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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托洛茨基最先论述了一种以“不断革命化”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从历史角度上说，一个经
济体系应当被看做是一种世界体系，而不是一种民族体系；所有民族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世界市场规律
的影响，因之要使俄国革命成功持久，就须依靠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发生革命。
与之对立的是斯大林的“一国实行社会主义论”，宣称可以不依靠其他革命而在任何一国建成社会主
义。
1929年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及其他一些反对派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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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苏联)列·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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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亚诺夫卡童年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人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但情况总是这样吗?不，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拥有幸福的童年。
那种理想化的童年出自贵族阶级旧式文学的描写。
在那些蒙先人福荫有着良好教育的富贵之家，孩子们过的是富足有余、无忧无虑、充满关爱、尽情游
戏的生活，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样的生活就像人生道路起点处的一片洒满阳光的林间绿地。
那些文学描写中的贵族和他们在平民阶层的追随者们，把这种纯粹贵族式的童年当做人们童年生活的
典型大加宣扬。
其实绝大部分人在回顾自己的童年时，看到的往往是完全相反的景象：黯淡无光、饥饿难耐、受制于
人。
命运总是欺负弱者，有谁还会比儿童更加弱小呢?我在童年时期倒是无须忍受饥寒之苦。
我出生的时候，家境已经开始日渐富足。
但当时的家境也只是仅仅能够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其实也并不十分宽裕，那是一个刚刚摆脱贫困，
境况才开始好转而不能中止不前的小富之家。
每一根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劳动和攒钱上。
在这种家境中的儿童的境况只能算是还过得去而已。
我们没有感觉到困苦，但是也没有享受到生活的丰裕和温情爱抚。
童年对于我来说，既不是像少数人所享受的那一片洒满阳光的林间绿地，也不像它之于大多数人那样
的饥寒交迫、备受压抑而毫无光彩。
我的童年是灰色的童年，在一个偏僻乡村的小富之家度过的。
在那个偏远闭塞蒙昧的乡村，大自然是那样的宽广博大，而人们的习俗、眼界和趣味却又是那么闭塞
和狭隘。
我早年所处的那个精神氛围与我后来身处的自觉生活的精神氛围是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将这两个世
界阻隔开的不仅仅是几十年岁月的消磨和飘泊四海的曲折经历，而且是那些由重大历史事件所构成的
崇山峻岭，以及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却又是对一个人来讲更加不容忽视的人的内心世界的剧变。
在我刚开始写下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仿佛并不是在写我自己的童年，而像是在描述多年以前的一
次异国的远游。
我甚至试图以第三人称的口气来向读者讲述我自己，但是这种方式会更加接近文学小说的叙事手法，
而这正是我无论如何都要极力避免的。
尽管这是两个迥异的世界，但是个性的一致性却为这两个世界开辟了几条穿越阻隔互相沟通的潜在孔
道。
通常这也使人们对那些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的所谓名人的传记或
者自传感兴趣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决定较为详细地讲述我的童年和我的学生时代，这里将排除任何的假设，也不因为试图要达
到什么样的目的而有所取舍，而是如实记录那些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事情。
有时候，我仿佛感觉到自己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偎依在母亲的怀里吃奶的情形。
这可能完全只是因为我看到婴儿吃奶而产生的联想而已。
我仿佛依稀记得我一岁半的时候在园子里的一棵苹果树下玩耍的情景。
这和有关吃奶的记忆一样都不甚清晰。
我记得比较牢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母亲带着我去博布里涅茨的一户人家做客，那家有一个两三岁的小
姑娘，我们俩在客厅里油漆过的地板上玩娶媳妇过家家的游戏，男孩扮演新郎，小姑娘扮演新娘，后
来小姑娘跑开了，男孩像做梦一样独自站在一个屉柜旁边发呆。
母亲和女主人走进房间，母亲看见男孩身后的一小摊水渍，反复打量着男孩说：“你怎么不害臊啊?”
男孩看了看母亲，又瞧了瞧自己，然后再望了望那滩水渍，好像这与自己毫不相干一样。
女主人说：“没关系，没关系，孩子们是因为玩得太入迷了。
”男孩既没有感到害臊，也没有因此而气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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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有多大呢?大概是两岁，或者也许有三岁了吧。
大约就是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保姆走在花园里，碰到了一条毒蛇。
“你看，廖瓦，”保姆指着草丛里一个发亮的东西喊道，“那边的土里埋着一个鼻烟壶。
”当时大约不到十六岁的保姆，找了根小棍就要去挖那个鼻烟壶。
突然，“鼻烟壶”伸展开来，变成了一条咝咝作响的蛇，在草地里蠕动起来。
“哎呀!哎呀!”保姆大叫起来，拉上我撒腿就跑，当时我吓得腿都不听使唤了。
后来，每当我跟别人说起我们把草地上的蛇当成鼻烟壶的故事时，都会激动得喘不上气来。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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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会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理解。
在斯大林政权的敌人中，托洛茨基无疑是最危险的一个。
所以，即便他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仍不能释然，屡派杀手，直到将他刺死才罢休。
连赫鲁晓夫这位一心想为斯大林制造的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恢复名誉的人，在访华时也竟把“托洛茨基
分子”这顶帽子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一顶。
在戈尔巴乔夫平反冤案的顺序表中，托洛茨基仍被排在最后一名。
托洛茨基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人们为什么对他这么耿耿于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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