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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从已解密的俄罗斯总统档案资料中，仔细筛选出一些至今
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予以翻译出版，这些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真实而客观地叙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些重大历史史实，如日本投降的内幕、马歇尔访华与蒋介石的全线崩溃之内情、
毛泽东访苏缘何被几次推迟、斯大林授共的真实意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内情等等，均有全
新的、不同于历史教科书所言的真实资料，对近现代史、当代史的研究工作多有裨益，也会帮助一般
读者重新审视和了解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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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卓吾，资深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河南宜阳人，1927年生。
1953年到北京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从事翻译工作，直到1987年离休。
几十年中翻译和校订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列宁著作。
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独立地翻译和撰写著作，迄今已出版重要著作二十余部，如《伟大的列宁》
、《列宁的一生》、《不平凡的一年》、《神奇的伟人——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谜案》、《震惊
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马克思的自由》等。
此外，还与人合译、本人校订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的拿破仑——蒋介石的命运》，与
人合译合校了《达尔文传》，与人合译了《列宁的一家》、《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并主编了《
列宁的历程》一书。
尤其是其所著《翻译理论与实践》和《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两书，对于指导翻译实践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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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遭到失败和共产党政府于1949年10月上台执政之后，美国围绕着
如下一个问题展开了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这个问题是：“是谁丢掉了中国?”也就是说，由于谁和由
于什么而使美国的对华政策遭到失败，这种失败意味着美国丧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在这个
国家所拥有的非常牢固的统治地位。
　　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白皮书》认为苏联是使国民党失败以及相应地使美国对华
政策失败的罪魁祸首。
在1949年联合国大会第4次会议上，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对苏联的
控诉书，这份文件的名称是：《因苏联违犯1945年8月14日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和违犯联合国宪章
而对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不受侵犯以及远东和平造成的威胁》。
在这份控诉书中苏联政府和苏联军事统帅部受到的指控是：（1）它们制造障碍使中国政府军未能及
时进入东北并在那里建立中央政府的政权；（2）它们在撤走自己的军队时把东北交到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手中，为中共打开了由华北自由进入东北的通道，帮助中共在东北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将
从投降的将近百万日本关东军手中缴获的武器和军事技术完全交给了中共；（3）苏联政府背着中国
中央政府同东北共产党政权秘密签订了一系列向中共提供物质技术援助及其他援助的协定与合同。
　　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在其声明中指出，苏联的行动、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和支持是使
国内战争有利于中共这一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20世纪60年代，从相反的立场出发展开了一场反对苏联的宣传运动：毛泽东及其拥护者开始对苏
联的对华政策和斯大林本人进行批评。
他们起初是在一些内部讲话中，后来便在一些公开讲话中对苏联和斯大林提出了许多要求和责难，其
中主要的要求和责难可归纳如下：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帮助了国民党，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
；1945年之后，斯大林干涉了中共的内部事务，“妨碍了中国革命”，“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胜利”
，“不准许中国革命”，等等。
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这些论点后来就转移到了中国历史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的著作之中，于是就得
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苏联不帮助蒋介石政府抗日而是只帮助中国共产党的话，如果苏联不同蒋介石
政府缔结友好同盟条约的话，如果斯大林不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向中共领导提出某些建议
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时间就会早得多。
　　由于这些言论的影响，于是在阐述苏中关系问题方面，在说明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共取得胜利所起
的作用方面以及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一切在西方的历史著作中就发生了转变。
很多西方的著作家开始发挥一种说法，说什么苏联当时对中共的帮助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对国共两党
斗争的结局并没有起什么重大的作用。
许多著作家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毛泽东的说法，说什么斯大林“妨碍了”中国革命，斯大林不相
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等等。
　　　　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问题最早于1947年初就提出来了。
中国方面主动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端困难的形势引起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美国总统的特派代表马歇尔将军的和平调停使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中国爆发了席卷华北和东北的日益激烈的内战，中共的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遭到了惨败。
在华北，国民党的军队给予中共的主要根据地——“中国的特区”以打击，占领了延安城，这里
从1936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司令部和共产党军队统帅部的所在地。
在东北，蒋介石的军队使这里的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由林彪指挥的所谓民主联军遭到了惨败，把共产
党的残余部队打到了松花江对岸，占领了除由苏联控制的辽东半岛以外的全部南满，并准备向林彪部
队退居的北满挺进。
　　为了避免彻底失败，毛泽东极其需要苏联给予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
他抱着这样的目的准备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中国当前的形势以及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并想
听听斯大林的意见，而主要的目的则是想得到实际的帮助：武器、弹药，其他军事技术手段和很多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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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
　　毛泽东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先是同意，后来又表示不同意。
两人继续不断地通信。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间，由于各种原因，时而确定了，时而又取消。
但是主要原因斯大林没有说出来。
这一切在我发表的《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一文中已作了详述。
这里我要简单指出的是，推迟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真正原因是，在苏联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
还保持着官方关系期间，莫斯科下不了决心来接待这位“游击部队的领袖”，担心会导致国际关系复
杂化。
　　　　这是我一生中再次来到北京。
“北方的首都”阳光灿烂，1958年的夏天气候炎热，我的心里有一种难以排遣的预感。
　　国家级的官方欢迎仪式在机场举行⋯⋯　　以周恩来为首的各部部长们在欢迎中呈现出一张张冷
淡的面孔。
欢迎的人们为表示有礼貌才露出微笑。
互相握手，互相讲一些意义不大的话。
没有人致欢迎词，也没有人高喊欢迎口号，没有数米长的标语牌，也没有用斗大的字写上牢不可破的
友谊和永远感谢一类话的红布布幛。
　　没有熊一般的拥抱，没有亲密的接吻。
没有男人们表现出的柔情和亲吻。
尽管没有这—切，也是很难把它们这么快就忘记的⋯⋯　　以往那种广大欢迎群众高举飘扬的旗帜，
手执各种小纸旗和领袖（已故的和健在的领袖）像的场面被取消了。
以往那些热情洋溢地欢迎外宾的城市居民也不见了。
　　周围是极度的沉寂和平静。
不久前还非常流行的《莫斯科一北京》的歌声听不到了，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俄国人和中国人永
远是兄弟”。
把我们叫做“老大哥”的称呼也被忘记了。
那种似乎可以给我们创造出中国“小弟弟”的崇高威望好像已经消失了。
　　一列黑色高级轿车急速地开到中国首都郊区不久前刚建好的一个新区，苏联代表团就下榻于此。
　　　　根据我的感受，我认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生来就有一种极发达的政治嗅觉，然而这种政
治嗅觉需要由科学知识和文化来增强，可是他却未能具有这些。
　　当我深入思考中国领导对苏共二十大的决议采取不可调和的立场的原因时，无论过去和现在，我
都摆脱不了个人的一种感受，这就是毛泽东在这件事上看到了对他个人的崇拜不可避免地将遭到被揭
发批判的危险。
我觉得，他已经了解到，在对斯大林的崇拜揭露之后，眼看就轮到他了。
而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两位领导人广泛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从赫鲁晓夫的论据中觉察不到任何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的迹象。
这就更加使毛泽东有根据猜想到行将到来的危险。
看来，他们两人中的每一个人对于自己远不是无可指责的这一点并没有认真地加以思考。
一方面，把“真情和自负”等同起来，而另一方面又教条主义地理解“老大哥”。
为什么把这一情况竟说成是一场为正义和真理而进行的斗争呢?结果，国际主义失去了真正意义，从而
未能促成为寻找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而进行对话。
争论和分歧具有了极端的性质。
　　我们不是宣布了慷慨激昂的口号，对发达的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无可比拟的成就称颂赞扬，使劲地
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并号召别人跟着我们走我们惟一正确的道路吗?我们不是高声
歌唱“我不知道还有另外这样一个国家，人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呼吸”吗?而岁月在流失，它带给我们足
以安慰的东西很少，它带给我们足以说明取得真实成就的证据则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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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制造出了导弹，我们截断了叶尼塞河”这种乐观主义的歌声不是至今还响彻在我国的上空
吗?　　看来谁也没有比我们自己，比我们没有远见的宣传给我们在道义上造成更大的损失了。
　　当我们在自身中找到了摆脱自我造成的错觉和自我欺骗的力量时，才知道我们的社会组织模式并
不是达到目的的惟一方式。
并不是惟一的道路，而只不过是多种可能道路之一而已。
　　　　令人痛心的是，赫鲁晓夫的使命最终未能使他消除苏中关系方面所形成的裂痕。
相反，从那时起，可以明显地觉察出两国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尖锐化了。
于是，当年两国伟大人民之间那散发着香气的友好和同盟的田野就变成了一种月下景色。
中国的大门对我们严实地关闭起来。
代替兄弟般的团结的是疏远，有时是敌对。
在我们两国之间犹如在前线似的，形成了一个地雷地带。
这一切不能不加剧惊慌和痛苦。
　　我们要问：在这方面罪责究竟在谁呢?为什么发生了这种情况呢?希望了解真相的人对此是感兴趣
的。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认为双方都有罪过。
罪过和责任在于把同我们的邻国、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睦邻关系和兄弟般的关系的命运寄托在其身上
的人。
　　一切看起来是这样：似乎有罪过的是某个人，而我们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我们真的是问心无愧、无可非议的吗?正确的看法是：应当长久居住在俄国，以便有所了解。
中国方面有自己的看法，对他们的看法未必可以不加理睬。
中国方面不仅不赞同我们，而且还愤怒地指责我们，认为责任在苏联。
但是，这也是一种失去客观性和理智的极端表现。
　　有一点是清楚的：争论拖了很长的时间，拖了过长的时间，已经形成的情势无论如何既不符合中
国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苏联的根本利益。
而生活本身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我们，都是既犯了错误，又有所失算。
坚定不移的改革过程包括了广泛的国际方面的问题，这一过程证明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
普遍让人感到满意的是，最近以来开始出现一些肯定性的进展。
恢复我们关系的过程正在顺利地发展。
　　对待过去的事情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或者是拿它开心，或者是为之伤心。
只是不能忘记：这是我们的历史，而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历史的真理始终是真理，而不管它是被承认还是被拒绝。
而我们知道，通向真理的道路从来不是一条普通的道路。
人们获得真理往往要付出肉体痛苦的代价和精神痛苦的代价，要付出牺牲的代价，而有时候则要付出
被迫妥协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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