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辉：戈尔巴乔夫断言中国变革绝对不可避免

图为2022年9月3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在莫斯科出席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追悼会。(ALEXANDER NEMENOV/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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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5年04月30日讯】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名人榜上，曾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必定占据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他

推动的“新思维”改革，在苏联第一次实行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接选举。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

利，在党内受排挤的叶利钦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都成功当选。

与此同时，他对华约成员国政策的改变，则引发了东欧剧变，东欧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高层顺应了历史潮流，放弃了共产党一党专

政，以和平的方式走向转型。而苏联也在1991年分崩离析，改变了世界格局。虽然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如今再度出现高度集权，甚

至发动了侵略战争，但相较于当下的中共治下的中国而言，俄罗斯人多少还是享有中国人无法拥有的自由。当下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

回到苏联时期了。

那么，是什么推动戈尔巴乔夫走上了变革之路？《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给出了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祖父辈曾受到迫害，这给幼年时的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一战后，从土耳其前线返回，祖父则从奥地利前线返回。他们都是贫穷农民家庭，最初，外祖父非常感谢苏维

埃，因为给了他们土地，在苏共在农村推行合作化后，他组建了一个集体农庄，担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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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外祖父被指控为托派分子，遭到逮捕。折磨调查了十四个月，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之后，案子被提交给地区检

察长，因没有发现犯罪证据，将其释放。然而，此后，邻居们不再敢来串门，家里的房屋也被打上“人民之敌房屋”的标签而置于监

控之下。

而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则拒绝加入农庄，选择单干。1933年当地发生了大饥荒，普利沃诺椰村多达40%的村民死亡。祖父一家也受到沉重

打击，孩子因为没有饭吃，三个孩子在冬天饿死了。在春天到来时，因为没有种子播种，祖父未经同意动用家里贮藏的玉米播种，被

苏联当局认定破坏农业生产，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表现好，1935年提前回家。此后不得不加入农庄，直到去世。

第二个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上大学后，开始质疑某些说法。

经历过农村苦难的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上大学时，发现书本上很多关于农民政策的叙述让人感到难以理解，或者说是错的。

按照戈尔巴乔夫所言，在当时的苏联，农民的地位等同于沙皇时期农奴的地位，他们甚至不能持有国内护照，不能在自己国家里旅

行。

此外，那个时候的税收政策更是十分严苛。每个农民家庭，不论是否饲养家禽，都必须向政府交纳20公斤肉和120升奶。财政部长还通

过法律，对果树征税，不管每年是不是结果。结果导致农民开始砍伐自己的果树。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农村人比城里人更加怀疑现存秩序的公正性。这也导致他对课本上所写的“最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各族人

民牢不可破的友谊”，“敬爱的共产党”等，内心是怀疑的。他甚至成为了大学里的“异见分子”。

1952年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老师认为在课上朗读全文是最好的教学举措。戈尔巴乔夫认为这太过分，就给老

师写了张纸条，说在课堂上机械读是对学生的侮辱。老师勃然大怒，在课堂上公开说某个狂妄自大的人甚至不敢在纸条上留下名字，

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斯大林同志著作中的所有内容和结论”。

血气方刚的戈尔巴乔夫马上站起来说是自己写的，老师于是上报给学校的团和党组织，因为他良好的出身，所以被软处理，得以继续

在大学读书。

第三个原因是在苏共从下至上官场的任职经历，以及出访经历，让他看到了苏共存在的问题。

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党内一路升迁。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抨击斯大林，人们反

应不同。彼时戈尔巴乔夫被派到基层去宣讲二十大成果，但对此，人们并不相信，一些人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说“他们是咎由自

取。他们这些人把我们赶入集体农庄……欺压人民”，“斯大林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此后，各省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使得苏共最高层对斯大林的评价做了一些调整。最高层认识到对斯大林的批评就是对制度的批评，这威

胁到了制度的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问现任领导人：“当时你们都在哪里？”

不仅苏联国内有不同的反应，就连其他共产国家也不认同。后来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安德罗波夫曾告诉戈尔巴乔夫，二十大不久，他

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匈牙利领导人马加什私下就对他说：“这不是做事的方式。他不应当这么匆忙。你们在你们大会上制造的混乱

是一场灾难。贵国和这里要发生什么，目前尚不够明了。”

国内外的反应使苏共开始开倒车，开始重新指出“斯大林是坚定的马列主义在”，声称没有任何“个人崇拜”能够改变苏联的社会主

义制度的性质。到了勃烈日涅夫时期个人崇拜复活，斯大林再次受到赞扬。重建、民主化和新政的实施过程放慢，70年代陷入停顿。

而亲历这些的戈尔巴乔夫不能不受到影响。



戈尔巴乔夫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斯大林的批评从道德上破坏了苏联制度的声誉，但产生了变革的希望，推动了政治、经济、思

想和文化的发展。

在他看来，对斯大林的揭露表明了赫鲁晓夫在历史上扮演的矛盾角色。一方面，他表现出胆略、勇气和决心以及逆流而上的能力，但

另一方面，他的政治思想受制于旧的束缚，不能或不愿揭示这个他与之斗争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他无意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也许他

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摒弃他所信奉的信条。但他遇到强大的抵抗，最终失败。而这正是掌权后的戈尔巴乔夫

想做的。

在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后，苏共也发起了“大跃进”。1958年末，赫鲁晓夫为当年的农业大丰收所陶醉，公开宣布要在人均牲畜产量

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他向干部们明确表示，他要看到迅即和壮观的成果，通过设定一个完全不现实的任务指标，鼓励人们以不顾廉

耻的方式来造假。

这样的结果就是随着政府收购量的增加，农民们被迫出售他们的牛，政府还要到邻近地区去采购牛。其中梁赞地区书记拉里奥诺夫特

别狂热。

1959年，梁赞地区超过年度肉类收购目标的三倍，斯塔罗波尔边疆区超过两倍半。这样的代价是绵羊、马和野生动物都被杀掉了，农

民的自留地都荒废了。就像同一时期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官媒一样，苏联的媒体也为“第一批成就”而欢呼，要求其他地区学习。

身为基层官员的戈尔巴乔夫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不过，这样的做法很快就真相大白了，拉里奥诺夫开枪自杀，而肉类生产运动对苏

联的打击非常大，其后果延续很多年。

1964年10月，曾经持赫鲁晓夫挑战“反党集团”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同样将他打倒，因为他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保住官位，他们

选择让他下台。

1979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年后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随着戈尔巴乔夫进入苏共中央，认识了更多的苏共

高官，他发现在高层生活里，留给单纯的人类情感的空间极少。在他眼中，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沉默含蓄的人，对意识形态的问题十分

敏感，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对改革逐渐失去作用的原因也不去理会，但对戈尔巴乔夫十分友善和器重。

另一个政治局常委柯西金，在戈尔巴乔夫的眼中，是一个记忆力超强，能轻松脱口说出国内外的人物和局势。他十分讨厌地方官员的

阿谀奉承，不喜欢“礼节性”的官方活动，也不喜欢参加社交聚会和空谈。他感兴趣的是与人见面，处理文件，读书和散步……。他

不愿意谈论斯大林时代，但有一次话题突然落在这个问题上，他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处于完全的监视之下，不管你是在什么地

方。你永远也不会落到视线之外”。

此外，在戈尔巴乔夫眼中，指令经济和中央官僚化国家的决策体系实在是糟糕。无论什么问题，均需呈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均需得到

数十个部委和数百名官员的批准。这需要地方官员无数次进京、开会、和申辩，而那些不同部门的官僚则处处阻挠……。

当情况确实出现恶化时，精英及其宣传机器却在吹嘘成就。中央政府期望地方官员能够上报迅即和显眼的成果。当然，“只有有需求

就会肯定有供给。那些说大话的人被当作英雄来对待，那些埋头苦干俄人让人觉得可怜。”

还有，如果“想法”是从上面传下来的话，执行者就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有人提出什么创意，那么这个人的前程就会被打上问号。要

是严格遵照上面传达下来的决议和指示办事，就无法完成任何有用的事。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创意是要受罚的”。

无疑，戈尔巴乔夫描述的苏联体制种种弊端，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同样存在，其所描述的各类苏共高层，在中共内部同样存在。

而作为苏共要员，他还有许多出国访问旅行的机会，曾去过比利时、西德、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而他所看、所听到的或多或少

影响了他的政治观点和对社会的看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因为与美国的军备竞赛，经济发展缓慢，腐败也十分严重，越来越多的苏联人也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和苏共，

苏共业已失去了民心。对苏共体制有着切身体验和善于思考的戈尔巴乔夫最终在掌握苏共最高权力后，选择了推动变革，并最终让东

欧共产国家摆脱了共产党的控制。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上为自己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结语

2011年8月，英国《卫报》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独家专访了戈尔巴乔夫。当记者问到他最遗憾的事情时，他毫不犹豫的说：“应该

早点离开共产党。”

《卫报》报导称，在1个小时的访谈中，戈尔巴乔夫至少说了5件担任共党总书记时觉得遗憾的事。头一件他说道：“事实上，在尝试

改革共产党的路上，我走过头了。”他表示应该早几个月，在1991年4月辞去总书记职务时成立民主政党，因为“共产党对所有必要的

改变都踩刹车”，“它（共产党）使改革停滞，尽管它启动了改革。他们都认为改革只是化妆的需要而已。他们觉得表面粉刷一下就

够了，事实上里头仍是同样的陈腐秽物。”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戈尔巴乔夫对于是否如中共那样首先实施经济改革而非政治改革的说法的回应是：“如果我那么做，苏联不

会有任何改变。人民完全被隔绝于决策之外。我们的国家与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我们来说，解决问题必需有民众参与。”

而对于中国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表示，就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变革绝对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中国业已走入了历史的关键时

刻，不管现在掌握最高权力的是何人，如果继续选择保党保权力，而不是解体中共，那下场注定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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