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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攸关的选择》

前言

　　这是一套为青年和干部编辑的丛书，因为他们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前途负有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　　再过几年，人类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更大发展和进步的世纪，也是竞争更
加激烈的世纪。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在积极为争取自己的二十一世纪位置努力准备着。谁作好准备
，谁准备充分，谁将是胜者。“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华古训在这个时刻，字字尤其扣人心扉
。回溯我们中华民族，十九世纪是历尽屈辱的世纪，二十世纪是内忧外患的世纪，苦难的中国终于在
二十世纪末获得一次大发展的机遇。现在站在新世纪的大门口，全民族都在深思：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将是什么样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又将是什么样子？我准备为这个世界和我们可爱的中国贡献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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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攸关的选择》

内容概要

《生死攸关的选择:21世纪的社会主义》内容简介：当社会历史叩响21世纪大门的时候，全中国乃至全
世界的所有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都日益关注和思索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前途怎样？马克思主
义的命运如何？
这是一个宏大而具体、严肃而现实的问题，不容回避，不容搪塞，也不容愚弄。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
，正是试图努力回答这一问题，并以此就教于各位专家同仁，即使引起批评，也不无裨益。
历史也是继承。20世纪特别是最后10多年的历史，已经投影和延伸到下一个一百年。探讨未来的社会
主义，只能从历史与现实出发。
20世纪初，列宁领导20多万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20世纪末，戈尔巴乔夫领导近2000万苏共党员却
丧失了政权。1917年10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攻打冬宫的炮声和1993年10月叶利钦的T-72坦克攻打“白
宫”（莫斯科）的炮声，竟是如此不和谐地在同一块土地上响起，它给世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但
我们又必须解开这个谜，就在今天，在20世纪的大门关上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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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意识形态多元化相一致，戈尔巴乔夫又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实行了“政治多元化”。作为总书记
的戈尔巴乔夫竟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官僚专制”的“核心”，是为这一官僚体制服务的，所以，
在政治改革中必须对苏联共产党进行“根本改造”。戈尔巴乔夫说，苏联不能只有苏共一个党，应当
允许社会各阶层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团体，实行多党制，这是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戈
尔巴乔夫重提赫鲁晓夫的论调，说苏联共产党不能只是工人阶级的党，而要提倡共产党的“全民性”
。他进而反对苏联共产党对政权进行“垄断”，提出所谓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使党放弃对苏维
埃和整个国家的领导权。1989年春，苏联进行了苏维埃制度改革，吸收西方议会制经验，建立了全苏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6条，取消了“苏
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制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的
规定，苏联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法定领导地位就这样被取消了。近百年间无数共产党人流血牺牲
夺取的红色江山在戈尔巴乔夫领导期间风雨飘摇，虽然此刻苏共仍是执政党，但议会民主制、多党制
已使苏联的社会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崩溃了。实行多党制，放弃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苏联社会
主义改革失败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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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高中时看的，，和《说不》差不多是同时代，主要探讨全球此起彼落的民社和科社等社义运动，
春节回去再看时觉得还是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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