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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一卷记述了赫鲁晓夫自20世纪20
年代开始至40年代卫国战争胜利结束这段时期的政治生活经历。
对基洛夫被刺事件、“大清洗”和中央全会代表选举内幕、二战前夕的苏德政治军事交易、二战背景
下的军人将领和高层政要的表现以及斯大林台前幕后的作为做了评价和描述。
同时回顾了苏联军民在二战初期失利直到卫国战争转败为胜这一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三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二卷讲述的是赫鲁晓夫一生中处于权力颠峰、即担任苏共和政
府领导人的最重要时期的工作。
详细叙述了开垦东部荒地和大规模工厂式住宅建设的历程，对于确保国家安全合理平衡开支的重要性
也多有论及。
同时详细讲述了斯大林去世后新领导班子的组成，赫鲁晓夫与贝利亚之间的冲突，以及在苏共二十大
就斯大林在本国人民面前所犯罪行所做报告的出发点。

三卷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三卷主要涉及苏联国际事务，或详或简地叙述了苏联与社会主
义各国的关系以及赫鲁晓夫对各国领导人的态度。
尤其集中回顾和评价了中苏关系，对后来出现的关系冷却、恶化，最终决裂，做出了个人的解释，描
述了从他的角度所看到的一切，对于重现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图景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亲自编辑整理、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整的中文版全译本！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他于1964年失去党和
国家的一切职务后开始以口授形式完成回忆录。
该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画面，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
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本书是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回忆录的选译本,记述了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前后发生的重大
事件和其政治生涯的重要经历。
全书35万字左右,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亲自编辑整理,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整的中文版全译本《赫
鲁晓夫回忆录》。

相关推荐：
阎锡山传（上下册）——集五千年权术于一身，翻云覆雨，堪称古今第一人
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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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1971)，原苏联领导人。
1953年9月至1964年10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至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他于1964年失去党和
国家的一切职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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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
序
致中国读者
头顶最秃和胆子最大的人(安德烈·比托夫)
第一卷 政治委员
前言
引子
1 简单谈谈我自己
2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
3 谈谈新经济政策
4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
5 迁往哈尔科夫
6 迁往基辅
7 在工业学院
8 和斯大林相识
9 莫斯科的日常生活
10 基洛夫遇刺
11 基洛夫遇刺的某些后果
12 重返乌克兰
13 从乌克兰到莫斯科(30～40年代之交)
14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临近
15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6 战前局势
17 艰苦的1941年夏天
18 1941年夏秋两季的人物和事件
19 1942年：从冬天到夏天
20 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旁
21 斯大林格勒转折
22 通向罗斯托夫之路
23 库尔斯克会战前夕及会战初期
24 向第聂伯河挺进!
25 基辅收复了!
26 解放乌克兰
27 向胜利挺进!
28 战后的思考
29 伟大卫国战争之后的远东
30 关于战争回忆录
附录一
尼·谢·赫鲁晓夫年表(1953～1964)
第二卷 改革家
前言
31 战后初期
32 重返莫斯科
33 关于几个人物
34 斯大林的一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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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贝利亚及其他人
36 斯大林一家·斯韦特兰卡
37 斯大林的最后岁月
38 朝鲜战争
39 医生案件
40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41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
42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43 斯大林谈自己
44 斯大林之死
45 关于斯大林的思考
46 再谈贝利亚
47 斯大林去世之后
48 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到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4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
50 建设得更多更好
51 农业
52 垦荒
53 我们尚未做到所期望的丰衣足食
54 土地与我国科学
55 谈谈威廉斯的草田轮作制
56 大田如棋盘
57 谈谈机器拖拉机站和专业化
58 我们因组织不健全而蒙受损失
59 我对玉米情有独钟
60 我们的商店空空如也
61 斯大林的遗产
62 海军
63 飞机与导弹
64 反导弹防御系统
65 坦克和大炮
66 运输工具问题：车轮还是履带?
67 萨哈罗夫与核武器
68 太空中的合作
69 关于库尔恰托夫、克尔德什、萨哈罗夫、图波列夫、拉夫连季耶夫、卡皮察等人
70 政权、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及其他人
71 关于以色列、埃及、六日战争和我国的军人
72 裁军
73 和平与战争
74 核战争和非核战争
75 军备竞赛还是和平共处?
76 国家开支
77 我不是评判人
附录二
一 尼·谢·赫鲁晓夫关于军事改革的报告
二 妈妈的笔记
三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弗·安德罗波夫呈送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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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70年赫鲁晓夫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审的速记记录
五 关于尼·谢·赫鲁晓夫逝世的讣告
六 送别
七 “今日打扫卫生”
八 回忆录写作出版经过
第三卷 国务活动家
前言
78 与奥地利签订和约前后
79 日内瓦四大国领导认会晤
80 与阿登纳会晤
81 访问英国
82 初到美国
83 从纽约到艾奥瓦
84 华盛顿和戴维营
85 访问法国
86 巴黎四方会谈
87 访问联合国
88 约翰·肯尼迪与柏林墙
89 加勒比海危机
90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91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
92 毛泽东
93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
94 对华关系风云突变
95 对华关系进一步恶化
96 胡志明
97 关于阿尔巴尼亚
98 南斯拉夫问题
99 德国问题
100 波兰邻居
101 匈牙利邻居
102 捷克斯洛伐克邻居
103 罗马尼亚邻居
104 印 度
105 在缅甸
106 从印度到阿富汗、伊朗，再到印度
107 关于印度尼西亚
108 关于埃及
109 中东的六日战争
110 从叙利亚到也门
111 和非洲各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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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4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展开了一场针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尖锐斗争。
列宁格勒代表团发言时宣读了一封致大会主席团的信，要求根据联共(布)党章的规定，由该代表团产
生一名做副报告的人。
他们推出季诺维也夫，想让他做一场针对斯大林报告的副报告。
我现在已无法准确地回忆了，但我的印象中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还是季诺维也夫，而斯大
林做的是关于组织问题的副报告。
可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
已经是由斯大林做报告了。
在我们这些大会的代表看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政策，党中央初
步形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
因此，做报告的不应该再像原先列宁去世后那样老是季诺维也夫，而应该是斯大林了。
我记得，我们前来参加代表大会时，已经像俗话所说，唧唧喳喳吵翻了天，人们之间早就纷纷传说，
甚至普通百姓都知道，党内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我们在十五大期间也是住在马车市场苏维埃大厦三号楼。
我们得到通知：雅科夫列夫要到我们这儿来通报党内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将在大会上提出来
，加以揭露。
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来了。
他那时候在工人检查院工作。
我记得奥尔忠尼启则当时是工人检查院主席，而他是副主席之一。
这次会议除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外，谁也不让参加。
当时乌克兰代表团团长为卡冈诺维奇，副团长为彼得罗夫斯基、丘巴尔、施利希特尔和斯克雷普尼克
，他们都是乌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
雅科夫列夫讲述了在哪些问题上与季诺维也夫存在分歧，说问题相当尖锐。
因此我们似乎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就这个意义而言，那个会是带有派性的，然而得到斯大林的许可
，我想是斯大林授意召开的。
我不清楚联共(布)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中，还有谁知道此事。
    代表大会宣布开幕，大会的领导机构刚刚成立，季诺维也夫分子即提出针对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自己
的副报告人。
我们仍然坐在中心位置，我们右首是列宁格勒代表团，左首是莫斯科代表团。
我们就所有的问题同莫斯科代表团进行了接触，奋起反对当时所说的列宁格勒反对派。
当时，与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好同志相遇，我不是把他当朋友，而是把他当敌人看待。
    1922年我从部队回来的时候，尤佐夫卡《劳动专政报》主编是阿布拉姆松。
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当时他在列宁格勒一个区党委担任书记。
非常好的一位共产党员。
可是现在他却和所有列宁格勒来的人一样成了季诺维也夫分子。
党内一些著名人物，比如说巴达耶夫，也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站到了一起。
他当时在列宁格勒工作，列宁格勒的人就把他搬出来作为盾牌。
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了增加自己代表团的分量，把尼古拉耶娃也拉了来。
她也是一个积极的好党员，发言时充满激情，像个雄辩的演说家。
这场辩论后来会间休息时在格奥尔吉耶夫大厅和走廊里继续进行，或三五成群，或两两相对，成了个
人交锋。
总之，在各个地方，只要两个人碰到一起，如果他们分属不同阵营，那就在进行辩论。
    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都发言拥护中央委员会的路线，也就是斯大林的路线。
这样说太简略，但当时就是这样说的，说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路线，那是反对派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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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是来自哪个地方组织的一个代表团，还献给代表大会主席团一把钢扫帚。
主持会议的是李可夫，他接过这把扫帚说：“我把这把扫帚交给斯大林同志，让他拿来扫掉我们的敌
人。
”这句话当时博得一阵友好的掌声和笑声，连李可夫自己这时也笑了。
后来李可夫本人已经成为这把扫帚的受害者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话和当时说这句话的情景。
当时李可夫显然很信任斯大林，并且认为这把扫帚不会用来危害党，只会用来对付党的离经叛道分子
和背离总路线的反对派。
    当时我们也毫不怀疑，斯大林和身边支持他的那些人是正确的。
我至今仍然认为，当时我们的思想斗争是基本正确的。
如果斯大林是另一种性格的话，那么这些已经搞得十分紧张激烈的分歧也许不会变得如此充满悲剧性
和毁灭性。
但这是我现在的说法，当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当时大家都是按照所谓砍柴人的方式考虑问题：办大事不必拘小节。
我得说，那是对反对派进行的一场无情的斗争。
    如果回忆一番我们的党和人民所走过的道路，并从这个角度评价斯大林的作用的话，那么，在那些
事件和党内力量对比的背景下，这种作用其实基本上是正面的。
我指的是像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瑟尔佐夫一洛米纳泽左右倾集团之类的反对派。
如果要评价斯大林的个人作用，那么他是很突出的：在团结全党方面，在动员党的力量克服困难、恢
复工农业、实现工业化和加强红军建设方面，他的作用和活动都是具有决定性的。
因此，斯大林居于党的主导地位、党也支持他，这绝非偶然。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初期他的名字在广大群众中甚至在党内并不怎么广为人知。
更为知名的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尤其是布哈林。
列宁说得很好：“布哈林是党的宠儿。
”我们的干部当年都是根据布哈林所写的《共产主义ABC》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在广大群众
中的知名度非常高。
但是作为组织者，斯大林还是更胜一筹；布哈林是作为宣传者、鼓动者在党内居于显要地位的。
他曾任《真理报》主编，也确确实实是《真理报》所需要的主编。
虽然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他本人也犯了一些错误。
    P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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