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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莫斯科决裂》

内容概要

舍甫琴柯在书中详细叙述了他进入外交界直至出逃期间的工作经历与所见所闻。由于他曾参与苏联许
多重大外交活动，并同赫鲁晓夫、葛罗米柯等人有过较多的直接接触，所以本书对于了解苏联外交是
有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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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莫斯科决裂》

作者简介

舍甫琴柯1930年出生于苏联乌克兰的一个医生的家庭。1954年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作为研究
生继续进修，1956年进入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工作。因颇受葛罗米柯的赏识，很快出任苏联驻外使
团中的高级职务。他曾任葛罗米柯的顾问。最后于1973年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5年，他在联合国
副秘书长任内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沦为该局的特务，为美国窃取了大量有关苏联内政外交的机密情
报。1978年，舍甫琴柯正式叛逃，在美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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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莫斯科决裂》

精彩短评

1、苏共上层的丑态
2、党国心腹 大患
3、如果不能成为一个人，那么其他的东西，便丧失了意义。不能失去的，是做人的根本，为人的尊
严
4、关于集权体制高层的运行方式，有较为清晰地描述。
5、满满的苏联外交口黑材料
6、冷战的好处是给人与祖国决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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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莫斯科决裂》

精彩书评

1、作者：郭松民  前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1978年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内,突然宣布叛逃到美国定居
。这在当时一下子成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人们对他叛逃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女人、酗酒
、金钱等等。6年以后,舍甫琴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愿继
续做一个伪|君|子。 确实，单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是很难给舍甫琴科的“决裂”行动找到一个令人信
服的理由的。作为苏联“高干系统”的一员，他享有在美国根本不可能享有的广泛的特权：高薪金、
高级公寓、莫斯科郊外最好地区的别墅、政府提供的由专门司机驾驶的轿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
机场的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入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
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等等。 舍氏描述说，苏联的高|干|阶|层“比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贵族
都更像贵族。当我成为这个阶层的一部分之后，对给予我的奢侈品和特殊优惠感到又惊又喜。” 这个
阶层“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和大多数群众之间，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国万里长城
的屏障把他们隔开，几乎成了国中之国”，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女儿伊米莉亚有一次对他说：“
我的父亲住在天上，二十五年来，他从来没有到莫斯科街上去过。他看到的只是车窗外的景色。”还
有一点也是很引人注意的：舍氏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刚刚43岁，是葛罗米柯的红人，非常有希望
在任期结束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既然生活优裕，前程远大，有什么必要玩这种“危险的俄罗斯轮盘
赌”呢？舍氏写到，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正是他的晋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在驱使他变节方面起
到了关键作用。1970年，他在刚满40岁时，被葛罗米柯任命为自己的私人政治顾问，开始介入苏联最
高层的政治生活，“看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真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别人看到的形象”。他惊讶的发现
，“苏联领导人并不相信他们向苏联人民灌输的意|识|形|态，也无意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落到
实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特|权”；“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一些同僚虽然深知意识|形|态的重要，但
他们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只了解一些皮毛”。他得
出结论说，“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处于一种濒临死亡的状态，不过在克里姆
林宫涂成金色的陈旧而寂静的走廊里隐藏着一座博物馆——一座思想的博物馆，肉眼可以看得见，但
却像琥珀所包裹着的一只苍蝇一样，已成为化石。” 但苏联的特|权|阶|层正是“一些靠保存这种化石
而飞黄腾达的人”，因此，虽然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却还要强迫别人相信。舍氏这样描述
这个阶层：“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述成正在向这些东西进行斗争；它批评资|
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
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  舍氏认为，这种
言行分裂状况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保住地位和特权，“我假装信仰我所不信仰的东西，假
装把档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不但在公开场合，在档的会议上和
会见朋友时，笑容可掬，扮演着伪君子的角色，甚至对家里人和我自己也是如此。”“这种生活过了
多年之后，我便开始在镜子里看到了杜里安·格雷（英国作家王尔德的长篇小说《杜里安·格雷的画
像》的主人公，他因为长期撒谎、作恶多端，其画像变得满脸皱纹，狰狞可怕）的真正的画像。” 舍
甫琴科在书中写道：“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丧失信念的情况下，却还要每时、每事、每地弄虚作假
——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被迫这样做就犹如强迫一个虔诚的教徒去和一群咄咄逼人的无神论者居
住在一起，这些人不但强迫他摈弃上帝，而且还逼他一口一句脏话辱骂上帝和圣经。”他的同事中有
的因酗酒丧命，有的发疯，更多的日益变的麻木和玩世不恭，甚至习惯了这种两面派的生活，而他自
己在经过了长时间痛苦的犹豫后决定：与莫斯科决裂！ 舍氏在写作这本书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担任
苏|共|总|书|记，但地位已经很显赫。他认为，戈氏所以能够青云直上，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得益于一
个偶然因素：1978年以前，戈氏担任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第一书|记|，那里有遐迩闻名的矿泉，
是疗养胜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定期去那里疗养。“戈尔巴乔夫作为当地的第一书记
，有机会和他们多次见面，并且能像俄国人说的那样——卖弄自己。” 舍氏认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
式，也是特|权|阶|层维护自身利益一种方式。 叛|逃毕竟是不光彩的。我相信，舍甫琴科用这样的理由
解释自己叛逃的原因，无疑有为自己辩解的考虑，但他对前苏联特|权|阶|层|精神状态的描述，应该说
还是准确的——1991年，在苏联解体前夕，一项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和
舍甫琴科的结论不谋而合：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只有不到10%的人信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他
还是过低估计了“这种普遍的精神分裂”对苏联的危害。他在这本书的最后断言：苏联并不会很快解
体。但仅仅过了7年，这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国家”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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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莫斯科决裂》

2、在读《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一书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位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
高级外交官叛逃美国的故事。不久，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偶然翻到了这位外交官的自传《与莫斯科
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阿尔卡季·舍甫琴柯（1930-1998），出生于乌克兰，前苏联高
级外交官。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学历。先后在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驻联合国
代表处工作。后任外交部部长顾问、联合国负责政治和安理会事务的副秘书长。1978年叛逃美国。叛
逃他国的原因一般有三种：一，受到迫害；二，逃避法律责任；三，受到金钱或美色的诱惑。舍甫琴
柯的叛逃属于哪种情况呢？他家庭出身良好，父亲是一名有地位的医生，哥哥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他
深受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赏识，43岁就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前途无量。在他叛逃之后，苏联方面说
他酗酒、好色。舍甫琴柯说这是造谣和中伤。他的同事维克多·伊斯拉俄良大使认为舍甫琴柯酗酒。
（见《在冷战的战场上：一位苏联大使的自白》）即便此事属实，酗酒如果不误事，那也不是大毛病
。似乎舍甫琴柯没有因为喝酒误事或在外交场合失态。显然，这些不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舍甫琴柯
从小到大一直很顺利。他靠自己的才识和机遇进入了上层社会。“上层人物和芸芸众生不同，他们享
有独特的广泛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别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
、机场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入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
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
人相遇。事实上，高干系统的最高级人物和大多数群众之间，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国万里长城的屏
障把他们隔开。”（第205-206页）“以葛罗米柯为例。他在近四十年中从未涉足莫斯科的街道。所有
其他人几乎也都是如此。在克里姆林宫涂成金色的陈旧而寂静的走廊里隐藏着一座博物馆——一座思
想的博物馆，肉眼可以看得见，但却象琥珀所包裹着的一只苍蝇一样，已成为化石。那些因保存这种
古迹而飞黄腾达的人，企图强迫苏联人民相信一个以乌托邦神话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第22页）但
是，这些物质上的享受不能抵消精神上的不安。他认清了社会主义的虚伪面目。党和人民的利益只是
幌子，所有官场上的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丧失信念的情况下，却还要每时
、每事、每地弄虚作假——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第20页）舍甫琴柯厌倦了这个虚假的制度，
无处不在的克格勃，以及无事不管的党组织。于是他决定离开这个丑恶的地方。他说：“我一贯热爱
俄国，今后仍将永远如此。⋯⋯我所‘背叛’的只是这个政权以及支撑它的那个社会制度。”（《前
言》）因此，他说自己是“决裂”而不是“叛逃”。1973年舍甫琴柯向美国官方表达了离开苏联的愿
望。不料，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他做间谍。此后三年是舍甫琴柯一生最惶恐、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叛
逃是他的愿望，但是做间谍却不是他情愿的。他的自传的第一部分就是“并非甘愿当间谍”。《与莫
斯科决裂》透露了苏联外交系统的一些见不得阳光的黑暗面。例如，外交官（包括外交部长）利用出
国的机会购物，甚至走私物品挣钱。苏联驻外使馆中的工作人员有相当比例的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成
员。苏联甚至把间谍大量安插进联合国。此书也有较多关于中苏关系的内容。在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
中，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会议上积极主张对中国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第194页）这个记载可
谓耸人听闻。如果所载属实，当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目前，这一记载尚缺乏官方档案的印证。叛
逃后，舍甫琴柯在美国过着公开的生活。他的妻子始终蒙在鼓里，回到苏联后不久就自杀身亡。他的
一对儿女受到牵连，所幸没有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这比斯大林时代好了很多。他在外交部的一些同
事被连累。舍甫琴柯在美国再婚，20年后病死。《与莫斯科决裂》记载了舍甫琴柯一生亲历的大事，
透露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制度鲜为人知的一面。尽管他对某些人物的姓名做了处理，但是措辞相当直
率。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能在不受任何人控制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无需惴惴于政治观
点和意识形态是否能被人接受。”（《前言》）此书对叛逃前后的心理历程描写得非常详细。把那种
变节者的恐惧、焦虑和期望的心态描写入微，看起来比较真实。伊斯拉俄良认为舍甫琴柯在此书中有
自夸的成分。我无意评论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的对错与否。但是，他的行为最大的受害者是他的亲
人和朋友。(甄鹏《共识网》2012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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