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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再过5年，我们就跨入了一个新世纪。
回顾本世纪以来的95年中，世界发生了多少事，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毫无疑问，苏联的诞生和它的解体是这个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而克里姆林宫上空的
红旗变为三色旗则成为世界新旧格局转换的界碑。
一个横跨欧亚、与美国鼎足抗衡的超级大国仅仅存在了70年，在历史上可谓昙花一现。
它的兴盛衰败，涵盖着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不仅对于那里的人民，而且也是世界共有的宝
贵遗产。
“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列子·说符》)而要察其所以然，还是要从知其然开始，先占有事实，后才能探讨真理，这就是
实事求是。
有鉴于此，我的朋友沙舟先生长期对苏联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和积累，花费了5年时间写出了《克
里姆林宫70年内幕》一书，奉献给那些心系中国命运前途而又有意于了解、研究“苏联现象”的人们
。
我应作者的请求在94年炎夏酷暑的月余时间里仔细阅读了这本近50万字的书稿。
打开书稿之后，我就被置身于苏联历史的彩绘长廊里，又像是在滚滚激流中泛舟，时时感受着大波大
浪的涌动。
这本书以苏联政治斗争为主线，精心选取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领袖人物的活动，记叙了克里姆林宫70
年中的风云变幻，从而让读者看清了苏联政治大变迁的事实真相与来龙去脉。
作者以忠于历史、求实写实的客观立场，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事褒贬，不
下结论，引而不发，以事明理，而且内容繁简得宜，结构错落有致，文笔生动优美。
应当说，该书不是粗制滥造之作，而是积数年作者心血的结晶。
近年来，关于介绍苏联的书出版了不少，但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苏联来说仍嫌不足。
而且它们或是反映苏联历史的一个侧面、一个重大事件，或是一些原始材料的汇编，而作者却是着眼
于大视角，对现有历史材料进行汇集、取舍、连缀、加工，推出了一部重点反映苏联整个历史进程政
治斗争的专著。
《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一书没有直接回答苏联兴亡的缘由，这是因为但凡一个泱泱大国的兴亡，是
内因和外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必然性和偶然性等等汇合统一的总体结果
，极其复杂而又深藏于里，需要经过一段历史的沉淀，才能做出客观的而不是臆断的正确结论。
尽管如此，这本书能以真实丰富、系统的史实引导人们去思索和探讨这个问题。
当然，人们可能会从不同的立场、视角来寻求问题的答案，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只要有所见地，就是有所收获，读了进去，并走了出来，我们就算是接近柯蒂斯的名言了——“我
们读历史的时候就在创造历史”。
这也是该书的社会价值之所在。
一个人在沙滩上行走，走了一段路之后回头看一看，发现走得弯弯曲曲，甚至大大地偏离了方向，再
纠正之后又想直线向前走，但走过的还是一条弯路。
历史的脚印也许就是这样吧。
但这“回头看”的价值显然不可磨灭。
唐朝皇帝李世民说过：“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
”美国著名政治家杰弗逊也说过类似的话：“历史告诉人们什么是过去，并帮助他们预测未来。
”在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为这次“回头看”而懊悔的。
当然，这是苏联人的脚步。
不过，看看别人走过的路，我们自己也许会走得更好些。
王培智1995年1月1日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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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以苏联政治斗争为主线，精心选取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领袖人物的活动，记叙了克里姆林宫70
年中的风云变幻，从而让读者看清了苏联政治大变迁的事实真相与来龙去脉。
作者以忠于历史、求实写实的客观立场，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事褒贬，不
下结论，引而不发，以事明理，而且内容繁简得宜，结构错落有致，文笔生动优美。
应当说，该书不是粗制滥造之作，而是积数年作者心血的结晶。
    《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一书没有直接回答苏联兴亡的缘由。
尽管如此，这本书能以真实丰富、系统的史实引导人们去思索和探讨这个问题。
当然，人们可能会从不同的立场、视角来寻求问题的答案，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只要有所见地，就是有所收获，读了进去，并走了出来，我们就算是接近柯蒂的名言了——“我们
读历史的时候就在创造历史”。
这也是该书的社会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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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1年冬天，列宁出现了重病的初期征候，不得不愈来愈经常地停止自己的活动。
特别紧张的工作损害了列宁的健康，被刺受伤的后果也表现出来了。
1922年5月26日，列宁的动脉硬化症第一次严重发作，他的右臂与右腿功能失调，说话也受到了影响，
从此在距莫斯科40公里的哥尔克村长期休假。
这件事打乱了苏联的整个政治生活。
列宁得病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为了把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托洛茨基排除出最高领导层
，立即组成了“三驾马车”，负责全盘工作。
以后列宁的病体逐步得到恢复，并于10月2日回到莫斯科重新掌握全盘工作，“三驾马车”也就退回到
助手和执行者的地位。
当列宁恢复工作之后，他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在他患病的几个月里，党的机关，特别是斯大林本人非
常迅速地扩大了权力。
在领导层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无不涉及到列宁，他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发现自己也越来越难
于贯彻自己的意志，因此列宁不得不作出艰苦的努力，陷入了病中的苦斗。
病中的列宁先后遇到4个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是外贸垄断问题。
早在1918年4月，苏俄人民委员会就颁布了对外贸易国有化的法令，确立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制。
列宁始终强调对外贸易垄断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是确保苏维埃国家经济独立的重大措施。
但从1921年起，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扩大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领导人在对于外贸垄断的
必要性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反对实行贸易垄断，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主张放宽贸易
垄断，整个领导层都在进行外贸垄断问题的争论，这直接影响到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的业务谈判。
1922年三五月份，列宁先后写信给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重申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的原则不容更改。
政治局接受了列宁的意见，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
但这之后由于列宁遭到第一次中风的打击长时间不能工作，反对外贸垄断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十月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决议，决定限制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范围。
列宁得知后，不同意全会的这一决定，他与斯大林谈话，要求延期两个月再做决定。
多数中央委员同意列宁的意见，但斯大林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列宁没有说服他，然而由于列宁
的坚决要求，他投票赞同延期。
季诺维也夫则声明坚决反对重新审查这一问题。
10月16日，中央委员会以14票对1票就列宁的建议通过决定：“延至下次全会决定这一问题。
”列宁在延期决定的两个月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外贸状况的材料，成立研究这一问题的委员会，
与各位中央委员交换意见等等。
但12月13日，他的旧病再次发作。
列宁感到最重要的是必须寻找一个能在全会上代表他的辩护人。
他知道托洛茨基的观点与自己一致，因此他接连写了3封信给托洛茨基，同他交换意见。
信中写道：“不管怎样，请您务必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
贸易垄断制是绝对必要的。
”“我认为，我们完全谈妥了。
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列宁电话口授了给斯大林并转中央全会的信，提出了自己拟在全会上发表的意见。
列宁说：“我还同托洛茨基谈妥，由他来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
”“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
”12月18日的中央全会终于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同时撤销了十月全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
卧病在床的列宁为这一成功而感到高兴，他口授了致托洛茨基的信表示祝贺：“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
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

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列宁遇到的第二个棘手的问题是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即“苏联”的问题。
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各民族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
根据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苏维埃俄国承认了这些共和国的独立。
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平定国内叛乱的需要，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建立了军事、政
治联盟。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各共和国之间的联合趋势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而进一步加强。
俄罗斯联邦首先与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建立了条约关系，随后各苏维埃共和国进一步提出了成立统一
的联盟国家的问题。
成立联盟国家的核心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国家结构。
根据政治局的建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主持的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
其成员有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拉柯夫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各民族共和国的代表。
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十月革命后，他一直在苏维埃政府中担任民族人民委员会的职务，因此由他担
当此任是其自然的选择。
不久，斯大林拟就了一份《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即著名的“自
治化计划”。
当时，独立存在的苏维埃共和国共有6个，它们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
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按斯大林的意见，不是要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而是建立包括一切民族共和
国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草案的基本点就是让乌克兰等5个共和国均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本身就是由俄罗斯民族各州与十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组成的，显然，这是从各共和国
之间已经形成的关系上倒退了一步，存在着严重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
“自治化”方案虽遭到了几个共和国的反对，仍然在委员会上得到通过，并在没有征得列宁同意和政
治局研究的情况下，分发给了中央委员。
列宁知道后，写信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的立场，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建议——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组织
，特殊的国家类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在各共和国自愿联合又保留各自平等权力的基
础上组成，并选出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各平等共和国的政权机关。
斯大林给列宁和政治局写了回信，除接受了各共和国平等联合的一条意见以外，对其他意见全部予以
驳回，他并以列宁的批评“操之过急”一词来回敬列宁，说“列宁同志自己有些操之过急，这种操之
过急的做法将会助长'独立分子'而使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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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您刚读完的这本书于1991年8月开始动笔，一年时间写出了初稿。
当时因为出版困难，又对初稿大动手术，可以说近于重写了一次，终于在1994年8月脱手了。
书稿写成后，请山东学者王培智先生审阅修改，又根据他的意见加了注释。
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高挺先、王卓明、张立升、刘德久、肖正荣、杨瑛、马啸先生以及山东人民出
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书稿资料来源除本人收存的以外，还参阅了有关的图书，本书把这些书目与作者姓名在附录栏内载明
，书中引用资料比较集中的地方都在附注中注明了出处。
我的书稿也凝聚着这些作者的心血，借本书出版之机遥致谢意。
作者1995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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