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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苏联解体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包括历史学家在内意识形态领域上发生显著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对苏联解体前后那个时期肆意抹黑和否定本国历史的现象表示不满，要求尊重
历史。
近几年，在普京等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俄罗斯重编历史教材，重新评价苏联历史，重新评价苏共领
袖人物的作用。
2007年6月18-21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召开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一线教师、
人文社科工作者以及俄教育部和科学院等相关负责人到会，着重研讨历史及人文社科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讨论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问题。
6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郊外官邸亲自接见部分与会代表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
普京指出，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俄罗斯国内历史教科书内容及版本混乱，
不能客观反映国家现代历史事件，许多有外国背景的教科书充斥诋毁俄罗斯的内容。
普京呼吁全俄科教工作者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普京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
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鼓励编写和出版新的历史教材。
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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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并没有回避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轻工业的恢复落后于重工业；农业的落后面貌没
有大的改善；该时期一方面取得伟大成就，一方面也极大压制民众，特别是战后确实存在又一次清洗
高潮。
但不同意把大清洗的发生仅仅归结为斯大林残酷、专横、不容他人意见等个人品质的原因。
该书指出斯大林战后清洗的目标是针对党内统治阶层，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
不全是“滥杀无辜”，执政党的初衷是对自己内部“管理不善者”的清洗。
    这本书是按照战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及普京时期几个苏联历史
发展阶段，分章节叙述，反映了当今俄罗斯部分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读者从中也可以感受到近20年来俄罗斯社会思潮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体会到当今俄罗斯社
会对谋求“主权民主”等自身发展之路的艰辛探索。
    书中除个别地方做技术处理外，全文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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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后苏联的国际威望提高到战前无法相比的水平。
在1945年4-6月的旧金山会议上，以及1945年7-8月的波茨坦会晤上，几个胜利的大国商讨了战后世界格
局。
苏联成为在反法西斯同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确定战后苏联边界过程中，西乌克兰、摩尔达维亚、西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卡累利阿
等许多欧洲领土转归苏联。
在亚洲，图瓦、南萨哈林、千岛群岛并入苏联。
根据三大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决定，作为军国主义的老巢东普鲁士被波兰和苏联分割。
苏联的实力和它的潜力成为由于战争而形成的国际体系的首要因素。
红军在战斗进程中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
中国收回了满洲的中东铁路和在旅顺口、大连的海军基地，并与苏联共管。
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德国和奥地利东部的土地暂归苏联军队占领。
美国的统治集团力图取得对世界的统治地位。
实力增长的苏联成为美国的障碍。
严重的对抗开始了。
美国政府中也有拥护与苏联继续合作的人，如副总统亨·华莱士。
但1944年华莱士的职位由哈里-杜鲁门取而代之，这已经显示出美国方针的改变。
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逝世更加速了两国关系的转变。
在杜鲁门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B．M．M0ⅡoTOB）首次会见的前一天，新总统班
子举行了会议。
会议做出正式决定：转变对苏方针，改走“强硬”路线。
1945年4月26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与维·米·莫洛托夫举行会谈。
杜鲁门对苏联部长表现得极端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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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目的是使历史教师从当代观点的角度了解俄罗斯现代历史
（1945-2006）中最重大问题及对其中主要事件的评论。
　　——摘自原书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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