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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前后》

内容概要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使她得以亲身经历了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内部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成为那段历史
的见证人。《斯大林前后》是作者的回忆录，在叙述她漫长、艰辛、多变的经历中，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当时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党、政府的历史事实，提供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一些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当然，对作者的某些观点，例如，全盘否定第三国际和整个苏维埃制度，认为苏联肃反扩大化是制度
造成的等，正确与否有不同意见，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回忆录中的内容也并非全部都是作者的亲
身经历，有的显系来自传闻，对此也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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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前后》

作者简介

艾诺·库西宁，是苏联籍芬兰人，是芬兰共产党创建人奥托·库西宁的夫人。二十年代，他们夫妇均
在共产国际工作。奥托·库西宁于1941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直至1964
年逝世。作者艾诺·库西宁先在共产国际莫斯科总部工作，后来被派往美国和日本，为共产国 际和苏
联情报局工作。1937年，从日本回莫斯科，1938和1946年两次被捕，先后被监禁、流放达15年之久，
于1955年获释。出狱后几经周折，直至1965年才获准去芬兰旅行，后定居芬兰，于1970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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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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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前后》

精彩短评

1、1.看到竟有民族和俺们一样惨，甚至还要惨，不由得默默哭着也不忘惊奇了。
2.正在轻蔑苏联的文艺和无能加丑闻的官员，不曾想到，俄式的深情、正直、英雄气质，原来随着人
脆弱的肉体，被专政的机器大堆大堆推入焚尸炉化成飞灰。那么没有被生还的眼睛看到记述下来的人
，连发出的人性美的光也消失了。
2、卡累利阿热就是朝总联的前世；共产国际很多糗事
3、the art of 騙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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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前后》

精彩书评

1、库西宁夫人笔下的真实苏联1.（作为共产国际官员）每年都会分到一辆新汽车，而且不用付钱。免
费居住莫斯科的寓所和郊外的别墅。手下的公务员（其实为女佣）上街买东西从不付钱，用三个专用
的小购物本记账。而且去商店买东西时只要向警察出示这种本子就可以不用排队，而且没有限额的限
制，因此常常招致其他排队者的不满。2.苏共的事务从来不向共产国际汇报，而苏共以外的共产党一
定要向共产国际汇报自己的一切活动。契卡在这些党内培植代理人或收买人员以监督这些党的活动（
中国一个最可疑的例子就是王明）3.共产国际档案资料员鲍里斯·莱茵斯悌恩曾偷偷地把苏联领袖分
了类：一种是死得太早；一种死的太晚；一种死的正是时候。列宁是第一种；托洛茨基是第二类，因
为他已经“没用”了。斯大林也是第二类。4.1923年共产国际计划利用鲁尔危机在德国举行暴动，原
本打算派库西宁去，但是库西宁很清楚德国的情况不适合革命，于是便推荐了拉狄克，结果拉狄克成
了替罪羊。这次暴动也从未被提起过。5.广州起义的幕后推手是共产国际，这就为什么在南昌、长沙
两次城市暴动失败后为什么中共还要在城市进行暴动的一个深层原因。事实上，作为共产国际负责人
的库西宁根本对中国一无所知。库西宁自己后来也承认，在莫斯科没有人真正了解中国。6.加里宁是
一个被架空了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其实是一个老好人，在恐怖的清洗时期总是尽
己所能保护一些人。有一个拒绝集体化的农民被枪毙后儿子不能读书，这个小孩就一个人跑到莫斯科
找加里宁，加里宁很和蔼地接见了他并给他开了条子。但是迫于斯大林的淫威和自身的软弱，加里宁
只能靠装疯卖傻来保全自身，最终窝囊地度过了一生。7.共产国际财务上的一些笑话和丑闻：共产国
际图书管理员被派去给英共送三万英镑，路上遇见一个英共党员，连名字都没问就把钱交给人家叫人
家交给“组织上”，自然，钱没到；芬兰共产党在瑞典开了一个珠宝店，用来筹措经费，结果才几个
月，珠宝店老板就带着所有资产失踪了，共产国际一分钱都没拿到。8.苏联央行行长叛逃（这个估计
苏联死都不会承认的）：1927年莫斯科国家银行行长沙曼因借口西方人取笑他从不带家眷出国申请携
眷出国谈判。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要求。结果沙曼因在捷克叛逃。契卡跑到央行一查，才发现所有可
以流通的外国资产都已经被卷走了。

Page 6



《斯大林前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