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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秘密档案-苏联惨胜真相》

前言

　　二战的真相在秘密档案之中　　二战中的苏德战争有许多历史谜团，其真相只能在两国的秘密档
案之中找到(仅在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就有超过400万份扉页上印有“国家机密”和“军事秘密
”字样的档案文件)。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一大批二战期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档案得以解密。俄罗斯历
史学家库德里亚舍夫说，档案解密能使历史恢复本来面目，这将使几十年来前苏联有关二战的官方宣
传蒙上一层阴影。俄罗斯历史学家鲍里斯的《二战秘密档案》就是一本利用解密档案揭示苏联二战惨
烈真相的畅销书。　　鲍里斯研读了“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资料”“俄罗斯军事档案资料”
“历史档案资料”和“苏联外交政治文件”等解密档案。另外，鲍里斯还参考了他的同行根据前苏联
二战解密档案撰写的著作，如《俄罗斯档案资料：卫国战争》《战争与政治：1939一1941》《1941年
不为人知的战争真相——一些秘密文件》等等。依据上述可靠资料，鲍里斯颠覆了广为流传的苏联卫
国战争的神话，重新审视了苏联在二战中的国家形象：　　首先，苏联并非单纯的受害者，而是像它
的对手纳粹德国一样积极扩张、追求霸权，被它奴役的许多弱小民族甚至宁愿投向德国入侵者来反抗
其统治；其次，苏联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在战争中效率低下，一味依赖西方盟国的援助，并因其毫不
重视个体生命的政策让人民付出了过分惨重的代价，而这一切直到苏联解体后仍被俄罗斯的官方历史
学家精心粉饰。　　鲍里斯指出的事实震撼人心，他的观点也无比犀利：“二战后，卫国战争取得的
胜利成为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主要理由，也为苏联的极权政治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于是它的存在得
以延长40多年，同时也使得效率低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二战的历史，我
们似乎耳熟能详，但也许像鲍里斯指出的那样，我们看到的远不是真正的二战史。对广大军事历史爱
好者来说，《二战秘密档案》是一部不可错过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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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秘密档案-苏联惨胜真相》

内容概要

卫国战争的胜利成为二战后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主要理由，因此苏联极力美化卫国战争。在二战档案解
密之后，历史学家鲍里斯为我们带来了迟到的真相。
本书以独特的、具有论辩性的手法，探讨了二战中最具争议性、迄今仍困扰着人们的诸多问题：人员
伤亡问题、英美租借法案、斯大林是否准备先发制人、库尔斯克会战的失策、关于英雄和叛徒的传言
是否属实⋯⋯
毫无疑问，这本书将在历史学家和读者中间引起争论，有助于人们对过去的战争建立起一个多方位、
多角度的思考方式。
第一章　苏德战争：传统论调背后的真相
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
，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苏联所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
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西方盟国援助的一味依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过去所经受过的最大灾难。在苏联和俄罗斯被称为卫国战争的苏德战争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卫国战争在苏联历史文献中是一个最大的神话，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历史文
献中它继续起着持续至今的特殊作用。同时，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需要
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
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苏联所
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西方盟
国援助的一味依赖。
战后，卫国战争取得的胜利成为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主要理由，也为苏联的极权政治提供了道义上的
支持，于是它的存在得以延长40多年，同时也使得效率低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现如今它们发展得都不错。斯大林之所以
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他善于领导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同时在这些人中确立了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领导
地位。而苏联领土的辽阔以及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亦使得苏联免于失败。
苏联是所有参战国中人员伤亡最大的，相应地，红军使德国法西斯的武装力量遭受的人员损失也是最
大的，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苏联在战胜德国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反法西斯联盟
盟国的援助，一对一地——苏联对德国，斯大林对希特勒，那也许将是另一种结局。英国和美国不仅
给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燃料、材料和技术，而且两国还分散了几乎全部的德国舰队和绝大部分空军
力量。没有这些，苏联未必能够在自己的战线取得胜利并保住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
对阵亡和失踪的将士，在英美两国中，几乎所有军人的亲属都努力弄清楚他们的下落，同时军事机关
的工作人员也有责任下发阵亡或失踪通知书，并且其中包括司法程序问题，如继承权问题等。德国的
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极权主义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一传统消灭。而在苏联，把人当做是国家机器上
的一颗螺丝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实事求是地说，牺牲或失踪战士的亲人通常也不会要求通过司法
程序办理有关自己亲属下落的手续。并且许多官兵的亲人或者死于战乱，或者被疏散到了东欧或者前
往西方、德国工作。因此，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想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计算出红军及和平居民的伤亡
情况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没有来自舆论界的压力，那么苏联在二次大战中伤亡的相对详细而准确
的统计数字也就很难被计算出来。
1993年，前联邦德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历史研究所邀请作者参加在因戈尔施塔特召开的代表大会，讨
论卫国战争最大的一次战役，而且也是整个二次大战的最大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从德国进攻苏联的那
一刻到爆发这次战役，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时间，同时德军从发动突然袭击中获得的优势早已丧失殆
尽。此时苏联有着自己的军事潜能，有可以利用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充分供给，还拥有有着较为丰
富作战经验、配备精良武器的军队，这支军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装备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对手2。但
是，正如我们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学的观点来看，红军并未赢得库尔斯克战役，在它有着那
么多优势的情况下，所取得的丁点儿成绩无法为它遭受的骇人听闻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做出辩护。
顺便说一句，由于与事件的实际进程不符，苏联关于这次战役的神话学让位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
卫战。
苏联军事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就像卫国战争的胜利事实一样——成了几十年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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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更有生命力、更具先进性的有利根据之一。我们本书中的一系列文章论述了这样一些观点：战争
时期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生产能力被很多企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谎报成绩3的方法有意识地抬
高；如果没有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苏联经济也未必能完全保障红军取得胜利。
红军和苏维埃军事工业体系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这次革命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旧军队、先前的工业
和农业体系，完全消灭了私有企业主成分——而这在纳粹德国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政治制度的强大
之处就在于，能够动员战争所需的一切国家资源、能够建立人数众多并配备军事装备的军队、能够在
前线失利的最艰难的条件下调动民众。但是，要想有效地运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或者像德国那样建立起
不依赖外来力量的独立军事经济——这是斯大林很难做到的。1917年的俄国与德国相比，工业落后的
局面一直持续到1941年。
所有这些问题在苏联历史文献中都被精心地粉饰掩盖。关于这点，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就是重复传统
论调，认为英美的援助对于苏联生产整体而言，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至于谈到伤亡人数，人们普
遍倾向于认为只需记得总数是2000万人，并不清楚其中红军的伤亡人数占多少，这一数字与德军的伤
亡人数又成何比例。
本书中将要谈论苏联的通敌叛国者。关于俄罗斯通敌叛国者的争论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俄罗斯侨民
中至今也争论不休。对此，我们从未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把曾与德国人合作过的波罗
的海沿岸居民或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众（他们的领土曾于1939～1940年被苏军占领）当成叛徒？
他们背叛了谁？是背叛了那些不顾民意吞并他们的人吗？顺便说一句，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当地居民来
说，他们在德军占领时的生活比起红军给他们二次"解放"时的生活甚至要好得多4。白俄罗斯人在德国
统治时期还有机会发展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而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甚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初，他们再也没有这种机会。
问题的症结之处就在于，二次大战中的苏联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是单纯的受害者吗？只不
过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历史文献中都未把这一点明确地表述出来。虽然大家对苏联占
领芬兰的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异议，但仍然为它辩解，说苏联是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才与德国发生冲突，
并且芬兰方面也太固执，它也必须为发生的军事冲突负一部分责任。实际上，苏联对芬兰的占领与德
国对波兰的侵略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而和平吞并波罗的海沿岸、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与德国和
平吞并奥地利及捷克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渴望在欧洲占据霸权地位。在通向占据霸权地位的道路上，苏德间的军事冲突在所
难免，只不过取决于谁先开战而已。实际上，苏联的准备工作在德军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
的同时已经着手。
西方盟国既不喜欢希特勒，也不喜欢斯大林，但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不得不支持后者。无论是苏联，还
是希特勒都一样追求的是世界霸权。但是德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比苏联要强很多。这种优势不仅体
现在坦克或飞机的数量很多、铁和钢的产量方面要大、煤和石油的开采要多得多，还体现在德国的军
人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工作、德国居民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从整体上说要高很多。
较为强大的希特勒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仅会给美英两国，而且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大得多的威胁。而即
使在反法西斯联盟存在的条件下，德国取得胜利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假设德国的原子计划能够
先于美国，在盟军进入德国本土之前实施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是
一致的。假如是德国取得了胜利，苏联将不复存在，俄罗斯领土的绝大部分将被占领，而俄罗斯也不
可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再次恢复。对于全人类而言，一旦希特勒获胜，必将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其结
果如何很难预料，而且极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的力量对比关系就是这样，获胜者如果
不是德国元首，就会是苏联总书记，反之亦然。
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人民为自己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同意，绝大多数的
德国和苏联民众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了占领者的角色（苏联占领了
芬兰，并在德国入侵波兰时充当了惟一的并且非常积极的帮凶，更不用说它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及其他
地区了）。他们不懂得种族灭绝政策和政治恐怖手段，至少，不懂得它们的真正运用范围。当然，几
百万的德国和苏联民众直接参加和共同参与了犯罪活动，虽然被追究责任的只是极小一部分。但是，
把集体的罪过归咎于几千万无辜的民众，这怎么说也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毋庸置疑，每个民族都有
一个要为之效劳的政府。但谈起下面的事情时，我们就不得不严肃了：德国人在1933年——而俄罗斯
帝国的人民在1917年时，大多数人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实际上究竟为何物，事实上
他们是有可能阻止后者上台的。而且从总体上说，希特勒成为总理也是完全民主化的，而列宁在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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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也没有拒绝召开即将来到的下一届民主选举立宪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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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苏德战争：传统论调背后的真相　　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
需要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
位，也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
苏联所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
西方盟国援助的一味依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过去所经受过的最大灾难。在苏联和俄罗斯被
称为卫国战争的苏德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卫国战争在苏联历史文献中是一个最大的神
话，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历史文献中它继续起着持续至今的特殊作用。同时，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
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
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
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苏联所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
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西方盟国援助的一味依赖。　　战后，卫国战争取得的胜利成为了苏维埃政
权存在的主要理由，也为苏联的极权政治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于是它的存在得以延长40多年，同时
也使得效率低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从失败
中汲取了教训，现如今它们发展得都不错。斯大林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他善于领导数以百万计
的人们，同时在这些人中确立了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而苏联领土的辽阔以及美国和英国的
援助亦使得苏联免于失败。　　苏联是所有参战国中人员伤亡最大的，相应地，红军使德国法西斯的
武装力量遭受的人员损失也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苏联在战胜德国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如果没有反法西斯联盟盟国的援助，一对一地——苏联对德国，斯大林对希特勒，那也许将
是另一种结局。英国和美国不仅给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燃料、材料和技术，而且两国还分散了几乎
全部的德国舰队和绝大部分空军力量。没有这些，苏联未必能够在自己的战线取得胜利并保住莫斯科
、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　　对阵亡和失踪的将士，在英美两国中，几乎所有军人的亲属都努力弄
清楚他们的下落，同时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有责任下发阵亡或失踪通知书，并且其中包括司法程序
问题，如继承权问题等。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极权主义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一传统消灭。而
在苏联，把人当做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实事求是地说，牺牲或失踪战士
的亲人通常也不会要求通过司法程序办理有关自己亲属下落的手续。并且许多官兵的亲人或者死于战
乱，或者被疏散到了东欧或者前往西方、德国工作。因此，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想在一定程度上准确
地计算出红军及和平居民的伤亡情况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没有来自舆论界的压力，那么苏联在二
次大战中伤亡的相对详细而准确的统计数字也就很难被计算出来。　　1993年，前联邦德国国防部下
属的军事历史研究所邀请作者参加在因戈尔施塔特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卫国战争最大的一次战役，
而且也是整个二次大战的最大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从德国进攻苏联的那一刻到爆发这次战役，已经过
去了整整两年时间，同时德军从发动突然袭击中获得的优势早已丧失殆尽。此时苏联有着自己的军事
潜能，有可以利用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充分供给，还拥有有着较为丰富作战经验、配备精良武器的
军队，这支军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装备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对手2。但是，正如我们报告中所指出的
那样，从军事学的观点来看，红军并未赢得库尔斯克战役，在它有着那么多优势的情况下，所取得的
丁点儿成绩无法为它遭受的骇人听闻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做出辩护。顺便说一句，由于与事件的实
际进程不符，苏联关于这次战役的神话学让位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苏联军事经济所取
得的成绩——就像卫国战争的胜利事实一样——成了几十年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生命力、
更具先进性的有利根据之一。我们本书中的一系列文章论述了这样一些观点：战争时期苏联的武器和
战斗技术装备生产能力被很多企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谎报成绩3的方法有意识地抬高；如果没有根据
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苏联经济也未必能完全保障红军取得胜利。　　红军和苏维埃军事工业体系是
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这次革命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旧军队、先前的工业和农业体系，完全消灭了私有
企业主成分——而这在纳粹德国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政治制度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动员战争所
需的一切国家资源、能够建立人数众多并配备军事装备的军队、能够在前线失利的最艰难的条件下调
动民众。但是，要想有效地运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或者像德国那样建立起不依赖外来力量的独立军事经
济——这是斯大林很难做到的。1917年的俄国与德国相比，工业落后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1年。　　
所有这些问题在苏联历史文献中都被精心地粉饰掩盖。关于这点，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就是重复传统
论调，认为英美的援助对于苏联生产整体而言，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至于谈到伤亡人数，人们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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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倾向于认为只需记得总数是2000万人，并不清楚其中红军的伤亡人数占多少，这一数字与德军的伤
亡人数又成何比例。　　本书中将要谈论苏联的通敌叛国者。关于俄罗斯通敌叛国者的争论不仅在俄
罗斯，而且在俄罗斯侨民中至今也争论不休。对此，我们从未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把
曾与德国人合作过的波罗的海沿岸居民或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众（他们的领土曾于1939～1940年
被苏军占领）当成叛徒？他们背叛了谁？是背叛了那些不顾民意吞并他们的人吗？顺便说一句，对于
波罗的海沿岸当地居民来说，他们在德军占领时的生活比起红军给他们二次"解放"时的生活甚至要好
得多4。白俄罗斯人在德国统治时期还有机会发展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而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甚至一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再也没有这种机会。　　问题的症结之处就在于，二次大战中的
苏联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是单纯的受害者吗？只不过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当今的俄罗斯
历史文献中都未把这一点明确地表述出来。虽然大家对苏联占领芬兰的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异议，但仍
然为它辩解，说苏联是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才与德国发生冲突，并且芬兰方面也太固执，它也必须为发
生的军事冲突负一部分责任。实际上，苏联对芬兰的占领与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
而和平吞并波罗的海沿岸、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与德国和平吞并奥地利及捷克也没有什么大的区
别。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渴望在欧洲占据霸权地位。在通向占据霸权地位的道路上，苏德间的军事
冲突在所难免，只不过取决于谁先开战而已。实际上，苏联的准备工作在德军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
计划开始的同时已经着手。　　西方盟国既不喜欢希特勒，也不喜欢斯大林，但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不
得不支持后者。无论是苏联，还是希特勒都一样追求的是世界霸权。但是德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比
苏联要强很多。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坦克或飞机的数量很多、铁和钢的产量方面要大、煤和石油的开
采要多得多，还体现在德国的军人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工作、德国居民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从整体上说
要高很多。　　较为强大的希特勒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仅会给美英两国，而且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大得
多的威胁。而即使在反法西斯联盟存在的条件下，德国取得胜利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假设德国
的原子计划能够先于美国，在盟军进入德国本土之前实施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民族的利益
和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假如是德国取得了胜利，苏联将不复存在，俄罗斯领土的绝大部分将被占领
，而俄罗斯也不可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再次恢复。对于全人类而言，一旦希特勒获胜，必将开始新一
轮的战争，其结果如何很难预料，而且极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的力量对比关系就是这
样，获胜者如果不是德国元首，就会是苏联总书记，反之亦然。　　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人民为
自己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同意，绝大多数的德国和苏联民众并不知道，他们
自己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了占领者的角色（苏联占领了芬兰，并在德国入侵波兰时充当
了惟一的并且非常积极的帮凶，更不用说它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及其他地区了）。他们不懂得种族灭绝
政策和政治恐怖手段，至少，不懂得它们的真正运用范围。当然，几百万的德国和苏联民众直接参加
和共同参与了犯罪活动，虽然被追究责任的只是极小一部分。但是，把集体的罪过归咎于几千万无辜
的民众，这怎么说也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毋庸置疑，每个民族都有一个要为之效劳的政府。但谈起
下面的事情时，我们就不得不严肃了：德国人在1933年——而俄罗斯帝国的人民在1917年时，大多数
人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实际上究竟为何物，事实上他们是有可能阻止后者上台的。
而且从总体上说，希特勒成为总理也是完全民主化的，而列宁在关键时刻也没有拒绝召开即将来到的
下一届民主选举立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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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二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最大的国家神话，但神话背后隐藏着惊天的谎言，鲍里斯为我们揭示血
淋淋的真相，战争来临时，真理是第一个牺牲品！　　一部真实的苏联卫国战争史，一份迟来的政治
军事大揭秘！一部军事历史爱好者的必读书！　　《二战秘密档案：苏联惨胜真相》以独特的、具有
论辩性的手法，探讨了二战中最具争议性、迄今仍困扰着人们的诸多问题：人员伤亡问题、英美租借
法案、斯大林是否准备先发制人、库尔斯克会战的失策、关于英雄和叛徒的传言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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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最大的国家神话，但神话背后隐藏着惊天的谎言，鲍里斯为我们揭示血
淋淋的真相，战争来临时，真理是第一个牺牲品！　　一部真实的苏联卫国战争史，一份迟来的政治
军事大揭秘！一部军事历史爱好者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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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7年 第一季度书单
2、或许是谎言，或许是真相。WHO KNOWS?
3、比预期好，信息量超大，尤其是对苏俄专制黑暗面和无耻面的描述令人发指，但感觉比较贴近历
史真相（鬼才相信堵枪眼的英雄），对“俄奸”弗拉索夫的客观介绍也令人唏嘘，这本书最大优点是
真实表现了历史的残酷性。缺点是俄罗斯学者对德国的青睐过于明显（作者似乎是德国波茨坦一研究
所的成员，难免吃人嘴短），文笔跟欧美畅销书的冷峻严谨相比也太过情绪化（毛子文人和天朝相似
啊），有些章节冗长啰嗦，东拉西扯，类似俄国古典名著的絮叨毛病
4、妈的，这本书刚出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本，居然丢了。
5、顾名思义
6、该书在史料上不但有意截取了符合自己结论的部分，隐去了和自己结论不符的部分，而且还进行
了大量的史料编造和扭曲。在历史方法论上，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完全以作者主观的倾向作为衡量
标准。在史观上，只有毫无根据的否定，或者是毫无价值的否定。总结而言，这本书除了作者的个人
观点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史料是为了迎合观点而拼凑的；史观不成系统极不客观，完全是作者情
绪的发泄；研发方法极其业余，道听途说+野史。
7、徘徊在三星和四星之间的一本书，当历史书看里边吐槽的成分居多。
8、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我注意到这本书是苏联人自己写的，自然也可以推测到作者对于斯大林的很
多言行是十分不满意的。但是历史有的时候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也许骗的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真
相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令人无法接受而又触目惊心啊，比如红军当时的战斗力之低下，领导对普通士兵
充当“炮灰”的冷漠。关键是希望历史不要重演才是。
9、要有自己的判断和认知，并没那么多神话。
10、似乎颠覆的。。苏联的卫国战争被他批的一无是处。。
斯大林不是什么好人那是肯定。。～
当时当叛徒也不是什么高明主意呃～
11、2009.12.15 卓越 16.2
12、本来就觉得战斗民族的水分比较足，但作者的主观臆测也太强大了，都准备写档案了就不能客观
点么
13、不一样的史料
14、通篇“可能”“应该”之类的猜测，毫无治史的态度。意识形态下历史观的另一个极端。只要是
苏联的就是错误的、落后的、失败的。无法想象其“在西方历史学界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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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以极端颠覆另一个极端。 　　查看的资料是客观的，下的结论是主观的。 　　研究历史需要百花
齐放，各色人等都允许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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