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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为指导，运用最新资料，在吸收后苏联时期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俄国
民粹主义产生、形成、发展和演进的历史，以及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特征、各种思想流派，
按照历史编年顺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和论析；也对过去由苏联意识形态屏蔽和时代变迁而掩盖
的某些学术误区，做了拨乱反正的系统辨析和清理；同时，也对这一跨世纪、超国界的强大社会政治
思潮在20世纪的影响，特别对其在俄罗斯、中国和非洲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做了重点考察。
这对了解近年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民粹主义的争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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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龙闪，1941年生，河南宜阳人。
温州大学教授，兼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
长期从事苏联史和俄罗斯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曾承担“六五”“七五”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主持“九五”国家社科重点和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独
著有《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和《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曾主编《苏联兴亡史纲》和《苏联真相—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合作）等，还有合著、译著十余部。
截止2011年底，总共发表学术专著、论文、译著、文章总计150余种。
其中《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1996）为主要代表作，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2000年）科研成
果三等奖。
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学术津贴。
刘建国，1965年生，浙江省诸暨市人。
现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常务理事，温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温州中共党史学会、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在《哲学研究》《中州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国民粹主义和它在20世纪的影响》的研究工作，所撰论文《论俄国民
粹主义的文化观》2006年获浙江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民粹主义研究》系列论文2012年获温
州市第十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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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9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组织状况和各派别演进示意图 前言 上编俄国民粹主义的起源、发展和
演变 第一章俄国民粹主义的产生 第一节民粹主义的起源与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一、农奴制度的危机
和十二月党人运动 二、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三、斯拉夫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渊源关系 第二节俄国民粹
主义的起源和形成 一、赫尔岑“俄国社会主义”的产生 二、早期平民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 三、车尔
尼雪夫斯基对民粹主义观点的发展 第二章19世纪60—7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1861年
农奴制改革后的民粹主义运动 一、改革时期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 二、民粹主义运动的形成 第二节
“小组”活动时期的民粹主义运动 一、“伊舒金小组” 二、涅恰耶夫及其“人民复仇”社 三、“柴
科夫派”和70年代初的其他社团 第三节7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 一、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暴动
派” 二、以拉甫罗夫为代表的“宣传派” 三、“到民间去”运动 四、特卡乔夫的“夺权派” 五、70
年代下半期的“土地与自由”社及其活动 第三章19世纪80—9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的分化 第一节70—80
年代之交的民粹主义运动 一、70—80年代之交民粹主义运动的新趋向 二、“黑土平分”社 三、“民
意党” 第二节改革派民粹主义 一、改革派民粹主义的产生 二、改革派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
思想主张 三、对改革派民粹主义的评价 第三节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主义 第四节从民粹主义到
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粹主义的危机 二、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劳
动解放社”的建立 三、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首批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出现 四、列宁与俄国民粹主
义 第四章俄国民粹主义的文化观 第一节文化观是俄国民粹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第二节俄国民粹主
义文化观的内涵 第三节对俄国民粹主义文化观的总体评价 下编俄国民粹主义在20世纪的流变和影响 
第五章20世纪俄国民粹主义在俄国本土的流变 第一节20世纪初至一战前期的民粹主义 一、民粹主义的
复兴——社会革命党的诞生 二、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和党的分裂 三、社会革命党的组织状况和革命活
动 四、社会革命党在战争中重新崛起 第二节二月革命至立宪会议解散时期的民粹主义 一、二月革命
前夕的社会政治形势 二、社会革命党的复兴 三、第一次政府危机和社会革命党策略的确立 四、社会
革命党联合策略的失败 五、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较量 第三节立宪会议解散后民粹主义的命运 一、“
布列斯特和约”和社会革命党的决策 二、建立统一政权 三、追求第三种力量 四、对党纲的增补修改 
五、同布尔什维克在农民和新经济政策上的分歧 六、社会革命党人的被捕与流亡 第六章中国革命中
的民粹主义 第一节旧民主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 一、民粹主义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土壤及思想因素 二、
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的民粹主义 三、辛亥革命前到十月革命前无政府—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
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 一、知识分子的无政府民粹主义 二、乡村建设派的民粹主义 三、
章士钊“农国论”的民粹主义 四、论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民粹主义倾向 第三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的民粹主义思想色彩 一、从坚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到对这一理论的放弃 二、“三面红旗”
和带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实验 三、“文化大革命”狂谰中泛起的民粹主义思想沉渣 四、毛泽东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批判民粹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 设时期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之原因分析 第七
章民粹主义在非洲 第一节非洲村社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西方殖民主义一资本主义的沉重压
迫 二、村社制度——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根源 三、社会主义思潮在非洲大陆的传播 四、国际环境的
影响 第二节村社社会主义模式在非洲 一、村社社会主义的实践 二、村社社会主义陷入困境 三、苏联
模式的社会主义在非洲的实践 第三节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特征 一、回归村社制度 二、跨越阶段论 三
、非洲特定的民族主义 第四节非洲村社社会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比较 一、共同的基础——传统村社
制 二、小资产阶级——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俄国民粹主义的代表者 三、无法超越的“卡夫
丁峡谷” 四、一种自身发展模式的探索 五、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实验的历史教训 结束语：俄国民粹主
义与苏联模式的“超阶段”社会主义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上述可以看出，正是在俄罗斯专制农奴制的严重危机中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运动；十二月
党人运动作为追求变革、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一次失败的尝试。
以及他们所遭到的残酷镇压，又激发、催生了俄罗斯先进人物在艰难、高压条件下对俄国发展道路的
探索。
20—30年代的秘密小组，30—40年代之交出现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都是这种探索的产物。
在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和尖锐交锋中，通过两个社会思想流派的思想碰撞，就纯粹思想史的
承继关系而言，由于左派西方主义者对两个思想流派的综合，一个新的、更急进的社会思想流派——
民粹主义诞生了。
 三、斯拉夫主义同民粹主义的渊源关系 民粹主义是在俄国专制农奴制面临严重危机、资本主义开始
薄弱发展，俄罗斯进步知识界和精英在对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艰苦探索中，在各种思潮迭起、派别
论争中，特别是在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尖锐交锋中，在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上，通过对上述
两个社会流派的思想综合而产生的。
 苏联时期的史学著作对斯拉夫主义的评价一直是较为偏颇的，同对有关西方派的评价相比，比较强调
它落后、反动的性质，认为它是“维护专制制度”的。
这种观点也长期影响到我国史学界，对斯拉夫主义不能有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只是到近年，这种状况才开始有所改变。
事实上，斯拉夫主义在对俄国发展道路的认识，自有其深刻独到之处，它从特定角度弥补了西方主义
在对俄罗斯特殊性认识上的缺失和片面性。
一味强调斯拉夫主义的“落后和反动性”，看不到它在俄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看不到它在民粹主
义发生史上的独特作用，是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分出一节，讲一讲斯拉夫主义与民粹主义渊源的关系，讲一讲斯拉夫主义对
民粹主义起源的重要性。
 从直观上看，俄国民粹主义似乎同西欧主义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因为民粹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
是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的思想；同时，民粹主义的奠基者赫尔岑，也首先
是属于西欧派的人物。
但是，如果更仔细做些研究，深入到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的深处，我们便会发现，实际上，俄国民粹
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之间共同的思想文化基因，似乎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一些。
 纵观19世纪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可以看出它曾有过两次大的转折，一次是恰达耶夫在20—30年代之交
对俄罗斯的失望，一次是赫尔岑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观察而对西方表现出的失望。
恰达耶夫的失望，引领思想界面向西方，寻找俄罗斯的出路；而赫尔岑的失望，又影响思想界回过头
来，“转而相信俄罗斯的农村公社”，从俄罗斯的独特道路问题上去寻找国家民族的出路。
两次失望，实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就是出现了别尔嘉耶夫所说的这种情况：“西方主义通
过赫尔岑而与斯拉夫主义”实现了“接触”，而赫尔岑则“越出了西方主义的营垒而捍卫了俄罗斯的
特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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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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