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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叛徒雅科夫列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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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曾经鼎力协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改革设计师”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在饱
受病痛折磨后，于莫斯科去世，终年81岁。在十几年前那场震动全世界的剧变中，是他，配合着戈氏一
步步瓦解苏共，将苏联带入解体的深渊，结果改变了俄罗斯和整个世界。 

    从崛起到滑坡的轨迹 

    1923年12月2日，雅科夫列夫出生在苏联雅罗斯拉夫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8岁时，他参加了伟大
的苏联卫国战争。在战争中，他不幸受伤，腿部落下终身残疾，并因此退役。雅科夫列夫30岁就进入苏
共中央，并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后来还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1973年，已经是苏共中央委员、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遭遇了他人生中的政治寒流。因为
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大国沙文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文章，他被解除党内职
务，派往加拿大任大使。一待就是10年。 

    回国后，雅科夫列夫出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并当选公开性委员会主席。
后来，他成了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与急先锋，被称为“公开性”之父。 

    戈尔巴乔夫的“影子” 

    让雅科夫列夫重新走红的“伯乐”是戈尔巴乔夫。1983年，他利用与加拿大总理的私人关系，在戈
氏访加期间为提升其党内威望前后奔走，得到了戈氏的极大赏识。1985年戈氏上台后，雅科夫列夫迅速
连升几级，当上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跃成为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主要人
物。 

    从此，雅科夫列夫便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影子和替身”，说戈氏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做戈氏想做而
不便做的事，而戈氏则总是表现得“不偏不倚”。戈氏在1995年接受俄《图书评论报》采访时也坦承两
人的“紧密合作”。《莫斯科新闻》这样形容两人的合作方式：雅科夫列夫“先在理论上提出某种思
想，随后，这些思想便会成为戈尔巴乔夫言论中的日常口号”。 

    难以捉摸的人 

    早在1985年，雅科夫列夫就利用宣传部长的身份上书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性、公开化、多党
制、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奠定了他在戈尔巴乔夫智囊团中的首要地位。 

    在掌握了苏共意识形态大权后，雅科夫列夫开始四处作报告、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鼓吹所谓“民
主化”和“公开性”。他还安排所谓的自由派人士出任一些报刊杂志的主编。 

    雅科夫列夫就这样一步步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做着精心的谋划，并因此被称为“苏联改革的设计
师”。雅科夫列夫的种种作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1991年8月15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分裂苏共的
理由建议将其开除出党。次日，雅科夫列夫宣布退出共产党。 

    一位在改革时期主管过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域的前高官，曾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表示，雅科夫
列夫变化无常，不可捉摸，当过正统的共产党人，也当过党内自由派；当过马列主义者，也当过反共分
子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拥护者；当过社会主义理想的宣传者，最后当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晚年生活不寂寞 

    苏联解体后，雅科夫列夫并没有在新的俄罗斯权力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过，他依然活跃。起
初，他担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1992年底，他又被任命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席。此
外，他还当过俄公共电视台（国家电视一台）董事会主席。 

    作为历史学博士、科学院院士，雅科夫列夫更多的时间是用来著书立说。他一共写了25本书，“反
斯大林主义”始终是贯穿其思想的主线。 

    对雅科夫列夫，俄各界评价不一。反对者将其斥为“苏联掘墓人”，“苏共政治局中的反共产主义
者”。自由派却对他大加赞誉，并在其80岁生日时为他献书《雅科夫列夫：自由——我的宗教》。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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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后，戈尔巴乔夫称，这是所有为了自由和民主斗争的人们的损失，丘拜斯等亲西方民主派则慨叹
“一个时代终结了”。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10月21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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