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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内容概要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内容简介：2001年，一本《苏共亡党十年祭》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十多
年来畅销不衰。十二年过去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人们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关注和思考
却从未停止过。著名反腐专家黄苇町继《苏共亡党十年祭》后推出的《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将极大
地满足社会各界读者的需求。
较之“十年祭”，《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对苏共败亡教训作了更加系统精深的思考：权力过分集中、
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只有科学、深刻地反思，以史为鉴，历史悲剧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
补偿。作者以深刻的分析和思辨能力，对照前苏联和中国当前及世界形势，全方位解读和研究苏共的
失败，同时也是寻找我们党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具有很高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执政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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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苇町，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及反腐专家。1947年生，1975年毕业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
院。1982年调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担任编辑。后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为《求是》
杂志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苏共亡党十年祭》《中国的隐形经济》《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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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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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精彩书评

1、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苏共亡党二十年祭》20多年前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当时的社
会主义国家来说不次于一个晴天霹雳，时代发展到2015年的今天，再去回顾苏联国家的破产，分析当
时苏共执政的教训，对于今天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全面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中国仍然有很重要的现
实意义。从国际形势来说，苏共的垮台，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覆灭的连锁反应，有苏共自身执政能力
遭受质疑的挑战，后者应该是主要原因。在执政能力方面，有苏共政治生态恶化，特权主义盛行，官
僚主义横行，形式主义和虚无主义流行的原因。每一名苏联共产党员心中想的不是国家，不是人民；
最终被人民抛弃，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不复存在。从斯大林开始的党同伐异、滥杀无辜，苏共内部
的民主、和谐氛围已经开始被破坏，精英人士流失，后继人才短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后依然
高高在上，远离人民，再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也无所作为，一代一代的领导人如此恶化政治生态，个别
的清正廉洁、敢于正义之言的共产党员无法再这种生态下存活，出现了劣币驱赶良币的反常现象，导
致整个党内乌烟瘴气、互不信任，最终落下了亡党亡国的命运。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苏联政治笑话中，
看出在苏共亡党之前的那些年间，所谓的政治是那么荒唐、无趣、可悲，那些荒谬事情的发生预示着
灭亡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是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密不可分的；中国的社会主义
制度也是仿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苏共和苏联国家的覆灭
要吸取的不仅仅是经验和教训，更要从中寻求治党治国的智慧，发现社会主义道路上存在的陷阱和风
险，警惕人性上的缺陷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加强和人民血肉联系，对
于反腐的“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决执行，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共覆灭之后对于执政的清醒
认识，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和苏共不一样的是，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的纠错能力和学习能
力，从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走出来，开始了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壮举；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祭
出反腐的大旗，亮出全面依法治国的信心和从严治党的决心，这都是反应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纷繁
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在国内发展进入低速运转的不利局面下，在部分共产党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的危险情况下，做出的一系列调整措施。201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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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章节试读

1、《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的笔记-第303页

        爱之廷足以害之。
一些领导人过份的舐犊之爱，目的是用权力为子女铺平了过人上人的生活的道路，却因此严重失去了
民心，先去了人民群说对自已簸后一点信任，也导制党失去了执政资格。

2、《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的笔记-第334页

        
再看今日之俄罗斯，是普京时代的俄罗斯。

3、《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的笔记-第303页

        

在当代杜会的任何国家,国家领导人的家族腐败都是导致政权颠覆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4、《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的笔记-第212页

        关于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看法，作者好像有想法啊，呵呵。
一般来说，高明的政治家不但善于发现问题，而且善于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善于发现问题，却不善
于解决问题，甚至自己还频繁的制造新的问题，就使“民主化”、"公开性"成为反对派利用来搞乱党
的队伍直至将苏共打倒的武器。结果，挟带着改革之风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却铸成了亡党亡国的结局
。”

5、《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的笔记-第266页

        最高领导人统治一切，迫使人们服从其意志，因而对什么都不负责任；二其他领导人不负责任是
因为他们只是别人命令的执行者。他们都很有权，但都可以不负责任。这就是阿尔巴托夫对勃列日涅
夫时期的干部选拔标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见解。

“压抑下的无奈”和“无奈下的麻木”，成为普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最大的梦魇。

赫鲁晓夫是因为“对干部不负责任”而被赶下台；柯西金是因为得罪强势集团被迫辞职；所以知道戈
尔巴乔夫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引爆了苏联亡党亡国。
在决定革命年代生死存亡的战争年代，能够脱颖而出的，一般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或是总能打胜仗的
群众工作人才；而在执政地位已经得到巩固、敌人的直接威胁已经消失后，权利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下，则很容易出现另一种干部选拔机制，就是“人才逆淘汰机制”——不是选拔最优秀、最有才华、
最深孚众望，因而也最适合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而是首先淘汰这些人。

6、《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的笔记-第210页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改革者，他痛苦地面对着一切改革者都要碰到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更加激
进的破坏性力量试图炸毁政权本身，从而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却认为改革侵
犯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千方百计地阻碍改革，甚至准备必要时牺牲掉改革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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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共亡党二十年祭》的笔记-第314页

        苏共垮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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