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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有关苏联74年兴衰历史的实证性专题研究著作，由22名中国学者合力完成，
书中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共28个专题，总计约110万字。
本书利用大量俄国解密档案，立足专题或个案分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以重构苏联74年
历史兴衰的主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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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冷战国际史项目高级研究员。
研究方向：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
代表作：《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史纲
（1917-1991）》、《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等，并主编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
选编》、3卷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8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等文献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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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绪论　写一部实证性专题苏联史  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　　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　　
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　　三　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的转变　　四　布尔什维克与七月事件　　五　走
向武装夺权的十月　　六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  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
事件始末　　1921年春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　　苏俄政府对事变的反应　
　俄共（布）十大的决策　　无情的镇压与惩罚  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新经济政策
研究（1921～1929）　　一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　　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
的争论和斗争　　四　新经济政策的阻力和终结  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　　一　苏
联“等级官员名册”制度的创建　　二　官册干部制度的运行及干部队伍的变化　　三　领导干部的
腐败、惩治与腐败回潮　　四　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住房问题
研究　　一　住房公社：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初显　　二　独户住宅：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加大　　
三　别墅：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世外桃源  由对抗到承认：1917～1933年的俄美关系　　十月革命后俄
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颠覆红色政权的武装干涉　　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　　世
界性经济危机与峰回路转的苏美关系　　罗斯福的转变与美苏建交谈判  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场震
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　　一　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　　二　基洛夫遇刺事件与大清洗的开端　
　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四　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五　大清洗运
动的尾声及其严重后果  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　　强制劳动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　
　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建立  结束语中册  悲剧是这样诞生的——“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
　　苏联对波兰战俘最初的处理措施　　对波兰战俘的关押和使用　　苏联对所占波兰领土的处理　
　分类处理后在押的波兰军官　　苏芬战争和贝利亚的指令　　战俘营情况通报与“减轻负担”建议
　　处理战俘范围的扩大和政治局决议　　“减轻负担行动”和“卡廷事件”　　中断与波兰流亡政
府的外交关系  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　　一　关于特殊移民的基本概念　　二　特
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　　三　特殊移民问题的解决　　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  放弃
“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共产国际的解散势在必行　　斯大林解散共产国
际的双重考虑　　斯大林突然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解散共产国际并非一场骗局  重归集体农庄：40年
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　　一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中个人经济的发展　　二　战后初期政府对集体农
庄的强化　　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
局（1944～1947）　　“联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
的实施　　“联合政府”政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 
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对苏捷关系的个案考察　　一　1943年苏捷条约的签订　　二　
斯大林在捷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三　苏联禁止捷参加马歇尔计划　　四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
事件  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　　一　战后对朝鲜托管政策的提出与
苏联的反应　　二　对朝鲜托管政策的确立与苏联占领北朝鲜　　三　联合委员会与苏联对托管政策
的坚定立场　　四　简短的结论  解禁的历史叙事：苏联核计划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1945～1949）
　　一　战前苏联物理学家的努力　　二　二战期间苏联政府的推动　　三　战后发展核武器的全民
总动员  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的历史考察　　一　战前苏联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　　
二　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莫斯科的接触　　三　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形成　　四　苏联对
以色列的援助和支持　　五　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  悲剧的产生：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
委员会的命运　　一　战争洗礼：犹委会在卫国战争中的诞生及其作用　　二　时乖命蹇：苏联国际
战略的转变与犹委会的命运　　三　两难抉择：以色列建国及其对犹委会的致命影响　　四　大难临
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判始末　　五　结束语  摇摆于国共之间：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
起源（1945～1946）　　一　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二　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
占东北的决心　　三　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简短的结论下册  难以做出的抉择：对苏联
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　　斯大林承诺将调用苏联空军　　莫斯科并不急于让中国出兵　　金
日成期待来自国际的空军援助　　毛泽东急于出兵援助朝鲜　　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　　赫鲁晓夫路线在二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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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与确立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  文学的“解冻”——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　
　一　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的再辉煌　　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三　文
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四　文学“解冻”的原因与苏共文学政策的教训  
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　　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　
　二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　　三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　　四　党和政
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和措施　　结　语  勃列日涅夫主义与苏联侵捷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出现
　　冷战格局下的东欧及其变化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苏联对捷改革的反应和干预　　苏
军对布拉格的武装占领  “分离”还是对峙？
——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　　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东正教地下教会与苏维埃
政权　　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东正教民间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结　论  苏联文化政策
：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十月革命初期到20年代苏联的文化政策　　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　
　“解冻”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演变　　公开性与戈尔巴
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　　戈尔巴乔夫“
新思维”的最初内涵与实践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转向及其目标　　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
践中的分歧与斗争  分崩离析：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苏联解体　　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民族问题总爆发
　　戈尔巴乔夫对民族矛盾估计不足　　苏共中央对民族冲突事件处置不当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迈
出了第一步　　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给联盟的最后一击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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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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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民网：《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前苏联三种主要腐败现象2009年08月24日18:14  来源：人民网人
民网北京8月24日电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今日发布。
该书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在经济管理干部中的腐败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浪费公款和赌博，贪污
受贿和权钱交易和贪污和盗用公款。
为了遏制贪污受贿等舞弊现象的蔓延，俄共采取了三个方面的严厉打击措施。
　　该书指出，新经济政策初期，尽管苏联国家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但是由于转入市场经济以及对干
部的权力缺乏监督，在1921年发生了“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的现象。
这说明，如果市场经济和缺乏监督这两个现象并存，足以产生腐败；从1921年至1926年贪污贿赂案件
大幅度下降，这表明：只要党和国家反腐的措施坚决有力，腐败是可以有效地被遏制的；从1924年以
后，由于国家对腐败根源认识上的偏差，反腐力度削弱，以及在法制机关的惩处中实行双重原则，导
致1926年至1928年腐败案件大幅度回升，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党和国家对腐败根源认识是否客
观，反腐措施是否坚决有力，将对腐败进程能否遏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
在法律面前不能有特殊公民，对于反腐的成效，其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新经济政策时期，在经济管理干部中的腐败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形式。
　　第一，浪费公款和赌博首先是“交通开支巨大”。
1923年11月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主席B.B.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
文件中指出：“尽管国家经济形势严峻，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严肃周密地考虑每一笔开支，从而使每
一笔开支用得最经济，但是我们的某些苏维埃经济机关和企业家却不经意地对待一些开支，使开支的
数额巨大。
特别表现在交通的开支上。
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
”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和医疗等诸方面。
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给州委会和省委会《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
个别负责人的”浪费行为，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
“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
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
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
第二，贪污受贿和权钱交易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俄国恢复了市场交易，托拉斯的物资供应和销售都
通过市场，常常通过私商进行。
私商为了得到业务，经常采取贿赂的方式。
有的经济领导人舞弊是为自己谋利益。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1924年2月，在俄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
有些经济领导人之间拿本部门生产的产品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
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在为家人牟利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私利。
1924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列举了一系列
舞弊的行为。
其中之一是“工业银行事件”——银行的首脑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
发财，而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
　　第三，贪污和盗用公款贪污是经济管理者中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几乎在各种机关都有发
生。
关于贪污和盗用公款的情况可以从法庭卷宗中反映出来。
在1925年3～9月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786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其中发生在合作社的占28.7%
，经济机关23.9%，民警机关17.3%，村苏维埃14.2%，苏维埃执委会4.1%，工会3.8%。
1925年7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48个省和州主持了对20773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其中669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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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涉及盗用公款。
俄罗斯学者运用解密档案的研究表明，那些收受贿赂的干部通过破坏法律，在手里集中了巨额原始资
本，并大肆挥霍国民财产，实际上威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
根据1920年代苏维埃经济学家的统计，由于他们的挥霍，国家财产的损失达到3.50亿金卢布。
此外，该书还指出，为了遏制贪污受贿等舞弊现象的蔓延，俄共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严厉打击措施
：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与贪污受贿斗争的机关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
苏维埃的国家监察机关工农检察院成为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
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同侵
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作斗争”。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同舞弊行为斗争的专门委员会：1922年在中央成立了附属于劳动
与国防委员会（CTO）的与舞弊行为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在国家建立了附属于人民委员部的部门委员
会，在省里成立地方的——省的委员会。
1922年10月4日，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主动坦白和协助举报贪污受贿”者奖励的法令。
1922年10月9日，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通令中，确定了“贪污受贿”的概念，列举了属于“贪污受
贿”的行为：①收受生产机关合作者的物资、产品，利用其提供的住宅和利用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规定制度以外的运输工具；②在买卖和推销商品时，作为国家机关与私人之间的中介者参加工
商活动；③利用自己的职务和地位向有利益关联的个人和机关通报对其有利的关于某些企业与公民信
用能力的情报以及通报其出国的情报；④在与国家机关签订合同时，在对工作进行国家验收时，在检
查生产及与供货者和承包者进行结算时，接受酬劳。
　　第二，在党内采取了惩治腐败的斗争形式俄共首先采取了党内惩治的形式，遏制舞弊行为的蔓延
。
1923年11月5日，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信中，针对超额交通开支的问题，提出
了下述措施：①立即削减利用汽车出行；②禁止利用汽车办理私事；③对没有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削
减汽车的所有党员、机关和企业领导人追究党纪责任。
　　一经发现腐化分子，俄共党决不手软，坚决将腐化分子开除出党。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的1921年8月15日至1922年3月，俄共对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进行了清除，共
计清除159355人，其中近17000人因有受贿、勒索或其他舞弊行为被清除，占全部被除名党员的近11%
。
　　第三，对触犯法律的腐化分子进行法律制裁由于贪污是管理者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1918
年5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惩治受贿和行贿者的法令，规定对受贿和行贿者在不少于5年期间剥夺
其自由并进行强制劳动。
　　同时，苏维埃国家对触犯法律的舞弊者及时进行了审判和法律制裁。
在1925年3～9月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786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
1925年7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48个省和州主持了对20773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
　　1925年11月，在42个省和自治州，涉及合作社管理者贪污的案件共10387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此外，俄共有关部门还积极利用媒体，给受贿者曝光。
为了这个目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部专门分出一些人，负责监视被发现的受批判者等。
　　由于打击措施有力，在短时间内，经济领域反对贪污贿赂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921年贪污受贿和职务犯罪达到最高峰：贪污贿赂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
从1922年到1925年涉案逐年下降，1925年贪污受贿案下降到3942件，职务犯罪下降到7421件。
（常红　肖芳）  人民网：《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干群经济差距加大是苏共衰亡一大诱因2009
年08月24日18:17  来源：人民网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大国的崛
起与崩溃》一书今日在京发布。
该书指出，通过对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三种住房类型的考察表明，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
距在加深、加大，这一定程度上对后来苏联领导干部中形成特权阶层，甚至于对苏共的衰亡、苏联的
解体产生影响。
　　通过对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三种住房类型的考察，该书得出以下三方面结论：第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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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开始出现了住房特殊化，但是与普通群众住房的差距还不是很明显
。
从1920年代上半期开始，领导干部与群众的住房差距逐渐拉大。
前者经历了从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向一家一户的单独住宅的转变。
而在独户住宅的居住条件下，又不断向更加宽敞、级别更高的住宅搬迁，住房类型上可谓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后者经历了从住房公社为主（尽管入社人数并不多，但却是1920年代官方大力提倡的居
住形式）向公共住宅为主的转变，实质上是从一种集体宿舍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集体宿舍，因而是住
房类型上“换汤不换药”的变化。
住宅中日常生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紧张是不难想象的。
到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的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
从住宅的基础设施来看，领导干部的住宅基础设施齐备，楼房内仅运输工具就有电梯、楼梯、货梯三
种，而普通群众的住宅则连最起码的生活设施都不齐备，使用公共的泄水盆、厕所、厨房设备，厨房
通常只有煤油炉、火口和冷水龙头。
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一共只有一个厕所。
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大部分居民仍居住在没有浴室的住房里，一周在公共浴池洗一次澡。
至于前者的配套设施——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百货商店、美食店，以及众多的服
务人员，无须多论，这些都是普通群众根本无法企及的。
由此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苏维埃领导干部享有住房的特权是在逐步扩大。
第二，从经济收入来看，在1930年代之前，苏联党政干部的最高工资，或者低于、或者相当于工程技
术人员和工人的最高工资，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很小。
而该时期二者在住房方面已经有不小的差距。
目前暂时可以推断，苏联领导干部的特权是从住房方面开始的，大约是在列宁晚期和斯大林时期出现
的。
1920—1930年代干群之间的经济差距主要表现在工资、住房、交通补贴、公费医疗和免费疗养等方面
。
在工资方面已有学者做出了结论。
因此，如果再能补充对交通补贴、公费医疗和免费疗养方面的研究，可以最终得出一个更为客观的结
论。
　　第三，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的方针和政策，领导干部与群
众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
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特殊化也呈扩大的趋势。
根据这两点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
（常红 肖芳）  人民网：《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文学“解冻”凸显文学社会影响力2009年08
月24日18:24  来源：人民网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
溃》一书今日在京发布。
该书指出，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有
独立的文学家队伍。
这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只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素材，而没有独立的、成熟的文学家队伍，没有他们深入地思考国家面
临的各种问题，从而用文学的手段加以反映和表现，也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同样，有了文
学家的队伍，如果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不紧迫、客观条件不典型，或者作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
也写不出有代表性的、有震撼力的典型作品。
所以，只有把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明白文学“
解冻”的原因以及它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1914年，俄国最早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短暂的胜利后就陷入了失败与战争造成的无穷灾难之
中。
接着发生了二月民主革命，俄国的民主政权没有站稳脚跟，布尔什维克党又用武力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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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社会大分裂，经历了几年的国内战争。
布尔什维克党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激进政策。
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在高度集权政治的基础上，实行高速度以发展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和用强迫
和阶级斗争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对知识分子采取简单化的单一意识形态统治，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残
酷镇压。
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代价。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斯大林去世的这几十年中，俄罗斯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虽然有光辉灿烂的一面：苏
维埃革命是震撼世界的伟大事变，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开创性和试验性的意义，战
胜希特勒法西斯则是“世界性的丰功伟绩”；但不可否认还有另外一面，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俄国人
民遭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沉重灾难，付出了5000万以上的生命代价和巨大的物质损失，而且，国
家现代化、民主化、社会文明化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拖延。
苏维埃年代的历史和现实无疑为文学家提供了最为广阔的题材。
有着“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文学传统的苏联文学家必然会关注、思考和表现这些问题。
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复兴和发展就是明证。
作家的审美视角不同，表达的方式方法各异，但作家共同关注和反映的基本上是战争、革命、内战以
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系列政策在国内激起的各种波澜，引起各种人群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人们思想
和心灵的起伏与震颤。
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虽然苏联文学被迫走上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苏联作家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
下，仍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过文学的“解冻”，又恢复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这同样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的相结合的结果。
此外，该书还指出：苏联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混淆了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
系，把社会政治置于其他两者之上，从而也曲解了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对社会发展
和进步的特殊作用。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理论，把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
但是，布尔什维克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把暴力、政权绝对化，把维护政权的政治看作最高原则
，处处从政治着眼。
在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上从政治出发，违反经济生活的客观法则，而且动不动就使用暴力，伤害了劳
动人民的基本利益，造成许多严重而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对待文学问题上，忽视了它的独立存在的特性，把文学作为政权的“齿轮和螺丝钉”，忽视了文学
的历史继承性，曲解了文学对人和社会的特殊作用。
到了斯大林时期，把文学完全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罢黜百家”，自我独尊，为作家规定统一的审美
思想和写作方法，对作家实行政治高压政策，甚至不惜用暴力镇压作家，不仅使文学在坎坷曲折的道
路上蹒跚前进，而且也延误了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掀起了文学的“解冻”运动，斯大林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斯大林的思想理
论。
这是苏联没有经过改革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
（常红 肖芳） 千龙网：俄罗斯最新解密苏联档案:干群经济差距诱发解
体http://www.qianlong.com/2009-08-24 17:23:37千龙网　　千龙网北京8月24日讯（记者 于振华）今天上
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在北京公开发行。
该书根据俄罗斯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进行研究后指出，通过对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3种住房类
型的考察，表明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
 　　“这一现象至少说明，斯大林时期在缩小干群经济差距方面做出的努力是不够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丹在该书中撰文认为，这一定程度上对后来苏联领导干部中形成
特权阶层，甚至于对苏共的衰亡、苏联的解体产生影响。
 　　通过考察，该书得出以下3方面结论：第一，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开始出现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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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特殊化，但是与普通群众住房的差距还不是很明显。
从1920年代上半期开始，领导干部与群众的住房差距逐渐拉大。
前者经历了从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向一家一户的单独住宅的转变。
而在独户住宅的居住条件下，又不断向更加宽敞、级别更高的住宅搬迁，住房类型上可谓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后者经历了从住房公社为主（尽管入社人数并不多，但却是1920年代官方大力提倡的居
住形式）向公共住宅为主的转变，实质上是从一种集体宿舍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集体宿舍，因而是住
房类型上“换汤不换药”的变化。
 　　“住宅中日常生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紧张是不难想象的。
”据张丹在该书中详细介绍，到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的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
从住宅的基础设施来看，领导干部的住宅基础设施齐备，楼房内仅运输工具就有电梯、楼梯、货梯三
种，而普通群众的住宅则连最起码的生活设施都不齐备，使用公共的泄水盆、厕所、厨房设备，厨房
通常只有煤油炉、火口和冷水龙头。
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一共只有一个厕所。
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大部分居民仍居住在没有浴室的住房里，一周在公共浴池洗一次澡。
至于前者的配套设施——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百货商店、美食店，以及众多的服
务人员，无须多论，这些都是普通群众根本无法企及的。
由此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苏维埃领导干部享有住房的特权是在逐步扩大。
 　　第二，从经济收入来看，在1930年代之前，苏联党政干部的最高工资，或者低于、或者相当于工
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最高工资，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很小。
而该时期二者在住房方面已经有不小的差距。
目前暂时可以推断，苏联领导干部的特权是从住房方面开始的，大约是在列宁晚期和斯大林时期出现
的。
 　　第三，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的方针和政策，领导干部与群
众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
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特殊化也呈扩大的趋势。
根据这两点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
 http://www.gmw.cn/01ds/2009-08/26/content_970429.htm《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使苏联研究取得突破
性进展记者　舒晋瑜本报讯　苏联走了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上，苏联遇到了哪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又是如何跨越这些障碍的？
通过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崩溃，历史告诉我们什么？
8月24日，《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会议围绕苏联历史中
的经济、政治、民族、文学发展以及苏联解体等多个历史专题展开研讨。
 　　苏联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表示，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学者并没有真
正把苏联历史当做一门学科来研究。
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公布，应该把主要精力用来收集、整理和解读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档案
文献上，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个案的、专题的、实证的研究，重新理解那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国家的全部
历史。
苏联文学的“解冻”，也突显了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
有专家指出，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有独
立的文学家队伍。
所以，只有把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明白文学“
解冻”的原因以及它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学者徐天新认为，以前有关苏联的书出版很多，但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硬伤很多，有不少被歪曲被
伪造的东西。
所以，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需要坐冷板凳认真研究，图书出版只是研究的一个开始。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是一部有关苏联74年兴衰历史的实证性专题研究著作，由22名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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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合力完成，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方面，共28个专题，总计约110万字。
在新出现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面前，《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中的诸多研究都比以前有了突破性
进展，不仅把十月革命、“大清洗”等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引入了新的视角，让读者看到
了问题的各个侧面，对这段历史可以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解读。
http://www.gmw.cn/content/2009-08/26/content_969931.htm沈志华主编苏联专题史 　刊发时间
：2009-08-26 08:58:20　新京报 　 [字体：大 中 小] 　　本报讯 （记者张弘 实习生罗取）昨天上午，由
沈志华主编解密苏联的专题史《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首发，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认为，“本
书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最高水平。
”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以28个专题的形式，用苏联解密档案，对于十月革命，苏联的新经
济政策，苏联文学，苏联文化政策等内容进行了实证研究。
对作者的专访：《中国青年报》以《中国历史学界的“三无人员”沈志华》为题对沈志华作了专访。
《新京报》以《沈志华：不属于学者的传奇》对沈志华作了专访。
《生活》周刊以《沈志华：政治家应该用真实的历史丰富头脑》为题采访了沈志华。
《新闻晨报》以《沈志华：“有钱又有病” 天生弄历史的“料”》为题采访沈志华。
《南方人物周刊》也以《历史学者沈志华：曾是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采访沈志华。
凤凰网历史频道，8月23日以头条对沈志华以专题形式作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并重点推荐沈志华的新书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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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套装共3册)》：具有93年历史、执政达74年的超级大党一瞬间瓦解了！
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半世纪的超级大国神话般消失了！
悠久与短暂，强盛虚弱，历史的变换究竟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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