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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给出了全新解释，时下流行的看法是：苏联旧体制的终结是由苏联经济崩溃，
人们要求放弃社会主义所引起的。
本书对此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认为撼动苏联体制根基的，恰恰是苏联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党一国精
精英。
    本书内容涵盖了从1917年苏联政治体制的确立，到20世纪920年代实走向资本主义，再到1995年共产
党力量的惊人复兴等各个关键时期。
作者通过对50多名新旧政要的访谈，对苏联解体作了独到的解释。
本书对研究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极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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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卫·科兹（David M.Kotz)，美国马萨诸寒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发表过一系列论述苏联和俄罗斯
经济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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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就采取了一种严厉而专制的形式。
理论上 ， 政治权力是由苏维埃掌握的，它拥有群众选举制度的形式。
可是事实上，所 有的权力都操纵在共产党之手。
苏维埃成了共产党领导层制定政策的“橡皮 图章”。
共产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也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先 锋 队，但不久就开始排斥政治异
己。
开始时其他左翼党派还允许存在，但几年 之后也被取缔了。
1921年，一度在共产党领导层内展开的生动而公开的讨论 被禁止，党内政治派别被取缔。
 为什么新的苏维埃国家采取了这样一种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愿望相反 的专制形式？
抱同情态度的人们开始时认为，要赢得残酷的内战，革命的专 制路线在短期内是必需的。
可是，在红军获得胜利，扫除了旧政权复辟的直 接威胁之后，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走向民主。
 有人认为，俄国上千年的独裁政治，加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民主传统 ， 解释了共产主义者为什么
会在俄国采取专制的统治形式。
虽然这也许是一个 因素，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传统不会永远延续。
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是专 制的许多社会里，也产生了持久的民主制度，这就证明了长期的专制传统有 
可能从根本上被打破。
当代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民主都是打破历史先例的 典型。
 看一看在1917年的俄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 政 权的列宁式政党，我们也
许可以得到上述问题的部分解释。
在领导一支武装 对 付一个高压的但政治上又软弱的政权时，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政党是十分 有 用
的——正如后来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的胜利所证明的那样 。
 虽然这些政党依此有效地发动了工人群众，有时也包括农民群众，去反抗当 权 者，但它并不利于在
推翻旧政权之后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国家。
布尔什维克， 以 及随后各国的共产党，在为政权而战期间不得不密切注意其群众的基本要求 和 愿望
。
可是一旦稳定地掌握政权，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和它准军事的组织，就 倾 向于在新国家中产生一种自
上而下的权力结构。
政策由上层领导制定，普通 成 员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原则从执政党中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
 俄国内战结束之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列宁，在许多场合都曾抱 怨过他们创建的国家发生了
越来越多的专制行为。
也许，向专制主义发展的 无情趋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之后发现了自己所处的令人
难堪的社会孤立状态的结果。
在农村，布尔什维克还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 而那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地区。
内战留给新政权的，是比1917年还低的 支持率。
它的城市工人阶级基础也已大部分消失。
大多数献身于社会主义的 工人参加了血腥的内战并牺牲了生命，而其他的人则在内战期间或之后迁居
到农村，以逃避俄国工厂近乎全体倒闭的厄运。
留在工厂里的其他工人，也 在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机构里担任了一定的职位。
大多数农民虽然乐意摆脱 以前的地主的控制，但他们发现自己与以城市为基地的布尔什维克缺乏紧密
的联系。
 在找不到任何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如何统治广大农村 ， 并建立起他们为之献身的
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他们用政党 代替社会基础的办法来解决。
他们借助纪律严明的、民主集中的政党这个工 具，来使国家工业化，从而发展起一批工人阶级，使党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来自上层的革命>>

名副其实。
 俄国共产主义者的专制统治，分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已有的欧洲社 会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新的苏维埃政权，拒绝和它有任何接触。
那些 认为布尔什维克对民主的破坏是迫不得已的社会主义者，组成了新的党派， 人们往往称之为“
共产党”。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批评莫斯科的“社会 党”和支持莫斯科的“共产党”两派，这一情况一直延
续到1991年苏联 垮台。
 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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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作者通过对50多名新旧政要的访谈，对苏联解体作了独到的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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