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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万成才同志《新俄罗斯观察》一书记叙了俄罗斯近百年来的剧变沧桑，他根据剧变后俄罗斯的具体事
件作出了符合时代和事态发展趋势的判断，也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对我国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
具有启迪性的现实意义。
在古罗马神话里有个名叫阿芙乐尔专职司晨的女神，她唤醒沉睡的人们，给人类带来黎明。
1917年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停靠在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
吹响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同年2月推翻沙皇统治后成立的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发起总攻，取得了胜利，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从此，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开始发生历史性改变。
在其后的3年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和反对14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中又取得胜利。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由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此前组成的高加索
联邦于1922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签署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约，从此占地球陆地六分之
一的大国苏联屹立于北半球。
苏联的创始人列宁于1924年逝世。
此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的30年中，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当时相当发达的工业国，科技、教育
、文化、外交领域都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领导苏联军民浴血奋战德国法西斯，赢得伟大卫国战争的
胜利。
战后，苏联与新建的人民民主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也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国
家的中心。
然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重大的历史性错误，尤其是肃反扩大化和搞
个人崇拜，为后来苏联局势的剧变埋下了火种。
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执政苏联共32年，曾在原有体
制内尝试改革，但都因未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探索到符合国情的改革途径而夭折。
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改善，但同时当局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恶
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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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俄罗斯是苏联的法定继承国。
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转轨过程中，历经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三位领导人，新俄罗斯政局趋稳
、经济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开始重返国际大舞台；但受国际金融危机重挫，现正力争尽快
消除其后果，重新踏上复兴道路。
《新俄罗斯观察》一书涉及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重大事件、俄美在这一地区展开博弈的重大事件以
及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与我国关系中的重大事件，现场感强、材料翔实、观点鲜明。
作者作为该领域研究的专家，根据剧变后俄罗斯的具体事件作出了符合时代和事态发展趋势的判断，
同时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该书不仅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国际问题研究的工作者值得一读，而且是关心国际问题的广大青年的知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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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成才，新华社高级记者。
重庆市忠县双桂镇石堡村人，1964年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毕业后进入新华社，一直从事国际新闻报道
和国际问题研究。
曾任新华社对外部俄文编辑室负责人、国际部苏联东欧编辑室主任、国际部编委，莫斯科分社社长，
里加分社首席记者。
现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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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上合组织反恐维稳决心    上海合作组织的务实合作——专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努尔加利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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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1991年12月8日在明斯克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并
宣布，“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的苏联正在丧失其存在”。
这一决定宣告了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梦的彻底破灭。
随着苏联的迅速解体，戈尔巴乔夫把建立“革新的联盟”，即所谓“主权国家联盟——邦联制的民主
国家”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声称，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个生与死的问题”。
在乌克兰全民公决前后，他还梦想把被他自己砸得支离破碎的联盟再拼成某种形式的统一国家。
然而，事态的发展无情而迅速地击碎了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梦。
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新联盟戈尔巴乔夫把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后，略为领略到他对此
应负的历史责任，早在“8·19”事件之前他就在私下讲，如苏联解体，那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不
幸”。
现在苏联彻底解体就在眼前，他竭力争取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哪怕是半联邦或半邦联也罢。
他在多次讲话中阐明了他心目中的联盟的实质内容。
他在1991年11月21日的讲话中说：“新联盟应当是主权民主国家在邦联中的联合体，而且联合体应有
共同的武装力量、同一个国籍、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以及统一的市场。
这个联盟应该有一个由公民选出的总统。
总统应当由人民而不是由议会选出，他不应是婚姻主持人，即摆摆样子的人。
”1991年11月25日公布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基本上包含了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上述内容。
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在1991年12月签署条约，在乌克兰宣布独立前后作出了一系列努力：11月30日，
戈尔巴乔夫与布什通电话，向布什阐明乌克兰独立的概念与乌克兰脱离联盟的概念是不同的，表示希
望美国不要承认乌克兰。
在乌克兰公布了关于独立的全民公决结果的第二天即12月3日，戈尔巴乔夫呼吁全国议员立即讨论并通
过联盟条约草案。
12月5日，他邀叶利钦到总统府讨论尽快签署联盟条约问题，企图让叶利钦去说服克拉夫丘克同意签署
联盟条约。
但乌克兰态度怎样呢？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俄罗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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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俄罗斯观察》：外交部前副部长张德广作序推荐俄罗斯政坛风云激荡和经济起伏跌宕的警示俄美
在独联体地区激烈角逐的见证中俄、中国与中亚睦邻合作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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