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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中内容多为对前苏联教条主义模式种种公式、定律、法则的反思，对苏联历史、对苏联社会主义建
设实践的重新认识，很有启发性，可供我国史学工作者及其爱好者参考，它对我国正在大规模开展的
改革开放事业也有促进作用。

本书是郑异凡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苏联历史的心得，大部分文章曾在《人民日报》和《世界历史》杂
志上发表过，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本书解开了苏联历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案，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说明。
粉碎四人帮之后，有大量理论是非有待正本清源。
因此在研究的选题上自然首先把诸如"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类的问题
放在了首位，这既是个人重新学习的需要，也是史学界、理论界拨乱反正的需要。
斯大林模式是对我国影响最大的一种模式，但要对它的是是非非作出评价，孤立地就斯大林论斯大林
是远远不够的。
要弄清斯大林问题必须把他放在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之中，把他的所作所为同他的同时代人进行比
较，看看是比他们进步了还是后退了，这样就需要研究列宁，特别是列宁后期思想，需要研究布哈林
、托洛茨基等等斯大林的"战友"或者说"对手"和"敌人"的思想问活动。
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密切相关的问题上。
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联的存亡问题越来越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作者的部分文章开始联系到苏联的命运，《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前怀着不安的心情提
前一个多月为苏联写就的挽歌。
一个历史学者眼睁睁地看着研究的对象国消失，这是可悲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始始不是"好事"--苏联已成为完整的历史时代，历史学家可以放手去写前
朝史了，他们面临着书写一部详实可靠的苏联兴亡史的历史任务贵的探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
定的借鉴意义。

自序
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苏联历史。
如果把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算在内，可以说苏联史学了不下三四遍。
但是说实话，并没有真正读懂这部历史，装进脑子的大多是一堆经过精心剪裁和修饰甚至篡改的事件
、日期和公式，简而言之，就是那一套“斯大林模式”。
诚然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他们已经开始揭露过去的某些问题，但还没有真正触动斯大林模式。
然而即使赫鲁晓夫所揭露的东西，中国人也并不以为然，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赫鲁晓夫在“大反斯大
林”而已。
按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逻辑，我们仍在“坚持和发展”斯大林的事业。
苏联30年代有大跃进，我们有自己的“大跃进”(连名称也是一样的）；斯大林有“全盘集体化”，我
们有“人民公社化”。
事情竟然如此相像，苏联紧接着集体化发生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而我们在公社化之后也出现了三年
的“灾荒”。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我们清醒过来，于是像他们30—40年代的大镇压(我们把它叫做“肃反”或“肃
反扩大化”)那样，我们搞了一场后果决不在其下的“文化大革命”。
苏联人的错误，即使他们自己已经看到，已经指出来，但我们还是不相信，还得按照人家过去所走的
错误道路走下去。
世界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人的错误，不足以警醒本国，只有自己再做一遍，才能记取教训。
恩格斯老人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
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中国人开始读懂苏联历史可以说是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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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本人是如
此。

收入本书的文章，除了第一篇，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写就的。
“四十而不惑”!我正是进入四十后才开始读懂苏联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在苏联历史面前才开始了
“不惑”的过程，写一些解惑心得的文章。
这自然要归功于我们的各种“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它们打开了我的眼界和思路，促使我去认真思考过去所学到的东西。
只是通过这场“革命”才真正懂得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只有经历了这场“革命”，才会去反思过去被我们看作“金科玉律”的斯大林模式的种种公式、定律
和法则。

我只能说是“开始不惑”，因为这个过程至今尚未结束。
虽然说来惭愧，此后又走过了“知命”甚至进入“耳顺”之年，但不惑的过程仍在进行之中。
72天的巴黎公社，给后人提供了多少研究的课题，而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和
教训，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学者所无法穷尽的。
大量长期被藏于密室的档案的解密公布，也迫使我们对许多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作出新的评价。

我只能说是“开始不惑”，因为这个过程至今尚未结束。
虽然说来惭愧，此后又走过了“知命”甚至进入“耳顺”之年，但不惑的过程仍在进行之中。
72天的巴黎公社，给后人提供了多少研究的课题，而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和
教训，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学者所无法穷尽的。
大量长期被藏之于密室的档案的解密公布，也迫使我们对许多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作出新的评价。

我的文章并没有从宏观的角度去剖析斯大林模式或苏联体制。
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某些具体的人物、事件、观点和时期的研究上。
这是因为苏联历史上的问题太
多了，被有意无意篡改歪曲的东西太多了，有待于一个一个地进行清理，许多事实不得到澄清，大量
问题不弄清楚，是很难逆行理论概括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有大量理论是非有待正本清源。
因此在研究的选题上自然首先把诸如“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无产阶级文化派”一
类的问题放在了首位，这既是我本人重新学习的需要，也是史学界、理论界拨乱反正的需要。
斯大林模式是对我国影响最大的一种模式，但要对它的是是非非作出评价，孤立地就斯大林论斯大林
是远远不够的。
要弄清斯大林问题必须把他放在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之中，把他的所作所为同他的同时代人进行比
较，看看是比他们进步了还是后退了。
这样就需要研究列宁，特别是列宁后期思想，需要研究布哈林、托洛茨基等等斯大林的“战友”或者
说“对手”和“敌人”的思想和活动。
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密切相关的问题上。
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联的存亡问题越来越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的部分文章开始联系到苏联的命运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前怀着不安的心情提前一个多月为苏联写就的挽歌。
一个历史学者眼睁睁地看着研究的对象国消失，这是可悲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未始不是“好事”——苏联已成为完整的历史时代，历史学家可以放手去
写前朝史了，他们面临着书写一部详实可靠的苏联兴亡史的历史任务。
什么时候我们能读到像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那样的大手笔的巨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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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异凡，浙江江山人，生于1935年。
1952年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54—1959年就学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
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著有《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不惑集》、《史海探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的校订者。
《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的编译者，34卷本《苏
联历史档案选编》副主编。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等多种著作的译者，在国内外发表大量论文和
译文。
目前主持9卷本《苏联史》的编著工作。
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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