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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相伴》

内容概要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是戈尔巴乔夫的最新自传，这位八十多岁的政治家在人生边上，亲
述历史、回顾人生，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破解了诸多历史谜团。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八大看点：1. 戈尔巴乔夫首次回到人生的起点，梳理动荡的传奇人
生。高加索北部山区的农民之子，在动荡战火中度过童年。2. 回顾从共青团火箭式崛起的政治生涯。
在前苏联的政治生态中，他如何成为苏联最年轻的总书记？3. 揭秘戈尔巴乔夫政治登顶的秘诀。作为
边疆区最年轻的第一书记，他的经济政绩令人刮目相看，书中详述了他在苏联体制内指导经济工作的
挫折与成就。4.独家揭秘戈式改革的源起与历程、阿富汗战争的黑洞、高层政坛的微妙诡谲。与里根
共同结束冷战，开启苏联的民主化改革。重重阻力下，他的改革从哪里开始又怎样结束？5. 澄清对戈
尔巴乔夫民主改革的关键误解。他直面骂名，揭开“新思维”、“民主化”改革失败的内幕，陈述挽
救苏联的最后努力，背后的真相令人震惊。6. 详述与苏联历代领导人的交往和恩怨。如他与勃列日涅
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叶利钦、普京等政治人物的交往。7.戈尔巴乔夫深情回顾了与夫人赖莎
的相恋、相守，展现一段令人钦羡的爱情。8. 首次公开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及家庭合影。收入与里根的
历史性握手、家族成员的珍贵合影等五十余张照片。
在《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以坦诚的笔触回顾了如何从高加索地区的农民儿
子成长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励志传奇，真情叙述了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情感经历，披露了苏联解体前后
不为人知的内幕。在苏联解体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对新思维、公开化、戈式改革、八一九事件
、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进行了睿智而成熟的思考。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的大学”讲述了作者二战时期的童年和战后的求学经历，首次毫无
保留地披露了他与夫人赖莎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第二部分“登顶之路”讲述了作者在边疆区从事的共
青团和经济工作，以及到莫斯科后分管的苏共中央农业部工作。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最年轻的政治
局委员，1984年契尔年科去世后，在葛罗米科等的支持下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耀眼的经济工作成绩
和良好的人脉关系是他问鼎巅峰的重要经验。第三部分“改革是如何完成的”审视了作者推行的一系
列改革措施，首次揭秘了八一九事件和苏联解体的诸多内幕，尤其表明他为拯救苏联而付出的艰苦努
力。
戈尔巴乔夫还详细叙述了他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叶利钦等风云人物之间的交往和
恩怨。作者对一生的总结性回顾以及大量首次曝光的珍贵图片，使本书成为研究苏联政治最可靠的一
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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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相伴》

精彩短评

1、觉得写得相当不错啊，评分偏低
2、超前的社会主义改革者的自我辩白
3、这本书算是读得比较透的，除了精读以外，还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听苏联问题专家金雁导读。书
的前半部分，讲戈尔巴乔夫的学习、政治生活，感触最深的是他与赖莎感情至深。当孩子问他，为什
么别的人可以有4个妻子，而你才有1个的时候，他回答：因为他的4个妻子没有一个是哲学家——透着
对妻子的欣赏与满足，让人觉得，一个政治家有个志同道合的妻子多重要。中间一部分讲他的执政，
后面讲苏联政权的垮台，个人最不喜欢看最后一部分，据听说2008年刚出版不久，只将后面部分翻成
中文，只制作了12个复本分发政要，而我恰恰是对这部分无感，可见我多么不喜欢政治。戈氏的操守
好，以及他的“我为苏联战斗到弹尽粮绝”的坚定令人钦佩。80多岁的人了，为自己作澄清和辩解，
可以理解。戈尔巴乔夫，世界的英雄，俄罗斯的弃儿。还有一点感触至深：口径太大了
4、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原因，语言表述不是很有逻辑！
两个国家相比，他主导的变革反而革了自己政党，换来了自由，平等，公正;面对不同媒体意见，他没
有禁言;他更多靠自己一人之力来变革，没有强硬后台支撑，他自己阵营的同僚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思
想;此外，对敌人太仁慈！以史为鉴！
5、《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戈尔巴乔夫以坦诚的笔触回顾了如何从高加索地区的农民儿
子成长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励志传奇，真情叙述了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情感经历，披露了苏联解体前后
不为人知的内幕。迅速翻阅了一遍，没有太大意思，不建议购买。
6、自我辩解很无力
7、说真的很喜欢他和赖莎的日常，有种超越爱情的温柔的感觉。关于戈尔巴乔夫大多是批判，而纵
观他的人生，战火中的少年时代，自由风气十足的大学生涯，政治体制越来越僵化的从政时期⋯⋯对
于这个人来说.，我想他选择改革是注定的。
8、奔着敏感的中苏关系去的，结果比较失望：看了一部俄国政治家国内成长史。
9、读完戈尔巴乔夫的这部回忆录，首先请允许我吐槽一下审查这部书的我国同胞。在“给中国读者
的信”中写道：‘读我回忆录的读者会发现，我在书中给予中国较多的关注。现在我重又回忆起在我
领导苏联的那些岁月里，我们两个国家为关系完全正常化所走过的道路。’但是读完这部书你会发现
，“中国”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极低，更不要谈“较多的关注”了。显然，关于中国的文字被阉割了（
戈曾于1989年敏感时期访问中国）。既然阉割为什么还要留下前面那句呢，割得不彻底是会留下后遗
症的，似乎像是在说：“你懂的，我们的确这样做了。”
10、中国的事情讲得很少，即使删节（没删当然更好）也在预料之中。中苏关系缓和恰逢八*九，我们
这边不太平，那边也一样，戈尔巴乔夫回国不久即遭政变。春夏果然多事节气，再过两天有些人又要
紧张了。
11、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政治内幕的描写详尽，对极权体制的厌恶和对国家的热爱无不体现，一个改
革者
12、他不是共產主義的猶大 他是一個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 改革路程好像國內的某人
13、早年生涯那些流水账真是看得让人头疼，写勃、安、契三任的政局尚可一读，走马上任后的部分
就只能看到对外事活动的沉迷和自我辩驳了。
14、最喜欢看传记有关童年、家庭、生活的部分，这样才可以将伟人拉下神坛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每一次危机都是政府扩大政资的机会，没有机会也会去创造机会，无政资或许才是社会的出路吧、
像戈尔巴乔夫那种品德高尚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高估其他人的道德和素养，这也导致了其政治生
涯最大的遗憾吧。
15、对苏联解体过程很好的解释，过重的军费开支导致恶化的经济，权贵集团为了自保而阻止改革，
改革所促使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叶利钦这个戈尔巴乔夫自己所培养的敌人，美国为了国家利益而放纵
叶利钦的暴行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若是一个手腕更硬，更铁血的政治家也许苏联不会
解体。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是正确的，没有他，苏联的明天只会更黑暗，臃肿的中央机构，
过重的军费开支，肿瘤般的权贵集团也会使苏联走向灭亡
16、这个人走得太远，看得太前，不是他个人的原因，而是历史，是整个环境
17、戈姥爷无疑是个优秀的畅销书作家、演讲家，但尽管再如何辩白也无法洗脱是个失败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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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相伴》

在僵化腐朽的体制下冒然地进行变革，只能听到清脆的一声巨响。三年内三位最高领导人的去世，或
许也促进了中国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前车之鉴，引以为戒。
18、非亡国之才，当亡国之运。
19、一个国家在他手中瓦解，了解一下他的自辩与反思
20、前期不错，改革时候进展太快，说得不细啊
21、前苏联的罪人，新生俄罗斯的英雄。写的太拖沓，大部分情节很无聊，喜欢前面讲生活和去大学
接受熏陶的部分，不喜欢后面讲权利斗争的。本来是看老戈的忏悔，没想到被他与赖莎忠贞的爱情吸
引。还有老戈把改革失败全归罪与叶，令我反感
22、记住苏联的教训，完善中国，改变中国。
23、译林微信说俄文版有700多页，而这本中文版444页；作者《给中国读者的信》说“读我回忆录的
读者会发现，我在书中给予中国较多的关注。现在我重又回忆起在我领导苏联的那些岁月里，我们两
个国家为关系完全正常化所走过的道路”——2003年“全译本”剪掉了有关中国的一章，本书也未提
及中国。
24、好多苏联笑话⋯⋯
25、一家之言 真相永封存
26、印象颇深的还是他与赖莎之间的感情，初读到甚至有种惊讶感。/要是没有自由的价值观，没有公
正理想，没有团结和公认的道德原则，那么任何社会都将会成为极权主义社会
27、大概了解下历史，据说中国部分都被删了。没有戈尔巴乔夫，是不是现在的德国还是一分两半呢
28、书写得一般，据说还阉割了，中国的内容是几乎没有。戈是个悲剧式的人物。
29、全书的历史价值少的可怜，内容拖沓，情节敷衍。戈尔巴乔夫完全是在为自己辩护，可以看出他
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我自己好，很好，非常好，苏联的锅是除我以外的其他领导人的。
30、貌似是阉割版。行文比较杂乱。祝戈老安度晚年。
31、站在时代变革之际的人总是异常艰难。
32、总体感觉就是:在改革时太激进，面对分裂势力时又太软弱；另外就是，民粹、广场政治这东西，
破坏力太强了
33、正在看这本书，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预言苏修的下场通过戈尔巴乔夫的回忆自述得到了印证。前
苏联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最根本不仅在于僵化的体制对经济规律的束缚，更在于前苏联的日
益官僚化，与人民群众的日益疏远、脱离，总之是民心向背决定了前苏联的必然而悲惨的命运，更是
从侧面印证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至理名言！
34、删减版的删减版
35、不错，了解了一些东西，也对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所做的一些政策有了深刻理解，不过还是少了
一些关于和我们的交流的东西，敏感的东西，幸运我们所处的时代吧
36、他是个和平主义者，他对旧体制发自内心的厌恶。
37、原本是因为对那段历史感兴趣 但看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核心 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真心不太吸引我⋯
38、结尾很仓促啊【败者为寇说啥也没用】当然前面的各种细节也不错
39、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
40、除了妻子之外没几个人理解他 能理解他的人也太过坎坷 这就是孤独
41、给四星就是因为老戈怀念妻子和家庭的事。政治家没了人情，会是多可怕的人。 一星是前言所说
的中国部分正文里一个字都没有。
42、老戈看起来是个好人
43、真相永封存
44、红色纸牌屋。。
45、过手翻了一下，有关中国一章被删除，太监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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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黄夏/文揆诸苏共政治史，被迫下台的最高或准最高领导人有三：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
夫。可能正应了“人之什么，其言也什么”的谶语，遭排挤的托洛茨基大谈民主政治的必要性，被退
休的赫鲁晓夫则成了党内第一号异见分子。惟独戈尔巴乔夫台上台下表现比较一致，没有让人在这方
面捉太多的把柄。如今，他在回忆录《孤独相伴》中讲述了自己的家庭情感、个人仕途及各类政治秘
辛。当然，他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90年代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才是我们最为关切的内
容。或许有人要说，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大刀阔斧的改革，苏联就不至于解体，换言之，戈氏乃苏联
解体的始作俑者。这类事后诸葛亮的话，近乎大谬。因为，从历史渊源来看，戈氏改革不过是赫鲁晓
夫改革、柯西金改革双双失败，以及日后勃列日涅夫长达十多年停滞期所产生的必然和直接的后果。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改革便意味着温水煮青蛙，迟早有一天，苏联这口锅将煮热、煮沸、煮爆，
锅子连同里头的内容一并被丢掉。当然，以今观之，苏联这口锅到头来还是被弄砸了，但这并不是说
，温水煮青蛙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戈尔巴乔夫1985年当选苏共总书记时，他所接手的是一个
沉疴累累的烂摊子。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常年低位运行，有时甚至是零增长。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
比发达国家低70%以上，农业增长率比发达国家低80%。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惨淡，城市居民生活水
平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滑。1960年代在城市内建个公厕需报中央委员会批准，20年后，莫斯科蔬菜水
果零售点的设置仍需政治局出面协调。戈氏在书中列举了造成上述现状的种种事由：冷战导致的军备
竞赛，使农业长期以亏损状态补贴工业尤其是军事重工业的发展；指令性计划阻碍了按经济规律运行
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意识形态教条绑架了人们的思维，并使国家脱节和落后于科技、人文、学术等国
际先进潮流，等等。戈氏说中央统得过死的原因在于后者担心不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想法会危及苏联的
国本，或者“体制”。但他认为“体制”恰恰应该为人民存在而不是相反，因为“人民民主”才是建
设社会主义的前提，而改革的方向就在于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使之积极参与国家建设。退一步来
说，“人民民主”也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能够避免整个20世纪中人民被不同集团的‘牧羊人’
所吞噬的情况重演”。戈氏祖父、外祖父曾受过集体化、大饥荒、大清洗的冲击，这些灾难也是推动
他发起改革的重要原因。评价戈氏改革的功与过，就如同评价辛亥革命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而，一定要评价的话，得看从什么角度来申说。如果从苏联解体的后果来看，那么这场改革的确失
败了。失败的原因，既有戈氏主观上对既得利益集团和民主激进派的阻挠预估不足，也有国际油价下
跌导致国内经济困难、各加盟共和国主权意识和民族分离主义抬头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改革
贮备干部的严重缺失也是重要一环，戈氏就不止一次地发现，用来替换老干部们的新干部，无不“毕
业于苏维埃意识形态学派”。说到底，僵化的体制培养的干部，无法对其自身作出实质性的改革。最
后，这场不得不仓促上马的改革，终于因历史吝于给予更多的时间而归于失败。但以民族长远发展而
不是政权更迭的角度来看，戈氏改革至少留下了两件政治遗产：一是苏联的退场没有像其70年前的登
场那样血流成河，这是包括戈氏在内的众多政治家集体智慧的体现。二是公民政治权利和人民民主观
念开始深入人心，至少，人民可以对与自身命运相关的话题，不受阻碍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他
最首要的功劳，就是戳破了苏联这只充了气的纸老虎，并让日后的当权者们明白——什么才是民族和
国家的当务之急。（见报文章不可能说透，且苏联事千头万绪，也无法说清楚。话说这年头有报纸刊
发也算是奇迹了。）

Page 7



《孤独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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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