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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李向前送来书稿，要我写序。
我当即表示，对国际问题是外行，实在写不了。
但他不干，一定要我写，只好答应。
新年期间，我把书稿通读了一遍。
这一读，不仅使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开阔了眼界，而且引起极大兴趣。
　　全书由37篇文章组成，正如向前所说：“有游记、有散记、有论述、有访谈”，“从地域上看，
北美、东欧、西欧、南美，都涉及到了”。
它“保存了史料，记述了轶事，谈论了见闻，表达了感慨”。
书中谈论的问题，政治、经济、文化，治学之道、学科建设、档案制度、建筑风格、风俗习惯、心理
状态等方面，或多或少都涉及到。
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对读者了解许多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国外政治家、学
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大有帮助，是有用的好书，值得一读。
　　在采访东欧一些政治家、学者的篇章中，向前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
家，执政那么多年，突然改变了颜色呢？
对于这个问题，一些政治家、学者各自谈了看法，说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诸如经济体制问题、民主问
题、民族问题、改革不成功问题、外部压力问题、内部敌人捣乱问题、缺乏理论指导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最关键的是执政党自己毁了自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它实质上反映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一个被历史选择的政党必须随时接受历史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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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作者域外访史，寻踪社会主义，积十数年之功，厚积薄发的一部散文式的扛鼎力作。
作者在寻踪社会主义的历程中，拜访了欧美数十位政治家、上百位专家学者、查阅了所访国家的数十
个图书馆、档案馆。
探讨了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国不同名称的无产阶级政党先后取得执政地位，为什么执政多年后，突然
改变了颜色；分析了古巴保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源泉；总结了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披露了邓小
平1974年与基辛格的五次会谈内幕，揭秘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的前前后
后；记述了蒙哥马利将军与毛泽东关于继承人的谈话点滴；讲述了在哈佛听“文革”课的体会。
书中有与政治家面对面的访谈录，也有亲手从国外图书馆、档案馆里淘来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
学术价值弥足珍贵。
特别是作者通过对这些“他山之石”总结提炼出来的宝贵财富，无疑将使执政近90年的中国共产党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中如何执政为民，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穿行>>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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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听“文革”课
我在美国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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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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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共的宣传体制是绝对集中的。
它把舆论控制作为基本任务。
因此“强行灌输”、“夸大事实”、“隐瞒真相”、“控制异见”、“垄断真理”和“操纵舆论”便
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功能。
它就是要人民相信，苏共一贯正确，苏共就是真理的化身。
而事实上，垄断真理和垄断人们思想的后果，就是使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宣传的真实性，从而也对
政治失去兴趣。
成本巨大的意识形态机器，不但起不到鼓动人民同心同德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使人感到厌倦、失
望。
这就是意识形态操作的失败。
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曾坦言：垄断意识形态制度，是苏共垮台的原因之一。
　　同上文提到的党史写作与宣传一样，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也在于它的真实性。
如果宣传不能把事情真相告诉人民，如果在喧嚣和连篇累牍之中，偏偏隐去了真实的部分，那么，无
论多么豪华的词语，多么气势恢宏的概念和逻辑，都只能是空论而已。
特别是，鼓吹一贯正确，明明问题已经成堆，发展到了严重地步，却仍高调宣传歌舞升平，这是人民
最为反感的。
事实上，在传媒高度发展的今天，舆论控制和消息封闭已经做不到了。
人们有了更多的信息渠道，于是也有了更敏锐的判断力。
　　根据苏共的经验教训，人们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内涵，还不仅仅就是一个“真实”问题。
如果说，社会意识形态本身是体现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是表明社会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话，那么
，它在性质上必定同社会意识是相契合的。
它不应同社会割裂，更不应该变为社会大众的赘物或对立物。
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人民拥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是因为人民认同它，相信它
。
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宣传，受到人民的普遍接受。
又如，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中人民认同的理论意识形态，因而它成为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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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克伦茨总书记访问记，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苏共垮台经验教训思考，20世纪80年代后半
期中国的改革与中美关系，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20世纪60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
揭秘。
在哈佛听“文革”课，我在美国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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