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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东欧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就连老大哥苏联都相继走向失败时，社会主义道路还能走多远？

　　那些曾经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资本主义的东欧国家真的只有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才能为人民服务，
才能为广大人民谋福利，才能和谐吗？

　　今昔对比，到底在哪种制度下，百姓的生活质量更高，福利更好？
而不用为生个孩子都要征得政府的同意所困扰，也不用为孩子上幼儿园犯愁，还不用为昂贵的医疗费
、高涨的房价、攀升的墓价耗尽心血以及言论的不自由付出代价。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金雁教授在本书为你一一拨开迷雾。

　　本书分为三个单元：上篇是“新欧洲之旅”后的感想，中篇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波兰独
立90周年时写的，算是对波兰历史一个长时段的回顾；其二是谈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其三是乌克兰问
题。
下篇是关于东欧知识分子精神追求和思考方面的内容。

　　
　　作为在世界上至今屹立不倒的伟大的拥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当曾经的兄弟们一个个
倒下的时候，本书的观点更有借鉴意义，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警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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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

　　主要著作有：《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新饿乡纪程》《新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火凤凰与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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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金融危机后回首看东欧
　01　前东德：波澜不惊二十年
　　前东德：　“资本”不愿来的“资本主义”?
　　“剧变后进入了共产主义”?
　　怎样“转轨”会更好?
　　“马克思大街”上的思考
　02　中东欧金融危机与融入欧洲问题
　　他们如何看待金融危机?
　　中欧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与“西边同志”价值观“错位”的中欧左翼
　　对“融入欧洲”的历史思考
　　积怨甚深的俄、波关系
　　基于现实考虑的匈牙利选择
　　捷克：　“非共产主义化”的价值追求
　　来自俄国的军事压力
　　老欧洲的动力和阻力
　03　“新欧洲”发展中的新动向
　　政治冷漠化与传统政党危机
　　“网络时代”的强势劲头
　　“福利国家”的发展及其带来的问题
　　新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
　04　“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6.17工人暴动与逃亡潮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牢骚归牢骚，厌恶就是厌恶
　05　捷克：告别“切卡德”年代
　　纠缠在曰耳曼历史中的斯拉夫国家
　　悬而未决的苏台德问题
　　被遗忘的角落：曾经的“切卡德”
　　“逆向”信息的由来
　06　匈牙利：导致政治体制变革的三个“累积层”
　　风云突变的1947年
　　匈牙利1949年的“拉伊科事件”
　　一个思想超前的改革者——纳吉·伊姆雷
　　“裴多菲俱乐部”与1956年事件
　　“要变革就无法绕开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
　⋯⋯
中篇　波兰独立之路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
下篇　前乐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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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般来讲，这种“永恒的精神老鼠”，由于与权力始终保持界限，个人操守都比较严
谨，更兼具有的禁欲主义追求、注重道德的自我完善、既蔑视权力又鄙视金钱，实用主义的利益很难
动摇他们的意志，他们追求真实、看重个人的道德形象，不会以出卖思想为自己换取实际利益，而且
由于他们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情结，在批判极权国家的同时，也批判“市民社会”，批判全球化进程，
对西方的那一套不感兴趣。
剧变以后他们依然对市场经济转轨持批评态度，而且具有比一般人更敏锐的先知先觉，比如索尔仁尼
琴在大骂叶利钦“休克疗法”的同时，还不断地警惕人们不要因剧变后的转轨艰难，而把斯大林时代
的“灾难戏剧化地过滤成甜蜜的回忆”，可见其引领社会深层领域探索的象征意义并没有消失。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对来自于这种道德层面的批评，不可避免地有两种缺陷：第一，由于像索尔仁尼
琴那样的人参考资源主要来自前近代，对待现实一直采取一种“永远说不”、“骂倒一切”、或者只
有批判没有建设的态度。
他既否定布尔什维克式的垄断，也反对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方向，可以说，他看到了后共产主义下民主
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缺陷，但是提供的理想模式却是无法操作的。
现在“东欧”有一些知识分子，很反感大规模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念旧
体制”，而是因为政治转型的落幕便意味着“当老鼠”的作用完结，而社会变革从来是不知感恩的，
卸磨杀驴是一种常态，看看那些早已被人们忘记的“剧变推手”，就知道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变革并不
眷顾自己的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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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前东德、波兰、捷克、匈牙利、乌克兰、前南斯拉夫等苏
联模式东欧国家的前世今生。
过去的“东欧”虽有“福利”，但并非“福利国家”，因为在专制体制下“福利”是皇恩浩荡，有了
你得谢恩，没有你也不许抱怨。
在民主制度下“福利国家”才成为一种“公仆”必须提供的服务，提供了民众无需感恩，不提供“公
仆”就有被“解雇”的可能。
在民众看来，提供公共交通、免费教育、医疗保障、社会养老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所有的公共服务主
张必须经过老百姓的同意，因为他们是国家税收的提供者，哪个党派的社会福利政策执行得好，哪个
党派的支持率就高。
《“先欧洲”发展中的新方向》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
进攻的功能。
问题是它要“防御”谁？
防御西边的“法西斯”？
它的正式名称的确叫“反法西斯壁垒”。
但奇怪的是，它防范的是东边想出去的人，柏林墙存在的28年历史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仟
何一个西边的人，无论他是否“法西斯”，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
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叭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
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
显然，柏林墙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还有许多需要拆迁》苏联类型国家的民族政策特点之一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
”，它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
的“异化”。
只要你在政治上听话，别的什么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族特色”不
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很被提倡，乃至被提倡得过分。
《苏联时期的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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