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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维埃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它源于十月革命的炮声，延伸于内战的硝烟，迸发于集体化和工业
化的高潮，高昂于决战法西斯的号角，终结于“解冻”和“改革”的进程。
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
70多年来，苏维埃文化是在极端矛盾的状态中发展的，它始终没有脱离开——为了强国的目的，宣扬
爱国主义，接关出现高潮，随高潮而来的是不安和动荡，于是加强控制、封闭社会，自诩“世界第一
”，再更大规模地、更强力地宣扬爱国主义，于是高潮又再次出现。
正像苏联在这个怪圈中迂回前进一样，苏维埃文化也沿着这个怪圈运转，于是兴中有亡，亡中求兴，
兴亡交替，周而复始，直至苏联的解体。
本书作者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独特视角，以生动的文笔全景式地扫描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伦理、道德
、传统、文化、信仰、礼仪、操守，引导人们去追思探寻尘封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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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苏维埃文化现象“苏联第一”“苏维埃爱国主义”“苏维埃宫”为什么没有建造起来?“大莫斯科
”的背后洒中乾坤伏特加酒，独特的文化符号饮不尽的“克瓦斯”饮宴与馈赠喊声“乌拉”“乌拉”,
苏维埃文化的特色表述剥夺，一个永恒的文化信念降低物价的许诺和现实往事难如烟重现“斯大林格
勒”“预防杀人”苏维埃文化观决定了苏联的历史进程“预防杀人”和普遍告密“大清洗”的文化透
析再说“大清洗”究竟是谁最先否定了“大清洗”?“叶若夫现象”清洗头脑文化上的新的路标转换(
上)文化上的新的路标转换(下)“要有一本得到中央委员会鉴定、签证的党史”(上)“要有一本得到中
央委员会鉴定、签证的党史”(下)“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旗帜”如此荣誉“荣
誉法庭”——布尔什维克荣誉而战“荣誉法庭”——为苏维埃爱国主义而战跋总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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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苏联来说，1931年是个欢腾而又喧闹的年份。
　　这一年，苏联的报刊大肆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就：建起了强大的工业，尤其是国防
工业的基础，有了发达的农业，无论从经济的年增长率，还是从发展速度来说，苏联都走在了世界的
前列。
宣传的人竭尽全力要使被宣传的人相信，而接受宣传的人也就不得并无法不去相信。
于是，“苏联第一”，“苏联唯一”的思潮和行为快速膨胀，那种曾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蔓延而
后被抑制的“苏维埃世界共和国”的理论和主张统领了一切事物的发展进程，那种“世界革命首都”
、“共产国际中心”梦幻般的想法，那种近乎狂热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就令人飘飘然，而不知身在
何处。
　　20世纪20年代的“新莫斯科”计划中的“劳动宫”没有耸立起来。
但就是在酝酿劳动宫的同时，苏维埃领导人就有一个根本的考虑，那就是在莫斯科这个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的首都，一定要有一个中心，在这个中心一定要有一个标志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向世人指
明光辉未来——共产主义的宏伟建筑。
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新莫斯科需要一个新的象征，一个新的信仰中心。
最早考虑的是将列宁墓建成这样一个中心，一个能让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瞻仰和信仰的中心。
一系列的建造方案都把列宁墓当成了一座供奉神灵的殿堂来考虑设计的。
一个方案建议将列宁墓修建成高达15～20层的巍峨的“列宁大厦”。
陵墓内除了列宁的棺椁，还要安置政府的最高领导机构、图书馆、举行集会和音乐会的大厅。
夜里，有两个巨大的、被称之为“列宁的眼睛”的聚光灯将把陵墓照得通明，这象征着“照亮通向共
产主义之路”。
一个方案是将列宁墓建造成一个多层的、依次倾斜向上的庞大建筑，最上层组成一个列宁的身像，最
顶端突出的是巨大的列宁头像。
还有一个方案将陵墓设计成一个高耸的、多层的、多面形圆锥体，最上端是几个高举着地球的人的雕
像。
最后的陵墓是按休谢夫的设计建造的，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建筑，像古罗马的万神殿，一个永恒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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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70多年来，苏维埃文化是在极端矛盾的状态中发展的，它始终没有脱离开一怪圈——为了强国的
目的，宣扬爱国主义，接着出现高潮，随高潮而来的是不安和动荡，于是加强控制、封闭社会，自诩
“世界第一”，再更大规模迂回前是一样，苏维埃文化也沿着这个对圈运转，于是兴中有亡，亡中有
兴，兴亡交替，周而复始，直至苏联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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