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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对话录，日文版于1996年7月出版。
先后被译为俄、德、意、法、韩等多种文字，2004年3月香港出版繁体中文版。
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的对话起于1993年历时一年半之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经历与见识来进行思想的
交锋、语言的切磋以及不同的世界观的交流。
本书中他们作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阐析与总结了20世纪的精神教训，探讨了解决20世纪遗
留问题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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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哈伊尔·S.弋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生于现俄罗斯联邦的斯塔夫罗波尔州，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20世纪90年代初就任苏联历史上首任总统，坚决推行修宪等大规模的
政治改革。
翌年，因苏联解体而辞去总统一职。
曾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哈佛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的精神教训>>

书籍目录

前　言第一章：人、历史、命运人类必经之路　围绕永远的课题　赠给21世纪青年的礼物　先驱者背
负的“命运”　天命·使命——责任感的别名　实行民主改革的勇气与信念的行动　象征着战争与革
命世纪的事件　特权阶级性的发想之悲剧　大乘佛教的“平等”、”同苦“及”共生”的思想　对知
识的憧憬与学友的挚情　不被录用改变了人生　将“命运”变换为”使命”的一念我的青春、我的故
乡　阿育王、甘地、尼赫鲁的“非暴力”　一个人的“革命”　正视现实的生活态度　从骇人的考验
中成长　对“苦难之人”拥有共感的水源　狡猾的修行僧（教士）可怕之处　年轻时代的艰辛锻炼了
人　最困难的日子成为最令人缅怀的纪念　故乡斯塔夫罗波尔的自由与民主的传统　给生活方式带来
影响的哥萨克精神　孕育了“国际主义者”的历史环境　“风土”创造了“人性”　比诸“矛盾”与
“对立”，更应将“宽容”与“调和”置于首位　破除闭关自锁，立足人类的观点从“战争的世纪”
到“和平的世纪”　惟有青春时代才是相逢相知的时代　“战时之子”——同时代人的共同的苦恼与
辛酸　不屈服于困难的勇气之重要性　像富士山一样悠然矗立　善者，“以蜗牛般的速度缓行”　“
应保持谦逊的态度，弃除傲慢的行为”第二章：在人类史的新舞台之上——向着21世纪的改革运动改
革运动的实质　怎样行使“自由”　反映“真实”的逸话　迎来了艰难时期的年轻的“俄罗斯民主主
义”　“年轻人应密切注视政治”　如果选择了被踏平的旧路　以身边的人的视点去看自己　“在农
村中成长”的背景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的现实与其“理想”相差太远　“创造未来”源自于“不
忘过去”　“师徒之谊”、“报恩之道”才是人性的最高境界　相信人的蕴奥　不是“宣传平等”，
而是“以平等为生”　“不断前进”的人才是永远的胜利者大权在握时的光荣与苦恼　实现苏美首脑
会谈的富有勇气的一步　就彼得大帝的改革而作出的评价　基督教的救世主降临说之功过　为建立民
主性社会的“思想”与“责任感”　“由下而上”的变革之机运　“以既有的现实”为出发点　恩师
的信念：“政治是一种技术”　“人类的价值”、“民众”、“对话”就是人性的复归　失去了自由
的言论也就失去了人的灵活性　作为开拓新世纪“武器”之对话改革世界的“第一步”之决断——新
思维外交与资讯公开化　将失序称为“自由”的悖论　“无法生活在虚伪之中”　民众成为自主的主
角、历史的主角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从信念与确信中支撑起“语言的力量”　“新思维外交”拉
开了新的历史的帷幕　告别意识形态之争，朝向现实主义迈进　“共生”才是开辟21世纪新天地的关
键　人该有为了人的“回归常识”选择“软能”的时候——“震憾世界的三天”的真相　作为精神革
命的改革运动　“不纯的手段总是以不干净的目的而告终”　对苏联“刮目相待”的丰富的直接交流
　“冷战”最终只能造成时代的混乱与黑暗　在考验中直面自己的使命　人的根本平等是民主主义的
根本　软能的“核心”是“信赖”和“友情”　对政治视同儿戏的危险横行于世　惟有“开阔的人格
”才能解决一切纷争第三章：宗教——人类的标志乐观主义的优良品质　“人性化”才是即将来临时
代的中心点　人类将面对着什么样的“考验”呢？
　“分裂”是恶，“结合”是善　陀斯妥也夫斯基暮年的“事件”　年轻人中出现的“精神空虚”之
影　最佳人物共同的“乐观主义”　“宗教战争”的愚蠢行动何时才能终结？
　怎样思考宗教的宽容与非宽容呢？
　朝着“符合正义的和平”之道　寻求一种暖人心怀的批判精神东方与西方相遇之际——人类的价值
与宗教的智慧　最重要的价值是“人的生命”　围绕宗教的普遍性意义进行思考　从“外向的规范”
到“内向的规范”　宗教的生命线——是对民众的奉献与救赎　与巨大的权威进行过交锋——托尔斯
泰的宗教观　陀斯妥也夫斯基对天主教的见解　主张“先有行动”的歌德　为追求“有价值的东西”
而活着　为了解人自身的内在探索　“开拓”、“完备”、“苏生”之三义　能够说出“善”即是“
善”、“恶”即是“恶”的人的权利成为21世纪的世界宗教的条件——“人性的再生”和新文艺复兴
的潮流　回避历史性悲剧的日本　“第三次的开国”与日本人的心理状态　被指责为“缺乏历史意识
”的理由　在经济繁荣中，“文化”与“精神”却日见衰落　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相关关系　在世界
宗教史中的两种“平等观”　正是“理想社会的神格化”造成了悲剧的根源　在俄罗斯的近、现代史
中学习“理想主义的悖理”　拜金主义横行是现代文明的特殊的缺陷　从“为了宗教的人”向“为了
人的宗教”发展第四章：民族问题的障碍——以“开放的国家”为目标朝向新的全球化时代　面向21
世纪最大的人类的课题　从“民族的归属感”到“全人类的归属感”　“苏联的解体”给社会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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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使人们失去判断力的一种“潮流”与“妄想”　偏见与权威主义的言论促使了国家的灭亡　“俄
罗斯将归属于自认为是俄罗斯人的所有的人”　“普洛克鲁思德斯之床”　平民的生活感觉，才是政
治该致力研究的现实　前南斯拉夫的分裂与“民族自决”的理念　　将实际存在进行固定化的“语言
虚构性”的策略　尝试去追求一个民主化的“开放国家”地球是“世界公民”的巨大舞台——投向软
能和民族问题的视角　将地球视为自己祖国的“世界公民”不断涌现　发挥“思考之心”的内在性智
慧　俄国民族的根柢只相通着世界主义　在“个性”之上开拓着“普遍性”　对抗民族主义的武器是
什么？
　对被压迫民族的“同苦”的精神　在《哈吉·穆拉特》里观察到的对他人的共感　多民族国家的俄
罗斯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能够自我控制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培养世界公民意识的“
宗教性规范”第五章：寻求新的文明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极权专制的失败　东欧的戏剧性变化与现
实性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为使寄托于社会主义的能量得以发挥　人的“常识”的复归现实的人道主义
的社会主义　向着协调社会团结与调和发展的社会主义迈进　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社会主义观　实现了
类似宗教使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要好好总结长达70年的共产主义的实验之教训　为达到“个人的
幸福和社会繁荣的一致”　深深植根于俄罗斯精神史中的改革运动由“内部革命”形成的朝向人本主
义的时代　对21世纪的展望中不可或缺的构思的转换　自己胸中的优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尊重人的
明智与常识　贯穿于俄罗斯精神史的“完全人性”与“无穷性”　“宗教信仰自由”才是建立民主主
义的基础　解剖由道德的放弃产生的恶的《群魔》　启示录文学申诉着人的危机　如何去萌发出一种
新的精神性　“八月政变”之后发生的与历史的隔绝　由“内部革命”走向未开拓道路的挑战　“贤
人们必须向民众学习”　“‘权力’是不值得我们为之自损心灵而去获取的”“新人道主义”的世纪
　树立生命的尊严观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讴歌大地与人、人生合一的日本文学　现代文明的危机就是
一种扩张主义思想的危机　歌德看破了近代人道主义的缺陷　对侵犯人的尊严“力量”的一种“精神
”的斗争　受到考验的现代文明　成为“历史观”机轴的“时间观”的切换　为了让民众成为主体的
时代变革之条件朝着“人性复兴的世纪”的目标　“新的人道主义”在于人的自身之中　俄国——恐
怖主义的“悲剧”与“病理”　“非暴力是勇气的最高境界”　尊重少数意见的民主主义的精神　“
樱梅桃李”意味着“尊重他者”　从一元性转换到多元性　在“常不轻菩萨”里看到主体性的实践智
慧　在文化的水准上进行相互理解的难处　超出“价值相对主义”的视点　依靠人类文明而雄起的大
地　每一个人都是绝对的无上宝贵的存在　让“全人类的价值”成为新的楷模　将21世纪变成人的复
兴世纪结束对谈　从新思维到新政治　戈尔巴乔夫　超越：“人的尊严”的危机　池田大作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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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我是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而您却是以佛法的广大世界为出发点的。
如此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两种何其不同道路上走过来的两个人却能够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进行对话
，并且找到了共同的伦理基础。
我觉得，这一事本身就足以说明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全人类的价值——是建基于一种立足现实，构成不同文明的融合与互相理解之上的。
 　　　　　　　　　　　　　　　　　　　　　　　　　　——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 　　简而
言之，20世纪末的今天面对最大的课题并非“体制危机”，而是“人的危机”，可以归纳为是“人的
尊敬危机”。
高举“新思维”旗帜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接近而选择了道德的追求，我猜想或许就
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样的时代要求。
 　　　　　　　　　　　　　　　　　　　　　　　　　　　　　　——池田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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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戈尔巴乔夫和池田大作两人的对话录集，两位对淡者学识渊博，见多识广，融历史、文化、文
学、宗教学及东西方哲学与一炉，旁征博引，出口成章，而且谈锋锐利，剖析精确，一改枯燥的学理
讨论的沉闷，化繁为简，由博返约，使读者能从这些深入浅出的对谈中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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