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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斯大林在党内的晋升和扶摇直上；斯大林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斯大林主义
产生和确立的原因与条件；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斯大林专政的某些影响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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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
第一部分 斯大林在党内的晋升和扶摇直上
　第一章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
　　一、1917年前的斯大林
　　二、1917年的斯大林
　　三、领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四、国内战争时期的斯大林
　　五、列宁的支持
　　六、列宁的逝世
　　七、关于列宁的“遗嘱”
　　八、1923—1924年的斯大林
　第二章 斯大林同反对派的斗争
　　一、先交代的几句话
　　二、谈谈列?达?托洛茨基
　　三、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1923年春政治局内的斗争
　　四、1923—1924年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
　　五、谈谈格?季诺维也夫和列?加米涅夫
　　六、同“新”反对派的斗争
　　七、米?瓦?伏龙芝和费?埃?捷尔任斯基之死
　　八、“联合”反对派和1926—1927年同它的斗争
　　九、谈谈尼?伊?布哈林
　　十、斯大林同“右”倾的斗争
　第三章 斯大林在实行集体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错误和罪行
　　一、苏联发展合作社和农业集体化的前提条件
　　二、1927—1928年粮食收购工作的困难与斯大林的政策
　　三、在实行农业集体化中的种种弊端和错误
　　四、集体化与对正教教会的一再迫害
　　五、关于消灭富农阶级
　　六、1932—1933年农村中的行政镇压
　　七、1932—1933年的农村饥荒
　　八、关于苏联实行国内身份证制度
　　九、关于实行工业化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
　第四章 30年代初更趋紧张的国内外形势，斯大林的新罪行
　　一、苏维埃政权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二、1928—1930年的政治审判案
　　三、工业党审判案和联盟局审判案
　　四、1928—1931年间的政治审判的造假性质
　　五、在审判闹剧的幕后
　　六、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大规模镇压
　　七、新经济政策的结束
　　八、党内镇压和加强控制
　　九、斯大林的妻子娜。
阿利卢耶娃的自杀
　　十、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艰难处境
　　十一、斯大林在30年代初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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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国内和党内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十三、30年代初的尼?伊?布哈林
　　十四、30年代初的列?达?托洛茨基
第二部分 斯大林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
　第五章 谢?米?基洛夫遇害，对前反对派领导人的审判
　　一、1934年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苗头
　　二、谢?米?基洛夫遇害
　　三、1935年初的镇压行动
　　四、1935—1936年继续进行镇压
　　五、对前反对派领导人的第一次“公开”审判
　　六、亚戈达垮台与叶若夫升迁
　　七、对“平行中心”案的审判
　　八、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
　　九、对“右派一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的审判
　　十、莫斯科“公开”政治审判的造假性质
　　十一、对前反对派分子的大规模镇压
　　十二、30年代中后期的列?达?托洛茨基
　第六章 对党和国家基本干部队伍的打击(1937—1938年)
　　一、打击中央一级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干部
　　二、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之死
　　三、关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遭遇
　　四、关于与列宁关系密切的其他一些人的命运
　　五、打击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干部
　　六、对工会和共青团组织领导人的镇压
　　七、消灭红军干部
　　八、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内部的镇压活动
　　九、对外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活动家的镇压
　　十、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
　　十一、对文学和艺术活动家的镇压
　　十二、对各阶层居民的大规模镇压
　第七章 1939—1941年的平反和镇压活动
　　一、叶若夫下台和贝利亚上任
　　二、谈谈贝利亚的政治生涯
　　三、1939—1941年的部分子反
　　四、1939—1941年进行的新镇压
　　五、国际上对1936—1938年政治镇压的反应
　第八章 非法的侦查和拘禁手段
　　一、对在押人员的刑讯和折磨
　　二、审判闹剧。
监狱和押送站
　　三、劳改营制度
　　四、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行为和责任
第三部分 斯大林主义产生和确立的原因与条件
　第九章 斯大林个人对组织1937—1938年恐怖行动的责任
　　一、斯大林与领导1937—1938年的镇压
　　二、关于斯大林“被骗”的悲剧问题
　　三、斯大林是精神病患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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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斯大林“不断”革命的神话
　　五、关于斯大林“民族”革命的神话
　　六、关于斯大林“反共产主义”革命的神话
　　七、关于斯大林经历的又一个说法
　　八、再谈斯大林的个性和他的犯罪动机
　第十章 关于1937—1938年大镇压的其他一些原因
　　一、逮捕的连锁反应。
“砍树必有碎片飞
　　二、关于任意扩大政治罪概念的问题
　　三、广大群众参与镇压和对告密行为的鼓励
　第十一章 有助于斯大林篡权的条件
　　一、问题的提出
　　二、再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三、缺乏公开性和批评自由
　　四、1936—1939年苏联的国内外形势
　　五、集中制和长期执政
　　六、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治活动的垄断
　　七、斯大林对列宁关于党的统一观的歪曲
　　八、斯大林个人对惩罚机关的控制
　　九、社会主义革命中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十、不明真相，不知所措，不够团结
　　十一、党和国家部分机关的官僚化和蜕化变质
　　十二、部分革命干部中的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
　　十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理论与实践问题
　　十四、缺乏对管理机关的有效监督
　　十五、俄国和苏联的民众缺乏教育、文化和民主传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人民群众
第四部分 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斯大林专政的某些影响和后果
　第十二章 斯大林的外交和军事错误，战争时期的斯大林
　　一、1939——1940年间斯大林的外交政策
　　二、同芬兰的战争
　　三、1941年斯大林的军事战略失误
　　四、作为卫国战争年代统帅的斯大林
　　五、卫国战争期间的镇压和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三章 战后时期斯大林的罪行和错误
　　一、战后时期的非法镇压
　　二、人民民主国家中的非法镇压
　　三、工农联盟的削弱
　　四、国家反犹太运动的发展
　第十四章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苏联科学和文化中的后遗症
　　一、斯大林的专横和对他的个人崇拜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二、贬低列宁在党史中的作用
　　三、斯大林的理论遗产问题
　　四、自然科学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文艺的影响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
　　一、官僚主义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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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治宗派主义
　　三、言行脱节
　　四、真假社会主义
结束语
一、斯大林的晚年
二、对斯大林活动的总评价问题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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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斯大林早在童年时就表现得固执，总想比同龄人高出一头。
他没有多大才能，但很顽强，读了很多书。
索索个子不高，体力不强，不能指望在孩子们打架时能打赢，总怕被人打了。
他很早就性格内向，报复心重，一辈子都不喜欢个子高、体格健壮的人。
斯大林很早就热中于追逐荣誉。
但他是个穷孩子，又被认为是异族人，他明白一个来自外省小城的格鲁吉亚穷青年在沙皇俄国不能有
多大作为。
　　格鲁吉亚作家亚·卡兹别吉著作和命运对年轻的斯大林产生很大的影响，卡兹别吉是格鲁吉亚一
个十分富有的地主，他免除了自己农民的赋税，放弃了财产，几乎有十年时间像一个普通牧民那样住
在深山里。
1880年至1886年他才从事写作。
忧郁症和严重的精神病不久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斯大林特别喜欢卡兹别吉描写山区农民争取独立和自由斗争的长篇小说《弑父者》。
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无所畏惧的柯巴--也成了年轻的索索心目中的英雄。
他甚至开始把自己称做柯巴，这个名字便成了朱加施维里第一个党内的化名。
老布尔什维克在20世纪30年代（而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更晚的年代里）往往把斯大林称做柯巴。
后来斯大林有了不少党内化名，他被称做伊万诺维奇、瓦西里、瓦西里耶夫。
但是柯巴这个名字和斯大林这个假姓终其一生都在使用。
当索索八岁时，母亲送他去哥里正教小学。
　　斯大林用六年时间读完了学校四年的课程。
他学习很困难，因为学校的教学基本上是用俄语进行的。
斯大林学会了出色地用俄文写作，但始终都不能流利地讲俄语。
他讲俄语时讲得很轻、很慢，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
革命者的圈子格外看重演讲的能力，斯大林因此经常感到自己的缺陷。
但他以优秀的成绩从正教小学毕业，于1894年进入梯弗利斯正教中学。
在正教小学尤其是正教中学里充斥着蒙昧主义、日常烦琐的监管和相互告发的气氛。
　　学校里的制度严格，接近军队的纪律。
难怪俄罗斯的正教中学不仅培养出政府和教会忠心耿耿的奴仆，而且还培养出革命者。
斯大林本人在1931年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说：“我不能说我从六岁起就已经倾向社会
主义了。
甚至也不是从十岁或者十二岁。
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十五岁开始的，那时候我和当时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秘
密小组发生了联系⋯⋯为了抗议正教中学里所实行的侮辱人的校规和耶稣会士的办法，我决心要成为
并且真的已经成为革命者，成为真正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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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套装上下册) 》是作者采集了大量关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证据
、事实和文献后，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作出深入剖析的一大著作。
作者曾因《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套装上下册) 》而被开除出党。
应该说，《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套装上下册) 》对了解和研究斯大林、对理解和研究
苏联历史颇有参考价值。
至于作者的观点，相信读者会根据自己对苏联历史的理解，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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