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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我看到的俄罗斯    ——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访谈记录    2011年12月，时值苏联
解体20周年。
国内不少媒体相继以此为专题作了回顾性报道。
同月6日，我应邀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我看到的俄罗斯”为题，与网友
进行了在线交流。
访谈内容恰和本书有关，和接下来要写的两本书也有关。
因此我将稍加整理的访谈记录放在这里，作为《在历史祭坛上：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一书的代序。
亲历解体前的苏联，感受末日黄昏    主持人：您在莫斯科留学时，是苏联解体前夕，留学期间给您留
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郑建新：1989年8月下旬，我们踏上国列，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留学。
国列穿过蒙古，进入西伯利亚。
火车行驶在西伯利亚原野时，那里的煤矿工人正在进行大罢工。
那次罢工使苏联当时已经恶化的经济更加糟糕，也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带来更多的困难。
    苏联改革的第五年，世界瞩目。
而我们将去苏联首都莫斯科留学，可以亲眼看到改革，无疑很是兴奋。
    8月底抵达莫斯科。
一个月后我去了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
学院的院长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几乎是与叶利钦同样有名的改革激进派领导人。
    以前一直是在北京，在远处了解和观察苏联的改革，以及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现在则是来到了
改革的中心，改革就在我们身边。
但是刚开始的几个月，近在身边的改革突然变得非常模糊，因为刚来莫斯科的我们，语言不通，看不
懂电视和报纸，周围是陌生的面孔和环境，发生的事情比在国内知道得甚至还要晚。
我们暂时浮在苏联社会的表面。
    几个月后，慢慢熟悉了语言和环境，才开始能够了解和亲眼观察那里发生的一切。
那是一个帝国的黄昏，是一个巨人踉跄迈出的最后几步。
记忆中最深刻的有这样一些瞬间：    1989年的新年，戈尔巴乔夫致新年贺词时表情很沉重；已经不见
往曰的自信和风采。
苏联人是在国家一片混乱中迎来了1990年。
电视里传出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钟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悠远深沉，余音缭绕，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在友谊大学生宿舍聊天时，苏联大学生对戈尔巴乔夫的不满令我惊异，改革一团糟，国家走入死胡
同，无政府主义泛滥，经济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戈尔巴乔夫太软弱，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
领导人，需要铁腕人物，整顿秩序，恢复经济⋯⋯这和我们对苏联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了解有太多的
差距。
    新年过后不久，1990：~2月叶利钦等人召集的大规模集会，万头攒动，令人震撼，游行者呼喊着否
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的口号，响彻天空。
电视里的场面给人的感觉是，红色帝国的根基已经动摇了。
    戈尔巴乔夫3月当选为苏联总统；5月底叶利钦在俄罗斯联盟胜出，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党内
的激烈斗争，政坛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五一节的红场游行后，3万人走进红场，高呼最时髦的口号，
对国家领导人轻蔑地打着口哨，大喝倒彩，发出“嘘嘘”声，令人大跌眼镜。
    二十八大于1990年7月召开，苏共最后一届党代会，我们惊异地得知，叶利钦退党了，身边熟悉的苏
联人也告诉我，大批党员退党，她和丈夫都退党了；二十八大后，8月我从西欧旅游回到莫斯科，有
几天食品店竟然面包脱销，几十年未有过的情景，说明了苏联物资匮乏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不断加剧
的民族矛盾，我的导师是研究民族问题的，我们在他家里做客时，他担忧地讲过；    1990年10月3日我
坐上了回国的火车。
那天极冷，北风呼啸，雪花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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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下了第一场雪。
火车晚点，半夜时分才启程。
莫斯科渐渐隐没在黑暗中，那一刻我觉得苏联的改革前景如同这漆黑的夜，前途莫测。
那天也正是东西德统一的日子。
    目睹叶利钦时期，黑暗中的危机    主持人：叶利钦时期呢？
有哪些记忆深刻的瞬间？
    郑建新：叶利钦执政的8年，我有7年是在那里度过的，对那一时期有着深刻而真实的体验。
简单说，整个叶利钦时期犹如莫斯科冬季最阴暗的天空。
这不仅是指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同时还反映在俄罗斯人的脸上。
人们的表情凝重，不安，忧虑重重。
    炮轰白宫事件记忆犹新。
那夜听得到市中心传来的枪炮声，感觉莫斯科就要打仗了。
事件平息后我们去了白宫，议会大厦千疮百孔，上面几层被烟熏得很黑，没有窗户，附近还停着坦克
，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
    两次金融危机，1994年底1995年初，还有1998年，这两次最大的金融危机我都经历了。
卢布贬值，几乎成为废纸，不仅华商和俄罗斯商人都受到巨大损失，俄罗斯百姓顷刻间也失去了多年
的积蓄。
一次我看到某家银行前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想把贬值的卢布取出来，换成任何商品，但是银行里没有
钱⋯⋯    俄罗斯社会极其不安全，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旅俄华人对此感受最深。
1995年我的老板半夜被抢劫，四个蒙面大盗闯进他租住的公寓，刺伤老板，打伤他的女儿女婿，抢走7
万美元。
这样的事屡屡发生，很多华人都遇到过，我自己也被抢劫过。
其实也不仅是华人，连俄罗斯人都感到生活很不安全。
我记得当时俄媒体不断报道银行行长连续遭到暗杀，破案？
叶利钦大声疾呼一定要找到凶手，但一个都没有找到。
还记得电视台一个著名主播被暗杀了，因为他反对在电视上做酒的广告。
俄罗斯的杀手很厉害。
    上世纪末发生在莫斯科的恐怖事件，实在恐怖：1999@：夏秋之交，几天之内三栋居民大楼被恐怖
分子炸毁，电视里的镜头是轰然倒塌的居民楼和百姓痛哭的场面，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还有一
些居民半夜被告知要紧急疏散，因为接到了大楼有炸药的电话⋯⋯    叶利钦时期正如俄罗斯一些历史
学家所称：是俄罗斯几百年来最暗淡的历史时期。
    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应客观真实    网友qawsedrfa：您对戈老感兴趣？
    郑建新：是的，我长久以来一直对这个人感兴趣。
    1985年戈氏走上苏联最高领导人岗位，很快他就发起了惊天动地的改革。
全世界都很看好。
他年轻，充满朝气，没有历史包袱，思维敏捷，能言善辩，性格坦诚。
那时我在读研究生，由于自小学的是俄语，对苏联发生的一切也就更多了一份关心。
1987年底调到了中国社科院苏东研究所工作，研究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就是我的工作。
而世界瞩目的苏联改革也正在戈氏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展开。
记得1988年我收集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关于苏联改革的文章《戈尔巴乔夫其人和苏联的改革》，刊
载在《苏联东欧问题》当年第五期，现在看那篇文章，对戈氏的改革估计有些乐观了。
一年后有幸赴苏留学看到的已经是另一番情景。
    戈氏的命运和苏联改革的命运不可分。
改革以苏联解体落幕，戈氏也走下了历史舞台。
这场轰轰烈烈开始却以联盟支离破碎解体而告结束的历史大剧，异常生动复杂曲折壮阔和带有悲剧色
彩，因为改革的发起人得到的并非是他发起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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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我在留学时亲眼看到了，更多的也不是很清楚。
我很想搞清楚这幕历史大剧究竟是如何发生，经历了什么，又为何如此惨烈地结束。
在后来旅居俄罗斯的十几年间，我一直关注走下政坛的戈氏，一直抱有要写出这个人和那场改革的愿
望。
    去年在我乘火车赴赤塔大学教书时，同包厢的俄罗斯教师（在青岛某大学任教）阿廖娜问我：为什
么写他？
俄罗斯人至今对他没有好感。
我说：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他值得写，值得研究。
    网友故园春早：《在历史祭坛上：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谈谈这本书的写作，很难写吧？
    郑建新：戈尔巴乔夫生于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时期。
写他的生平几乎涉及到了前苏联所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需要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和资料，掌握整个
苏联时期各个领导人的执政情况、功过得失，熟悉苏共历史，当然这都是背景资料，最重要的是要熟
知本书主人公的成长环境、家庭、性格形成特点、生活经历、他的爱情及其对他的影响等，这些内在
的东西又如何与机遇和条件相重合，将他推上历史舞台，走上权力最高峰，以及又如何发动了惊世骇
俗的改革。
我读了能找到的大量相关书籍和在俄罗斯网站上找到的大量文章。
全书分为六部分，重点是改革。
那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最不成功的一件事，其结果至今让他心痛的一件事。
但他始终认为，当时改革是必需的。
他的改革和他的命运不失为一出最悲壮的历史大剧，令人扼腕痛惜和深思。
    写作时总的原则是客观、真实，尺度的把握很重要，将一个高加索移民的农家孩子，如何通过自己
的努力，取得了人生的辉煌，又如何怀抱最美好的理想，顺应历史，义无反顾地发起改革，甚至可以
押上自己的命运，最终也被改革大潮裹挟，黯然走下历史舞台，那个庞大的红色帝国，也在改革中轰
然坍塌。
他的勇气令人钦佩，但政治上显得幼稚，改革中的每一步在策略上也并非考虑很周全，最重要的是，
他不仅押上了自己的命运，还将全体苏联人的命运押在没有把握的改革上。
他爱自己的理想甚于爱自己的民众。
这大概是俄罗斯人至今没有原谅他的原因。
这是我写在书里的几句话。
总之，本书通过戈尔巴乔夫的人生，主要反映的就是前苏联的那段历史，一个帝国的黄昏，一颗即将
坠落的夕阳和一个企图挽回夕阳坠落的人的命运。
普京是一个有魅力、有个性的大国领袖    网友一天一地一广仔：您如何看待普京？
他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哪些不同？
    郑建新：普京是个有特点有个性的人，他冷静，理智，不动声色，强硬；他又多才多艺，上天可驾
飞机，入海可开潜艇，擅长柔道，会弹钢琴，真可谓多才多艺，世界上像他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几乎
没有第二个。
    普京的硬汉形象很有魅力，尤其得俄罗斯女人青睐。
    普京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从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我在莫斯科就听到俄罗斯人对他的颇多微词。
但他很善于用媒体来展示自己的魅力一面。
加上他执政的几年国际大环境不错，油价一路高升，俄罗斯经济得以复苏。
他的声望也如日中天，非常高。
但近几年反对他的呼声有越来越强的趋势，特别是这次梅普“二人转”，俄罗斯很多人感觉受到愚弄
，很反感。
这次俄议会选举已经凸现这一问题。
这也给他竞选总统罩上阴影。
即使他再次当选，他所面临的局势也与以前会有很大不同，将面对更多的挑战。
但总的来说，普京不失为一个有能力和魅力的大国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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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面的8年执政，改变了俄罗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境况，恢复了一个大国的尊严和自信，这是
有目共睹的。
    他是后苏联时代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
他出身于克格勃，此前也有一位，即安得罗波夫。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三位领导人所处时期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性格也不同。
    从现在看大众对反腐效果和成效不是很满意    网友银山拍天浪：看到报道，很多俄罗斯中产阶级都
想移居他国，原因是国家的腐败，可否谈谈俄罗斯的腐败问题？
哪个时期最严重？
如何治理？
有没有成效？
    郑建新：腐败在前苏联就很严重了。
1989-1990年留学期间，看到不少这方面的问题。
他们的腐败很有特点，每个人，哪怕只是个售票员、宿舍管理员、售货员，都可能利用手中那点权力
索要钱物。
比如在火车站买不到火车票，但只要在护照里夹点钱或是一块巧克力递进去，问题就能解决；再比如
宿舍管理员说你违规了，送她点好处或小礼物，马上默许你在宿舍做饭、点电炉什么的；柜台上买不
到的东西，比如一次我们在“儿童世界”看到排长队买吸尘器，很遗憾没轮到我们就卖完了，走到柜
台前，那个售货员却从柜台下面拿出两个，问我们要不要，价钱是公价的两倍。
    苏联解体后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华人碰到的主要是在经商方面和办理居住签证方面。
经商方面，比如清关，不送好处简直不可能拿出自己的商品，没有问题也会找出问题，让你的商品躺
在仓库里，每天要交很多罚金。
而办理居住签证，就是在莫斯科警察局，那里可以说是贪污受贿最严重最集中的地方之一，那里的每
个人都能得到巨大的好处，坐在收文件窗口里的漂亮女孩，塞她点钱会迅速周到地为你办理，否则可
能你要多跑好几趟，随随便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拒收你的文件；分管局长更是个美差，不少人的延期居
住签证要得到局长的特批，这就给了局长一个收取好处费的合理机会，而且由此衍生出了“黄牛”，
他们和局长很熟，他们去找局长没有办不成的事，好处费自然他们也有一份。
一般一个人的延期居住签证黄牛最少都要收200美金。
此外，其他方面的腐败在媒体上也可以不时看到。
腐败像癌细胞那样蔓延，每一个有可能的人都不放过收取好处费的机会，很难治理。
有一次我打出租车丢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全是联系电话，我很着急。
两天后那个司机打来电话，说是给他钱他就给我送来，要的钱还不少，那张无耻的脸现在还在我眼前
晃⋯⋯    普京时期和梅德韦杰夫执政后一直高喊打腐反腐，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2008年制定了
《反腐败法》，突出要预防，公民参与，完备体系等；此前，梅德韦杰夫执政初始就每周召开一次直
属总统的反腐败委员会会议，还制定了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法，今年又签署了新的反腐败法令，规
定受贿贪污者最高罚款可达收取贿赂的100倍，从个人资产中扣等。
但是成效似乎不很显著，民众仍不满意。
    最近看到俄网站上一个网友提的问题：俄罗斯的官员100％腐败还是99％？
很多跟帖回答：绝对是100％，还补充了一句：不仅是俄罗斯。
有人这样解释为什么：官员是一个完整的链，如果去掉了其中一环，那么链条就会断裂，无法存在，
所以不贪腐的官员很快会被从中清除掉。
    主持人：斯大林的女儿刚刚在美国去世了，俄罗斯人怎么看待斯大林的女儿？
    郑建新：约瑟夫·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1月22日在美国一家养老院去世。
俄罗斯媒体电台电视台都有报道，俄罗斯百姓对此也比较关注。
    电视一频道简要播放了她的资料图片，并这样说：曾经被称为各族人民领袖的斯大林的女儿，一生
的一半在西方度过。
她的一生更像一本冒险小说，没有任何苏联权贵子女通常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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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喜爱的是她。
克里姆林宫公主的生活大起大落，饱尝富贵和贫困。
她有过三个名字：出生时的斯维特兰娜，后来生活中的阿利卢耶娃，去世时名为拉娜·皮杰尔斯。
她违背父亲的意愿和苏联沿袭的老规矩生活。
在一次采访中她说：我恨俄罗斯，苏维埃的俄罗斯，我永远不会回去。
我不是俄罗斯人。
1967年叛逃到美国。
1970年第三次结婚，丈夫姓皮杰尔斯。
生了一个女儿奥莉加，后来她与丈夫离婚，周游世界，以写回忆录的稿费生活。
1984年突然回到莫斯科，并探访了家乡格鲁吉亚；但不到两年，又返回美国。
最后一年她住在美国威斯康星一个小镇，开始租房住，后来去了养老院。
    《共青团真理报》也作了报道，称她死于赤贫。
她很遗憾母亲嫁给了斯大林，而不是木匠。
她以自己受难的一生为父亲受罚。
她改变了一切：国籍，丈夫，信仰，却无法改变她是斯大林的女儿。
斯大林的阴影一直跟随着她。
她说：无论我在哪里，在美国、瑞士、印度还是奥地利，或是到一个孤岛上，我永远是自己父亲的名
字的政治囚犯，就像我国的今天。
    俄罗斯网上看到俄罗斯人这样一些评论：    真可怕，她不是女儿，出卖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她的命就是这样，如今她的灵魂终于回归了寂静⋯⋯    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却不得不背着那个时代
的独裁者的重负，但这并非是谁的过错⋯⋯    网友糖果乐园：俄罗斯年轻人的状况？
他们是否也像中国年轻人，是车奴和房奴？
    郑建新：我去年在赤塔大学任教时，对我教授的三年级大学生作了一份问答卷，可以从某个方面反
映俄罗斯年轻人的状况：    问：什么时代出生？
前苏联还是俄罗斯？
    答：前苏联末年，1990年，1989年。
    问：知道苏联吗？
怎么看苏联？
    答：知道，但那时需要改革。
    问：知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吗？
对改革如何看？
    答：人们可能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但改革是必要的。
    问：去过莫斯科吗？
    答：没有，去过满洲里。
    问：对现在的生活如何看？
    答：不很好，我们寄希望于未来。
    问：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
    答：⋯⋯    问：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答：去中国工作，或去其他国家。
    问：信教吗？
    答：信。
（几乎是全部）    问：喜欢赤塔吗？
    答：不很喜欢，这里太落后。
    问：吸烟吗？
    答：13人有三人吸烟（还好，有的班女生绝大部分吸烟）。
    我看到的俄罗斯大学生，学中文的，很刻苦，业余时间除了学习就是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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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时间娱乐，”她们对我说。
    买房肯定是要贷款的，尤其在莫斯科，天价，比北京还贵；汽车相对便宜。
    俄罗斯旅途丰富了我的写作视野    网友杨再昌：旅俄生涯对您的人生及写作有哪些启发和影响？
    郑建新：俄罗斯人坦率，不会揣摩别人，有话直说，有时让人觉得变脸很快。
俄罗斯人有着坚韧和罕见的忍耐力，历经沧桑，却依然顽强。
俄罗斯精神可以说是他们内心深处对东正教的虔诚的信仰，感谢上苍，寄希望于上苍，他们相信这辈
子的苦难，可以换取死后的安宁。
    俄罗斯很美，大自然，天然的，森林，海洋，湖泊，莫斯科市内就有很多大片森林，还有美丽的莫
斯科河。
那里冬季寒冷，对俄罗斯人的性格肯定有影响，他们的坚韧不屈与此密切相关。
俄罗斯气势宏大自然美丽的风光也是他们文学艺术的创作源泉，灵感的来源。
    俄罗斯为什么有那么多出色的文学家和诗人，正是源于此。
游览过俄罗斯的美景，就会有很深的体会。
我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生活这么多年，自然多少也会受到熏陶，受到影响。
况且一个人漂泊在外，常感孤独，也由此极大地丰富了内心世界，并且很想将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写出
来。
    主持人：有人说，您的《俄罗斯证人》一书是近些年反映俄罗斯的最生动和真实的一本书，听说打
算写成系列作品，能否谈谈您的写作计划？
    郑建新：总的构想是，  《俄罗斯证人》一书写了三个时期：红色帝国的最后时光（戈尔巴乔夫时期
），黯淡的叶利钦时期，交错光影的普京时代，从社会底层百姓小事，至国家重大事件，以作者亲眼
目睹的生动故事展示一个国家和民族经历的历史巨变；接下来的三本书是这三个时期的执政者的传记
，恰好可以构成一套完整的丛书。
该丛书将会更加深入地多层次地深刻全面地反映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震惊世界的苏联解体，解体后的俄
罗斯经历的苦难历程和普京上台后如何力求重振大国雄威的历史。
这会是一套很有价值的系列丛书。
出版社对此也很感兴趣。
打算先写普京，然后是叶利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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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建新所著的《在历史祭坛上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讲述在历史祭坛上：戈尔巴乔夫的命运。

《在历史祭坛上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中他凭借自己的才干走上了红色帝国的权力顶峰，却被他本人发
起的改革大浪无情吞噬；他曾经受到苏联民众的巨大支持，却最终被自己的同胞抛弃；他满怀美好的
理想发起了惊天动地的改革，却以联盟解体告终；他在国际社会受到广泛尊重。
却在自己的国家始终受到冷落和责难；他坚持改革初衷至今不变，也一直为联盟解体痛心不已⋯⋯
一个集成功与失败、赞扬和责难于一身的人，一个在历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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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建新（笔名西蒙），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硕士学位。
曾供职于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1989-1990年在前苏联莫斯科留学。
1992年-2006年在莫斯科主要从事翻译和文化交流等工作。
2002年始，以《环球时报》驻莫斯科特约记者身份为该报供稿。
现在俄罗斯远东某大学任教。

中国翻译家协会专家会员。
译作：《达·芬奇传》，河南海燕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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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莫斯科南面，遥远的南方，在黑海和里海之间，大高加索山北面的斜坡上，延伸着一大片平原，很
适于种庄稼，也是牧养的好地方。
那里地势平缓，气候温和，常年绿草如茵，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小山上有高加索矿泉水带，小泉水源源不断地从山岩间潺潺流下，更有别什套山的矿泉水从1400多米
高的山岩上奔流而下，景色壮观。
那里的天然气和石油储量也相当丰富，此外这里还是有名的建材区，木材储量丰富。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故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斯塔夫罗波尔是前高加索的中心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
1975年曾在这里的马舒克国营农场内发现了一个约4000年前的古墓，里面葬着一个主人和他的四名仆
人。
而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里就有苗特人和辛德人的部落。
公元前8至公元前7世纪，来自第聂伯河沿岸的西徐亚人和克里米亚人侵占了这里。
后来这片土地曾属于希腊殖民者。
公元初年阿兰人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国家，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后被匈奴消灭了。
约从9世纪开始，基督教流传到这里。
俄罗斯人最早出现在斯塔夫罗波尔平原大约在10世纪，与基辅罗斯联系密切的特穆塔拉坎公国也于那
时出现。
13世纪鞑靼一蒙古入侵者再次踏入了这块平原，成为这里的统治者。
    俄罗斯帝国在这里立稳脚跟，是在1555年8月。
那时伊凡雷帝的使者安德烈·谢佩托夫与阿迪格公使从北高加索回到莫斯科后，随即宣布位于北高加
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王国永远隶属俄国。
此后在那里建立了军事防线。
叶卡捷林娜二世在位期间，修筑了亚速一莫兹多克边界设防线，由七个城堡组成，斯塔夫罗波尔是其
中之一。
城堡的第一批卫士是霍皮奥尔哥萨克（今沃罗涅日省）和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省）团的近卫军士
兵。
    此后俄国军队开赴这里驻扎，并开始建设哥萨克村镇。
其他地方的很多农民也跑到这里，他们是为了逃脱地主的残酷压榨。
后来沙皇采取强制方式将农民流放到此地。
大迁移使俄罗斯农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种种人间悲剧，惨不忍睹，令人发指，很多人在迁移中丧命，
成为沙皇移民的牺牲品。
在大批被迫迁往这里的农民中，有一个姓戈尔巴乔夫的家族，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米哈伊尔·谢尔盖
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先辈。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曾祖父莫伊谢伊一家，是从沃罗涅日省迁来的移民；外曾祖父母戈普卡洛一
家，是来自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和哈尔科夫的移民。
    戈尔巴乔夫家族的先人——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就这样被迫来到高加索平原，在这里定居，开始
了新的生活。
    曾祖父莫伊谢伊·戈尔巴乔夫有三个儿子：阿列克谢、格里戈里和安德烈，安德烈就是后来的小米
沙（米哈伊尔的昵称）的爷爷。
曾祖父全家住在普里沃利村的最边上，倒数第二个农舍。
左边50步之外就是萨利斯草原，右边是卡尔梅希草原。
当年的戈尔巴乔夫一家是个大家庭，18口人。
邻里不是近亲就是远戚，都姓戈尔巴乔夫。
据本书主人公回忆，大家庭秩序井然，日子过得安稳有序。
曾祖父是一家之长，他的话就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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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们成家后都另外盖房单过。
小儿子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小米沙的爷爷）与祖母斯捷潘尼达结婚后，也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1909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出生了。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未满十岁时，十月革命发生了，整个国家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斯塔夫罗波尔也不例外。
米沙的外公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是一个坚定积极的革命者。
13岁时戈普卡洛的父亲去世，五个孩子中他是老大，下有四个弟妹，家里生活非常清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小米沙的外公曾在土耳其前线作战。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他分到了土地。
“我们的土地是苏维埃给的。
”这句话他常常挂在嘴边。
苏维埃是他的恩人，苏维埃的任何运动他都会积极热情地参加。
20世纪20年代，外公参与创建了村里的土地共耕社，全家——外婆瓦西里萨·卢基扬诺夫娜（她娘家
姓利托夫琴科，其家族的根也在乌克兰），还有米沙的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都入了社，那
时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还是个小女孩。
1928年外公加入了联共（布），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
他参与建立的集体农庄名为“庄稼人”，他担任了第一任农庄主席。
米沙后来有时候会问起外婆当年外公是如何建立起合作社的，外婆总是幽默地说：合作社啊，  “你
外公建立了一整夜，可第二天早上人们就都跑光了”。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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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1年3月2曰是戈尔巴乔夫的80大寿。
生日前夕，美国和俄罗斯的一些媒体相继采访了他。
80岁高龄的前苏联总统，依然精神矍铄，反应敏锐，谈吐幽默，活力不减当年。
他说：“我和赖莎曾设想，活到2000年就够了，不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就是说，我70岁，她69岁。
但是她没能活到。
离2000年还有三个月，也即是我们结婚46周年之际，她去世了。
”    “如果一切可以重新开始，我的选择依然不变。
有幸遇到我的妻子，这是我的福和惊喜。
如果没有大学经历，那么我的生活舞台完全会是另一种。
自1955年8月始我一直从政，当然，此前在大学学习的5年也从事了团的工作。
我不想改变这一切。
⋯⋯改革的结局是不幸的，联盟解体了。
这个结果战胜了我。
我终归不是其对手。
”    戈尔巴乔夫现居住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幢大别墅里，家人常常和他一起团聚。
“（我）卖了我们原来的一切，为大家在莫斯科郊区买了一所大房子，够所有家人居住，包括两个外
孙女和她们自己的家。
”    谈起自己的生活，他说：“我每天上网看新闻。
夜里12点躺下睡觉，这是当总统时养成的蠢习惯。
早晨7点起床，做操40分钟，早操后散步，然后听莫斯科之声广播，商务广播，看电视，然后上网⋯⋯
”    “我不想澄清什么，历史就是历史。
最大的价值是生命。
我还活着。
任何时候也没有想到能活到80岁。
农民出身，土地，劳动。
现在我的健康有不少问题。
70岁后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不舒服。
已经做了几次手术。
⋯⋯没什么，我要说，最重要的是精神状态。
”    一年前在他79岁生日时，回答记者有关改革的成功和教训时，戈尔巴乔夫说：“改革和当代的最
重要的教训在于，不能指望通过飞跃或剧变获得成功。
当然，我们头脑中产生这种愿望是有历史原因的。
我们一直习惯于自我发泄、自我保护、自我激励。
为了民族大计而在许多方面放弃或限制自我。
人们今后还会如此，这是他们的优点⋯⋯不过，还是不要期望所有的问题可以一下子得到解决。
不要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    “而改革的主要错误，我认为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人民群众的巨大的支持。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政权得到过如此巨大的支持。
然而，我们从1990年春天开始逐渐失去这一支持。
我们也没有抓住时机解决市场问题。
人民一直在等待，可我们却没能抛弃陈旧的观点，依然将资金——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都花费在那些已
经过时的大项目上。
应当使人们的需求、收入与市场保持平衡，让一部分国防工业企业生产优质民用品。
这样的话，人民就会理解叶利钦以及激进民主派的做法，也就不会发生叛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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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时人们认为：也许叛乱分子是对的，也许他们想使国家保持现状而不致变得更差。
但没过多久他们就明白了，这不是他们要走的路。
”    关于人们对改革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最近一次（2011年）社会调查显示，54％的人认为改
革在当时是必要的。
10年前持这个观点的人是40％，45％的人持相反的看法，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开始明白为什么要改革。
    戈尔巴乔夫在他80大寿之际答记者问时再次声言：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后悔发起改革”，  “会有越
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明白改革的正确性”。
    2012年3月又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生日。
81岁的前苏联总统仍然很活跃，出国演讲，著书撰稿，关注和评论时政。
他特别关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有关俄罗斯杜马选举的舞弊问题，以及由此引发大批民众走上街头集
会示威的局势。
他一再呼吁公正选举，表示赞同重新选举。
对于普京再次竞选俄罗斯总统，戈尔巴乔夫也几次发表意见，认为普京已经担当过两次总理（第一次
时间很短）、两届总统，执政时间足够长了，他不应当再次竞选总统，谋求执政。
一两个人（“梅普”或“普梅”）长期执政，对于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国家无益。
他甚至劝说普京不要眷恋权力，学习他当年毅然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举动。
戈尔巴乔夫的意见引起俄罗斯社会和全世界各国的关注。
也许他的意见不无道理，但是俄罗斯社会主流意识却再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俄罗斯人为争取民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苏联解体，包括苏联解体后民众
经历的苦难，也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命运。
20年过去了，戈尔巴乔夫认为，今日俄罗斯离真正的民主社会还差得很远。
他很清楚这一点，也会为之坚持不懈地继续努力。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戈尔巴乔夫，如今走进了自己生命的暮年。
不论当权者对他打压还是褒奖，也不管自己的同胞如何长时间冷落他，他依然对自己的选择不弃不舍
，严守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仰，顽强地一路走下去。
他知道，这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也是上天赋予他的宿命。
    （说明：后记引文均来自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和俄罗斯网站相关资料）    2011年1月1 3日完成一稿，呼
和浩特    2011年3月28日完成二稿，北京寓所    2012年3月14日完成文稿的最后修改，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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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建新所著的《在历史祭坛上戈尔巴乔夫的命运》通过戈尔巴乔夫的人生，主要反映的就是前苏联的
那段历史，一个帝国的黄昏，一颗即将坠落的夕阳和一个企图挽回夕阳坠落的人的命运。
本书将会更加深入地多层次地深刻全面地反映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震惊世界的苏联解体，解体后的俄罗
斯经历的苦难历程和普京上台后如何力求重振大国雄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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