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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斯大林（最新版修订本）（套装上下册）》自出版以来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作者曾历任前
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等要职。
掌握大量前苏联政府的高度机密，从第一手资料和大量史料中截取鲜为人知的政治内幕，以无可争辩
的历史真实和细致入微的近距离考察。
为读者还原了一个强大的领袖、一个剥落掉光环的人和一个真实可信的灵魂。
斯大林是前苏联的重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是伟大时代锻造的伟大的人。
他的名字在俄文中意为“铁人”，而他本人也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情感。
站在权力巅峰数十载的斯大林，始终是一个复杂且难以让人骤下判断的人。
他曾领导苏联红军摧毁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扭转整个二战的局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
出巨大贡献。
他也曾制造大规模的政治肃反运动，为前苏联的那段历史蒙上重重阴影。
他的内心始终孤独，一生都试图把自己的弱点转变为力量的标志，他的错误众所周知。
他的功绩无可争辩。
　　　　中央编译局资深专家联袂精心翻译，使《斯大林（最新版修订本）（套装上下册）》在思想
性、准确性和可读性等方面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需求，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优秀的斯大林传记版本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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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国)沃尔科戈诺夫 译者：张慕良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1928年3月22日生于俄罗斯，196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曾在列宁政治学院教授哲学。
后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等职。
荣获过红星勋章、红旗勋章、“荣誉”勋章、4枚外国勋章以及25枚奖章。
著有28部作品和五百多篇论文。
代表作《斯大林》出版后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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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绪论（斯大林现象）第1章 十月的火光1 正面和侧面2 二月序幕3 扮演次要角色4 武装起义5 获得生存
的机会6 俄国的旺代第2章 领袖的警告1 战友们2 总书记3 《给代表大会的信》4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
？
5 悲剧由来已久第3章 选择与斗争1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3 知识界的动荡4 “
杰出领袖”的失败5 总书房的“个人生活”第4章 是专政还是个人独裁？
1 农民的命运2 布哈林的正剧3 关于专政和民主4 “一个胜利的代表大会”？
5 斯大林和基洛夫第5章 披着领袖的“外衣”1 “统治人物”2 斯大林的智力3 恺撒主义的象征物4 在“
领袖”的阴影下5 托洛茨基的幽灵6 胜利者的声誉第6章 悲剧的震中1 “人民公敌”2 政治“审判案”闹
剧3 “学会重视人才⋯⋯”4 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5 斯大林式的恶棍6 不可饶怒的罪过第7章 战争前
夜1 政治上的纵横捭阖2 戏剧性的转折3 斯大林与军队4 国防武库5 关于坦克制造业的状况6 流亡者被
刺7 秘密外交8 致命的错误第8章 悲惨的战争初期1 丧魂失魄2 残酷的岁月3 艾蒿的苦味4 灾难和希望5 俘
虏和弗拉索夫现象第9章 最高统帅1 斯大林和大本营2 战争的“各章”3 斯大林格勒的光辉战例4 最高统
帅和统帅们5 是一个战略家的思维吗？
6 斯大林和盟国第10章 迷信的鼎盛时期1 胜利的果实和代价2 斯大林“秘密”内幕3 周期性发作的暴行4
年迈的“领袖”5 冷风吹来第11章 恺撒主义的遗物1 历史的反常2 教条主义的木乃伊3 全面的官僚制度4
人间上帝必有死5 斯大林的遗产6 历史性的失败代结束语（历史的裁决）注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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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册第1章　十月的火光1　正面和侧面 十月革命后不久，斯大林那不高的个子已经投下了引人注目的
身影。
这身影逐渐地生长，30年代时长得又高又大，到了晚年已成为巨人。
 1917年以前谁能预料到，这位不起眼的地下工作者在1922年后会风驰电掣般地登上权力的顶峰？
在列宁的战友们排得又紧又密的队伍中，斯大林就像是在拨开众人，很快从后面挤出来，走进了领头
一班人的行列，后来又成了这一班人的带头人。
人们尤其不可能想到，在列宁去世以后，这一班人，这个由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领导核心，会迅
速由大化小。
斯大林的地位越高，在他旁边，曾经跟列宁一起点燃革命火炬的人，也就剩得越少。
 在革命以前，警察局的各个分局大概对此人都比较熟悉。
宪兵局每次跟朱加施维里打交道，都要认真地给他照正面像和侧面像。
例如，巴库省宪兵局的案卷中就有这位孱弱的没有刮脸的年轻人用这两种姿势照的像。
而这位年轻人20年后却成了列宁党的总书记。
 宪兵队看守犯人的本事不大，但描写“国事犯”的模样却非常在行。
一些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作了如下的介绍：朱加施维里“面容清瘦”，头发“又浓又黑”，“没有络腮
胡子，有稀疏的小胡子”，“麻脸，有瘢痕”，头形“长圆”，前额“直而狭”，眉呈“弓形”，眼
睛“塌陷，褐黄色”，鼻梁“直”，身高“2俄尺４俄寸半”，身材“中等”，下巴“尖形”，说话
声音“轻”，“左耳有颗痣”，上肢——“其中之一即左臂干瘦”，左脚“第二和第三趾是连趾”，
此外还有一二十种其他的特征。
当朱加施维里－斯大林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他手下那些保卫国家安全的人也不会注意得这样细。
须知，在斯大林“时代”，没有哪一个政治犯能像斯大林那样五次逃跑成功。
对于后来确定他（斯大林）的那些为数众多、成千上万潜在的敌人的命运来说，“人民公敌”哪只耳
朵有痣以及身高几俄尺几俄寸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
那时候的标准和比例尺已经不一样了。
 我想，读者更感兴趣的，还不是未来的“领袖”在身体上和外形上可以从正面和侧面加以审视的特征
，而是他到17岁时就具有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气质。
我们马上就要谈到，斯大林并不是从小就是“坏蛋”，像现在有些人有时认为的那样。
但是应当追述一下他的童年时代，以便更好地了解成熟的斯大林的性格。
 关于朱加施维里的童年时代，人们知之甚少。
斯大林本人不喜欢提到这个时期。
他的童年是郁郁寡欢的。
叶卡捷琳娜和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贫苦农民，后来是哥里的平民，生活极其困苦。
三个儿子当中，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只剩下了索索（约瑟夫）。
但是他在五岁左右也得了很重的天花，好不容易活了下来，所以宪兵队后来在“特征”一栏里每次都
写着：“麻脸，有瘢痕。
”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И?伊列马施维里认识朱加施维里一家。
据他所写，斯大林的父亲，一个修鞋匠，喝酒喝得很厉害。
母亲和索索常遭毒打。
喝醉酒的父亲在睡觉之前，对这个显然不喜欢父亲的任性的孩子老想打耳光。
还在当时，索索就学会了使用心计，避免跟喝醉酒的父亲照面。
平白无故地挨打使孩子变得更倔强了。
母亲则把全部心血浇灌在儿子身上。
正是由于她的坚持和花了很大力量，才安排儿子上了宗教小学，后来又上了宗教中学。
家庭长期不和。
很快，母亲就和父亲彻底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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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迁到梯弗里斯，无声无息地死在一个小客栈里，由公家安葬了。
 约·朱加施维里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永远离开了故居。
据查，从1903年起，他一共见过母亲四五次。
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芙娜第一次去莫斯科儿子那里正是斯大林当上总书记那一年。
斯大林最后一次看见母亲是1935年。
儿子是否想过，正是这位目不识丁的妇女一心想把他“推”出贫困，才使他有了可以利用的第一次机
会呢？
斯大林的母亲活到了很高的年龄，这次见面过了两年，直到悲惨的1937年的7月，才悄然死去。
 1931年12月，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同斯大林谈话时问道：“是什么激起了您的反抗行为？
也许是您的父母待您不好吧？
” “不是的。
我的父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待我很不坏。
” 我们所知道的约?朱加施维里早年的全部情况使我们有根据推测，“领袖”对德国作家所说的关于
父母的那些话只适用于他的母亲。
路德维希当初写过墨索里尼、威廉皇帝和马萨里克的传略，他企图借助一小时的谈话深入这位“神秘
的苏联独裁者”的内心世界。
这一点他未见得能办到。
特别是斯大林根本不想多谈自己早年的情况。
 在透过精神上的“正面和侧面”审视斯大林的时候，不能不指出：在宗教学校学习时，这个孩子表现
出天分很高，记忆力非凡。
索索掌握经文比别人快。
新旧约全书起初曾激起这位宗教中学学生真正的兴趣。
他力求领会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爱、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化身的思想。
但是，长时间学习神学这部教条和道德原则的总汇，很快就使朱加施维里厌烦了。
当时，在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的意识中，竟形成了一些对他后来的命运关系重大的思考问题和处理问
题的特点，而这是他本人也没有觉察到的（要知道，索索在宗教学校学习总共有10年出头的时间）。
除去10年宗教学校的生活之外，还应当考虑到柯巴?在监狱和流放地也呆了10年。
遭到社会歧视和排斥的处境，强化了年轻的革命者虽不外露但却极为坚定的倔强性格，加剧了他对命
运的不满。
先被接受后被摒弃的那一套玄妙的宗教原理，社会遗弃者的处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渴望“造反”的模
糊意向――这一切无疑在青年斯大林的性格上留下了痕迹。
在宗教中学的独居小屋和监狱的狭小牢房度过的成长过程中的头15年，归根到底不能不影响到这位职
业革命者的才智、感情和意志。
例如，在思维方式上，上述影响在几个特点上都有所表现。
 特点之一是对任何知识都想加以整理分类，把它们分成许多智力“小格子”，这也正是（如果可以这
样说的话）“教义问答的思维方式”的特点。
这种思维方式照例给周围的人造成一种印象，觉得这样的人头脑“很有条理”，很有逻辑。
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特点同不能认真地用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关。
朱加施维里一生都信奉某些原理，起初是基督教原理，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原理。
凡是自己接受了的概念和公式容纳不了的东西，索索都视为异端邪说，后来又视为机会主义。
但是，既然他对自己信奉的理论上的种种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很少提出怀疑，他也就不认为需要批判地
对待自己的观点和意愿。
要知道，他从来没有背离过（按他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原则。
大概他看重的是信仰而不是真理，虽然连他自己恐怕也不承认这一点。
如果对理想和有价值的东西抱有信念，那是好事。
但是，如果用信念排斥真理，把真理置于次要地位，那还会是好事吗？
宗教食粮和社会地位促使朱加施维里养成了一种虽不外露但却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夸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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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编织周围世界中的作用的习性。
 斯大林很早就明白，要生活下去，除了自己，他是没有人可以指靠的。
巴库和梯弗里斯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对柯巴说：“你有坚强的意志。
”赞语给了他深刻印象。
朱加施维里决定用革命的笔名把自己性格上的这一特点固定下来，于是给自己挑选了“钢铁”那样的
姓氏。
从1912年起，朱加施维里就已经在写文章时署名“斯大林”?。
不过，不仅是他想用姓氏把自己性格上或思想上的坚定性表示出来。
例如，远不具有朱加施维里那样的意志的革命者列?波?罗森费尔德也决定用“加米涅夫”??这一笔名来
满足自己的愿望。
但是后来历史表明，“石头”碰不过“钢铁”。
斯大林愿意相信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无懈可击、自己作为地区领袖的地位。
坚持信念（信念是教条主义的坚实基础），这在斯大林身上是一贯的。
 宗教学校的教育促使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形成了一种经久不变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虽然未来的“领
袖”本人也经常批判教条主义，只不过他对教条主义的理解是庸俗的、简单化的。
斯大林总是喜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原理当作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并常常作出极其错误的结论
。
例如，由于把阶级斗争的实质和意义绝对化，他在30年代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公式：“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
”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异己思想，对斯大林来说向来就是阶级敌人的同义语。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位昔日的宗教中学学生主要是从社会暴力的角度去看，而无视它的建设原则和
诸如此类的内容。
 斯大林在如何“对待”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缺乏突出地、创造性地
运用这些原理的能力。
宗教学校的教育（而朱加施维里没有受过别的教育）的影响，我们着重再说一遍，首先不是表现在观
点的内容上，而是表现在思维的方法上。
斯大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也没能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诚然，这种桎梏的束缚并不总是表现得那样
明显。
 斯大林几乎没有亲近的朋友，特别是他一生对之都很亲热的朋友。
政治上算计，感情上淡漠，道德上无同情心，这些使他不可能获得朋友和把朋友关系保持下去。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到了晚年，斯大林竟然记起了自己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的“同学”。
有事实为证。
 战争期间，有一次斯大林无意中看见他的助手Ａ?Ｈ?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保险柜里有好多钱。
 “这是什么钱？
”斯大林不解地问，同时带着怀疑的口气，眼睛不看那一叠叠纸币，而是盯着自己的助手。
 “这是您当代表的钱，是好多年积攒下来的。
只是给您交党费时才用它。
”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
 斯大林不作声了，但是过了几天，他吩咐给彼得?科帕纳泽、格里戈里?格卢尔吉泽和米哈伊尔?泽拉泽
三人寄了很大一笔钱。
斯大林在一张纸上亲笔写道： 1．给我的朋友彼嘉40000卢布， 2．给格里沙30000卢布， 3．给泽拉
泽30000卢布。
 索索 1944年5月9日 同一天，斯大林还用格鲁吉亚文匆匆写了一封短信： 格里沙： 请收下我一点微薄
的馈赠。
 你的索索 1944年5月9日在斯大林的私人档案里还保存着一些类似的便函。
在60多岁的时候，当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斯大林出人意外地表现出仁爱的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
他记起的都是小时候的朋友，即在宗教小学和宗教中学学习时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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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人格外奇怪，因为斯大林从来不喜欢对人表示温情、热情和善心。
诚然，我知道还有一次，斯大林做了一件善事，那已经是战后了。
“领袖”写了一封含有这种内容的信，寄往托木斯克州巴尔比格区普巧尔卡村： Ｂ?Г?索洛敏同志： 
收到了您在1947年1月16日写的、通过齐钦院士送来的信。
我还没有忘记您和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而且以后肯定也不会忘记的。
现从我当代表的薪金中给您寄上6000卢布。
为数不多，但对您总会有用的。
 祝您身体健康。
 约?斯大林在斯大林最后流放的地方，一位已经到了苏维埃时代还被流放到这个边远地区的老布尔什
维克И?Д?彼尔菲尔耶夫告诉我说，斯大林同住在当地的一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她生了一个孩子。
“领袖”本人无论何时何地当然都不曾提过这件事。
我没有查明，斯大林是否关心过这个与他这位被流放的革命者萍水相逢的女人，抑或仅限于表示他“
肯定不会忘记”图鲁汉斯克的朋友们。
 斯大林的冷漠、沉着、工于心计和谨言慎行等特点，可能由于从1901至1917年一直被迫处于地下状态
、经常被抓进监狱和送去流放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艰苦生活而发展得更厉害了。
所有当时了解斯大林的人都曾指出，他有一种罕见的控制自己、保持沉着、镇定的能力。
他能在喧闹声中安睡，冷静地听从判决，坚强地忍受羁押站上宪兵队的管束办法。
人们看到，他在精神上受到震撼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1907年11月他年轻的妻子患肠伤寒死去的时候
。
妻子给这位到处漂泊的丈夫留下了两个月的儿子雅可夫。
孩子是由一位名叫莫纳塞利泽的富于同情心的妇女抚养大的。
打这以后，斯大林变得更冷酷了。
 斯大林在革命前的最后一次流放开始于1914年初，是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
其他一些革命者在一起，当时他表现得很孤僻、阴沉。
斯维尔德洛夫在从流放地发出的好几封信中都把斯大林称为“日常生活中的大个人主义者”。
到流放地时，斯大林已经是党中央委员，当时那里还有三位中央委员，即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苏?斯?
斯潘达良和菲?伊?戈洛晓金。
斯大林总是孤独自处，不声不响。
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有打猎和捕鱼，这是他酷爱的两项活动。
诚然，有一段时间，他想学习世界语（一位流放者带来了一本教科书），但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
他偶尔去看望住在修道院村的苏连?斯潘达良，只是这时才打破自己孤独的生活方式。
在流放者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通常都不发言，只是即兴插上几句敷衍一下。
当时给人一种印象，斯大林不过是在期待着什么，或者是被多次逃跑弄疲倦了。
无论如何，革命前最后两三年，他在社会活动上的消极态度是令人吃惊的。
 斯大林在这个流放地呆的时间很长，而且没有担负什么很重的任务，在此之前他曾写过《马克思主义
和民族问题》这部成功的著作（1913年1月完成于维也纳），看起来，受到鼓舞的他该会利用现在的条
件来写作了。
他想必也知道列宁对他这篇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这并没有鼓舞斯大林继续深入地研究问题。
这几年在创作上和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取得成就（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证明这位流放者情绪消沉
。
四年当中，在有图书馆和大量空闲时间的情况下，斯大林甚至没有试图写点什么有分量的作品。
顺便说一句，在此之前，1908年和1910年，朱加施维里曾先后两次被流放到索利维切戈茨克，他那时
的表现也是这样。
好像不仅在完全脱离而且在部分脱离革命中心的时候，斯大林（在他不逃跑的情况下）都处于消极等
待的状态。
不过，当他成为一个大人物的时候，这种等待的本领已经不具有消极性质，而是一种精心策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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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世界上最经典的斯大林传记版本，中央编译局资深专家联手精译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
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 对于俄罗斯万幸的是，在她经受艰难考验的年代里，领导她的是天才而且坚韧不拔的
　统帅斯大林，她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他所生活的这个残酷时代的敬仰⋯⋯他接受的是还在使
用木梨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
　　——丘吉尔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
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
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
　　——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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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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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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