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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列夫·托洛茨基的一部回忆录。
就列宁的同时代领导人而言，这几乎是唯一一本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他所记述的是20世纪最初30年
的历史，托洛茨基以当事人的身份，依据他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从另一个视角给我们描绘了这段历史
的过程。
     列夫·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苏联红军之父，苏共党内最大的反对派首领，迄今为止
，托洛茨基仍然是个争议人物，研究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史，他都是无法回避的人物
。
本书是托洛茨基的一部回忆录，记述的是20世纪最初30年的历史，涉及当时的革命活动，卡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及党内斗争等重大事件。
译者还补写了作者在1930年后十多年的经历，相信会有助于读者对托洛茨基的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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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列夫·托洛茨基 译者：赵泓 田娟玉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
奇·布隆施泰因（托洛茨基）（1879～1940）　　Leon Troski (Lev Davidovich Bronschtine) 　　俄国与
国际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苏俄（后来的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二十世纪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左翼领袖，他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第三共产国际
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三国际前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执笔人）。
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26岁的托洛茨基被工人群众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而当时布尔什维克多数干
部却还在讨论是否支持苏维埃，这些干部后来被赶回俄国的列宁痛击）。
1917年革命托洛茨基率领“区联派”与列宁派联合，并再次被工人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对于十月革命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托洛茨基赢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
后来成了托洛茨基死敌的斯大林，当时作为革命组织领导者之一却写道：“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
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
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在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
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后，当反托成为政治需要时，此类评价都从斯大林文章中删掉了。
）甚至连后来狂热的斯大林派雅克·沙杜尔，当时却也写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
是起义的钢铁灵魂。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6卷P76。
）不仅在起义中，而且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捍卫、巩固方面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方面，托洛茨基也作出
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外交官-苏联国际革命政策的负责人、苏联红军缔造者以及共产国际缔造者）。
革命后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布
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发言结束均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在欧美共运中托洛茨基的威望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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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问世时我正好50岁。
我的生日和十月革命节正好是同一天。
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的门徒们可以由此作出随便什么结论。
我自己只是在十月革命3年之后才发觉这一有趣的巧合。
9岁以前我一直住在偏僻的农村。
在中学读了8年书。
中学毕业一年后第一次被捕。
对我来说，就像对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监狱、流放、流亡国外就是大学。
我在沙皇监狱里关过两次，约4年；第一次被沙皇流放近两年，第二次是几个星期；两次从西伯利亚
逃脱。
两次侨居欧美各国共约12年，两年在1905年革命之前，差不多 10年在革命之后。
大战期间，我被霍亨索伦的德国缺席判处监禁(1915年) ，次年被从法国驱逐到西班牙，在马德里监狱
短期关押后，在警察监视下在卡迪斯逗留了个把月，然后被驱逐到美国。
在那里我得知发生了二月革命。
1917年3月从纽约回国途中我被英国人逮捕，在加拿大的集中营关押了一个月。
我参加了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在两次革命中都担任了彼得堡苏维埃主席。
我直接参加了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政府的成员。
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我和德国、奥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进行了和
约谈判。
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我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组织红军并重建了红色舰队。
在1920年我还同时领导了混乱不堪的铁路网。
　　然而我的生活内容——除国内战争年代外，主要是从事党务和写作活动。
国家出版社于1923年着手出版我的文集。
除早先出版的5卷军事著作外，共出版了13卷。
1927年停止出版，这时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压制变得特别厉害了。
　　1928年1月我被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流放，在靠近中国的边境度过了一年，1929年2月被驱逐到土耳
其，现在在伊斯坦布尔写这篇序言。
　　就是从这篇简要的叙述中看，也不能说我过得很单调。
相反，从转圻、意外、尖锐的冲突和起伏的数量来看，可以说，我的生活充满“奇遇” 。
然而，可以说，就志趣而言，我并不是一个猎奇者，我倒很有学究气和保守习气。
我喜爱和珍视纪律和制度，完全不是为了发怪论，而是事实如此，我应当说，我不能容忍杂乱无章和
破坏。
我曾是个非常勤奋和认真的学生。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保持了这两种品质。
在国内战争的年代，我在自己的专列上走过了相当于绕赤道数圈的路程，那时我对用新的松木板做成
的每一个新的栅栏都感到非常高兴。
列宁知道我的这个癖好，曾不止一次友好地拿它开玩笑。
一本有新思想的写得很好的书；优美的文笔，可以向别人传达自己思想的文笔，对我来说，从来是，
现在仍是最珍贵的、最亲切的文化成果。
我从未放弃学习的愿望，我的一生中多次出现过一种感觉，觉得革命妨碍我系统地从事研究工作。
然而，在我的有意识的生活中，几乎有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完全用来从事革命斗争，而如果我能从头
开始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走同样的道路。
　　我不得不在流亡中写下这些文字，这已是三度流亡了，这时候我的许多亲密朋友塞满了苏维埃共
和国的流放地和监狱，他们曾坚决地参加建立这个共和国。
他们中间某些人正在动摇、退缩，向对方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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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人是由于道德沦丧；另一类人是由于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不能独立地找到出路；第三类人则是由
于物质惩罚的逼迫。
我已经两次经受过大规模地抛弃旗帜的事：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和世界大战开始之时。
根据生活的经验，我深知什么是历史的涨潮和退潮。
它们服从于自身的规律。
光是急躁是无法加快它们的替换的。
我已习惯于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前景。
认识所发生的事情的规律性，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就是革命家的首要职责。
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今天的人所能获得的最大的个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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