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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列宁和十月革命

李燕

今年是列宁逝世 92 周年，明年将是十月革命 100 周年。在十月革命 100 周年将要到来之

际，有关列宁与十月革命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成为“后苏联时代”一些国家社会政治舆论的主

题之一。一个世纪中列宁的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人们在今天怎样看待列宁和十月革命？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怎样看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历史地位？这

些既是老话题，又是新话题。

一

1917 年，在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起人类历史

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打退帝国主义和

国内反革命围剿，苏维埃国家得以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生存下来，成长壮大，用十几年的时

间走过资本主义要用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之路，建设了比较齐全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并取得

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佩和尊重。

在领导创建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列宁对

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探索，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并根据

帝国主义的发展不平衡规律，作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

判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提出利

用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

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和创新；列宁还提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他指出，这个政党

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

导力量；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经济落后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

这些内容体现了列宁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构成了列宁主

义的主要内容。后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被广泛应用。

列宁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象征。在其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列宁的形象始

终是积极、正面的。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民主化”“公开性”以及揭开历史“空白点”的旗号下，在

各领域对斯大林展开批判。不久，这种批判扩展到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等其他苏共领导人。有

人说，1917 年初，列宁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几百万的金钱资助，是被德国政府“派回”搞

破坏活动的“德国间谍”；有人借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烤成社会主义

馅饼的面粉”，宣扬十月革命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有人攻击十月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开始就不应该搞：“如果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就会发现这场‘革命’的代价远远大于

改良”；还有人说列宁“不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是“具有革命的残酷性的人”。列宁的形象

从革命导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变成了“间谍”“阴谋家”。

由戈尔巴乔夫等发起的对斯大林、列宁等苏共领导人的批判，其目的是全盘否定苏共、

苏联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盛行，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苏共领

导人的形象被严重丑化，苏共和苏联的历史被歪曲，社会思想混乱，国家局势动荡，民族分

离主义猖獗。最终，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二

苏联解体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对列宁、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否

定仍在继续，有的新独立的国家力图以此证明自己与苏共、“苏联帝国”决裂。在俄罗斯，

歪曲苏联历史、损毁党的形象、否定和批判共产党与苏联制度的言论也一度十分盛行，在各

种报刊杂志乃至历史教科书中，对苏联历史的描写十分混乱。正如普京总统当年指出的那样：

“社会上是一锅粥，教师的头脑中也是一锅粥！”



在此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在历史研究与思想意识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纠正混乱局

面。在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俄罗斯史学逐渐回到尊重事实、倡导爱国主义、捍卫国家利益

的轨道上来。而经历了国家解体、经济衰退、生活困窘的民众，也开始怀念国家强大、人民

生活安定的苏联时代。于是，列宁的“回归”，又成为俄罗斯的一种社会潮流。这主要体现

在：

第一，学术领域的正本清源。苏联解体前后，史学界有关列宁的评价、十月革命的前提

条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等问题就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早期由于戈尔巴乔夫和叶

利钦政府的错误引导，一些持右翼观点的研究者，如沃尔科戈诺夫、菲拉托夫、雅科夫列夫

等人的成果影响很大。他们宣扬，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一小撮职业革命家，利用当时俄

国的混乱局势发动的“政变”，“不仅是俄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对

列宁和十月革命几乎完全否定。当然，也有左翼学者如沃洛布耶夫、波利亚科夫等提出，十

月革命并非偶然发生，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

是这种声音相对微弱。进入新千年后，随着历史事实的揭示，加上政府的正确导向，俄罗斯

学界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态度更加理性和公正。俄政府前总理普里马科夫曾撰文指出，在俄

罗斯的政治文献中，常常把 1917 年的十月革命称为“政变”，这种作法很不正确。十月革

命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有学者论证，十月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序曲, 也是新的伟大

俄罗斯强国的序曲。近来，学者亚历山大·舒宾专门著书，详尽分析了俄国从 1917 年二月

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发展过程，阐明十月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他把这场革命称为“伟大的俄罗

斯革命”。这些观点在当今其他史学著述中也有非常鲜明的体现。俄罗斯学界对包括列宁和

十月革命等苏联时期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研究、评价越来越基于事实，越来越全面客观，而

有关列宁的那些谣言与传说则逐渐不攻自破。

第二，俄罗斯民众的纪念活动。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重新肯定不只体现在学术成果中，

还可以通过俄罗斯民众的纪念活动看出来。每年的 1 月 21 日和 4 月 22 日，即列宁逝世和诞

辰纪念日，在俄罗斯的媒体上都会登出一些纪念文章。而每年的 11 月 7 日，即十月革命胜

利纪念日，在俄罗斯的多数城市更会有大大小小的集会，人们以一年一次的聚会来纪念那场

“伟大的革命”。近年来，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州、区由俄共组织的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活动规

模和影响越来越大。在各种纪念日里，还有群众自发来到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表达对

列宁的崇敬之情。苏联解体以来，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一些党派和议员屡次向议会提出

将列宁遗体迁出红场，而以俄共为代表的党派和民众屡次反对，也对攻击列宁的言论与行为

进行反击。



第三，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结果。苏联解体前，围绕列宁与十月革命评价问题，俄罗斯

社会舆论调查研究中心就展开调查，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前十年。其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

映出俄罗斯民众的基本看法：

在调查表 1 中，肯定十月革命“开创了俄国历史新纪元”“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

面评价，远远高于“一场灾难”之类的负面评价，尤其进入新世纪以后更是如此。这说明，

十月革命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在调查表 2 中，对于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选择劳动者处境艰难和国家政权衰弱的，始

终占绝大多数。这两个因素被视为十月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对所谓政治冒险家的极端主

义等负面说法的肯定并不多。这反映出，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已然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在俄罗斯关于列宁与十月革命的正面评价越来越多。而在十月革命

100 周年将至之际，这种趋势愈发明显：在 2016 年初有关俄罗斯百年最伟大领导人的社会

舆论调查中，列宁和斯大林、普京并列第一。

三

尽管当今俄罗斯社会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甚至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在上升，但并不等于历

史定论已经作出。随着历史档案的公开、历史研究的深化，近年来，有关“真实的列宁”“真

实的十月革命”的报道越来越多。除了肯定列宁和十月革命历史地位的正面成果之外，也有

一些与原来说法不一样的史料披露出来。比如，有研究证实，苏维埃政权初期，的确实行过

“红色恐怖”，存在粗暴地对待农民的现象，而将几十万学者、科学家驱逐出境的事实也早

已得到证实。此外，还在苏联解体前就开始被媒体曝光的枪杀沙皇全家的证据，以及镇压喀

琅施塔得水兵叛乱的史料，等等。

这种情况在今年初的媒体报道中十分突出地反映出来。今年 1 月，普京总统在参加人民

阵线地区论坛时，对如何看待列宁和苏联历史的提问所作出的回答，引起了俄罗斯一些媒体

以及中国媒体的关注。有的文章以“普京拿列宁开刀”“普京再度批评列宁”为题，大肆渲

染普京对列宁、对苏共的否定。对此，笔者有如下看法：

第一，辩证、历史地看待列宁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政权面临帝国主

义围剿和国内反革命进攻的危难局面。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以列宁为主要领导人的

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一些严酷的斗争策略和手段。对此，列宁自己也有反思，他不止一次地

承认，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作为参照，错误不可避免：“我们一

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

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努力纠

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变我们对苏维埃原则的实际运用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状况。”（《列宁

选集》第 4 卷第 566 页，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连列宁本人都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在

所难免，今天的媒体更应尊重事实。同时，也不能忘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

史的新纪元，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建设起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取得了辉煌的建设

成就，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伟大事业。既肯定其成就，也看到其错误，把历史人物和事件

放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全面审视，辩证、历史地分析，才是历史研究应有的正确态度。

第二，对历史人物不能求全责备。不以现代人的思想、观念来苛求历史人物, 而是从历

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及其发挥作用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看待和评价他们。这也是评价

列宁及其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列宁是俄国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我们将其视为伟人，但不

能要求其做“完人”。正如一位俄共党员所写的那样，在世界历史上，有两场革命被称为“伟

大的革命”，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如果把两场革命做具体比较，可以看到，

法国大革命也伴随着恐怖、内战、经济生活混乱、饥荒，还有后来的拿破仑战争。但法国历

史学家仍将其称为大革命，并为法国和全世界所认同。当时和后来有许多人，甚至法国自由

派历史学家都为雅各宾派的恐怖政策辩护，认为它在反对外国干涉的斗争中保卫了法国。至

于拿破仑，他虽开启了胜利，却以失败告终，并导致法国被占领，但他仍被视为一个伟大的

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家，并没有人把那些无法估量的损失作为罪责加到他的头上。尽管作者是

在借拿破仑来阐述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卫国战争的态度，但是这段分析无疑对正确认识和评

价列宁与十月革命也很有帮助。

第三，客观看待“普京评列宁”的出发点。普京不是历史学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

“这是历史学专家的事”。而作为一位政治家，普京对历史问题的表态常常与俄罗斯所面临



的国内外局势相联系。在评价列宁与苏联解体关系时，他强调，“列宁提出，加入未来的统

一的联盟国家应以‘作为平等成员有权退出联盟’为基础。这恰恰成了我们国家大厦地下埋

藏的一颗炸弹”。他还对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的“思想统一”做法加以指责。这些言论，

要结合今日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来考量。乌克兰危机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制裁，国际油价大

跌，俄罗斯经济受困，加上与土耳其的冲突，俄内政外交都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国家的安

定与统一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情况下，普京的“定时炸弹”说法，更多地还是要表达维

护俄罗斯国家统一的现实主义态度。这一观点在今年 4 月 7 日普京参加圣彼得堡“真理和正

义”地方媒体论坛时也有体现：普京指出，爱国主义和俄罗斯民族认同感在当今俄罗斯十分

重要。

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作为影响俄罗斯进程的一位最重要的政治家，并且已被写入俄罗

斯历史的列宁，其言论与活动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密切相关。列宁去世 90 多年后，作为当

代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家，普京对列宁的评论，其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所面临的现实

相关。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评论者”，两个人物各自有其历史环境和现实约束，我们应

具体地、历史地加以理解和分析。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列宁主义不仅指导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也鼓舞和推动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在半个多世纪中得到

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承认。今天，尽管时代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列宁和

他的理论主张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列宁主义仍将是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前进的一面伟大旗

帜。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只是世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的曲折，并不说明世界社会主义

事业前景渺茫。同样，列宁像在一些地方倒塌了，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在继续。真

正的共产党人将始终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克服各种困难，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完善自身，不断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前进。

（执笔：李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