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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有两件震惊世界并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都发生在苏联。
一件是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它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在世界1／6的土地上推翻了资本主义
旧世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世界，开辟了十月革命道路，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对以后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改
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
中国革命就是走的十月革命道路。
以十月革命为起点，世界历史进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时代。
在20世纪，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社会革命层出不穷，但是，真正够得上“新世纪”
标志的，无疑只能是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所说的“震撼世界十日”的俄国十月革命。
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另一件是世纪末的苏联剧变。
苏联剧变有三重含义：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联盟解体；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
苏联剧变有两个后果。
一个是社会主义遭致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不仅苏联而且它的卫星国、周边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都演
变和消失了，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家减少为5家，土地面积损失70％，人口损失22％，世界各国共
产党由原来的180家左右减少为130家左右，党员人数由原来的9100万左右减少为6600万左右(其中当时
中国有5600万)。
另一个是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彻底崩溃，冷战时代的结束是以苏联的失败和消失为代价和
前提，东西方力量对比失衡，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有恃无恐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世界更不安宁。
这是历史的悲剧和大倒退。
·一个经过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锻炼和两次战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
争)的考验，拥有90多年党史、70多年国史、2．8亿人口的社会主义苏联，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
大国，既无外敌入侵，又无内部人民揭竿造反，顷刻间坍塌解体，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成为20世纪
的一个“历史之谜”。
    ⋯⋯    总括上述，苏联剧变后20年的现实是：资本主义遭致重创，新兴国家异军突起，社会主义回
升和中国崛起，说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正在从单极走向多极，尽管霸权主义仍在世界各地制造
麻烦和动乱，但是它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世界形势是向不利于资本主义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方向发展。
正如邓小平于1992年所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苏联剧变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插曲，它并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我相信，肖枫同志《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会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坚定人们
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在读者和社会上产生良好效应。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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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联解体是巨大的历史灾难。
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
尽管道路是曲折漫长的，但俄罗斯人定将走出历史灾难。

　　对苏联解体的研究，首先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并坚持论从史出原则。
对我党的“九评”，要运用邓小平“回头看”的方法重新审视，不应当成新的“凡是”。

　　苏共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
苏共演变具有“长期性”，但整体质变具有“快捷性”，垮起来快得很。
吸取苏共的教训，就整体而言，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而要走新路。

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必须强调“发展”。
我们决不能忘记邓小平尖锐指出过的另一种性质(僵化)的“亡党亡国”。
那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
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
　　《苏联解体我的解读》的作者是肖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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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枫
1937年生，湖南新宁人。
196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后长期在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从事研究工作。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联解体我的解读>>

书籍目录

题词
序言
序
前言
第一篇　事实与真相：苏联是怎样崩溃的
　一　崩溃序幕：东欧剧变与雅尔塔体系瓦解
　1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苏联的强国地位
　2　东欧国家剧变过程及其不同特点
　3　东欧剧变的国际后果：雅尔塔体系崩溃
　4　东欧剧变的原因：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5　历史追溯：苏联粗暴干涉埋下了“离散”的祸根
　二　思想先变：戈氏“新思维”的演变及后果
　1　戈氏“新思维”是出于“改革”之需要
　2　“改革”变“改向”问题出在哪？

　3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何要不得？

　4　“公开性”“民主化”问题出在哪？

　5　丢了政权是苏共最根本的教训
　6　致命危害：思想乱了，组织散了，政权丢了
　7　戈尔巴乔夫是“叛徒”吗？

　三　实变过程：发展阶段与重大事件
　1　纵向看：苏联7年“改革”呈现三个阶段
　2　横向看：“改革”变“改向”苏联各方面全变样
　3　深层看：长期积累的深层根源在发挥现实作用
　4　“8?19”事件：爆发与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
　四　性质后果：“进步”还是“灾难”？

　1　剧变后果：世界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成果均受损害
　2　“解体”与“转轨”：俄罗斯人有不同感受和体验
　3　前途选择；“特殊道路”与“脱意识形态思考”
第二篇　本质与根源：如何看苏共变质苏联解体
　一　如何看：先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1　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
　2　一切从事实出发，坚持论从史出
　3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　实践没有完结，认识永无止境
　二　总的指导思想：长期“左”后期右
　1　看近了共产主义，长期存在超越发展阶段倾向
　2　高估了社会主义，不自觉地重新陷入乌托邦
　3　低估了资本主义，总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
　4　忽视了封建主义，使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扭曲
　5　后期的右，跳到对西方和社会民主主义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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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苏共量变的“长期性”与整体质变的“快捷性”
　1　党毁于自身变质并陷入了全面危机
　2　党的蜕变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3　党的“整体质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后期
　4　党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埋下了“瓦解的祸根”
　5　党的腐败和特权豢养了“党的掘墓人“
　四　对苏联崩溃的研究：如何让概念变简单点？

　1　概念太多了也是一种麻烦
　2　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并把住“两个根本点”
　3　外因、内因、远因、近因密不可分
　4　合力论+重点论=内外远近因+党与体制问题
　五　邓小平如何回头看“九评”和“大论战”
　1　反对“老子党”，“我们是反对得对了”
　2　意识形态争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3　“九评”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总体上不能肯定
　4　不能将“九评”当成新的“凡是”
　六　辩证发展地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
　1　苏共二十大有积极面，不可全盘否定
　2　斯大林肯定和否定的“两面形象”永难改变
　3　赫鲁晓夫功过参半，但他毕竟“揭了盖子”
第三篇　警惕与借鉴：中国怎么办
　一　正确对待苏联解体
　1　中国对苏联改革及其形势很关心，但绝不说三道四
　2　面对苏联解体的冲击，中国稳如泰山并开创新局面
　3　中国研究苏联解体，重在吸取教训，办好自己的事
　二　对苏联解体本质：邓小平看得最透彻
　1　邓小平南巡是带着哪些问题上路的？

　2　从思想理论上给传统社会主义动个“大手术”
　3　党和制度，这是邓小平最关注的两大问题
　4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5　整体上把握：拒绝“邪路”、“老路”而要走“新路”
　三、　变人之教训为我之财富：十议怎么办
　1　“丢了政权”为最大教训，搞社会主义不能不要“政治前提”
　2　必须把握改革的“主导权”，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
　3　以人为本，民生为大，绝不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4　苏共对外教训：走样的“国际主义”与地道的“霸权主义”
　5　民主自由要发扬，但集中和权威绝不可一概否定
　6　资本主义不可不借鉴，但顶礼膜拜要不得
　7　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要借鉴，但照搬西方体制不是出路
　8　对西方的西化、分化和演变要高度警惕，但从本质看这是国家软实力竞争问题
　9　党离不开人民，归根结底“最终选择权”在人民
　10　搞“中国特色”就要去“苏联特色”，既同苏联“切割”，又不“照抄”西方，这就是中国自
己选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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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远在拉丁美洲的古巴共和国在195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1961年由卡斯特罗领导的“7
·26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并与人民社会党（原古巴共产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组成
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改名古巴共产党。
这样古巴共和国从1961年起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各国也加强了联系。
社会主义从东半球又扩展到了西半球。
1975年印度支那人民在抗美战争取得全胜后乘胜前进，越南实现了南北方统一，老挝人民革命党（共
产主义政党）领导人民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与此同时，柬埔寨共产党利用抗美救国的大好形势取得了全国政权，使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增加
到16国。
但是由于柬埔寨’共产党实行极左路线，只有几年工夫就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结果世界社会
主义国家后来是15国。
 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扩大到多国，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加人世界社会主义行列
，空前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实力。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最繁荣时，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
／3，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e／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
新建立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国名上可以看出，都已不再沿用“苏维埃”的名称，而改用人民共和
国或民主共和国等，这未尝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较之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更成熟的表现。
此外，20世纪50年代那阵子的苏联也还是很争气的，它不仅帮中国援建了156个项目，还在制造原子弹
氢弹方面追上了美国，并且在1957年第一个将人造卫星送上了天，在1961年又让加加林乘坐“东方号
”宇宙飞船绕地球一周而安全着陆，这一切表明某些方面苏联已超过了美国，用毛泽东当年的一句话
来说，是“东风压倒了西风”。
 笔者在此指明这些事实，目的一在说明苏联曾经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强国”，二在回答自由主义
派的一种极端化的观点，即他们不仅将苏联社会主义几十年建设描绘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甚至还
将十月革命说成是“原罪”，认为十月革命“根本就不该搞”。
我认为，不管十月革命的具体历史细节是什么样的，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地位是绝对改变不了的。
因为全球近代史的终结和现代史的开端是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
革命是革命，建设归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能归到“十月革命”的头上。
“建设没搞好”，不能归之于“革命不该搞”。
无论怎么说，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仍然是抹煞和否定不了的。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既然曾显示出巨大优越性，苏联也曾经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为什么
后来在一夜之间就顷刻崩溃了？
这正是我们现在要探讨和解读的问题。
 按雅尔塔格局东欧地区是苏联的“安全屏障”，战后几十年来，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以
后的各任苏联领导人，始终是重视而绝不会放弃对东欧地区的控制的。
但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情况开始起了变化。
戈尔巴乔夫从所谓“新思维”出发，对东欧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和支持东欧国家
“改革”，。
因此可以说东欧剧变是戈氏新思维“引爆”的。
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国家“改革”的支持和赞许态度，与西方反共势力一起对东欧的剧变起了催化作用
。
而东欧国家的剧变又反转过来影响苏联政局的发展，最后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在对东欧的政策上，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前任几届领导人所采取的方针是完全不同的。
在勃列日涅夫“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等理论指导下苏联对东欧改革是绝不会不管的，但戈尔
巴乔夫从“新思维”出发，强调的是“不干涉”，实际上倾向性是很明确的。
东欧的一些国家认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干涉了自己的内政，有的国家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戈尔巴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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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的干涉，自己的国家也不会丧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比如民主德国就有这样的抱怨。
1989年的时候，民主德国表示不能照搬苏联的改革。
昂纳克认为，民主化有可能适用于苏联，但东德处于不同的条件下，或许需要不同的做法。
并且，民主德国已经开始怀疑苏联的改革道路了，因为民主德国访问苏联的人回来说，改革使商店里
没有盐和火柴。
在戈尔巴乔夫到民主德国访问时，昂纳克提到了这些情况。
但是戈尔巴乔夫一点也没有检讨苏联改革失误的意思。
他固执地告诉民主德国，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迟到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
昂纳克政府倒台后，戈尔巴乔夫热情扶持民主德国新政府，1989年10月31日，新任民主德国总书记埃
贡·克伦茨前往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密谈，重新组建了民主德国的领导机构，9天后，这个班子就被
取代，柏林墙也在11月9日被打开。
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对民主德国的“帮助和指示”，是起了作用的。
戈尔巴乔夫对波兰党和匈牙利党十分关注，在其局势的关键时候，戈尔巴乔夫对这两个国家的反对派
给予了支持。
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地位，这种支持可以看作是一种“不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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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央党校资深教授、社会主义问题著名专家赵曜教授：    肖枫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
考，反“左”戒右，勇于创新，见解独到。
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为许多读者接受。
肖枫同志在恩格斯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苏联实际，提出要把“合力论”和“重点论”相统一。
他认为，“重点论”有两个，一个是党，一个是制度。
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著名学者李君如教授：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肖枫先生
有个观点很有道理，这就是要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
苏共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
对苏共变质过程的分析，不能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界标”。
苏联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于斯大林，死亡于戈尔巴乔夫。
西湖边的雷峰塔突然倒了下来，挖掉支撑它的最后一块砖肯定是直接原因，但此前日积月累地腐蚀着
这座塔基的诸多历史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苏联这座大厦顷刻之际就倒塌，也是这样的直接原因和长期深层根源双重作用的结果。
我比较同意肖枫先生的意见。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联解体我的解读>>

编辑推荐

《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一个大国的崩溃 如何看怎么办》研究了“苏联解体”这一政治事件。
东欧国家剧变过程及其不同特点；东欧剧变的国际后果：雅尔塔体系崩溃；东欧剧变的原因：多重因
素的综合作用；概念太多了也是一种麻烦；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苏联的强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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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肖枫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反“左”戒右，勇于创新，见解独到。
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为许多读者接受。
肖枫同志在恩格斯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苏联实际，提出要把“合力论”和“重点论”相统一。
他认为，“重点论”有两个，一个是党，一个是制度。
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中央党校资深教授、社会主义问题著名专家赵曜教授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肖枫先生有个
观点很有道理，这就是要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
苏共是先“左”后右，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
对苏共变质过程的分析，不能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界标”。
苏联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形成于斯大林，死亡于戈尔巴乔夫。
西湖边的雷峰塔突然倒了下来，挖掉支撑它的最后一块砖肯定是直接原因，但此前日积月累地腐蚀着
这座塔基的诸多历史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苏联这座大厦顷刻之际就倒塌，也是这样的直接原因和长期深层根源双重作用的结果。
我比较同意肖枫先生的意见。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著名学者李君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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