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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斯大林的传记作品有它自身的一套传统。
作者们都会一成不变地在一开始就指出，外高加索地区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高加索山以南，在历史
上就是个亚洲人和欧洲人混居杂处的地方。
接着，他们都会先概述一下那个小小的外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然后说在这个国家的小镇哥里于1879
年诞生了一个叫做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男孩，他后来闻名世界的名字便是斯大林。
接下去，故事就按照编年的方式顺顺当当地往下进行。
这本书尽管也采取了传记的形式，但却以略微不同的构思引出了它的特殊主题：性格与公开的政治世
界的聚合点。
我的目的与其说是讲述一个人生平的故事，还不如说是要阐明他与历史的联系。
这个人的一生是使自己后来成为最专制的统治者的一生，而且当代所有的大国里都还能见到这种形象
。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可以说成是对一个独裁者的形成与他得以独裁的那些条件的研究。
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的名字被历史记录为暴君的代名词，对这个断言可能持有的任何怀疑，都
被俄国的揭密洪流冲涤得一干二净。
无数事实无可争议地表明，他是一个性格专横的人。
然而，既通常又具有悲剧性的是，事后看来非常清楚明白的许多事情，往往无法事先预见。
苏维埃早期统治俄国的党内寡头中，看来许多人并没有觉察出斯大林是一个潜在的独裁者。
这个统治集团包括那个强有力却不专制的领导人列宁，他周围是一群地位略低的著名革命人物：列夫
·托洛茨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列夫·加米涅夫、尼古拉·布哈林、卡尔·拉狄克和其他一些
人。
相比而言，斯大林在党的高级领导层之外并不怎么为人所知，而且高级领导中的许多人还把他视为二
流角色，因此他不是个叫人害怕的人物。
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的运动中上升为党的一个组织者，是在俄国进行地下工作的“委员”之一。
1917年11月，党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也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不过在列宁的革命的苏维埃共和国里，他
依然不是最高级别的领导。
然而五年以后，他就是最高级别的领导了。
除了身处主要的决策群体之中，他还得到了关键的、具有组织权力的职务——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
只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高层中，轻视他的看法依然故我。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领导层对来自列宁的警告无动于衷。
1922年晚期，列宁虽病势沉重但还是关心着党的未来。
这时他也确信，斯大林的某些性格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粗鲁”以及他在政治上受“愤恨”指
导的倾向——使得继续委托他担任具有很大权力的总书记职务是危险的；在一封致即将召开的党代会
的信中（这份文献后来被称为他的“遗嘱”），他建议斯大林的职务应由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
、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的人来接替。
他接着说，性格问题看起来可能是一件小事，可它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小事。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他的遗孀将这份文件传达给了党的高层领导。
然而，他们没有理会列宁关于斯大林的劝告。
最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以生命为这个决定付出了代价。
由于要描述一下后来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把话题转向尼基塔·赫鲁晓夫，即继斯大林之后成为苏联
共产党领导人的那个人。
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的一个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高声宣读了列宁遗嘱中处理斯大林问题的那部
分内容，并且说：“后来的事件证明，列宁的忧虑是正确的。
”接着他重新描述了这些“后来的事件”。
他叙述的主旨是要说明，斯大林在20年代赢得党内最高地位后，紧接着在30年代把寡头式的一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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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独裁政治，其中，统治党自身屈服于他个人控制的秘密警察之下。
。
在进行党内清洗的那些年代，他策划了一场真正的苏维埃大屠杀。
那些早先反对过他的入，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都被作为“人民公敌”而遭到了枪决或被送进了集
中营。
斯大林通过大清洗和恐怖行动建立了一个个人专制的王国，在其中，他一个人作出所有的重大决定，
并迫使他的同僚们只能恭顺地说“是”。
他还运用这种专制权力来宣扬他的个人荣耀，例如，通过秘密地改写他个人的官方传记来突出他的伟
大这个主题。
作为这个独裁者的一名助理官员，赫鲁晓夫凭着自己30年代到斯大林去世期间的经历，在二十大的秘
密讲话中（这个秘密没保持多久）提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问题。
他说斯大林不能容忍批评和不同意见，乐于使任何被他视为“敌人”的人遭受痛苦或死亡，有强烈的
怀疑感和猜忌感，还有被阴谋集团所包围的意识以及对赞美与荣耀的渴望。
赫鲁晓夫强调说，斯大林的“负面性格”越来越严重，而且这些特性“持续不断地发展并在最后数年
中达到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
总之，他描绘了一个独裁者的经典形象，而且自此以后，不同类别的人们。
又以更多的细节重新描绘了这个形象，在许多例子中，他们同样根据亲身体验来谈论它。
这些人包括：党的其他领导人，其重要地位足以与斯大林有直接联系；二战中在斯大林手下服役的将
军们；苏联的记者和作家们；熬过集中营而写出回忆录的老布尔什维克；那位著名的南斯拉夫人米洛
万·吉拉斯，他在40年代与斯大林打过交道；独裁者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基于她是这个家庭的见证
人这一独一无二的优越位置，她所写出的确凿证据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还有那个持不同政见的
前苏共党员梅德韦杰夫，他业已把新的传记资料编入关于斯大林权力生涯的一部著作。
学者们只能尽量利用这些如今随手可得且极为丰富的资料。
但是，对斯大林的性格和驱使他用清洗和恐怖手段来寻求无限的专制权力的精神动机进行必要的分析
，这个工作充其量还仅仅是个开始，至于洞悉这些精神动机与他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之间复杂的相
互作用则做得更少了。
尽管许多相关的证据已经长久地记录在案，斯大林早年政治性格的形成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
什么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他20岁时退出神学院而把追求革命作为职业，为什么在绝大
多数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选择孟什维克时，他却成为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追随者，以及他在革命运动
中的个人目标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如果要对他晚期的行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
20世纪的一些心理学思想权威，如卡伦·霍奈和埃里克·埃里克森（不用提他们的先驱西格蒙德·弗
洛伊德了），告诫我们要更为敏锐地评价个性的发展。
性格与动机并不会固定不变；它们在生命中会经历发展与变化，一般情况下，这些发展变化在紧要关
头和决定未来命运的决断时刻显现出来。
另外，自我的个性或年轻时形成的“心理－社会的自我身份认同”（埃里克森的用语）有预期性和规
划性的特点。
它包括的不仅仅是个体对自己是怎样的人和要做什么的意识，而且还有他的目标——他对自己得到什
么、应该得到什么、想要得到什么的那种或者清楚或者尚未成熟的信念。
因此，一个人后来生平中的多变性不可能不深刻影响他的性格。
内心生活方案的实现与否必然会影响个体与自我的关系，而且这正是位于性格核心的东西。
它同样会影响他与那些对他有重要意义的入的关系，因此，也许会影响他和他们的全部生活。
所有这些对那些成为独裁者的人和其他人都一样真实。
因而在研究这种生活时，应该探究一个人成长时代的意向结构，揭示其事后的看法和他在生命中期对
自己涉身其间的生活史的态度。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谈到“专横的性格”时，我脑海中确实没有那种假定的心理综合症观念，这种
观念认为这种病症会在早年显露出来并在以后作为一个常量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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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既与前面刚刚提到的个性发展概念相矛盾，又与我们面前的这个经典事例中的事实相抵触。
我们可以在斯大林年轻的时候来看看一个未来独裁者的素质。
我们会发现，他身上那种专横的性格根本没有形成。
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20年代初——那时他40岁刚出头——他周围的许多人没有感觉到危险正在阴森
逼近。
我们无法假定，在那时和那以前，他本人就已经确定无疑地把未来的独裁作为目标。
没法表明斯大林确想成为一个暴君。
看起来他想得到的是政治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公认的布尔什维克运动领袖的角色，即第二个列宁。
他想成为那个继承者，正如他早先想成为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一样，成为他早年作为自己个性认同形象
和典范的那个人。
他的最大愿望是，像列宁一样成为历史中的英雄。
自然，其他许多人，首先是那些布尔什维克，在这个生活剧本的演出中也有他们相应的角色。
循着这样的研究，必须考虑的不仅是那个可能呈现专横性格的人，而且还有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
作用。
同时，还必须考虑历史的因素，包括这个人渴望扮演的角色。
布尔什维克们很自然地接受甚至尊崇列宁为他们的领袖。
列宁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并不是制度上规定的一个职位，像美国总统那样，而是非正规的领导人角色。
然而，这个角色在党的活动和集体意识（或在如今可称之为该党的政治文化）中有明确的、极其重要
的位置。
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列宁的党内地位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因为这场革命运动是他发起并领
导的。
因此，这项研究试图从重新刻画这场运动的性质和它的领袖列宁的作用开始。
本卷的主题是直到1929年末的斯大林，那时他完成了取得最高政治地位的长征，并赢得了党对他成为
列宁继承人的承认。
但本项研究并不严格按照编年来进行。
只要与这里的主题相关，我觉得引用他后来的事实和片段也是可以的，而且我也把某些20年代的问题
，比如斯大林外交思想的发展，留到与他30年代的行为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而这些行为则是下一卷《自上而下的革命》准备探讨的主题。
埃里克森称做“心理史”的新型传记，正如新领域常常表现的那样，既令人激动又充满危险。
一种危险是，把一项研究的注意力如此多地集中在领导人的个性上，实际上只对这个因素在影响历史
进程或历史步伐时所起的作用传达了一副简单化的图像。
对有影响的政治领导人进行心理史的研究所要面对的挑战，绝不只是尽可能地利用富于洞察力的系统
方法来查验研究对象的性格。
在这个我正在进行研究的例子当中，其结果——斯大林的崛起和后来的独裁，要从下列因素中寻求解
释，即斯大林的个性、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性质、20年代苏维埃政权历史形势的性质以
及俄国是一个有专制和普遍接受专制传统的国家。
然而只有澄清所有这些因素的复杂结合，我们才能发现为什么个性在这个例子中成为——正如列宁为
时已晚但却准确预见的——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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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1879—1929）》是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塔克所
著的斯大林传记的第一部。

《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1879—1929）》探讨的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问
题，它要研究阐明的是性格如何与环境相结合造成历史的问题。
罗伯特·塔克多年的研究和反思将这部关于斯大林早年岁月的传记造就为一部真正的历史和文学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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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C.塔克（Robert
C.Tucker，1918—2010），美国历史学家。
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和斯大林传记作者。
他于1944—1953年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
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
他所著的约瑟夫·斯大林传记系列被美国斯拉夫研究会评价为他最伟大的成就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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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他的不可否认的贡献是：鼓舞布尔什维克们在时机到来时采取决定性的革命行动。
这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促成了他在隐身处写出的所有著作和信件。
表面上，《国家与革命》是一篇理论文章，实际上他追求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实际目标：使布尔什维
克们（也许还包括他本人）相信，用武装与暴力夺取政权，然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镇压资产阶
级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随后，他在另一本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中，试图平息怀疑，并驳斥那种认为党即使夺权成功也可能保不住它的恐惧思想。
他说，如果13万地主能够在1905年后对俄国进行压迫性统治，那么站在下层阶级的利益上的24万布尔
什维克肯定也能统治它，假如他们能采取迅速的步骤，特别是吸引千千万万贫困者通过类似苏维埃的
组织来参加日常管理工作，就能扩大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社会基础。
他在《马克思主义与起义》（这是他在9月底致党的一封信）中强烈主张，现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确
定无疑，因为一场成功起义的所有客观条件都已具备：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多数人支持布尔什
维克，全国范围内高涨的革命精神，其他阶层的党派十分优柔寡断，党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它清楚地
知道自己必须遵循的道路。
后来，在10月的另外一系列信中，他差不多是胁迫党的领导作出重大的历史决定。
尽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还有一些著名人物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反对。
“我们不能再等了！
我们会失去一切！
”在俄历10月24日的信中，他最后一次向中央委员会大声疾呼：“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
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
失一切的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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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是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塔克所著的斯大林传记的第一部。
此书成于1973年，从问世之日起就成为后人研究斯大林和苏联史的必备参考书。
这首先是因为本书作者掌握了大量的罕见资料和普通研究者难得接近的保密文件，这绝对是本书相当
大的一部分价值之所在，所以后来的许多相关研究频频引此书中的文献，这倒不是由于那些研究者们
作风不严谨或者懒惰，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像塔克那样得到接触这些材料的机会。
不过，只是提供稀罕而珍贵的文献资料并不能使此书得享必备书目的大名。
何况，将近30年的时光业已流逝，连庞大的苏联国家都已不复存在，当年的许多绝密文献失去了保密
的必要，甚乃流失、散佚于街头巷尾，对许多研究者来说，资料这方面的问题比以前肯定要少多了。
故而，塔克的书还需有另外的精湛之处，方可在历经30年的光阴后仍能让后来的研究者继续阅读此书
。
这个精湛之处便是塔克运用“心理史”的研究路径对斯大林的历史与性格所作的分析。
塔克在本书前言中说他采取了传记的模式来写作，但是他并不是要用一些罕见的资料演绎出一本斯大
林的传记。
所以，这本书的奇特之处之一是，这本有关斯大林的书却把前两章的篇幅给了列宁，而从第三章才开
始叙述斯大林的童年及其故乡。
这并不是离题万里和东拉西扯。
正是先分析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中的列宁，才使人们清晰地看出，斯大林自我规
划的生活方案究竟要在什么意义上来继承列宁，要怎样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又一个列宁。
从分析朱加施维里年轻时代的心理认同机制人手，塔克对朱加施维里之所以能成为斯大林作出深刻而
缜密的推理与界说。
朱加施维里小时候就是个具有专横意志的人，好强争胜，这样的人本来并非罕见，因此，有人仅仅从
斯大林具有这样的性格便断定他必然要制造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这只能说是马后炮或纯属激于愤
慨之语。
塔克认为，这样的性格是要和更大的外界环境与条件结合才会发展成一种可怕的力量。
因此本书探讨的就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它要研究阐明的是性格如何与环境相结合造成历史的
问题。
相信读者在阅读此书后定会发生出许多思索，因为这并不是限于一人、一国的问题。
而且，如果把本书与前两年出版的伊萨克·多伊彻的《托洛茨基：先知三部曲》对照阅读的话，还会
有许多收获。
另外，由于塔克在书中直接引用了许多俄文材料和作品，又是用于拉丁字母转写的方式来拼读俄文，
而且，还有一些资料系旧俄文，这都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需要说明的是，塔克使用的《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本正是中文版的来源版本，本书终
审翟民刚已补齐中文版出处，特此致谢。
朱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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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塔克实现了真正的突破⋯⋯他的分析向原先模糊的历史角落投注了强大光线⋯⋯他对斯大林人格结构
的研究开启了一条光明的研究路径。
　　——罗伯特·M.斯鲁瑟，《美国历史评论》迄今为止没有一部关于这位20世纪显赫人物的成功的
、全方位的传记。
罗伯特。
塔克的著作标志着这种状况的终结。
　　——罗伯特·H.迈克尼尔，《俄罗斯评论》一部引入人胜的传记，讲述了斯大林的早年岁月以
及1929年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上升到权力顶峰的历程⋯⋯一部堪与伊萨克·多伊彻的托洛茨基系列
传记相媲美的图书。
　　——乔治·切尼，《图书馆学刊》多年的研究和反思将这部关于斯大林早年岁月的传记造就为一
部真正的历史和文学杰作。
　　——《外交杂志》[这部书]看上去转变了斯大林研究的领域⋯⋯塔克成功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政
治和经济事务，以及它们的争夺者。
　　——迈克·拉特克里夫，《泰晤士报》（伦敦）我对“精神分析史”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感兴趣。
然而塔克的主题让人信服，因为他理解布尔什维克的故事，他知道斯大林掌握权力不仅仅是源自他的
党棍政治和马基雅维利式的狡诈，虽然它们看上去对他很重要。
他对斯大林给予称赞，因为他评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以及他必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狱龙·奥莱里，《渥太华学刊》读了罗伯特·塔克的书，我们现在更加理解在斯大林主义时
代我们不得不经历的事件的起因。
　　——米哈伊尔·科里亚科夫，《新俄罗斯言论报》（纽约）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我看来
，“斯大林之谜”终于被解开了。
　　——迪米特里·别兹鲁奇科，《俄罗斯米斯尔报》（巴黎）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
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约瑟夫·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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