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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以当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都曾真诚地悲痛逾常。
读到毛泽东写的悼念文章《最伟大的友谊》时，我们也毫不怀疑这由两大领袖兼导师“缔造”的、两
党两国间的“伟大友谊”，真的是“牢不可破”。
　　⋯⋯这些因历久而变酸了的回忆，是我一眼看到这本书中一个醒目的标题而引起的——《斯大林
之死》：这发生在20世纪中叶，标志着历时二十八年（1925-1953）的斯大林时代的结束[真是巧合，如
果把毛泽东时代按他在全国执政的年份（1949-1976）计算，正好也是二十八年]。
　　在苏联，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之死是一件大事。
即使就全世界来说，它对非共产党国家造成的连锁反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则由于斯大林虽死，但他所“缔造”的党和国家的体制——更不用说思想影响——却并未随他的个
体生命而消亡，不可能立时人亡政息；二则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为消除对斯大林崇拜
的后果所做的一切，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中国古话形容某个大人物常有“一身而系天下之安危”之类的话，移用于斯大林，并不为过。
他身后的苏联，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仍然处在他的身影下，不仅因为一个经营多年的体制是“百足
之虫，死而不僵”，而且更因为寄生在这体制上的利益集团特别是特权集团握有举足轻重的权力。
　　斯大林一死，苏联逐渐进入一个“解冻”时期。
在起初的三年，新的当权者出于种种现实功利的考虑，悄悄地平反了大约涉及一万名受害者的冤案，
其中多数人那时已经不在人世。
但这些极少见报。
1954年3月27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向国内报送了《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指出
这种改变从1953年4月起已见端倪，到7月份便已十分明显。
④大使有责任掌握驻在国政治空气的变化，这也是职业的敏感性。
一般的中国人自然得不到这样的信息，就是苏联的普通公民也未必全都意识到了。
因为像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对外闭关自守，有一道人称的“铁幕”，即使在国内，党和政府与国民
之间，乃至党政领导集团与一般工作人员之间，同样也有“铁幕”相隔。
　　直到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受苏共中央委托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前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的秘密报告，用中国共产党习用的一个政治术语说，这才第一次向全党“揭”开了长期“捂”住的
一个“盖子”——斯大林一斯大林主义一斯大林时代的“盖子”。
　　本书中的有关章节详述了苏共二十大这一报告的前前后后。
由于兄弟党工作人员的泄密，这一报告的内容在西方世界闹得沸沸扬扬，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在习
于暗箱操作的苏联，这一报告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正式发表。
在中国，1957年“鸣放”时期传播或议论过这一秘密报告中的事实和观点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
　　这一次苏联“（自）揭盖子”，给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出了一道难题。
因为多少年来，大家都是以苏联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后来又称为列宁斯大林党——马首是瞻的，
苏联是大家心向往之的人间伊甸园，以中国为例，第一块实行“革命割据”的红色根据地便号称“中
央苏区”，在这里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时期公文信函和私人信件里
，都习惯于“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现在苏联党和国家的阴暗面、斯大林残民以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是令人十分尴尬的。
如何面对国际舆论，更如何稳定国内人心、保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在群众中的威信不受这一事件的
负面影响，无疑需要认真对待。
　　在中国，不但在1956年当年，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定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历史经验》（4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2月），且先后作了《论十大关系》和有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报告，对此事件作出应对；而且在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于内部讲话
中也仍然强调“列宁这把刀子不能丢，斯大林这把刀子也不能丢”，1957年则发动反右派斗争，1960
年前后发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提出“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口号，这个口号
也透露了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始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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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作者翻译整理的苏联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资料，也可以说是作者对几十年间苏联政治沧
桑史的忆述，包括斯大林之死、1949年列宁格勒案件、苏共二十大出台的前前后后、古巴导弹危机、
赫鲁晓夫遭遇宫廷政变、苏联八一九事件始末等；第二部分则是作者的自述，作者回顾了与俄罗斯朋
友的交往、访俄感想，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恩师，同时追忆了自己以及同时代人在那个时期所的种种
坎坷经历与难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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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述弢，1938年出生。
1958年大学毕业。
多年从事翻译工作。
曾担任《列宁全集》第二版部分卷次、《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的译校工作
。
其他译作有：《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罗·梅德维杰夫著）、《赫鲁晓夫下台内幕》（谢尔盖·赫鲁
晓夫著）、《戈尔巴乔夫之谜》（安德烈·格拉乔夫著）、《断头台》（钦·艾特玛托夫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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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斯大林之死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1949年的“列宁格勒案件”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先哲的启示神话的
破灭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出台的前前后后苏共二十大与列昂尼德的失踪1956年匈牙利事件始末赫鲁晓
夫与尼克松的“厨房辩论”美国u-2间谍飞机覆灭记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遭遇“宫廷政变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命运赫鲁晓夫之死双料间谍佩尼科夫斯基落网记苏联“大管家”巴伊巴科夫轶事
“超级明星”加加林的幸运与不幸，戈尔巴乔夫人主克里姆林宫的来龙去脉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
始末戈尔巴乔夫机遇苏联政要海滨休养拾零滨河街公寓今昔旅俄琐记桃李春风忆故人——记刘媛娜先
生附录　作者自述  哭泣的青春  倒行人生路——哭泣的青春（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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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斯大林之死　　人生在世，谁能不死？
但平民百姓之死与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之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而已故的历届苏联领导人中，又以斯大林之死最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斯大林生前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人们的生死荣辱，甚至他
的某个眼神也会使身边的“战友”不寒而栗。
在迟暮之年，斯大林的多疑已发展到了离奇的地步，临终前不久，更出现了躁狂性恐惧症。
用餐时，某一道菜只要没有人当着他的面品尝，他是决不去动的。
那些多年来侍奉左右、忠心耿耿的人，他一个也信不过。
身边那两个人们熟知的最恭顺的人物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后来也均被解职并送进监狱。
　　斯大林不相信医生。
他多年不让专家看病，仅在前往海滨休假时偶尔准许派一名他了解的牙医去。
在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之后，斯大林觉得每个医生都是暗藏的敌人和恐怖
分子。
因此，谁也不了解斯大林真正的健康状况。
但他那日益加重的心理变态则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在与几名信任者共进晚餐、大家开怀畅饮时，斯大林会突然站起身来，离开饭厅前往外室，他
站在门外久久地偷听，看当他不在场时大家都讲些什么。
当然，人人都知道斯大林的这套把戏，但都佯装不知。
谁要是若有所思或愁眉不展，斯大林便以怀疑的目光仔细盯着他。
他要求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和他一起唱歌，甚至跳舞。
　　这也涉及从克里姆林宫到孔策沃近郊别墅的行车路线。
路不算长，车队会忽然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里兜起圈子。
斯大林有一份莫斯科街道图，他在行车中指示往哪儿拐，怎么走法。
他甚至不告诉司机是什么路线，且行车路线每次都有变化。
　　从许多迹象看来，斯大林没有想到过死，他根本没有让党和国家领导层对此作好准备。
斯大林的表现叫人似乎觉得“他的王国永无尽头”。
诚然，斯大林有时也作出他已感到不堪重负、希望免除职务的姿态。
他在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就谈到他一人兼任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甚感吃力：年岁不饶人，
精力不济，连报告都作不下来，还算什么总理。
斯大林一边说着一边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大家的面孔。
在座者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认为斯大林可以退休。
大家都本能地感到，连斯大林自己都并不想将他这番关于退休的话付诸实施。
这时马林科夫发言，他只讲了一句话：斯大林应当留任总理和总书记，这点无需证明。
斯大林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要求。
　　斯大林长期以来明显地器重莫洛托夫，同他见面的次数比其他人都多，往往在作出最重大的决定
之前都只找莫洛托夫商量。
政治局委员中大概只有奠洛托夫可以反驳斯大林，发表自己的观点。
但到开十九大时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突然变得冷淡了，而在代表大会后的全会上更是毫无根据地对莫洛
托夫和米高扬表示了政治上的不信任，指责莫洛托夫“向美帝国主义投降”，还建议不让他进入中央
主席团常务局，而且后来果真这样做了。
赫鲁晓夫曾说过，他深信如果斯大林再多活上一段时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结局会很悲惨。
　　斯大林显然对日丹诺夫颇为赏识，但对他酗酒无度也很反感。
不过日丹诺夫死得相当神秘。
斯大林未必把赫鲁晓夫看在眼里：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是个“庄稼汉式领导人”，直率、勤勉，却未必
是挑大梁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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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晚年已对贝利亚颇有戒心。
　　他对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早已冷淡，而且简直是讨厌他们。
斯大林从未将米高扬、什维尔尼克、布尔加宁、别尔乌辛等“二线”领袖当成领军人物。
还剩下一个机灵、勤勉、阿谀奉承的活动家马林科夫。
在除掉波斯克列贝舍夫之后，马林科夫实际上操办了斯大林所有的个人事务，他将呈送领袖的公文—
—“归类”和“过滤”。
然而斯大林在晚餐会上曾不止一次地责备马林科夫的“没有骨气”和不可饶恕的“软弱”。
斯大林不会把这个女里女气、缺少魄力的人当成自己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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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几十年间苏联政治沧桑史的忆述；从纯真少年到白发老
叟，——半个多世纪坎坷人生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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