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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苏联解体看舆论导向的作用 

作者： 杨小燕  

关键词： 苏联解体 舆论导向┊阅读：697次┊ 

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舆论导向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中指出，“舆论导向正确与

否，对于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

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舆论的失控，恰恰证明了上述

讲话的正确性。 

1991年12月25日晚，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红色国旗黯然落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翻过了它74年历史的最

后一页，从此不复存在。苏联悲剧的发生，原因错综复杂，其中舆论的错误导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苏联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面对这一形势，戈尔巴乔夫加快了改

革的步伐，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他提出所谓“新思维”，强调民主化、公开性原则。应该说，在改革初期，这一原则对

于打破党内的思想僵化状态，改善党的领导作风和国家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

入，民主化、公开性走向极端，导致文化思想领域的放任自流，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错误的舆论导向，这中间最为明显

的是，由“反思热”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多次强调“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不

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纸分析的对象”。在他的鼓励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

“反思热”，舆论的矛头直接指向斯大林。本来，自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潜伏着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

潮，经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一启动，如死灰复燃，很快蔓延，并迅速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阵势，对公众产生了

巨大影响。其表现如下：首先，有针对性地公开斯大林时期历史文献档案，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极右势力提供了依据。

《星火》周刊1987年6月第26期披露了列宁的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严厉谴责斯大

林逮捕和杀害无辜的军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莫斯科新闻》刊载了从未发表过的肖洛霍夫1927年写给老党员列维茨卡

娅的一封信，批评农业集体化过火，“压制富农，可把中农也压扁了，贫农也在挨饿”，致使“人们狂怒，情绪极端恶

劣”。《科学与生活》杂志则刊登了作家西蒙洛夫20年前写的题为《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职责》，谴责斯大林在战争开

始前和战争初期处决三批高级军事干部，给军队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对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等等。其次，平反冤假

错案，造成了强大的声讨斯大林的舆论声势。斯大林当政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曾

出现过一些冤假错案，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这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纠正。纠正冤假错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自戈

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效

果。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批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

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11月26日，《星火》周刊又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

代的受害者。当成群结队的苏联人在莫斯科展览大厅陈列室看到大量发黄的历史照片、档案材料和书信遗物，惊悉受害

者的种种惨状况时，都不禁引起心灵深处的颤动……第三，文艺领域开放被禁作品，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苏

联几十年来在文学、电影、戏剧等创作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禁品”，长期不能公开问世。“禁品”的情况很复杂，其

中确实有些是带有否定苏联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倾向的，自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以后，“禁品”如打开

的闸门涌泻而出。1987年是被禁文学最昌盛的一年，这一年发表的这类文学作品比重大、作品多、反映强烈。其中包

括，布尔加科夫1925年创作的《狗心》，普拉东诺夫1930年的《地基坑》，伊萨科夫斯基40年代创作的长诗《关于真理

的童话》，雷巴科夫1966年——1983年完成的《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等等。1987年作协代表大会还决定为小说《日

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并决定出版他的作品全集。不仅是文学，电影戏剧也如此，几十部被禁影片

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影片描写情绪激愤的群众与红军发

生严重冲突的经过。与此同时，莫斯科15家影院持续三个月放映一度使舆论轰动的、影射斯大林的代表作《悔悟》。在

戏剧舞台上，苏联戏剧家沙特罗夫的历史话剧《布列斯特和约》在被禁演二十余年后再度上演，该剧对斯大林和布哈林

给予的评价与苏共中央截然不同。总之，这些被禁作品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带有强烈的批判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的

色彩。 

尽管在这股“反思热”中不乏对一些问题的严肃思考和科学的探讨，但是，否定斯大林，否定苏共历史的论调则占了上

风。这种一边倒的舆论，形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使人民群众，尤其是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一代形成印象，似乎这

就是全部历史，只有这些事情才是真实的，从而形成严重的误导：由反思历史，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变成全盘否定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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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当收视率碰上电视台 

作者：楊美玲┊ 2002-01-01 

在各電視台對收視率調查爭議不斷的同

時，我們也注意到，當節目以收視率略

勝零點零一、二的些微差距而領先他台

時，便出現電視台主管切蛋糕、發獎

金、大肆宣傳慶祝的場面，可見電視台

對收視數字又愛又恨的情結。零點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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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苏共历史。加之西方学者的舆论支持和参与，于是在“舆论民主”的幌子下，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宣传占领了舆论阵地，否定社会主义成了时髦，反对共产党成了时尚，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历史被涂抹得一片黑暗，苏

共以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竟成了“万恶之源”。舆论宣传的误导给苏共、苏联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造成信任危机。据来自各方面的民间抽样调查，1988年前的几年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1990年则下降到

20%，1991年初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1989年到1991年进行的几次“自由选举”，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在1989年

春举行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当选代表中苏共产党员占80%以上，而在1990年举行的各级地方

苏维埃选举中，形势就发生了不利于苏共的变化。在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达瓦等

共和国，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几十个大中城市，苏共在选举中全面失利，反对派夺取了政权。1989年苏人代会选举

最高苏维埃代表时，激进派领导人叶利钦差一点落选，而在1990年俄罗斯联邦选举中叶利钦一举击败了苏共传统派的候

选人，当选为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6月，在俄联邦首任总统竞选中，叶得票率竟比俄共提出的

四名候选人的加在一起还多。当然，“自由竞驯的成败得失涉及不少复杂的因素，但苏共在上述的选举中一再受挫，不

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信任度的衰落。而这一结果又与舆论宣传的错误导向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引起信仰危机。1988年1月8日苏联《真理报·读者论坛》发表了一封名为《为了不失去信仰》的来信，明斯克居

民韦切尔在信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我三十岁）和许多其他几代人一样，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不信上

帝。我们的上帝，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想。父母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都是

培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我们靠社会主义思想生活了七十年。社会主义思想给过我们并正给予我们生活的目的。

但是，由于公开性政策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没有节制的批评，社会主义理想的威信已在某些方面遭到破坏。别人都怎样，

我不谈，但我个人的信仰是动摇了。我过去会把任何一个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吹捧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喉咙咬断。可连

我都动摇了。那些年轻的、还不坚定的心灵会如何呢？假如反面信息的巨流会向我们滚滚涌来的话。”宣传舆论的误

导，造成了人们的信仰危机，使人们丧失了对党的信心。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苏共内部出现大批党员退党现象，后

来，其势头越来越猛。据统计，1990年一年，全国有180万党员退出苏共。1991年，仅头七个月，退党者就猛增为240万

人。剩余的1500多万党员，相当多的人患了“政治疲劳症”，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厌倦，冷漠观望…… 

以上事实说明，“反思热”已造成严重的误导，其影响是恶劣的，它导致人们是非观念的改变，影响到社会心理的变

迁，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得逞创造了条件。 

中共中央历来十分重视舆论导向的作用，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

题的决议》，着重阐述了加强文化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其中特别强调思想文化领域的导向作用，强调思

想文化领域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深远意义。《决议》

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

向。”《决议》告诫文艺工作者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把最好的精神粮食贡献给人民”，要“弘扬

主旋律”，等等。回顾前苏联演变和解体过程中，舆论导向所起的重要作用，更感觉这些论断发深思，催共警醒。 

（作者单位：北京轻工业学院社科部） 

【原文出处】理论与当代 1997 06 p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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