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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苏联剧变教训，应该根据历史的真实得出结论，而不是相反。“解说词”的很多史料存在失实之
处。以下择其耍者。 

“解说词”反复强调斯大林把苏联建成了强国，说斯大林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强
大和人民的富裕”。斯大林确实使苏联成了世界两霸之上，但人民并没有过上与苏联的强国地位相称的
生活！实际上处于贫困状态。1950年苏联的谷物（注意，是谷物，而不是粮食）总产量为6480万吨，
1913年，沙俄时期为7250万吨；同期苏联肉类年产为490万吨，而沙俄为500万吨，同期人均谷物分别为
447公斤与540公斤，畜产品为27公斤与31公斤 1。 1913年，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住房就很紧张，人均7平
方米，1928年城市居民平均居住面积为5．8平方米，1932年为4。9平方米，1937年为4。6平方米，1940
年为4。5平方米。 2 斯大林时期，1952年，英国工人每小时收入所购买的食品数是苏联工人的3。6倍，
美国工人则是苏联工人的5。5倍。苏联至少发生过两次大规模饥荒：一次在30年代初集体化时期，另一
次在二战之后，每次饿死的人数都以数百万计。斯大林领导的“重工业军备化”是建立在剥夺农民、榨
取农民血汗基础之上的，其后果至今难以消除。 

“解说词”说斯大林生活简朴，一件大衣穿了15年，大元帅服上打着补丁，一件皮大衣从十月革命穿到
去世，去世时发现他只有900卢布。而实际上，斯大林是在1941年才成为大元帅的，大元帅服也只在庆典
时穿，怎么会被穿坏？斯大林身兼三职，领三份工资，但他平时根本用不着花，怎么可能只有区区900卢
布？斯大林的女儿说：“他从来不花钱，他也没有地方用钱，也没有什么可买的。他的生活用度、许多
别墅、住房、服务人员、伙食、衣服等全部由国家支付，为此在国家保安部系统内专门设了一个局，有
专门的会计科，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3  

“解说词”在说到斯大林时期的领导核心时，遗漏了一位重要人物上一贝利亚，此人坏事干尽，杀人如
麻，却深得斯大林的信任。把“大清洗”这样滥杀无辜的行为，只说成是“肃反扩大化”、“严重扩大
了打击面”，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是从清除党的上层反对斯大林政策的人开
始的，地方上按指标和名额进行“清洗”，由内务部而不是法院判决。1934年参加号称“胜利者代表大
会”的党的十七大的代表有1961人，其中Ⅲ08人在大清洗中被枪决，在这次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
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消灭。根据官方提供的资料，1936年内务部记载有1118人被判处死刑，在
1937年有353074人被判处枪决，1938年有328618人被处死，1939年有2552人因反革命和叛国罪被处死，
1940年有L649人，1941年有8001人。4  

1936年的苏联宪法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及示威自由等权
利。但事实上，人民的权利只停留在字面上，居民甚至没有迁移的自由。1932年底苏联开始实行身份证
制度，身份证只发给城市居民，市镇、中心区、新建筑工地、国营农场等地的工人，农村居民则拿不到
身份证，而没有身份证连上张火车票都买不到，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 

“解说词”说斯大林“在1928年1月到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情况”，这与事实不符。斯大林不是去“了
解情况”，而是去宣布“非常措施”，要求按照“苏联刑法第107条”法办存有粮食的所谓“富农”，并
且宣布要建立“集体农庄”。不久便开始了违背党的十五大决议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消灭了个体农
民。 

“解说词”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吊唁不假，“失声痛
哭”无记载，询问过党史专家，没有这回事，不知作者从何说起。在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中，斯大林对中
国利益的侵害最多，毛泽东、邓小平都批评过他，黑瞎子岛是斯大林时期占去的，外蒙古是在斯大林的
保护下从中国独立出去的，1945年雅尔塔协定实质上恢复了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的权
益，斯大林公开说他要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雪耻。 

“解说词”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太上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的错误“无限扩大化”，“赫鲁晓大全盘否
定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实际上赫
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对于斯大林的错误不是扩大化，而是许多事实并没有揭开，
例如涉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冤案当时并没有说。苏联要改革就必须破除对斯大林的
迷信，档案资料表明，作“秘密报告”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赞同。赫鲁晓夫提
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拟定的1948年党纲中就有这一思
想，按照斯大林的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逻辑，苏联已经不存在阶级了，
国家和党自然是全体人民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赫鲁晓夫并没有背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他的改
革仍是在斯大林体制模式内打转。赫鲁晓夫的问题是没有到体制中去寻找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而是把
它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所以他自己后来也犯了个人崇拜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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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词”把苏共亡党的责任都推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更不符合历史事实，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政策措施
是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采取的，也不是他的个人行为，如在反酗酒的问题上，利加乔夫的作用并不比戈
尔巴乔夫小。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提出的目标是“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试图以列宁晚年
的思想为指导进行改革，“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改变的只是党的领导方式，并不是取消党的领导，戈尔
巴乔夫自己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各级党委书记也兼任同级苏维埃主席。按照苏联宪法，苏维埃是苏联
的政治基础，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主要形式，但长期起的是“橡皮图章”的作用，戈尔巴乔夫要恢复
苏维埃的权威也是符合宪法的。直到1990年他才开始按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改体改革。把苏共下台归结为
修宪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取消宪法第六条只是承认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多党制现实而已。肯定“全民国
家”、排除无产阶级专政，在1977年宪法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而不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是苏联社
会主义建设的必然，在只存在工人、农民主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社会里，何来无产阶级专
政？为什么“苏共中央在戈尔巴乔夫的逼迫下自行解散”？戈尔巴乔夫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这难道不
是体制问题吗？  

“解说词”说现今俄罗斯正在重评斯大林，我们从苏联的学术界看不到这一情况。前不久我们就此问题
请教在北大任教的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米哈伊尔•卡尔波夫，他说俄罗斯不存在重评斯大林的问
题，因为现在的俄罗斯是多元社会，国家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在俄罗斯什么样的观点都存在。“解说
词”引用久加诺夫的话说：“近年来，在国家的衰败、混乱和危机不断的背景下，人们对约瑟夫•斯大林
重新评价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俄共的支持率应该上
升，为什么其党员人数直线下降，从俄罗斯最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小党，在议会中已没什么影响呢？普
京总统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也是俄罗斯人民一场真正的悲剧，但他也强调，
独立是俄罗斯自己的选择，俄罗斯不会再走帝国之路。  

“解说词”中还有一些不应有的错误，如开篇说苏联有着“2400万平方公里”，而苏联的实际面积是
2240。22平方公里；再比如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出自电影《十月革命》列宁与瓦西里的对
话，其实根本没有名为《十月革命》的电影，类似的对话出自《列宁在1918》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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