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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重视意识形态，不过这意识形态是为他本人树碑立传的意识形态，是

制造对他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是为树他个人而不惜篡改历史的意识形态。为做

到这一切，必须要一本按照他本人的意图、指示编写的史书来统一联共党史，统

一苏联历史，甚至统一世界历史。1938 年出笼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以下简称《简明教程》）就是这样一本书。 

为编写这样一部历史教科书，斯大林花了二十来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为编

写这部书做好人事组织、理论修正、历史篡改的先期工作，最后才水到渠成地用

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编写出《简明教程》。 

打倒党内的理论家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党内并不以理论家著称，他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理论著

作。那时的党内理论家有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等。 

列宁自不必说，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等领域都有著作问世。 

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前就著有批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著作，对国家问题、

帝国主义问题都有专门研究。十月革命后他是党内少数能够同第二国际领袖如考

茨基论战的理论家。列宁逝世后，他写作了大量有关列宁和列宁思想的著作，如

《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列宁的政治遗嘱》等等。

布哈林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经济学、哲学、文学艺术以至绘画都有很高的

造诣。1937-1938 年他被关在“自己的”监狱里还撰写了三本书：《社会主义及

其文化》《辩证法概论》和小说《时代》。如果布哈林的《辩证法概论》当时能

够出版，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站住脚。 



托洛茨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杂志《新

时代》发表文章，敢同列宁展开争论。十月革命后，也是他敢对第二国际的大理

论家考茨基等展开批判，写作了如《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帝国主义与革命之

间（以格鲁吉亚为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东方与西方》等。列宁逝世后他最

早发表回忆录性质的文章，纪念列宁，阐发列宁思想。他最早对斯大林的“单独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发起挑战，他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使用的列宁引文大

大超过斯大林所引用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出版多卷本的《托洛茨基文集》，

这是除列宁外党内第一人。托洛茨基在文学艺术方面也颇有修养，他的《文学与

革命》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左翼普罗文艺。被驱逐出境后，托洛茨基很快就写出一

部相当翔实的《俄国革命史》，当然在这部史书里是没有斯大林的什么位置的。 

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前有一段时间曾经同列宁在一起，两人合出了一本《反

潮流》文集，这在党内是绝无仅有的。1917 年七月事变后，是他和列宁一起在

芬兰湾避难。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领导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1926 年出版《俄国共产党（布）历史》，这是最早的很有权威的党史著作。

他还写作并出版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比较起来，季诺维也夫的

这一著作至少有两个问题是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所忽略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哲学思想。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也比斯大林的要符合实际一

些：“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

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确实是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闹革命的，

农民问题是列宁所面对并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从 1923 年起，开始出版十八卷《季

诺维也夫文集》，是当时第三位能够出文集的人。 

每遇到重大的国际国内和党内问题，往往都委托他们三人中的某一人来起草

决议草案，撰写文章进行解释、宣传或反驳。 

这是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物，在他们下面还有一批专家，例如文学艺术领域

的卢那察尔斯基，历史学领域的波克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哲学领域的德

波林，经济学领域的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等等。 

可以这么说，有这些专家学者在，在这些领域就没有斯大林的地位。看看十

三卷《斯大林全集》（应当是《斯大林文集》），就可以看出，他没有什么有分

量的理论著作可以与那些大专家 PK的。他的唯一称得上专著的《马克思主义和



民族问题》还是在布哈林的帮助下完成的，由于他不懂外语，许多外语资料是布

哈林帮他搜集和翻译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当时只被当作一般的通俗小册

子。1929 年斯大林申请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因缺乏有分量的理论著作而没有通

过。这一年布哈林在政治上失意，却毫无悬念地当选为科学院院士！ 

在党内斗争和争论中斯大林必须借助外力。同托洛茨基争论时，借助于布哈

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同“托季联盟”争论时则借助于布哈林，在同布

哈林争论时斯大林在理论领域已经找不到可以同布哈林对抗的人物，只好干脆撇

开理论问题而在“右倾”上做文章。通过这几场争论，斯大林击败了他的主要对

手，在党内赢得唯我独尊的地位，这是 1929 年的事。这一年年底斯大林五十大

寿，成为他赢得党内统治地位的标志，《真理报》连续几天发表文章连篇累牍为

斯大林祝寿，盛况空前。人们记得，1920 年人们庆祝列宁五十大寿时，列宁避

席拒听那些歌功颂德的贺词。 

反右倾击败布哈林只是政治上的胜利，为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斯大

林还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 

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 

斯大林登上意识形态舞台，开始发号施令了。 

1929 年 12 月 27 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演

说《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批判“平衡”论、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和小农经济“稳固”论，等等，指名和不指名地批判布哈林、恰亚诺夫、格罗曼

等人。斯大林很放心，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敢出头同他争论了。 

1930 年斯大林做了一个关于哲学领域开展大批判的内部谈话。他参加了红

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会议并做了发言，要求对所有社会科学开刀，他说：

“要挖出和摊开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德波林集团所写的一切——摧毁。

斯腾、卡列夫可以撵走……我觉得德波林是无可救药的人，但是应当把他留在编

辑部，以便有打击对象。” 



有人问：“是否应当把理论上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他回答说：“不

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又问：“学院在哲学领域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

到何处？”斯大林回答说：“主要的问题就是打击。应当全方位打击，打击没有

打击过的地方。黑格尔是德波林分子的圣像。普列汉诺夫应当揭露，他总是傲视

列宁。连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确的。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的地方存在和

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布哈林曾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么地方

触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Октябрь. 1988. № 12. с. 69） “不

要忘记梁赞诺夫。总的讲，马恩研究院是脱离我们的。”（Политичес

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1989. № 13. с. 85.）这样，在“全方位

打击中”，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到德波林就都成为“打击”的对象。斯大林不

敢碰的只剩下两人——马克思和列宁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打击”，大批判是全方位的，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

文学艺术、历史学，以至一系列的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等等。 

斯大林对历史学抓得很紧。 

二十年代苏联学术研究相对要自由一些，出了不少党史著作，除了季诺维也

夫写的党史以外，早在 1920 年就出版了布勃诺夫的《俄国共产党发展的基本阶

段》，1926 年出版了涅夫斯基著作的《联共（布）历史 简明教程》和波波夫著

的《俄国共产党简史》。1928-1930 年出版了由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四卷本《联

共（布）历史》，这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党史著作。党史作者还有巴图林、贝斯特

里安斯基等等，没有人垄断党史的写作。布勃诺夫还给三十年代初出版的第一版

《苏联大百科全书》写了“联共（布）”条文。苏共二十大后，《简明教程》不

用了，又没有新的可代替的教材，我的老师就曾推荐我去看布勃诺夫写的这一长

篇条文。当然，这时候出版的党史著作不会突出斯大林，如实写的话，斯大林的

名声盖不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 

二十年代以及三十年代初出版的党史著作严重影响斯大林绝对权威的树立，

斯大林要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必须改写党史。 

1931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六期发表斯大林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主

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攻击联共（布）党史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私贩”，其中



也涉及雅罗斯拉夫斯基。斯大林断定，他也没有能摆脱“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

的错误”。此文引发对历史学家的新的批判浪潮，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解除工作和

开除出党，一些人被驱逐出莫斯科，流放外省。 

三十年代初出现了编写得到联共中央批准的官方党史教科书的想法。1932

年 1月 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编写“联共（布）历史”》的决定，成立了编

委会，其成员有斯大林、卡冈诺维奇、波斯蒂舍夫以及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

斯捷茨基、阿多拉茨基等。教科书的编写者为历史学家克诺林、波波夫、雅罗斯

拉夫斯基和贝斯特林斯基，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和斯克雷

普尼克。托夫斯图哈任出版秘书。工作开始了，但进展很慢，到 1934 年底连个

大致轮廓也没有确定。此外还计划出版多卷本的大型党史教科书。 

1934 年底基洛夫遇刺，形势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使得认真编写多卷本联共

（布）党史教科书成为不可能的事。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两卷本的《联共（布）历

史》，其第一版于 1933 年、第二版于 1935 年出版。1936 年底政治书籍出版社

开始准备出第三版，然而 1937 年 2月，出版社仅出版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教科书

的第一卷就停下来了。与此同时，各种各样伪造事实和歌功颂德的党史文章和著

作大量出现，最有代表性的是 1935 年出版的贝利亚的关于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

组织的充满伪造的著作，1936 年出版的法国共产党员作家巴比斯撰写的大力吹

捧斯大林的政治传记。 

批判的武器换变为武器的批判。1935-1938 年，全国举行了好几次秘密的和

“公开的”审判，原先的各种反对派成员几乎全被打倒，他们的名字在书报中一

律禁止正面提及，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

皮达可夫、拉狄克、叶努基泽、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拉

柯夫斯基、梁赞诺夫、克列斯廷斯基等等，并且随着镇压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被

禁止正面提及的人员名单也在不断增加。书报检查，特别是对政治书籍的检查加

剧，从图书馆下架和销毁数百万册图书，仅个别图书馆如科学院图书馆在特藏库

还藏有此类图书。 

大批历史学家也遭到清洗，被捕的有：波斯蒂舍夫、皮亚特尼茨基、斯捷茨

基、克诺林、波波夫、布勃诺夫、奥拉希拉什维利等等。斯克雷普尼克被迫自杀，



只有托夫斯图哈于 1935 年病逝逃过一劫。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还有谁能够承担

撰写新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任务，新教科书能写些什么？ 

新“圣书”的诞生 

同列宁并肩战斗、亲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炮火的老革命家被消灭了，熟悉

历史的党史学家没有了，仅存的几位老革命、老史家也都被噤声了，舞台已经“净

化”，斯大林可以亲自上场改写党史，制作新的党史教科书了。 

需要指出的是，改写党史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要求，也是他周围的亲信的需

要。这些人在十月革命以及列宁时期的历史中都不是一流人物，现在地位提升，

迫切需要改写历史，提高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伪造

学派》中写道：“伪造者改写历史决不是个人的阴谋或者小集团的倾轧之事。这

是有其社会根源的深刻的政治过程……凌驾于革命阶级之上的官僚随着自己独

立地位的巩固，不能不要求用一种意识形态去为他们的特殊地位辩解，防止来自

下头的不满。这就是对还非常新鲜的革命历史进行大规模改写、改头换面甚至伪

造的原因。”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柏林 1932 年俄文版，第 7-8

页） 

1937 年 5 月 1日，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关于联共（布）历

史教科书——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们的信》。1937 年 5 月 6日此信

略加修改在《真理报》转载。 

斯大林在信中宣布，所有以前出版的联共（布）历史教科书都“不能令人满

意”。这些教科书所叙述的联共历史脱离国家的历史，只限于简单地描写各种流

派斗争的事件和事实，没有做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这些教科书的结构和事

件分期都有不正确的地方，结果它们变成了对往事的肤浅的和莫名其妙的叙述。

接着斯大林对编写新的联共党史教科书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

为：要讲述布尔什维克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流派斗争的历史，这是保卫列宁

主义的斗争，否则布尔什维克党就会像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蜕化。斯大林指

出：“如果不做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

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打架的

人。”接着斯大林提出自己的联共（布）历史分期提纲，“作为基础”。 



斯大林的分期提纲共十二条，即十二个时期。提纲本身就开始篡改历史。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是 1898 年成立的。提纲把 1903 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为“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时间。提纲把 1912 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为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实

际上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政党，此后直到 1917 年

仍然同孟什维克派并存于同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内，直到 1917 年召开的第

六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才成为独立的政党，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

什维克）”（孟什维克仍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大林之所以把布拉格代

表会议抬得那么高，是因为在这次会议后他被缺席补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并进

入人数较少的中央俄罗斯局。提纲把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仅仅限于 1917 年

3月，此后的时期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

实际上，3月以后是二月革命继续发展的时期，当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竭力推翻

临时政府的时期。提纲把 1926 年至 1929 年定为布尔什维克党“为国家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这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简明教程》中联共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被说成是“工业化的代表大会”，然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业化仅

仅被一般地提及，工业化中的各种问题如资金来源、发展速度、工农业关系等等

都没有涉及。 

斯大林关于教科书的新分期和新架构的建议立即得到政治局的赞同，编写工

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斯大林需要有人来撰写基本的历史事实。由于大批党史作者遭到镇压，斯大

林找了两个人参加新版党史的撰写。一个是雅罗斯拉夫斯基，1878 年生人，老

党史研究者，有多种党史著作问世，这时已经服服帖帖听命于斯大林。另一个是

三十八岁的党的工作者波斯别洛夫，时任联共中央下属党的监察委员会下的不起

眼的报刊小组领导人，没有学术著作。这是听话的青老结合。根据政治局的决定，

整个工作要在四个月内完成，换句话说，教科书要在 1937 年 10 月底完成。可见

这不是一个要求认真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而仅仅是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改写历史

的工作。斯大林那时忙于镇压的事务，因此把监督和领导编写新教科书的任务交

给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尽管日丹诺夫身处高位，拥有大权，但无权解决党史中

的任何问题，能做主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第一份打印的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直到 1938 年 2月底才完成。但斯大林

看后不满意。两位作者中，波斯别洛夫年轻缺乏经验，胆小怕事，尽量避免做理

论概括，尤其是没有列宁、斯大林直接引文可用的地方；雅罗斯拉夫斯基整日提

心吊胆，他的办法是在教科书中详细叙述斯大林革命前的传记，还有莫洛托夫及

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传记。斯大林把这些东西统统删去。1938 年 3 月 4日，他同

波斯别洛夫进行了详细的谈话，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参加。但没有邀请雅罗斯拉

夫斯基参与。斯大林解释了自己大量删除、修改和补充的情况，回答了问题并提

出了建议。 

教科书的第二个打印本于 1938 年 7月底 8月初完成，吸收了斯大林在 3月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斯大林在第一个样本上所做修改和意见。斯大林对新本

仍然不完全满意。8月份斯大林几乎用了十四天时间来修改《简明教程》的新版

本。这些天他一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潜心工作，没有接见任何人。斯大林

修改完一章就立即送交政治局委员以及波斯别洛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阅读。斯大

林几乎每天都收到这些读者的回复。回复照例都很简短：“我没有意见（赫鲁晓

夫）。”“作品很出色（伏罗希洛夫）。”“令人惊异的好（加里宁）。”“同

意（莫洛托夫）。”“读了（米高扬）。”“非常好。我不知道怎样能做得更好

（加里宁）。”“非常满意地拜读了（赫鲁晓夫）。”“没有修改意见（叶若夫）。”

“没有修改意见（日丹诺夫）。”“非常满意地全都拜读了（安德列也夫）。”

“热烈赞同（莫洛托夫）”，等等。他们表示最不满意的是书中对斯大林在联共

（布）取得胜利和成就中的杰出作用表现得不够鲜明强烈。 

9月 8日晚七点在斯大林办公室召集项目的全体人员开会——斯大林、莫洛

托夫、日丹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以及《真理报》的编委罗文斯

基。约在晚上十一点钟做出了最终决定：9月 9日在《真理报》刊载《简明教程》

第一章。此后十一天，这些人深夜不断地聚会以决定第二天发表的东西。斯大林

的某些修改已经不是在教科书的样本上，而是在《真理报》的清样上了。 

《简明教程》于 1938 年 10 月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印数为六百万册。在三四

周期间全部售完，为此政治局两次决定追加印数，每次两百万册。根据政治局的

决定，1939 年《简明教程》要翻译成所有加盟共和国及许多自治共和国的语言。

1938 年 9 月 27 日政治局决定把此书译成中文、法语、英语、德语、波兰语、捷

克语、瑞典语、芬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马来语、“印度”语、保



加利亚语、“南斯拉夫”语出版。这一切都非常紧急。译成“所有语言”的最后

期限规定为 1938 年 11 月 15 日，即总共只有一个半月时间。为使读者买得起，

政治局决定俄文本的价格为三卢布。 

斯大林催促尽快组织学习：“此事我们耽误了整整一年时间。”国内各界

1938 年 9月就已开始根据《真理报》的文本学习新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

教程》了。 

《简明教程》的作者署名是“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

中央审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曾经指责斯大林剽窃。他说：“《简明教

程》是集体写作的，而 1948 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中斯大林亲手写下如下语

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同志写作，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

委员会批准的。”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你们看到，

集体创作的成果令人吃惊地变成了斯大林个人的著作。”（《苏共中央通报》，

1989 年第 13 期，158 页） 

此书的基本历史素材自然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提供和撰写的，但

全书的主调，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都属于斯大林，这是确实无疑的。历史学

家罗·梅德维杰夫依据后来公布的档案资料、书中的文字风格以及政治局委员和

雅罗斯拉夫斯基及波斯别洛夫对斯大林发来的文本的反应断定：“斯大林亲自操

作了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本文，他不仅修改了，而且亲自撰写了此《简明教

程》的许多篇章。不仅全书的框架，而且每一章、每一节的标题都是斯大林拟定

的。涉及理论的章节都是他写的。那时候也只有斯大林能够对党和苏俄历史上的

所有活动家做出官方的评价。只有他能对从日俄战争、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直到

集体化、工业化以及通过新宪法等历史事件的意义做出正式的评价。也只有他能

对俄国各政党以及党内各流派、反对派、小集团的性质做出评价。”斯大林不是

不想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这样一来书中对斯大林的大量狂热的吹捧就不太

合适了，所以最后就弄出一个“特设委员会”来。 

1938 年 11 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

相关的党的宣传工作的安排》。此决定在所有党的报刊上刊载，还出版了单行本。

该决定的文本由日丹诺夫和波斯别洛夫领导的相当庞大的一个委员会起草。从决

定的风格和性质可以看出，斯大林本人起草或者口授了这一文件的许多部分。决



定指出：“党史教程是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科学历史。……必须使党在党的历史

方面有统一的指南，这一指南作为联共（布）中央审定的、对联共（布）历史和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正式解释，可以杜绝任意解释的现象。联共（布）中

央所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将结束从前一些党史教科书中

胡乱阐述党史以及对于党的理论和党史中的重要问题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任意

解释的现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分册，501-502

页。） 

据统计，1938-1953 年间《简明教程》印了三百零一次，共四千两百八十万

册，译成六十七种语言（马斯洛夫·H.《〈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

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人民的严峻喜剧》，莫斯科 1989 年版，334 页）。印

数最多的是俄文版。 

从 1938 年 9月起，所有以前出版的联共（布）历史的图书和教科书都从图

书馆下架了。在许多年间只有《简明教程》是唯一的党史教材，书中每一句话都

被看作终极真理。这样世界上从此就出现了一部新的“圣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