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

13位ISBN编号：9783002176003

10位ISBN编号：3002176001

出版时间：1975-12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柯雄

页数：6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

内容概要

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75年的苏联国内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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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

精彩短评

1、流水账
2、不错
3、撕逼摘抄
4、极有价值的一本书，高华在《革命年代》序言中曾提到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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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近读高华的《革命年代》，在其代自序中，关于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高层的内部斗争，他看过《
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等书籍，因此有些映像。外出培训，在图书馆偶然发现此书，
看来缘分不浅。在那个疯狂荒谬的年代，可以想见这种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而产生的书籍会
是什么样子。可是“苏修”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两国的关系已经有当初的兄弟变成严加戒备的危险
敌人，那时“苏修”眼中的毛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呢？带着好奇和疑问，我决定借出来仔细看看。一、
书的基本情况、体例和主要内容这本书由三联书店于1975年12月出版第一版，内部发行。编者柯雄，
在网上找不到他的简介，但可以看出这是由一个写作班子共同完成的。编辑《纪事》 “是想通过大事
记的形式理出一个脉络，来说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修正主义者篡夺党政大权后是怎样变质成为社
会帝国主义国家的，以供有关同志对苏修进行研究、揭露和批判时作参考”。《纪事》中的材料，按
年、月、日顺序编排，每年前冠以当年事件的提要。提要中还简单的附入了当年有关的重大国际事件
，以说明当时的国际背景。在我看来，每年提要和编者所加按语最值得仔细阅读。《纪事》所选材料
来自1953-1973年的苏联报刊书籍，“着重反应苏修叛徒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路线
、方针、政策及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全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和
勃列日涅夫（1964-1973）时期，勃实际上一直掌权到1982年病逝，本书只写到1973年，篇幅上勃所占
比例略高。虽然两个人在书中都被称为“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两人的经历、观点和环境不同，在内
政和外交政策上有较大差别。二、赫鲁晓夫也有他的闪光点1953年9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选举为苏
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在任期内，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
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是文艺获得解冻。同时，实施带有自由化色彩的改革
，积极推行农业改革，使苏联的民生经济得到改善。对外战略上提出“三和”路线，“冷战”时期多
次访美，可是1962年他策划的古巴导弹危机，一度使苏联和美国站在核战争的边缘。1954年5月，爱伦
堡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在1956年2月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谈“反对个人迷信”
，并作批评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同年6月，苏共发表《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随
后开始为过去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军事、教育等方面逐步展
开对斯大林的批判。他说斯大林“拔出剑来对准自己的阶级、自己的政党”，“他应该对此负责，即
使在死后，要是我们不把所有这一切都说出来，那我们就不是人道主义者”。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
次代表大会“决定将斯大林灵柩从列宁墓中迁出，并予以火化”。这种批判反思可谓直接彻底，想想
毛在中国至今阴魂不散，赫有如此气魄是难能可贵的！政治上他主张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拔到
领导岗位上去，坚决撤换“缺乏知识修养”和“不称职”的人；他在1959年1月的大会上讲，“人与人
不是仇敌，而是朋友和兄弟”，“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阶级的不平等”。相比之下，毛则“以阶级
斗争为纲”，重用陈永贵、时传祥和张铁生等简直就是倒行逆施！难怪赫鲁晓夫说“毛是坐在王位上
的疯子”。经济方面，从上台起就鼓励“发展私人经济”,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允许企业自由出售
多余的生产资料，强调“评价党的负责任的工作，首先要看他负责的那个经济单位的发展如何⋯党的
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若不同改进生产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就等于白做”。这分明就是中国改革初期政
策的先声和“猫论”的雏形。在意思形态方面，赫鲁晓夫鼓励“创作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要文艺工
作者“不是根据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信仰”去创作。他还说，“人道主义—这就是确定文学作品的
永垂不朽的价值的主要的东西”，他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可以出版，塔
斯社和《红星报》大力宣传报道。当然赫也有他的局限性，由于担心文化上过分“自由化”，他也会
批评“意识形态是谬误的”，并加强思想控制。赫鲁晓夫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减陆军和海
军。1955－1957年裁军超过200万人，1958年裁减30万人，1960年宣布继续裁减120万人的军队。1957
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标志着美国苏联太空竞赛的正式开端。1961年4月12
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赫鲁晓夫的战略思想过于重视轻视常规战争的准备和
诸军兵种的协调发展，撤换朱可夫元帅这个内行显然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在排除异己上可谓大刀阔斧
。他还在任内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三、保守僵化的勃列日涅夫勃于1964年10月14日参与政变后上
台，他几乎将赫任内的改革全部取消。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毫不留情的批判“修
正”前任，不遗余力的鼓吹自己。他实行“静悄悄的斯大林化”，开始发表言论肯定斯大林之历史作
用。在任期间将与西方的“冷战”推向新的高度，苏联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核武器的数量超过美国
。对社会主义国家，他推行“有限主权论”。他执政期间，由于改革趋于保守僵化，大搞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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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陷于停滞。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爆发边界冲突，中国成为苏联仅次于北约的敌人。经济方面
，首先把工农业党组织合并，取消对自留地和私有牲畜的限制，大力推行包公刀俎制度，积极扶植农
民私人经济；工业上推行以利润为主要指标的试验，并试行企业“自负盈亏”的制度。后又推行“新
体制”和“奖金挂帅”的政策,虽然也有短暂的繁荣，可是制度的缺陷是难以客服的。由于经济混乱，
市场供应紧张，不得不“出售黄金，增加进口，来客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最后不得不向西方和
美国贷款。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内部矛盾加剧。为了对付内部的反抗与不满，社会治安部
于1966年7月成立，增设摩托化民警部队，扩大民警的权利，并成立“人民纠察队”；制定一系列的法
令条文对“诋毁苏联政治”和“破会公共秩序”的人进行迫害和监禁，1970年司法部成立；镇压持不
同政见的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为了阻止东欧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1968年8月，苏联公然
出兵占领捷克，并提出“有限主权轮”为侵捷辩解。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中国等都对此提出批评和
谴责。面对“内忧外患”，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大力发展军事实力，国防开支达到惊人的程度。他
首先从调整（赫鲁晓夫时期的）战略思想开始，强调苏联要“保证不仅在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下，而且
在只是使用常规武器的情况下⋯粉碎敌人”。国防开支逐年增加，1969年的军事预算达到全部预算
的13.2%,为苏联历史之最。为了适应常规战争的需要，提出建设一支“能解决进攻性战略任务的远洋
海军”，开始建设航空母舰，加强海军陆战队；远程航空兵成为空军的主要突击力量。这一时期也是
苏联军事理论的重要发展时期，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的《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是军事理论史
上的重要文献。四、知识分子的境遇爱伦堡将斯大林时期称为“冰冻时期”，把斯大林的逝世称为苏
联社会的“春暖解冻”。 赫鲁晓夫时期有知识的人得到尊敬和重用，可以算得上是知识分子的“春天
”，尤其是在文艺界。1956年，苏联废除了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古拉格，同年肖洛霍夫发表了小说
《一个人的遭遇》，赫鲁晓夫说他很喜欢。他还为“反动女作家”谢列布科娃平反。索尔仁尼琴能够
自由发表作品并进入作协，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在赫鲁晓夫时期则没有那么幸运。1963年赫下台前，爱
伦堡在国内遭到批评。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由于人民不满情绪的增长，民族矛盾加剧，国内政治
反对派的活动增多，苏联采取了加强镇压的措施，颁布法令，加紧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1969年1月，
几百名工程师和科学家因为组织示威而被集体流放；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作家协会。1970年3月
，萨哈罗夫与另两位科学家联名致信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要求保障人权和制定一个“进一步民主化
和自由化的纲领”；11月，萨哈罗夫与查利泽等人组成了“苏联人权委员会”。1972年4月，索尔仁尼
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苏联拒绝给予前来授奖者签证，授奖仪式未能如期举行。1973年7月，萨哈
罗夫向瑞典记者发表谈话，批评苏联“是一个缺乏自由、平等、民主而统治制度官僚化的社会⋯”;11
月萨哈罗夫赴美。书中多次出现人民上街或者到广场进行游行示威，苏联人民一直有游行示威的权利
。五、涉及中国的内容总的来说，书中涉及中苏关系的内容非常少，直到1956才一次有内容涉及中国
，朱可夫在二十大的发言中说“（苏联）撤回了旅顺口⋯军事基地（P39）”，其它值得列出的有
：1960年7月，苏联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1966年10月，苏联无理
要求我全部留学生回国。1968年3月12日，远东军区司令在《远东》双月刊上发表文章，说“以美国统
治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和毛泽东集团方面的不断挑衅，前所未有的产生发生新的世界大
战的真正威胁⋯”。1969年3月2日，苏联侵犯我珍宝岛。1969年8月13日，苏联侵入我新疆铁列克提地
区制造流血事件。1972年10月24日，苏联叫嚷“远东的领土自古就是俄罗斯的”。1972年12月26日，俄
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更改伯力和滨海边疆区一些城镇的名称，把原来汉语和满语命名的地
名改为俄语名称。六、不足之处1、这本书的出版也许达不到出版的目的，很有可能事与愿违，就像
《571纪要》所产生的效果一样，甚至可能成为中国改革初期的参考书。2、在每年的提要中对勃时期
的“轻悄悄的斯大林化”没有准确的判断，从材料上来看是比较明显的，也许编者觉得这样只能算是
“隔靴搔痒”，还不满意。3、涉及中苏摩擦争端和重要历史事件的内容付之阙如，可称遗憾，比如:
中苏论战，珍宝岛等中苏边界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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