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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时曾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
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这些巨人“几乎全都处在时代的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
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
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全面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恩格斯的这句话，回首20世纪沧海桑田般的发展历程时，我
们深深地觉得，20世纪更是一个伟大和进步的时代，列宁就是这个时代中的巨人之一。
这是因为，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领袖和导师，对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此，了解和研究列宁生平事业及其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列宁逝世后，世界各国出版的有关列宁的论著和文章，数不胜数，浩如烟海。
但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具体看法和结论也不尽一致。
尤其是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对列宁及其思想的评价再次成为人们关
注的一大焦点问题。
诸如，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悲剧性错误？
列宁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是不是“早产儿”？
列宁是不是“极权主义的设计师”？
列宁主义是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原罪”？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否已过时？
苏联、东欧剧变是否意味着列宁主义本身是错误的？
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模式是否仍具有现实性和指导价值？
等等。
列宁问题，不仅仅是列宁个人的荣辱问题，也不是历史遗留的某种情感问题，而是对他所从事的事业
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也是一个现实而敏感、严肃而深刻的问题。
因此，应该客观、历史、全面和系统地了解和把握列宁的生平业绩及其思想，并从中得出科学而正确
的结论。
这对于我们更好地固本清源，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深刻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进一步推动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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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1）实事求是。
在西方出版的一些列宁研究成果中，尽管不乏一些新观点和新角度，但也有不少对列宁的歪曲和攻击
等不实之词。
例如，一些西方学者打着心理分析方法的旗号，宣称列宁“从小就是个精神病患者”，抑郁症和轻躁
狂症相互交替，贯穿列宁的一生；一些人攻击列宁在党内是信奉“权力意志论”的尼采主义者，在党
外则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把“权力欲”说成是列宁从事政治活动的思想动力
；还有一些人程度不同地否定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把马克思的哲学
思想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对立起来，鼓吹列宁的历史观是经济决定论和唯意志论，把列宁的晚年思想和
新经济政策说成是列宁“最后的绝望斗争”。
对于这些奇谈怪论，我们自然不能接受。
在苏联，有关列宁的传记很多，材料丰富，体裁和方法多样，对列宁的介绍和评价基本上是全面的、
中肯的，但毋庸讳言，也有不少地方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和个人崇拜的因素。
反对个人崇拜是列宁生前一贯倡导的思想，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反对人们对他“歌功颂德”。
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公正、全面地叙述列宁的生平及其思想。
本书对列宁的描述持以下观点：一是列宁是历史中的“人”。
列宁是人，不是神，无论其个人的成长，还是思想的发展，都有一个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会存在
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足和历史局限性，也有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
二是列宁是时代和历史的巨人。
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不朽的业绩、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崇高的品德、科学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方面。
三是列宁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和个性的人，其人格具有独特的魅力。
    （2）学术性和通俗性兼顾。
本书力求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系统介绍了列宁从一个懵懂少年到优秀的中学生、学运领袖、仗义执
言的律师，最后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客观叙述了列宁如何处理友情、爱情、亲情等方面的
关系，全面揭示了列宁治党、治国、治军的高超艺术和胆识，从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
列宁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
本书是一本通俗性人物传记，不是一本列宁思想研究专著，无意于对学术界的各种观点和看法作出评
介，但是也力求简明扼要地叙述列宁在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的历史背景、写作过程、基本内容和主要
观点，从而梳理出列宁思想认识的来龙去脉，阐明列宁主义的“实态”和整体性。
同时，书中对列宁主义的实践性、时代性和俄国特色都有宁晚年的一些思考十分重要，本书也侧重予
以介绍。
    （3）在结构形式上进行了一些新尝试。
作为传记，本书主要以列宁生平活动的时间顺序安排章节，但为了更好地概括列宁的有关活动和思想
，某些章节的时空跨度较大，从而把“条条”（以事件为线索）和“块块”（以历史时期为线索）结
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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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正矩，籍贯山东诸城。
1985年就读于聊城大学，198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现任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副所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主编，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执行主
任。
兼任中国改革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宣部思政所客座研究员，河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先后出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前沿学术对话》、《国家至要——当代国家政治安全新论》、《中国
政治发展若干问题研究》、《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经验教训研究》等10多部著作，发表《腐
败与苏共垮台》、《苏其兴衰成败的十个经验教训》、《经济发展与苏联的兴衰》等100多篇文章，主
持重要课题10多项，一些研究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好评。
曾荣获“中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中国五四青年奖章、中直机关优秀党员等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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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伏尔加河畔　　金色童年　　公元1870年4月，正值春天的俄罗斯母亲河——伏尔加河及其
支流斯维亚加河开始解冻，融化的冰块不时发出“噼啪”的撞击声，河面逐渐开阔起来。
在两条河的交汇处坐落着一座城市——辛比尔斯克。
相传400多年前有一个姓“辛比尔”的保加利亚公爵曾住在这儿，因此人们便习惯用他的名字称呼这个
地方。
17世纪中叶，沙皇下令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内城，并构筑了坚固的堡垒，使它成了一座军事要塞，用来
抵御来自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辛比尔斯克已成为商港，是粮食、鱼、羊毛、硝石等的贸易集散地。
全城有3万多人，大部分是工人和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视察员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一家就住在城市边缘特列尔茨街的
一座木板结构的房子里。
　　4月22日（俄历4月10日），阵阵婴儿的啼哭声从乌里扬诺夫家中的小木屋中传出，家中又添丁进
口了。
小孩大脑袋、高颧骨、蒙古型眼角、略为向上的眼睛和宽阔的前额，极像父亲。
父母给孩子起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乳名沃洛佳。
他就是后来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和导师的列宁。
　　4月28日，在一片钟声中，尼科尔教堂的执事为列宁做了神圣的洗礼，并登记造册。
　　在小列宁的摇篮旁，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扬诺娃充满了做母亲的幸福、骄傲和希
冀，禁不住唱起了美丽的歌曲：　　你生到这个世上来，　　命运有什么安排？
　　你会建立丰功伟绩，　　让英名天下传遍，　　在危难紧急的关头，　　我们敬爱的领袖，　　
你将英勇地挺起胸膛，　　保卫自己的家乡，　　用正直无私的心肠，　　光明正大的力量，　　战
胜罪恶和黑暗，　　捍卫住真理正义。
　　⋯⋯　　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出生于1831年7月26日，是一位出色的国
民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出身于阿斯特拉罕一个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祖父早年是农奴，祖母是属于蒙古族的加尔梅克人
。
在他7岁时，父亲不幸因病去世，家中一贫如洗，列宁的伯父过早地担起养活全家的重任，虽然他自
己也很想求学，但为了使弟弟受到教育，他只好放弃自己求学的念头，先后赶过大车和当过商店伙计
，终生未娶，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贫穷的家庭。
伊·尼·乌里扬诺夫长大成人后，一直十分感激哥哥为他作出的牺牲。
凭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杰出天赋，在不断克服困难的情况下，于1843年进入阿斯特拉罕中学，先后两
次获奖学金，1850年中学毕业时获得银质奖章和荣誉公民称号。
同年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毕业时获得物理数学候补博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在奔萨贵族学院担任数学、物理教师，并担任了喀山气象站的气象观察工作。
　　为人师表后，伊·尼·乌里扬诺夫力求做到行为世范、诲人不倦。
他讲课细致又耐心，对学生的淘气行为从不疾言厉色，还免费帮助贫苦学生，因此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
50年代末当时负责教育行政管理的领导认为，他教学热心、教学成绩好、知识渊博，故此而获得奖励
。
　　60年代初，伊·尼·乌里扬诺夫在同事奔萨贵族学院学监维列金尼柯夫的家中，认识了后来成为
其妻子的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勃兰克，维列金尼柯夫是玛丽亚的姐夫。
　　因工作成绩突出，1869年伊·尼·乌里扬诺夫被任命为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视察员，之后又升
任省国民教育总监，获世袭贵族称号。
　　伊·尼·乌里扬诺夫担任国民教育视察员时，正值俄国废除农奴制并开始创办国民教育体制之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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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俄国乡村教育十分落后，师资缺乏，资金困难，没有固定的课本和教育参考用书，伊·尼·乌里
扬诺夫奔波于各乡村之间，在村公会上劝说农民办学，还多方筹集资金支持教育，并为青年教师举办
师范进修班，以便使他们按教育学原理授课。
到1886年他去世时，在全省共创办了近450所学校，在校学生2万余名，其中有几所中学和上千名中学
学生。
伊·尼·乌里扬诺夫的思想接近于19世纪60～70年代的俄国启蒙学派。
他平易近人，同情农民的疾苦和艰辛，厌恶当时那种奴颜婢膝、追求功名的官僚习气，对当时的沙皇
专制不满。
　　1863年夏天成家后，伊·尼·乌里扬诺夫几乎把全部薪金都用在养家糊口和培育子女上，自己也
不爱好各种享受和社交活动，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家中，注意锻炼孩子们的意志，激发他们的
求知欲，教育他们诚实正直，热爱劳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他时常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开玩笑，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总是尽量通俗易懂地予以解答，有时也和孩
子们玩槌球、下下棋，孩子们感到无拘无束，从客厅里经常传出欢快的笑声。
　　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勃兰克是医生亚·德·勃兰克的女儿，1835年3月6日生于
彼得堡。
亚·德·勃兰克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商人，母亲是一位瑞典人。
亚·德·勃兰克出身于市民阶层，1824年毕业于彼得堡医学院，早年丧偶，夫人给他留下了6个年幼的
孩子。
亚·德·勃兰克学识渊博，思想进步，为人耿直，不趋炎附势，因此而不受上司青睐，工作屡被更换
，晚年在喀山省科库什基诺村附近买了一个不大的庄园，种地之余，给附近的农民治病。
在姨母的严厉教育下，玛·亚·勃兰克很小就养成了勤劳和俭朴的习惯。
她的父亲按斯巴达方式来教育女儿们，5个女孩子一年四季都穿短袖敞领的印花布连衣裙，就连这种
衣服每人也只有两套替换穿。
伙食也很简单，甚至她们成年以后也不喝茶和咖啡，因为当医生的父亲认为茶和咖啡有损人体健康。
这种生活方式使玛丽亚的身体长得结实，特别能吃苦耐劳，“不知道什么是神经衰弱”。
玛·亚·勃兰克性格沉稳，天资聪颖，在姨母的指导下，自学了英语、法语、德语，学过音乐，读过
不少书，钢琴技巧很娴熟。
虽然未正式进过学校的门，但却通过了中学的笔试，成绩优异，获得了在小学当女教师的资格。
但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未能上大学，成为一大憾事。
婚后，玛·亚·乌里扬诺娃专注于理家和相夫教子，对当时上流社会中讲究穿着打扮和喜欢飞短流长
的习气不感兴趣。
她做事有条不紊，持家勤劳节俭，对孩子从不体罚打骂，总是耐心地引导和教育。
　　列宁共有5个兄弟姐妹：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扎洛娃（生于1864年）、哥哥
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生于1866年，乳名萨沙）、妹妹奥丽加·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
（生于1871年）、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生于1874年）、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
乌里扬诺娃（生于1878年）。
另外，列宁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们出生不久就不幸夭折了。
家中的保姆格里果列夫娜最喜欢列宁和妹妹奥丽加，经常把他们一边一个放在膝上，给他们讲故事。
在兄弟姐妹中，列宁和妹妹奥丽加关系最好，小时候几乎形影不离。
　　为了使儿女们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在列宁半岁时，父母把家搬到了特列尔茨街17号房子
的二楼上。
1878年，父母又用全部积蓄买下了莫斯科街58号的一幢木制的带有阁楼和回廊的平房。
列宁和兄弟姐妹们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在这儿度过的。
新居因面对大街，一年四季尘土飞扬，人声喧哗，但房间却宽敞明亮。
下层有5个大房间，分别作为父亲的书房、母亲的卧室、餐室、厅堂和客厅，东西还各有一间前室以
及厨房。
阁楼上面还有4个小房间，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地，列宁住在朝东的一个房间里，与哥哥萨沙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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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居的近邻是一个幽深的大院落和一座花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花草和树木，每到夏秋季节，
这里便呈现出一片郁郁葱葱、果实累累的景象，充满了大自然旺盛原始的野趣，这成为孩子们流连忘
返的乐园。
　　孩提时代的列宁聪明、活泼、淘气，在父母的呵护下，过着天真烂漫的生活。
　　列宁喜欢玩热闹的游戏，常常把妹妹奥丽加赶到沙发底下，然后喊口令：“从沙发下面往外开步
走。
”有一次，他和妹妹奥丽加玩过家家的游戏。
奥丽加坐在用干树枝搭成的窝棚中，窝棚外面放着一堆干树枝，上面放一层红叶子，表示篝火熊熊燃
烧，火上面放着一瓦罐，在做饭。
奥丽加头上插着一块很大的绿色牛蒡草叶子作为头饰，等待猎手归来。
过一会儿，列宁“打猎”归来，一手握弓箭，一手拖着被他捕获的“野兽”——块大树根。
他手舞足蹈地向奥丽加讲述了他同野兽搏斗的经过，他一箭射中野兽之后，野兽咬他、追他，使他失
去了知觉。
列宁一面讲着，一边学着野兽的咆哮。
最后列宁说自己狩完猎后，又累又饿，要求妹妹给他回家取两块面包吃。
　　有时候，顽皮的列宁喜欢搞一些恶作剧，戏弄弟弟妹妹。
有一回，他和妹妹奥丽加玩“赶马人”游戏。
开始列宁扮演赶马人，妹妹扮演马，他用绳子套着“马”，用鞭子抽打“马”，“马”很驯服。
而当列宁扮演马时，没等妹妹用鞭子赶“马”走，列宁就挣脱绳子跑到了一边。
妹妹坐在草地上赌气地说：“这样玩不行，我不玩了。
”列宁做了个鬼脸说：“马总比人力气大，赶马人应爱惜马，喂给马点好吃的，比如带盐的黑面包，
那马就会乖乖地听使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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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列宁的去世使世界失去了由战争所造成的唯一的真正伟大的人。
　　可以认为，我们的时代将进入列宁和爱因斯坦的时代，这两个人成功地完成了巨大的综合工作。
一个在思想领域，另一个在行动领域。
　　⋯⋯　　列宁这样的国务活动家在世界上最多100年才出一个，我们中的许多人未必能够活着再看
到另外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英国哲学家　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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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地再现列宁波澜壮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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