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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

内容概要

《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精)》由俄罗斯著名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撰写。
1991年，麦德维杰夫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其中央委员。作为局内人，麦德维杰夫与1991年苏
联和俄罗斯的高层亲身接触，直接参与了一些具决定意义的会议，甚至持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卢基扬诺
夫关于“8-19”事件的笔记。
作为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苏联解体十年后痛定思痛，根据史料和事实，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
层的分析。麦德维杰夫的立论十分客观，对于人和事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这段
历史，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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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

作者简介

《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由俄罗斯著名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撰写。 1991年，麦德
维杰夫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其中央委员。作为局内人，麦德维杰夫与1991年苏联和俄罗斯的
高层亲身接触，直接参与了一些具决定意义的会议，甚至持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卢基扬诺夫关于“8-19
”事件的笔记。 作为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苏联解体十年后痛定思痛，根据史料和事实，对苏联解体
的原因进行了深层的分析。麦德维杰夫的立论十分客观，对于人和事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对于中
国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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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改革的结束与破产
一  苏联经济的下滑
二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新面孔
三  立陶宛危机
四  1991年初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五  事关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
第二章  1991年的6月和7月——危机加剧
一  自由落体般的国民经济
二  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
三  戈尔巴乔夫与周围人的分歧
四  与“七国”在伦敦会见
五  苏联共产党的地位
六  新奥加廖沃进程
第三章  8月事件的幕后背景
一  福罗斯之谜
二  恐慌在莫斯科不断蔓延
三  《莫斯科新闻报》引爆了局势
四  1991年8月18日的福罗斯和莫斯科
五  对“8·19”事件的评价
六  1991年8月19日
七  1991年8月20日
八  1991年8月21日
九“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
第四章  穷途末路
一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的三天
二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
三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失败
四  俄罗斯的反共浪潮
五  苏维埃联盟最后的日子
六  苏联的解体及西方的反应
第五章  苏联解体的原因
一  几点初步看法
二  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三  俄罗斯的分离主义
四  冷战和西方施压
五  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六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七  叶利钦与苏联的解体
八  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九  几点补充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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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

编辑推荐

《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精)》由俄罗斯著名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撰写。    1991年，麦
德维杰夫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其中央委员。作为局内人，麦德维杰夫与1991年苏联和俄罗斯
的高层亲身接触，直接参与了一些具决定意义的会议，甚至持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卢基扬诺夫关于
“8-19”事件的笔记。    作为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苏联解体十年后痛定思痛，根据史料和事实，对
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层的分析。麦德维杰夫的立论十分客观，对于人和事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
，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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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

精彩短评

1、真不真实不知道 反正不够精彩
看了就知道天朝没可能和平演变了 老大哥的民主基础根本不和我们一个水平
2、客观地再现了苏联覆灭前一年间发生的变革，并对此作了详尽深入的讨论，对于了解那段复杂的
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3、前半本有點《香港史》的感覺，作者在自說自話。。後面漸漸清楚起來
4、非常棒的一本书：印刷、装订精致，纸张优良；最重要的是内容很精彩，翻译很流畅。
5、一直对苏联“残喘”的历史感兴趣，这本书很好地介绍了那段时间的历史细节，作者也毋庸置疑
具有权威性。
6、有点失望，史料不够丰富，对政治的思考也缺少深度
7、1、简介简直就是摘要撰写的模范之作；2、全书只需读明白第五章就够了，前四章还真只是事件过
程的节点，过程的连续性、完整性看不到清晰的体现；3、“戈尔巴乔夫好无能、懦弱、犹豫的各种
品质无法担当起苏联伟大改革家的重大责任，反而是苏联解体的掘墓人”前四章这种解释体例好廉价
，根本无助于清晰描述一段历史进程嬗变。基于2、3点，个人觉得可读性不高。
8、远离政治
9、戈尔巴乔夫多次错失良机，叶利钦的得寸进尺令作者心痛至今
10、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多，并没有能解答我内心的一些疑惑，太泛泛了。 
口亨！  标题党
11、嗯。。。。。。内容还没细看。
12、典藏本，全本，出版社还能更恶心点吗？
13、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今日俄罗斯的现状证明了苏联解
体是顺应天意的。
14、作者的倾向性太强，好在好歹还有一支史笔，将将能不漏下一些基本的事实。这倒是他的可贵之
处，恰巧证明了作者努力想挽救的大厦，腐烂到何等无可救药的程度
15、读了不少分析苏联解体的书，发现每本书的分析点都不太一样，这本的主要分析点是戈尔巴乔夫
和叶利钦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导致了一连串的失误，这是作者认为最主要的因素。
16、1991年，民主来了，面包没了。
17、了解外面的真实世界，看看人家自己怎么说的。
18、值得一读
19、本书详述了苏联在解体前各方面的情况，从一个亲历者的笔触进行详细的描写，真实而自然，让
我们不再有苏联突然解体的感觉。
20、了解个大概还行
21、比较主观，总体还可以，比较好读，往宁之前看完。回头有机会再看「苏联的最后一天」。
22、最后一章颇具看点。前面算纪实镜头感很强，不知道会不会成为另一种预言？
23、作者的史学家身份跟苏共中央委员的经历使得本书很有分量。第四五章尤为精彩
24、作者仍然表现出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和观点，但很多内容都值得好好咀嚼。
25、略有立场
26、苏联常委的著作，发人深省。
27、还行，帮助了解来龙去脉
28、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29、2年前在群光广场下的西西弗看完了这本书
30、读史
31、他以其诞生启发过我们，他以其强盛激励过我们，他以其援建帮助过我们，他以其傲慢敌视过我
们，最后，他以其毁灭警示过我们。
32、完整版已经出了，下次读完整版！
33、看了很多关于苏联分裂的书籍，接触了很多人对这一事件的深入思考，但总感觉不尽如人意。有
些书不是带有宣传色彩，就是站在外部向里看——迷雾重重。而这本书的视角很独特，作者是苏联分
裂前后众多事件的亲历者，他不是最高领导人无需为自己贴金，他身在局中、接近最高层、甚至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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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

过一些重要会议。这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那一年莫斯科到底发生了什么。
34、意识形态，还是意识形态
35、各种资料很多，语言乏味无趣，对一般读者不是理想的阅读体验，估计。一句话总结，这就是暴
君的下场。期待下一个
36、典藏版比平装版高0.6分
37、这本书是精装的，封面设计跟平装大为不同，32开本，很精致、凝重，真不愧为典藏版。作为史
学家，麦德维杰夫在苏联解体十年后痛定思痛，根据史料和事实，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层的分
析。对于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很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38、作者立场一直以来是一致的，倾向社会主义但客观公正。总体讲明白了1991年的苏联情况，水平
压倒国内官方词藻，末章反思深刻。配合作者其它作品阅读更佳。但翻译有多处错误。
39、很有趣。
这帮大爷，都快进监狱了，还度假。命都快没了，还玩办公室政治。

另外没想到纳扎尔巴耶夫这么厉害。如果苏联不解体，就是新苏联内定的总理了。
势也时也，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回到了自己的小舞台，也做出了非凡的业绩。
40、書的手感非常不錯，翻了下沒來得及看，喜歡紀實類的書籍。
41、补标记
42、亲历者会看得更清楚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本书的作者不仅仅是在旁边
“围观”了苏联的最后一年，可以说，是参与了其中的，但其叙述和评价仍然算是相当可观。值得一
读，更值得深思。
43、也许放下世界革命的理想，就注定了命运：初代理想主义者逝去后，必须走向坍塌
44、双鱼不适合当革命的领导。某方面来说，戈氏不如小平，国人不如战斗名族，所以苏联垮了，改
革开放成功了。但小平后社会主义阵营再无新思想，虽然资本主义也没有，但意识形态曾经是最强战
斗力，没有这个还能怎么玩？历史能否引以为鉴呢？大的变革最惨的永远是小老百姓。
45、戈尔巴乔夫 集权？
46、苏联的末日，戈尔巴乔夫的进退维谷，还是挺让人同情的。曾经那样强大的国家，经历过那么多
，终究还是落得毁灭的境地。对于壮丽的事物，总是不太乐意看到它的消亡，无论它的性质和立场如
何。希望我们国家能以史为鉴，治理好脚下的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文章不长，但因为是精装版，所
以一本还挺厚重，非常有质感，装帧堪称完美。内页纸张质量很好。最重要的，翻译一流，没有任何
语法错误和别字，如果所有出版社都能以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旗下的出版物，那么作为一个藏书和读
书者，我就太欣慰了。
47、1、他的出现比他的离去更有意义
2、意识形态很重要，没有了也就垮了
3、步子迈大，蛋没了
看的是典藏版，全本估计是禁了
48、别墅到底什么样子
49、苏联的崩溃是长时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这最后一年发生的事，成了压垮他最后的稻草
50、谁也不想背独裁者的骂名
51、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十分尖锐，苏联为何解体是20世纪政治社会的一项终极命题，1000个人就
有1000种答案，有必然，也有更多偶然。
52、读这本书难免对比，看见别人的历史联想到自家的国情。“生活本身并不像电影《赤色》所展示
的那样，它要复杂和愚蠢得多。”
作者是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也是有着深入骨髓的信念的共产主义者。有时候怀疑，这种共产主义所描
述的充满理想主义的“美好的”前景（作者自己所说），是否与同时出现的“理性的”特征相矛盾？
53、几年之间搞垮一个超级大国也蛮不容易的，戈尔巴乔夫还是有才啊
54、核心观点：戈尔巴乔夫是个大傻逼；紧急状态委员会是一群不负责任的傻逼；叶利钦是一个投机
倒把的卑鄙政客；苏联的悲剧结尾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素。
55、麦德维杰夫的这本书，貌似已经再版好几次了，之前一直没买，因为装帧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再有就是上一版有一个比较倒胃口的解说词。这版各方面都不错，值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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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

56、作者作为原苏共中央委员，对苏联解体有亲身体会和深刻感悟。本书详细描述了苏联解体的整个
时间线，并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值得一读
57、了解了一段之前不熟悉的历史。一个巨轮轰然倒下，不能全说是谁的错，各种力量交织后的结果
。
58、作为接近权利核心的人，作者比大多数人有更加真实的视线。
59、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航母的解体有多方面的原因。此书通过对解体前最后一年的记述，窥
一斑而见全豹，解读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文献社对此书钟爱有加，已为第三版本，精致的开本、封
面、精装等设计为其特色，值得成为典藏版。
60、《苏联的最后一年》由俄罗斯著名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撰写，主要讲述1991年“8?19
”事件前后苏联的经济状况、人民群众的情绪、党的领导层的变动、事件过程中的一些关节点、重要
人物，以及作者本人对这一事件的总结和反思。作者根据史料和事实，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层
的分析，有助于读者了解解体前真实的苏联，对于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61、镜鉴还是预言？
62、这本书小店有售https://weidian.com/i/2040957785?wfr=c&ifr=itemdetail
63、苏联对我们这一代的大部分人来说从来没有存在过，但一想到它的灭亡还是让我心情复杂：一方
面，中国北方最大的战略威胁灰飞烟灭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旗帜（尽管我不承认苏联的社会主
义，也不承认迄今为止任何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倒掉了，革命岁月随之彻底结束了。对于苏联的解
体，长远来看，列宁死后的每个领导人都负有责任，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苏联引入歧途，坐失改革
的良机，等到80年代的时候，苏联这艘无敌战舰已经腐化地快禁不起大修的折腾了；然而短期来看，
戈尔巴乔夫则是杀死苏联的第一凶手，不管他自己承不承认以及初衷如何。叶利钦完全是在戈尔巴乔
夫的纵容和优柔寡断下抓住机会的，既然戈尔巴乔夫自己毫无作为，那么难道还不能允许其他人蠢蠢
欲动吗？既然戈尔巴乔夫自己建议苏共解散，那么难道还指望其他人对这个国家和政党心慈手软吗
64、政治是我的弱项，第一遍下来，云里雾里，还需要多读几遍才行
65、客观地勾画出了苏联解体这一年的全貌，行云流水（翻译的功劳），站在普通党员的角度，很有
见地。全书的高潮应该是写苏联解体的那个圣诞节，随着政权的崩溃，几个人也结束了其生命，很有
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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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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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

章节试读

1、《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的笔记-第48页

        是戈尔巴乔夫第一个提到民主的，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也是他先迈出的，但叶利钦在中央全会的发
言中对此只字未提，他在民主力量领袖的地位上坐稳了，而戈尔巴乔夫却成了他的反对派。
对比叶利钦和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就是不够强力，缺少权力意志。这证明了斯宾格勒的观点，世界是
由事实组成的，而不是理念。一种力量只能为另一种力量所推翻，而非被一种原则所推翻。

2、《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的笔记-第71页

        正如一个记者所写的那样：“20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
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尼古拉二世
——末代沙皇，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3、《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的笔记-第185页

        同一天，“别洛韦日协议”在白俄罗斯也被批准通过，有263名代表投票赞成，两人弃权，另有27
名代表虽然到会，但没参加投票，只有一名代表投了反对票，他就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4、《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的笔记-第90页

        要知道，苏联本身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一个专治国家，是靠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
态？！

5、《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的笔记-第229页

        作为“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必须依靠自己赢得的巨大的政治资本，才能获得全国人民的大力
支持。但在1988-1989年的时候，要想取得这样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威望，只有依靠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实
际成果，依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民的安全程度，依靠其他有关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成就。对于
戈尔巴乔夫来说，1988年，尤其是在1989-1990年，他已经彻底丧失了这种政治资本。

6、《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的笔记-第65页

        如果掌握信息就是掌握政权，那么总统兼总书记的执政时间就不会受到限制。

7、《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的笔记-第202页

        有四大重要历史时间确定了20世纪的政治历史。俄罗斯的1917年革命导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和苏
联的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法西斯帝国，建立了新的、维持了40多年的国际关系体系。殖民帝
国主义瓦解之后，在世界东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区，有几十个国家宣布独立，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最后就是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相比，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20世
纪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中四种意识形态体系对过去一百年的世界有着特
别深远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称为共产主义思想，他首先在在苏联和中国被接受和传播
，然后扩展到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二是民族主义中最极端的部分，或者称为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一
思想武装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所谓精英。三是自由主义和多元化思想，这个思想体系最早是由西
方国家的领导阶层提出来的，最后就是民族解放主义思想，它为“第三世界”领导人提供了有力的思
想武器，到了20世纪末，激进的伊斯兰教思想有所抬头，此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出现了日
益增强的趋势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他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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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
，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P205百度——意识形态，属哲学范畴，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理解、认知
，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它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意识形态不是
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会存在。人的意识形态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教育、宣传）、价值取
向等因素影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种事物的理解、认知也不同。在苏联，意识形态一直是社会
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规模的改革都需要有意识形态的依据。这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并
不是件难事，因为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是可以兼有合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和私有财产新观念，但戈尔巴
乔夫不是思想家，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许多问题的描述也是一知半解。P234他喜欢说，但从来不做
，他经常拖延许多重要的事情和决定。P240中国的革命干部队伍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而在苏联，这
种继承性在斯大林时期就被彻底打破。P245还好剩下几个

8、《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的笔记-第69页

        1986-1987年间，苏联有两大建筑工地，一是在切尔诺贝利修了一个盖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反
应堆的石棺，另外一个就是在克里米亚萨雷奇海角附近给苏共中央总书记修建了福罗斯别墅。《苏联
的最后一年》P69
现在来看两个都是棺材！ 

9、《苏联的最后一年（典藏版）》的笔记-第95页

        交通警察在环城公路附近迎接赶到这里的军队。然后护送他们到市中心指定位置。军队进行的道
路并没有实行交通管制，几百辆坦克、装甲车、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就这样穿越整个城市向市中心挺
进，军用车辆沿途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毛子的举动，不可思议。坦克停在莫斯科的市
中心，孩子们爬到上面玩耍，莫斯科市民心平气和地和官兵们聊天。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眼前发生的一
切的实质，没人想要动用武力，没人愿意流血。P98国民素质、不流血是关键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感
到非常惊讶的是，俄罗斯总统登上坦克发表讲话的片断竟然在苏联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新闻节目里
播放了。P99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老百姓的最爱？！国家政权又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手里。但这
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另外一个政权了。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这一天，撕下了苏
联历史的最后一页。P112普戈请求亲人原谅他，“我太相信人了⋯我诚实地度过了一生”。P117这哥
们是被吓死的。他认为：“从1917年开始，在俄罗斯就建立了一个邪恶帝国，而列宁则是这个帝国的
精神化身，列宁的头像被到处摆放、悬挂、绘画、压印和雕塑。国内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该宗教规
范了人际关系的三个准则：对上级奉若神明，卑躬屈膝;对同级憎恶猜忌;对下级命令施压。”P167《共
产党员》曾是苏共主要的理论性杂志，后改名为《自由思想》，变成了很受欢迎的杂志;《党的生活》
杂志更名为《实业生活》;《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变成《消息报》并成为俄罗斯最积极的反共
、反苏维埃的刊物之一。P170他的出现比他的离去意义更为深远。P193最简单的总结。以法律和秩序
为根基的自由才是最有价值的自由P195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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