲讽和打击它
。

当时美国唯一的社会主义政党— 社会主义劳工党直到 90

年代其成员几乎全是德国移民
。

它主要由拉萨尔分子所控制
,

严格说来根本就不 是 一 个 政

党
,

而是一 个宗派组织
。

他们对美国工人运动采取宗派主义态度
,

轻视在无产阶级群众性的

组织中开展工作
,

把马克思的学说当成教条
,

企图硬塞给美国工人运动
。

如果不 听 他 们 的

话
,

便采取另一种极端态度
,

对运动进行打击报复
。

这方面社会主义劳工党领袖德利昂的所

作所为是一个典型
。

起初
,

他想控制这个组织
,

曾一度参加了骑士团
,

并策划把鲍德利赶下

台
,

让索弗林当总会长
。

但当索弗林没有按他的意旨行事时
,

他又大骂劳动骑士 团 整 个 组
, 识产腐朽透顶

” ,

巳经变成
“
一群骗子的案穴

” ,

号召其中 1万 3千名社会主义劳工党党员退

之
·

了出来⑧
,

结果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
,

坠落成一个宗派主义集团
,

客观上则加强了索弗林等

”
`

人在劳动骑士团中的统治地位
。

其实
,

索弗林等人对于社会主义者退出劳动骑士团一事
,

正

是求之不得
。

在此之前召开的 1 8 9 5年劳动骑士团全国大会上
,

他们操纵表决机器
,

拒绝社会

主义劳工党党员出席大会
,

并把德利昂及其追随者开除出骑士 团
。

一方面
,

劳动骑士团领导采

取关门主义
,

把社会主义者赶出骑士团 , 另一方面
,

社会主义劳工党则实行宗派主义
,

主动

退了出来
。

一赶一退
,

使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完全脱节
,

而美国工人运功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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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相对落后的
, “

它还处在工联主义阶段
”
囱

,

没有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最终目标
。

所以
,

尽管广大劳动骑士团团员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
,

积极参加运动
,

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斗

争
,

并使劳动骑士团一度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
,

起过积极的作用
。

但是
,

整个来讲
,

由

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
,

劳动骑士团就好象是迷途的航船
,

虽然广大船 员努 力 奋

战
,

还是无法扭转航向
,

终于被鲍德利一伙逐步引入歧途
,

难以避免沉没的命运
。

正如思格

斯所指出的那样
: “

任何一个运动
,

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
, ’

已就一定

要走上歧途
,

遭到失败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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