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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来，有关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成

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在学术话语

中，苏联剧变不只包括苏联解体，还包含苏联共产党

失去政权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这三方面是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的。苏联共产党是联盟国家的承重

结构，它失去政权直接导致了联盟国家的解体和苏

联社会主义改旗易帜。本文对中国学界苏联剧变问

题研究三十年学术史进行回顾，梳理和总结学者们

的研究成果与观点，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

善和发展。

一、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研究的进程和主要成果

从苏联解体至今的 30多年里，研究苏联共产党

失去政权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总结其教训，

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焦点。

(一)20世纪90年代老一代苏联问题学者对苏联

剧变有深入解读

1991年 12月苏联解体对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

要求，研究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原因、教训，成为

最具有时代性特征和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课题。由

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重视研究苏联历

史，很快便出版了一批研究苏联剧变原因的著作和

文章，如：江流、陈之骅主编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

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江流、徐葵、单

天伦主编的《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刘克明、吴仁彰主编的《从列宁到戈尔巴

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东方出版社 1992
年版)，周尚文等著的《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姜长斌主编的《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
195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赵常庆等著

的《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等。这些著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

等多方面研究了苏联剧变的原因，前两本比较注重

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的问题，后四本比较注重对苏

联剧变更深层的体制问题的研究。为回应江泽民

1996年提出的要认真研究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

要回答在苏联剧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根本性因素，汪

道涵在上海组织了多次以苏联剧变问题为主题的

学术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于 1997年 11月在华东

师范大学举行，中国苏联史学界的 40多位学者参

会。改革开放论坛也曾组织国内外专家研究这一

问题。2001年，中联部也召开了苏联解体十周年讨

论会，有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与会。这一时期

影响比较大的成果有：宫达非主编的《中国著名学

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和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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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泉、姜长斌主编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两本书被看作 20世

纪90年代对苏联解体问题研究的总结，涉及历史与

现实，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

方面。

科学总结苏联剧变的原因对中国意义重大，是

大家的共识，正如宫达非所言：“作为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者，对这样一个与我们具有历史、思想以至情

感上都剪不断、理还乱的层层关系的重大历史课

题，应该认真、严肃、不带任何偏见地去进行认识，

不应该盲目置之，更不应该讳言莫论。”①在关于苏

联剧变原因问题的分析上，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是比

较客观的，既重视现实中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

也重视历史因素的影响，认为苏联剧变是个复杂的

问题，但体制机制和教条主义的理论在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苏联体制的问题，通过研

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及其特征、斯大林

与列宁的关系、苏联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等方面来探

讨体制问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郑异凡的著作《天

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辽宁教育出版

社1996年版)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系统研究了列

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遗产。姜长斌的

《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 1994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斯大林

早期活动的专著。姜长斌主编的《斯大林政治评传

(1879-1953)》研究了斯大林一生的政治活动及其所

建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得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结论，

认为斯大林与列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主

义和俄国革命的认识、政治行为和实施理论原则的

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等许多问题上都有明显

不同，该书也分析了斯大林理论体系确立的原因和

斯大林的理论特色、苏联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大

清洗等问题。郑异凡的《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

版社 1997年版)对于认识斯大林体制的形成也很有

帮助。邢广程的《苏联高层决策 70年》(世界知识出

版社1998年版)研究了苏联重大决策的出台过程，从

中也可以看到苏联过度集权的体制存在的问题。

(二)苏联解体10周年前后苏联剧变研究取得不

错的成绩

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和问题研究的深入，2001
年苏联解体10周年前后出了一批成果。陆南泉等主

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很有代

表性，该书以苏联体制为主线研究苏联兴亡的问

题。苏联体制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巩固和发展起

来的，在以后的苏联历史发展中，苏共未能对其进行

根本改革。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

过具体的历史材料，对苏联74年的历史进行了实事

求是的分析研究，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了苏联由兴盛

至衰亡的历史轨迹，全方位展示了苏联兴亡的进程，

从而揭示了苏联兴亡的关键，即苏联的体制模式对

苏联的兴亡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影响。这一时期

出版的著作还有：张盛发的《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左凤荣的《致命的错误：苏

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版)、张建华的《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闻一的《回眸苏联》(山东人

民出版社 2003年版)、马龙闪的《苏联剧变的文化透

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黄立茀的《苏

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郭春生的《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20世纪

60-90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当代世界出

版社2006年版)等。2005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徐天新的《平等强国的理想

与苏联的实践》、杨存堂的《世纪性的实践》、郑异凡

的《史海探索》和叶书宗的《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

究》)，朱庭光在序言中写道：“正是‘文化大革命’的

教训，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认真反思和研究斯大

林模式的弊病和诸多问题。错误是我们自己犯的，

但从源头考察却是同斯大林模式分不开的。”②此外，

还有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04年版)、沈崇武的《斯大林模式的现代

省思》(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黄苇町的《苏共

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陆南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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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

社 2007 年版)、吴恩远的《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等。沈志华主编的三卷本《一个大国的崛

起与崩溃》(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以档案资料

为基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

族、宗教等28个专题，是这一阶段影响比较大的一套

书。除图书外，2006年中国方正出版社、吉林出版集

团联合摄制的8集纪录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

史教训》，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苏联解体 20 周年前后苏联剧变研究成果

显著

2011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前后

是苏联解体30年来对苏联剧变研究最活跃的时期，

出版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著作。这批成果最大的特

点是使用了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资料，主要有：陆

南泉等主编的三卷本《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

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书中收录了35位专

家学者的文章，从多方面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教训

进行了总结，把学术性与可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周尚文等著的《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 2010年版)和李永忠等著的《苏共亡党之谜：

从权力结构之伤到用人体制之亡》，是我国学术界

从苏共执政模式的角度研究苏共成败和苏联解体

的著作。韩克敌的《美国与苏联解体》(经济管理出

版社 2011年版)，用翔实的资料说明了美国对苏政

策是一贯的，不能把苏联剧变说成主要是美国“和

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他得出的结论是：“内因仍是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内部的问题、危机，让

美国有了可乘之机。而美国的介入和干预，实质

上也利用了各种危机，加剧了苏联的各种矛盾。”③

这些客观的研究对于认识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很

有帮助。

这一时期苏联剧变研究的一大盛事是多卷本苏

联史的出版。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异凡主编

的九卷本苏联史中的五卷：《俄国革命》(姚海著)、《新

经济政策时期》(郑异凡著)、《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徐
天新著)、《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叶书宗著)和《戈尔

巴乔夫改革时期》(左凤荣著)。这套书历经十几年，

倾注了作者们大量心血，把我国的苏联剧变研究向

前推进了一大步。2013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了闻一的《俄罗斯通史(1917-1991)》，该书利用大量

的档案资料，有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认识苏联

的历史演变及苏联解体的教训有重要参考价值。这

一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还有2011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

版的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

的思考》。2013年党建读物出版社还发行了李慎明

的《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纪录片，

该纪录片强调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在苏联解

体上的主要责任。这一时期学者们对苏联解体原因

问题的争论比较大，陈爱茹编的《苏联解体之争》(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收录了不同观点的文

章，认为关于苏联解体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

点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是由于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

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竭力推行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此前苏联的社会

主义制度，将苏联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最终导致了苏

联解体；另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

联体制存在根本性缺欠，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

适应时代的要求，也不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发

展方向，苏共无力进行改革，必然被历史和人民所抛

弃。持前一种观点者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的学者，持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是研究苏联问题的

学者。

这一时期可以被看作苏联剧变问题研究的转

折时期。一方面，苏联史学界关于苏联历史、苏联

解体问题的研究在深入，出版了不少以档案资料

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研究学者的成果在社会上影响更大，他们强调

苏联解体主要是由戈尔巴乔夫造成的，戈氏推行

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最终导致了

苏联解体。

(四)2014年以来苏联剧变研究略显滞后

2014年以后关于苏联剧变的研究不那么活跃

了，九卷本苏联史另外四卷仍未交稿。这一时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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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学术论著不多，主要有：左凤荣和刘显忠合著的

《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社科文

献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是一部从民族问题的角度

对苏联解体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著作；张建华

的《思想为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该书研究

了从1936年到1991年期间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有

助于我们从知识分子命运变化的侧面，认识苏联社

会主义失败和苏联解体的原因。

2017 年是十月革命 100 周年，沈志华的论文

《“十月革命”与中国的发展道路》(《探索与争鸣》

2017年第12期)，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与十月革命和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中国人终

归还是发现并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这不仅改变了中

国数千年来的历史走向，而且为世界历史增添了新

的内容。2017年出版的与苏联相关的专著主要有：

陆南泉的《俄罗斯转型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中第二编关于苏联的部分，

围绕政治与经济体制问题，剖析了苏联现代化进程

及其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李

永全的《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与坍塌》(社
科文献出版社)，该书上卷揭示了布尔什维克党诞

生、发展和成功的历程，以及苏共金字塔式权力结构

的形成过程，下卷研究了苏共权力金字塔的坍塌，重

点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各个方面，揭示了苏联

改革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以及导致苏联解体的必然

性与偶然性。201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郑

异凡的《苏联春秋》(全三册)：第一卷“革命与改良”，

主要阐释了苏联成立前的革命以及成立后的社会改

良；第二卷“大转变”，主要介绍了斯大林执政时期的

苏联历史；第三卷“改建与易帜”，主要论述了苏联解

体前后的经验与教训。但这不是新著作，是以往发

表的论文的汇集。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苏联史学界研究成果数量不

多，但也有一些有分量的成果。沈志华主编的《冷战

启示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从总结教训的

角度研究了美苏的冷战及其教训。此外，还有两本

研究苏联时期个案的学术专著值得注意。一本是宋

永成的《苏联犹太人研究(1941-1953)》(商务印书馆

2021年版)，该书以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为中

心，主要论述了从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到1953年斯

大林去世这一历史时期苏联犹太人对打败法西斯所

作的贡献、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反犹运动及其影响。

另一本是肖瑜、江艺鹏的《从蜜月走向对抗：冷战初

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953)》(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该书研究了苏联从支持以色

列建国，到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的历史。这两本

书的共同特点是，利用了近年来俄罗斯、英国、美国

和以色列解密的档案文献，研究工作扎实，结论也具

有说服力。

中国苏联史学界还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

沈志华和余伟民的《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

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深入分析了美苏冷战

的起源。余伟民的《改革如何寻求共识——简论戈

尔巴乔夫改革研究的三种立场》(《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1期)，总结分析了中国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改

革的认识。张广翔和王金玲合写的《德国专家与苏

联核计划(1945-1956)》(《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
研究了苏联在实施核计划过程中，采用法律、经济和

强制手段，通过在德国本土签约和从战俘营中挑选

两种渠道招募了324名德国专家，这些德国专家在苏

联原子弹、氢弹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冯绍雷的

《苏联解体的长时段考量》(《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6
期)从文明史长时段的视角探讨了苏联解体的问

题。余伟民的《制度与人：苏联解体过程的演进逻

辑》(《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 1期)，从制度和领袖行

为的角度分析了苏联解体的过程，认为苏联的体制

改革和社会转型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联盟的解体

并非唯一的选择。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历史虚无主义被看作苏

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少相关领域研究者发表

了关于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的论文。2019年 6
月，党建读物出版社发行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

义研究中心编的五集党内教育参考片《历史虚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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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苏联解体》，该教育片回顾了苏联共产党的意识

形态被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侵蚀的历史过程，

认为苏联剧变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和

历史虚无主义的结果。

二、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剧变原因的主要看法

中国研究苏联剧变问题的学者基本由两部分人

组成：苏联史学界的学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学者。前者更注重研究造成苏联剧变的体制性问

题，他们主要依据俄文资料进行研究；后者更重视研

究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和苏共意识形态的问题，

他们主要用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衡量苏联的改

革。因为研究的基础不同，两部分学者在对苏联剧

变原因的分析上各有侧重点。

(一)关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

苏联史学界大多从体制维度寻找苏联解体的根

本原因。宫达非在《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

序言中写道：“苏联的剧变与失败，领导人的失策与

错误当然有关系，但从总体讲，其责任并不是哪一个

领导人能承担得了的，在旧俄国这样的社会基础上，

根本就不存在建设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④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所长徐葵认为：“如果把

苏联的剧变仅仅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错误，那

是不可能全面说明这个历史事件并总结其深刻教训

的……苏联的剧变是20世纪末在苏联的特殊条件下

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⑤高放认为：“与

其说是戈氏一个人葬送了苏共，无宁说是苏共饮下

了斯大林酿制的个人集权制和官僚特权制的苦酒、

毒酒而自尽。斯大林的教条主义错误，尤其是极权

主义体制留下了大患，以致后人难以有效地进行根

本改革。”⑥陆南泉和姜长斌也强调，苏联剧变的根

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

些领袖人物，要“与历史因素联系起来探讨苏联剧

变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素，如苏联经济发展、民族、

‘左’的理论根源、苏共的思想路线等问题，分析这些

重大问题与剧变的关系”⑦。由此得出的重要结论

是：社会主义要发展，必须进行改革，绝不能走苏联

模式的老路。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苏

联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逐渐形成

了一套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

历史悲剧。他们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

共对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苏联内部官

僚利益集团理想信念蜕变、阶级立场转变，加上外国

颠覆势力利用这些因素实施对苏联的瓦解和破坏。

尤其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错

误的改革路线和方针，他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

“新思维”，特别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叛了

科学社会主义，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横行，其结果是改

革夭折、苏共丧权、联盟解体。为此，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要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反

腐败斗争。

(二)苏联民族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失误对苏联剧

变的影响

苏联解体表现为多民族国家的分裂，苏共的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自然是学者关注的对象。赵常庆

等著的《苏联民族问题研究》一书认为：“苏联民族问

题产生的原因很多，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

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政治经济原因，也有社

会文化原因；有指导思想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行动

方面的原因。除各种国内原因外，还有外部因素的

影响。苏联民族问题的产生、激化直至苏联解体，是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⑧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

楚克的《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一书，也从历史

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但他认为，戈

尔巴乔夫放弃共产党领导权以及“和平演变”是导致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潘志平教授认为，苏联民族

问题的根源在于：“斯大林不仅用人工方法‘组织’、

‘成立’、‘建立’民族，而且还用人工方法‘组织’、‘成

立’、‘建立’民族国家。这样做付出的代价是在成立

苏联的同时也为苏联掘下了毁灭的坟墓。如学者所

指出的：‘苏联把各共和国的民族培养成成熟的民

族，唤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促使地方民族主义逐渐

高涨，一旦条件具备，半文明的小民族必然将甩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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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老师。’”⑨左凤荣和刘显忠则强调，苏联并没有

建成民族国家，俄罗斯民族不承认苏联是其民族国

家，苏联的解体与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直接相关。

在国家体制上，苏联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是单一

制；在理论上，苏共强调民族自决权，但在实际上却

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尊重俄罗斯这

个主体民族的权利，导致各个民族都对联盟不满。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没有很好地处理民族问题，改

革之初忽视民族问题，认为苏共早已解决了这一问

题，民族问题出现后，又处理不当，进而加速了联盟

国家的解体。

(三)苏联国家发展战略失误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苏联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长期奉行的是强国优

先，追求赶超资本主义的发展战略，没有处理好国家

与民众的关系。苏联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实现重工业

和军备上“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导致了苏联经济的

过度军事化，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姜长斌、

陆南泉、沈志华等学者的著述对此研究比较多。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严重影响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民众不满。苏联虽然达

到了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平衡，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

仅远不及美国，还不如后来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

龙。随着20世纪70年代苏联进入“停滞”时期，日用

消费品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人们不得不用越来越多

的时间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苏共无力改变这种局

面，自然也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

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目标仍然是强国，而不

是富民，人们对改革逐渐丧失了信心。随着戈尔巴

乔夫实施开放政策，越来越多的国民到了欧美国家，

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有那么丰富的商品时，对社会

主义的信仰也随之动摇。

苏联的战略失误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苏联的

发展主要是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而不是为了让人

民过上幸福生活，特别是 20世纪 70年代以后，自认

为实力超过美国的苏联开始与美国争霸，支持亚非

拉的革命，并于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这场战争

打了10年，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力物力损失，更是严

重败坏了苏联的国际形象，使苏联成为全世界声讨

的对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

苏联发展战略的失误还表现在处理与资本主义

国家的关系上。苏联长期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历史使

命，搞世界革命，难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互信关

系。苏联的改革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紧张，没有开放的改革只能

在原体制中打转。对此，前面提到的许多著作都有

论述。

(四)苏共本身的蜕化变质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苏联剧变关键在党，苏共领导干部从“人民公

仆”蜕变成了“人民的主人”。“苏联共产党本来是俄

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可是，在它夺取国家政权，成

为国家唯一的执政党之后，拒绝自身的变革，已经

逐渐演变成尚深受沙皇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苏联

国家官僚特权阶层的政党，一个具有俄国特征的现

代国家官僚阶层的政党，尽管还叫做苏联共产

党。”⑩苏共蜕变的进程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斯

大林的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

义法制，严重地窒息了民主，损害了人民当家作主

的权利。在“大清洗”中，苏联各民族大批优秀儿女

死于非命，对此，郑异凡和马龙闪有详细研究。叶

书宗和郭春生的研究揭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

干部特权的发展，以及苏共是如何发展成不代表人

民，只代表党的机关利益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导

致苏联剧变的关键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共完成

了蜕化变质。

三、简要评析

从苏联解体3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剧变问题

的研究看，学者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原则，从历史事实出发，充分利用大量资料，特别

是新解密的档案资料，不断把对苏联剧变问题的研

究推向深入。

首先，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历史的认识是比较全

面的，对其剧变原因与教训的总结并没有否认苏联

时期取得的成就。从人类的历史长河看，苏联社会

主义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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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进程。在当今世界上社会

主义国家为数不多的背景下，研究苏联剧变问题着

眼于探究其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是很自然的，但在对

苏联问题进行研究时，学术界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苏

联时期取得的成绩。学者们承认，苏联开辟了落后

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条新路，并在短期内实现了工

业化；苏联是打败法西斯的主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促进少

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苏联在促

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推进殖民体系崩溃方面也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苏联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

能掩盖其存在的问题与危机，苏共未能克服长期积

累的矛盾与问题，最后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大厦轰然

倒塌。

其次，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剧变原因与教训的总

结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把苏联的人与事

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研究。中国学术界尤其

是苏联史学界在研究苏联剧变时，承认戈尔巴乔夫

负有直接责任，但没有把少数领袖的“叛卖”归结为

苏联剧变的唯一原因，因为这样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不能回答为什么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时没有人

站出来的问题。学者们努力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

中去探寻其中的缘由。苏联史学界的学者普遍认

为，从历史条件看，苏联的社会主义存在先天不足的

问题。列宁当时的设想是先夺取政权再来补生产力

发展这门课，但从苏联70多年的历史看，这门课并没

有补上。符合苏联国情的新经济政策持续时间不

长，便被斯大林模式所取代。苏联模式过分依赖行

政权力的力量，不能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经

济发展速度逐年递减，越来越无效率，苏联的剧变不

是偶然的。

最后，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坚持

了以人为本的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学者们在研究

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和苏维埃

联盟国家解体时，遵循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以苏联人

民为出发点，从人民的视角看待苏联的问题。在理

论上，苏共和苏联人民应该是一致的，苏共建立的社

会主义制度和国家联盟，应该代表人民和服务人民，

但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如此。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

向民众许诺的和平、土地、面包、自由并未变成现

实。苏共采取的许多措施，如“大清洗”、农业全盘集

体化、权力过分集中、干部特权等，都侵犯了人民的

利益。苏共没有兑现列宁当初设想的让人民成为国

家和社会主人的诺言，没有让人民过上富裕安宁的

生活。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到，苏联剧变恰恰是

苏共丧失民心的结果。

为了使社会主义发扬光大，科学总结苏联剧变

的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0多年来，中国学术

界对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有些研

究在国际上曾处于领先水平，但近些年的研究有些

滞后，未来仍需要加强对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探究

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和苏共失去政权的深

层原因，从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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