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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帝国》

内容概要

通过说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苏联精英们的利益、抱负、幻想、恐惧以及误解，祖博克对这个 20世纪
最大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苏方的观察。除其他资源之外，他还利用最近解密的政治局记录、密码电报、
日记和谈话录音，使本书成为从苏方出发对冷战进行完整地描述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失败的帝国》
呈现出的历史与西方胜利者所写的大不相同。
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认为，西方有关冷战的阐释，错在要么夸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实用主义倾向，要
么夸大了它的侵略性。通过说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苏联精英们的利益、抱负、幻想、恐惧以及误解
，祖博克对这个20世纪最大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苏方的观察。除其他资源之外，他还利用最近解密的政
治局记录、密码电报、日记和谈话录音，使本书成为从苏方出发对冷战进行完整地描述的第一部英文
著作。《失败的帝国》呈现出的历史与西方胜利者所写的大不相同。
祖博克在此书中认为，自斯大林始，长期对苏联领导人的对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革命-帝国范式，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和追求成为“社会主义帝国”这两大因素主导了苏联领导人在冷战中的决策。直至
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这一点才发生改变。另外，此书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作者认为在历史事件中
，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比如，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太过于“浪漫主义”，正是他
在追求与西方世界的“和平”这一问题上的天真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如果换一个领导人，苏联还是会
在全球范围内收缩，但可能仍然可以继续凝聚各加盟共和国及中东欧的部分国家，而不至于出现20世
纪90年代初的突然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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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Page 3



《失败的帝国》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序言一
序言二
1. 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
2.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
3.德国的僵局，1945-1953
4.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
5.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
6.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
7.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
8.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1979
9.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
10.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
结束语
缩略语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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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帝国》

精彩短评

1、第一次全面的了解了苏联的政治发展，从最初的强势，到最后的妥协，敢于与美国正面一战的意
志逐渐消亡。冷战，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危险结束了，核战争的乌云也不是那么浓密了，但现在世界更
安全了么，美国的一极时代，我们是否能享受真正的平等、和平⋯⋯
2、写的乏善可陈，明明可以很精彩
3、材料散乱，没有一个清晰的主线，作者对材料的提炼不够；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意外得高点儿。
4、从领导人的角度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及过程，不过也未免简略了些，但对于不甚了解的人却也够
了。不过一味的对苏联的批判未免有些有失偏颇，毕竟它也存在了数十年，也有其正面的意义所在。
5、祖博克对苏维埃领导人性格的研究，结合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寡头政治和精英阶层），猛然徒
增对尼采“超人理论”的理解，难怪有一个称谓是这么写的“x国xxxxxxxx和xxx建设的总设计师”
6、2017.6 绝版了..
7、很不错的一本书，从苏联领导人个性方面解读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最后的崩溃。戈尔巴乔夫的天
真有点儿出人意料。另外，对于勃列日涅夫的介绍有些耳目一新。此前的理解，是苏联在70年代处于
全球的攻势，美国因为越战及国内政经问题开始收缩，而苏联大肆全球扩张，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最高潮的就是入侵阿富汗。而在书中，勃列日涅夫是个温和，追求和解的人？当然，后来身体状况很
差，无法对国家有效控制了。令人咋舌
8、政治内容占的篇幅过多，读着比较吃力
9、挺好的学术著作（被200页的文献引用吓傻。。。）
10、两种现代性实验之一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实验（欧洲人寻求现代性的产物），二战磨难历史
性胜利催生核心大国意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捍卫者的敌对竞争，斯大林的觉
悟与单方面动员，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的全球推销与核边缘模式，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权力集中对
错误的放大及难以收拾，理想主义只重理念不注重细节（缺乏经济知识的领导层）不优秀的国务活动
家戈尔巴乔夫的模糊的社会民主主义（反资本主义试验与西式民主的融合）而非马列主义的崩溃式改
革。意识形态和基于实力的现实主义，以革命暴力开端的帝国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始终无法追赶
上另一种具有极大经济活力、创造力、政治自由的试验。这个现代史上最奇怪的帝国没有奋起还击而
是选择了自尽。
11、文字不太流畅，是不是翻译问题，还是原文就如此。处理外交问题和取得内部政治基础的互动很
有启发性。
12、意识形态合法化衰落过程的范例
13、帝国不能被改良，只能被毁灭。
14、史料比较充分，戈尔巴那段有点太简略了，作者绝对勃涅日列夫脑残粉，感觉勃涅日列夫的真实
形象应该比书里水很多
15、好书，少有的（据说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以苏联视野出发的史书。祖博克对戈尔巴乔夫的不满溢
于言表。但愿我国最终不会让他失望。
16、从领导人角度来观察帝国的变迁，与传统历史观点不一样的是，这本书让我更加坚定，领导人的
性格和历史的偶然同样能左右历史的进程
17、苏联社会主义帝国——也许是现代历史上最奇怪的帝国——并没有奋起还击，而是选择了自尽。
18、偏学术，趣味性不高，需要对冷战史具有较深了解才可读。有个主要观点是个人性格对历史的影
响很大。另外装帧还挺好看的
19、到后来，他们都不相信自己所说的了。
20、对于事实的罗列，当然，书应该这么写，但是读起来味道就少了很多，减一星吧，其实读结束语
也可以了。
21、大概的观点就是美国不要欺负俄罗斯，俄罗斯是好孩子，只是有点任性，需要善良的对待，全书
为这一观点注释。至于戈尔巴乔夫，和李登辉一样，生错了地方然后狠狠地报复了回去，成了历史的
罪人
22、美苏好比两个都拿着不能跟对方摊牌的底牌的人在打德州单挑，谁的牌都没比对方有绝对优势，
只能靠读牌跟BLUFF希望对手早点弃牌投降但又要控制好挑衅的程度。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太具个人浪
漫主义色彩，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能悲剧收场。全书最后一句“苏联社会主义帝国——也许是现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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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帝国》

史上最奇怪的帝国——并没有奋起还击，而是选择了自尽。”颇伤感。
23、也算是对苏联领导人和主要的历史事件有个大致的了解。
24、很一般
25、看完此书，最大的收获有两点：第一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并非如以前所认为的是停滞倒退期，
勃氏始终把避免战争放在首位，与西方的缓和是其最大贡献，当然其执政末期已经病入膏肓，在助手
们误导下批准入侵阿富汗，实在是人生一大败笔。其次，作者对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作了细致入微的分
析，若非戈氏执政，苏联的崩溃虽然不可避免，但肯定不会如此迅速。
26、看得出作者非常用功的一 本书，开篇会让人误认为太拘泥于细枝末节，而后逐章渐入佳境。
27、历史书比小说好看多了。客观现实的视角解读苏联对外政策，其中有好多好有意思的小细节。同
时看的时候我也在想，当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往往是信件、电报和日记，几十年后的人写现在的历史估
计第一手史料就是email、围脖什么的⋯⋯
28、一本详尽书写苏联走上冷战道路并在冷战中崩溃的书。但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哪种社会制度只是国家的选择，并不是国家走上对抗的原因，意识形态的对
抗才是敌对的根源。
29、这是一部以苏联为视角的冷战史。书中的用词和观点，充满美式英雄主义。为了拯救世界，美国
与苏联斗智斗勇。因为戈尔巴乔夫个人天真烂漫、新思维改革却又遵循斯大林建立的帝国范式，使得
苏联身陷囹圄，最后解体。科科。
30、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旁观者眼里总是那么多不可思议和莫名其妙！
性格真的决定命运理念决定道路？？
31、出场人物太多，不连续阅读不容易理解。太多的背景文献资料只是给了索引，就算是专业人士也
要查询。作者作为一位流亡他国的"进步人士"还是渲染了过多个人的感情色彩。不过不失是本好书，
可立身静口会意。
32、果然未竟，四星给插图了，该多反思一下自己了
33、评述性的东西很多，叙述性的东西少，整个显得碎片化。同时这是苏联人视角的。
34、比想象的好看不少
35、一本以领导人为线索的较为简明的战后苏联史。
36、中国在这本庞大的书里，仅出现五六次。但每一次出镜，都让我激动不已。读到后面，我更是奔
着去寻找更多关于中国的讯息而去的。国家如此，人亦如此，一个人在别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而他
之所以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唯一的原因是在别人生活中这些浮光掠影似的出镜让他更了解自己罢了
。
37、对苏联历史了解不足，读起来颇为费力。本书已经深刻证明了即使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其身上
也有无法避免的作为普通人的局限性，并且会将它们反应到决策上来，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
38、作者作为苏联出生的知识分子，显然对苏维埃帝国的崩溃感到惋惜，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本书的冷
静、深邃。
39、苏联视角的冷战史，着眼于不同时期政治和外交。帝国范式囚禁了领导，而意识形态绑架了人民
。作者一再强调中国的改革成功表明苏联也有成功的希望，而希望被戈尔巴乔夫葬送了。但反过头来
说，改革后社会主义存于何处？我们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40、大量的旁征博引，对于几个关键人物的评价拿捏的很到位，很喜欢勃列日涅夫的那一段，是写冷
战历史的不二之作。
41、可读性强，对了解前苏联/冷战历史很有帮助。了解不一样的苏联领导人。
42、终于读完了这本早就应该读完的好书。
43、被装帧设计吸引看了这本书，觉得内容比不上装帧，一般。
44、戈尔巴之后，苏俄至此完，作者也有点过于强调戈尔巴的浪漫主义了，只是一个治国无方的糊涂
蛋，苏联虽然有病，可惜戈尔巴只有毒药
45、比较完整地以苏联为主角考察的冷战史,重点是苏联的政治路线和外交方向, 作者自己也承认对国
内经济的研究不够,另外对戈尔巴乔夫的论述充满了太多的感情色彩. 
46、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推销它的革命与帝国范式，究其根本目的，其实
还是为了世界霸权的争夺与意识形态的对抗，冠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并在全世界寻找认同。但认
同的代价是到处撒钱和军事装备，结果还养了一群白羊狼，而且在给自己一步一步的挖坑，直到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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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帝国》

自己为止。以史为鉴，不得不说中国在坚持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与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策
略是明智的。让一个国家的公民实现温饱、体面而舒适的活着，公民给政府纳税，是一个国家政府统
治合法性的根本。福山说中国是一个威权型民主制国家，这种国家一般解决不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坏
皇帝”的问题。也许许多年后，中美之间还在争执你我制度孰优孰略的问题，但是真心希望中美之间
能够走出人类发展的修昔底德陷阱，核战背景之下的两个大国对抗，真是人类发展的不能承受之重。
47、红书
48、#翻书#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帝国历史。每每读着，总会有忍不住的代入和对比，作者文中屡次提到
了中国式道路，仿佛我们做的是比邻居好一些。但是我看到的却是勃列日洛夫'缓和'时代种种特征-鼓
吹大国梦，公共生活却停留在缺乏热情，全民追求物欲生活的阶段，幻灭和犬儒大行其道，缺乏支持
前进的信仰力量- 当中央权利式微，经济发展停滞时，一切被掩盖在表面繁荣下的矛盾就会爆发，大
厦立倾！#甲骨文系列#

49、出乎意料的好看，现在的天朝处处都有几十年前苏联的影子：原来我们并不特殊，也不优越，就
连最引以为豪的经济发展，也不比其他国家最高峰时出色。世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运营的，中国也不
该总是以旧时王者，或者东方睡狮自居，这是不切实际的夜郎自大。看看世界才知道差距。在人类文
明方面，我们真的一直是一个落后的，迟钝的，顽固的，拿不出太多东西的贡献者（请别再说四大发
明了我求你们了）
50、和英国系的历史书一样，平白直叙。如果不感兴趣的话，可读性并不是很高；如果熟知那段历史
的话，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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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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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帝国》

章节试读

1、《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2页

        苏联在进行这场战争时从头到尾都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惊人漠视。
二战

2、《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474页

        到后来，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事情越来越清楚：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连同其政治自由、私人
的创业精神以及大众消费主义，在资源与创新精神方面要强很多。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最终在政治一体
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得要比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成功得多。

3、《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417页

        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和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用了三十年，但这个共产主义巨人的解
体却只用了三年。

4、《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476页

        苏联社会主义帝国—也许是现代历史上最奇怪的帝国—并没有奋起还击，而是选择了自尽。

5、《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468页

        赫鲁晓夫一直都在支持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的整个第三世界的所谓民族解放运动和各种
社会主义政权。这种做法的高潮出现在1962年，当时赫鲁晓夫做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冒险决定：部署苏
联导弹来保卫古巴。只是在热核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头脑才清醒过来，选择了撤退。

6、《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465页

        从斯大林到安德罗波夫的各位苏联领导人，以及多数苏共精英、对外政策官员和安全警察——哪
怕是他们中最犬儒化、最务实的人——对于自己采取的举措，总是要用意识形态的一套说辞来证明其
合理性，并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来加以表述。

7、《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473页

        其信仰体制有腐化和日益犬儒化的趋势，使用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两套语言。在历史最终的反
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

8、《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470页

        20世纪60年代，“马列主义思想的动员能力急剧下降，结果就削弱了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
。”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关于共产主义理念可以实现的梦想”已经破裂苏联的意识形态依旧以
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苏联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它非但不起到动员作用，反而带来了虚伪、犬儒化和
怀疑。政治领导人、官僚和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开始把官方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仪式，与他
们自己真正的思想倾向完全是两码事。意识形态的教条仍然是管理国内政治言论和描述国内政治状况
的工具。领导者个人对苏联国际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重大决策大权独揽看上去很美，但到头来它也
放大了他的错误与失误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这种大权独揽也是冷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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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9页

        他（普京）对“华盛顿共识”置之不理，却信奉“北京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榜样，它表
明，一个牢固的威权主义国家，如果采取谨慎的政策，是可以驾驭市场的力量并推动经济的飞速增长
的。

10、《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475页

        资本主义这辆火车在世界上跑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对于苏联领导人、精英以及全体公民来
说，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苏联社会主义这趟车永远追不上资本主义，反倒可悲地被落在后面越来越
远。

11、《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469页

        如果不是勃列日涅夫，1972~1974年的苏美缓和“高潮”很可能就不会产生。不过，勃列日涅夫尽
管大权在握，但与其说他是做决定的人，不如说他是个寻找共识的人。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
安全与对外政策缺乏连贯的战略，支配它们的是意识形态与官僚主义的惰性，以及形形色色的宗派利
益与钩心斗角。在20世纪60、70年代，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以及勃列日涅夫之后的缓和政策，
在苏联国内造成了第一次严重的分裂。从艺术和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到某些“开明”的苏共官员，苏联
的精英们开始克服残暴和猜疑遗留的影响。“铁幕”的部分打开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旅行和交流的机
会，慢慢地消解了苏联人的仇外情绪、帝国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

12、《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13页

        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把他在俄罗斯的 个家都变成了博物馆，里面有珍贵的瓷器、皮毛、绘画天
鹅绒、黄金和丝绸。空军元帅亚历山大·戈洛瓦诺夫 ( Alexander Golovanov ) HE egede . dahak ( joseph
Goebbel 、家的乡间别墅给拆了并空运到俄罗斯。“间谍死神”的伊万·谢罗夫（Fansem）将军私吞
了无主的金银财宝，里面据说有比利时国王的王冠。苏联的其他元帅、将军和秘密警察的头头脑脑们
，也都往家里成飞机地运送女人的内衣、餐具和家具，还有黄金、古董和绘画。

13、《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466页

        二战后，斯大林还像二战前一样，试图用一连串越来越残忍的清洗来加强对苏联精英和社会的控
制。

14、《失败的帝国》的笔记-第472页

        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公开放弃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背后的意识形态考虑，并宣布不使用无力、
不再对过去的罪行保持沉默，以及拆除用来维持社会主义帝国的种种封闭的壁垒。不到一年，这个帝
国就在中、东欧崩溃了。两年后，苏联本身也土崩瓦解，分裂成十五个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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