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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内容概要

本书是列夫·托洛茨基的一部回忆录。就列宁的同时代领导人而言，这几乎是唯一一本重要领导人的
回忆录，他所记述的是20世纪最初30年的历史，托洛茨基以当事人的身份，依据他所掌握的历史资料
，从另一个视角给我们描绘了这段历史的过程。
列夫·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苏联红军之父，苏共党内最大的反对派首领，迄今为止，
托洛茨基仍然是个争议人物，研究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史，他都是无法回避的人物。
本书是托洛茨基的一部回忆录，记述的是20世纪最初30年的历史，涉及当时的革命活动，卡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及党内斗争等重大事件。译者还补写了作者在1930年后十多年的经历，相信会有
助于读者对托洛茨基的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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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作者简介

作者：(俄)列夫·托洛茨基 译者：赵泓 田娟玉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
奇·布隆施泰因（托洛茨基）（1879～1940）　　Leon Troski (Lev Davidovich Bronschtine) 　　俄国与
国际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苏俄（后来的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二十世纪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左翼领袖，他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第三共产国际
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三国际前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执笔人）。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26岁
的托洛茨基被工人群众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而当时布尔什维克多数干部却还在讨论是否支持苏
维埃，这些干部后来被赶回俄国的列宁痛击）。1917年革命托洛茨基率领“区联派”与列宁派联合，
并再次被工人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对于十月革命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托洛茨基赢
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后来成了托洛茨基死敌的斯大林，当时作为革命组织领导者之一却写道：“起
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
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在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
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后，当反托成为政治需要时，此类评价都从斯大林
文章中删掉了。）甚至连后来狂热的斯大林派雅克·沙杜尔，当时却也写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
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6卷P76。）不仅在起义中，而且在
无产阶级政权的捍卫、巩固方面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方面，托洛茨基也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外交
官-苏联国际革命政策的负责人、苏联红军缔造者以及共产国际缔造者）。革命后若干年里，托洛茨基
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代表大会发言结束均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在欧美共运中托洛茨基的
威望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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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扬诺夫卡第二章 邻居。第一个学校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第四章 书籍和最初的冲突第五章 乡
村和城市第六章 转折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第八章 我的头几次狱中生活第九章 第一次流放第十
章 第一次逃亡第十一章 第一次侨居国外第十二章 党的代表大会和分裂第十三章 回到俄国第十四章
1905年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亡第十六章 第二次流亡和德国社会主义第十七章 准备新的革命第十
八章 战争爆发第十九章 巴黎和齐美尔瓦尔得第二十章 驱逐出法国第二十一章 穿越西班牙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第二十三章 在集中营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第二十五章 关于诽谤者第二十六章 从7月到10月第
二十七章 决定性的一夜第二十八章 1917年的托洛茨基主义第二十九章 当政第三十章 在莫斯科第三十
一章 布列斯特谈判第三十二章 和平第三十三章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第三十四章 专列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第三十六章 军事反对派第三十七章 军事战略上的分歧第三十八章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及
我同列宁的关系第三十九章 列宁卧病第四十章 不肖徒辈的阴谋第四十一章 列宁逝世和权力转移第四
十二章 党内斗争的最后时期第四十三章 流放第四十四章 驱逐第四十五章 不给签证的地球附录：托洛
茨基的流亡生涯(1929—1940年)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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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编辑推荐

　　本书问世时我正好50岁。我的生日和十月革命节正好是同一天。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的门徒
们可以由此作出随便什么结论。我自己只是在十月革命3年之后才发觉这一有趣的巧合。9岁以前我一
直住在偏僻的农村。在中学读了8年书。中学毕业一年后第一次被捕。对我来说，就像对我的许多同
龄人一样，监狱、流放、流亡国外就是大学。我在沙皇监狱里关过两次，约4年；第一次被沙皇流放
近两年，第二次是几个星期；两次从西伯利亚逃脱。两次侨居欧美各国共约12年，两年在1905年革命
之前，差不多 10年在革命之后。大战期间，我被霍亨索伦的德国缺席判处监禁(1915年) ，次年被从法
国驱逐到西班牙，在马德里监狱短期关押后，在警察监视下在卡迪斯逗留了个把月，然后被驱逐到美
国。在那里我得知发生了二月革命。1917年3月从纽约回国途中我被英国人逮捕，在加拿大的集中营关
押了一个月。我参加了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在两次革命中都担任了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我直接参
加了十月革命，是苏维埃政府的成员。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我和德国、奥匈、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代
表团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进行了和约谈判。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我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组织红
军并重建了红色舰队。在1920年我还同时领导了混乱不堪的铁路网。　　然而我的生活内容——除国
内战争年代外，主要是从事党务和写作活动。国家出版社于1923年着手出版我的文集。除早先出版的5
卷军事著作外，共出版了13卷。1927年停止出版，这时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压制变得特别厉害了。
　　1928年1月我被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流放，在靠近中国的边境度过了一年，1929年2月被驱逐到土耳
其，现在在伊斯坦布尔写这篇序言。　　就是从这篇简要的叙述中看，也不能说我过得很单调。相反
，从转圻、意外、尖锐的冲突和起伏的数量来看，可以说，我的生活充满“奇遇” 。然而，可以说，
就志趣而言，我并不是一个猎奇者，我倒很有学究气和保守习气。我喜爱和珍视纪律和制度，完全不
是为了发怪论，而是事实如此，我应当说，我不能容忍杂乱无章和破坏。我曾是个非常勤奋和认真的
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保持了这两种品质。在国内战争的年代，我在自己的专列上走过了相当于绕
赤道数圈的路程，那时我对用新的松木板做成的每一个新的栅栏都感到非常高兴。列宁知道我的这个
癖好，曾不止一次友好地拿它开玩笑。一本有新思想的写得很好的书；优美的文笔，可以向别人传达
自己思想的文笔，对我来说，从来是，现在仍是最珍贵的、最亲切的文化成果。我从未放弃学习的愿
望，我的一生中多次出现过一种感觉，觉得革命妨碍我系统地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在我的有意识的
生活中，几乎有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完全用来从事革命斗争，而如果我能从头开始的话，我将毫不犹
豫地走同样的道路。　　我不得不在流亡中写下这些文字，这已是三度流亡了，这时候我的许多亲密
朋友塞满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流放地和监狱，他们曾坚决地参加建立这个共和国。他们中间某些人正在
动摇、退缩，向对方屈服。一类人是由于道德沦丧；另一类人是由于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不能独立地
找到出路；第三类人则是由于物质惩罚的逼迫。我已经两次经受过大规模地抛弃旗帜的事：1905年革
命失败之后和世界大战开始之时。根据生活的经验，我深知什么是历史的涨潮和退潮。它们服从于自
身的规律。光是急躁是无法加快它们的替换的。我已习惯于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前景。认
识所发生的事情的规律性，找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就是革命家的首要职责。与此同时，这又是一
个不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今天的人所能获得的最大的个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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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精彩短评

1、革命是用来背叛的 政治是用来斗争的
2、还了托似乎也不会是一个差别特别大的结局。不过斯大林的手段当然是强硬得多了，但那不就是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化么？
3、书不错！就是封面很脏啊！好像很旧了！
4、托洛茨基的爆料书，对了解苏联的丑陋非常有帮助。
5、读中国革命史的人不会不知道托派，但是对于托派究竟是什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如何，很多人就
是不甚了了了。更多时候，关于托派往往是简化为一个政治标签：这个人堕落成为一个托派分子了，
至于如何为堕落，很难有确定的标准。所以看看托派的老祖宗的这本自传，还是很有裨益的，至少能
让我们对历史上的一个政治标签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6、书的内容还好，只是有掉页的(没装订上)卖家发货时要注意点就好了，为了这点事也不值得邮来邮
去的
7、此面了解苏联的革命历史，也看到托洛茨基这个我们前辈子喊叛徒的伟人的平易近人的亲切面容
。
8、关注了他两年，最后还是放弃了
9、有点旧，不过半价已经不错了
10、书还没看呢，趁促销期间购得。
11、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像耶稣一样为共产主义殉道
12、在一望无际白茫茫的西伯利亚白色冰原上，命运就像一本俄韵《奥德赛》般起伏跌宕，旅途风景
尽收眼底。马克思与列宁是人类精神与实践史上迈向近代文明的两座高峰，列宁与托洛茨基则一同阐
释了如何将这种新运动在现实中发扬至极致。战胜平庸是每个革命者时时刻刻义不容辞的使命，不论
过去与将来，对新世界的向往与实践是正常心智人类不变的跃进主旋律。 
13、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苏俄历史是怎样的
14、典型的文艺男青年。党内的二号人物，掌军事和宣传大权，居然在短短几个月内后被几个晚辈兵
不血刃联手搞掉......
15、没感觉。托洛茨基也是比较吊的一个人。
16、历史的人物传奇的人物大起大落的人生
17、有时候在想，最终的悲剧是因为托洛茨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还是因为托洛茨基是托洛茨基？
18、该实现的迟早会实现，该胜利的终究会胜利
19、可以间接了解苏共史的一本书，我对托很早就想了解。
20、这表明这本书很不错的，大家一致认可
21、这位布尔什维克冒险家的人生经历值得研究，他的结局挺悲催的，让人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残酷。
22、非常好
23、命运使然，最终输在独裁与天真上。
24、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懂政治
25、本书是列夫·托洛茨基的一部回忆录。就列宁的同时代领导人而言，这几乎是唯一一本重要领导
人的回忆录，他所记述的是20世纪最初30年的历史，托洛茨基以当事人的身份，依据他所掌握的历史
资料，从另一个视角给我们描绘了这段历史的过程。
26、一个革命者，需要洞察所置身的历史，坦然接受历史所交付的使命。革命，是以无畏的热情从事
极冷静艰险的事业。
27、刚收到货，内容没看，品相全新，速度也快，总之不错。要求的是平邮，发的却是申通，服务态
度在这里了。
28、托洛茨基的著作内容很好，思想也是伟大的，能看到不同的历史
29、真正的职业革命家
30、十月革命当夜的另一种记述，自传还要有一些补充阅读，案头购置了先知三部曲，但是部头太大
，也不知道能不能读完
31、一项改变世界的事业总有无数的伤痛与背叛，常常哪怕是最名震四野的伟人们也以家破人亡，身
败名裂为结局。托洛茨基如此，而直接压制托氏斯大林在数年后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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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32、内容不错，就是书感觉有点旧。。。。
33、托写此书的一大目的居然是反驳斯大林的控告，令人震惊，托明知道苏联境内不可能得到这本书
的任何信息，难道斯大林的宣传机器已经影响到苏联外的共产组织了吗？所有人都不记事儿的吗？托
作为对自由世界威胁最大的人，却在这本书里描述了一些非常动人的细节。行文至越飞或穆拉托夫或
布哈林的时候，文字间的雄狮就会突然温顺下来，仿佛忘记了愤怒的常态而去回忆一些和他们之间的
轶事。 书中夹杂的托妻子的日记记载了家庭崩塌中（子女相继离世）”可怜的“列达（托的原名简写
），和打猎中高兴的列达，同样十分动人。
34、刚开始我是在一本讲暗杀的书里知道滴托洛斯基，不过我当时对这个人没什么印象，只是对斯大
林的变态很震惊，后来看了【弗里达】。。。妈呀，可稀罕死我了！才华横溢，正直，完了对女滴还
够意思，还爷们，虽然长滴不行，但绝对是个稀有物种，干革命滴老爷们都这样啊，纯爷们！！不过
这书贵了奥，虽然我没看（因为买不起），但如果真是托洛斯基自己写滴，值得推荐！
35、爱你
36、历史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同样不是一个派系说了算。2011年5月9日购自京东，25.8元。
37、用来逗瞌睡不错  很难看进去
38、同样偏执
39、残酷的政治。
40、久仰大名的人物，看看他的自传会说些什么。书的内容还不好评价，但书真的很脏。
41、人读历史，历史读人。功过是非让历史评价。
42、9折有点太少了,呵呵
43、列宁同时代人唯一留下自传的，其余的还没活到出自传的年龄就多半被清洗了。《动物农场》一
书中，如果说Snowball影射的是斯大林，那么Napoleon影射的是托格茨基。
44、相见恨晚，从此成为托派分子
45、头次读他的书，或者以前也读过？忘了。文笔一流，胸襟宽广，真是二流艺术家里出一流革命家
啊
46、对于苏共来说，他是一个边缘人。对于世界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不可忽视。数数托洛茨基
当初的预言，多少实现了。倾听少数派的声音，让我们更理性
47、一个好学生的反骨史
国家是怎样炼成的
48、研究社会主义的必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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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精彩书评

1、在一个没有政治理想的年代，读一个理想主义者写的书，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在共产主义的发
展史上，这样一个和列宁平行的人物，因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而被当局者故意掩埋在历史的故土里，
无论是对历史中过往的当事人们，还是对现在正在经历历史的我们，都是一种不公平。然而我说这话
，仍然是犯了托洛茨基的错误：政治上的幼稚病。这本书一共500多页，由于我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历
史知识的欠缺，前300页读来都觉得懵懵懂懂。渐入佳境是从十月革命以及布列斯特合约这几章开始。
也是从这里开始，苏俄内部斗争的苗头有了微弱的反映。从此以后高潮迭起，叫人手不释卷。读这本
书时一直在感叹：革命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政治手段的辅助，只能如镜花水月。托洛茨基是一个天
才式的人物，这本写于1929年的书，某些预言在今天读来都仍然振聋发聩。但这个并非生活在象牙塔
里的人物，在面对政治斗争和他不屑地称之为“乡巴佬”的斯大林面前，恰恰是对残酷性严重估计不
足，不仅革命理想破灭，连身家性命也付予敌手，身死异国。
2、RT，感觉跟我自己特别像呢，很郁闷的是， 我看的书豆瓣里找不到，无语了....................
3、迄今为止，托洛茨基任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是个革命家, 在苏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他参与领导了俄国1905 年革命和1917 年的十月革命, 建立红军并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他是列宁的亲
密战友，与列宁并称，在斯大林时代被打成反革命，流亡国外，最终客死他乡。他无疑是研究苏联历
史、苏共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为了能对托洛茨基做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对学术界
现有研究成果中的代表性著作做一点简要综述，希望能对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一、研究论著索引作
者姓名�篇名�收录期刊�时间�作者单位朱庭光�世界史领域评述历史人物之我见——读《托洛茨基评传》所
想到的�世界历史�1985年5期�世界历史徐葆初�《托洛茨基评传》评介�世界历史�1987年1期�彭佩文�关于托洛
茨基的评价问题概述�理论前沿�1989年6期�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史教研室 周尚文�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模式�探
索与争鸣�1993年2期�华东师大政教系 教授;李浩�浅评托洛茨基一生的政治倾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3
期�陈生洛  �试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几个特征�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2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科学系 孙景峰�
对托洛茨基《新方针》的再评价�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4期�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李洪祥; 张
艳红�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评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期�齐齐哈尔市第三十
四中学校；大连外国语大学社科系蒲国良�列宁去世后苏联领导层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论争评
析�当前国际政治与社会主义发展�2001年12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蒲国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托洛
茨基与布哈林方案评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5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高
放�重评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3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马长虹�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炎黄春秋�2006年7期�马长虹�一生真伪后人知 关于托洛茨基评价
的转变�博览群书�2006年7期�马长虹�托洛茨基是如何被打成反革命的?�共产党员�2006年9期�施用勤�不重视农
民:托洛茨基的一个莫须有罪名�博览群书�2007年5期�郑异凡  �托洛茨基生平和思想简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问题�2008年2期�刘文汇�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争及其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5
期�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曾淼�托洛茨基与早期托派运动�社科纵横�2008年10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秋
霞; 李尚德;�托洛茨基的重大理论贡献——纪念托洛茨基诞辰130周年�学术论坛�2009年10期�中山大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化研究所陈为人�托洛茨基被清洗的前前后后�同舟共进�2010年2期�二、对托洛茨基政治
生活的再评述在历史学争论问题上，很难摆脱对历史人物的定性问题，这一方面是史学功用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初，托洛茨基作为苏俄国革命的领袖被介绍到
中国来，与列宁并称。在后来联共党内斗争失败被驱逐出境后，托洛茨基的名字变成反革命的代名词
。也使对托洛茨基的研究成为禁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新时期来临，对托洛茨基的政治
生活的认识开始慢慢取得突破。1986年李显荣的著作《托洛茨基评传》出版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
。朱庭光和李葆初分别撰文在《世界历史》上，为此书作评。朱文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摆脱“左
”的错误影响，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应该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多
层次的研究。李文也人文应该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托洛茨基。这两篇文章，为托
洛茨基的研究做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彭佩文的论文，概述了历史上对托洛茨基的三种评价态度，基本
就是绝对否定、支持还有折中主义这三种态度。我国学术界认为不该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而因该采
取具体分析批判的态度。上面三篇论文，还只是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李浩1993年的论文，认为对
托洛茨基的评价因该具体地分为四个阶段来评价，这样就突破了原来“一刀切”的绝对主义做法。他
将托洛茨基前三个阶段定为逐渐向布尔什维克靠拢并发挥重要作用的阶段，但是对1923年到1940年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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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的第四个阶段的评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2006年高放的论文，对重新评价托洛茨基具有重要意
义。在学界一般认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列宁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对峙的，并
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认为是托洛茨基反动的理论根源。高放的这篇论文认为，列宁当时主张的
一国胜利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同时开始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社会革命”，
但是并非指一国可以完成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即并非指一国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苏共历史上
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实质是斯大林为了巩固个人在党中央的权利地位而发动的一
场披着理论外衣的权利斗争，用以彻底击败托洛茨基反对派。紧接着，马长虹的文章也认为，托洛茨
基被打成反革命的过程，是斯大林集团为了夺取而进行党内斗争的结果。郑异凡和陈为人的文章，对
托洛茨基生平和被清洗的过程作了进一步论述，大致将一个功勋卓著的思想家、革命家如何成长和如
何在斗争中失败的过程交代清楚。综上所述，对于托洛茨基政治生活经历了一个再评述的过程。一方
面是由于国内政治、思想风气的转型，敢于去研究原来的禁区，为历史人物重新做评价。第二个方面
，也是对苏联原始档案的重视和解读，能够作出更深入的研究。三、对于托洛茨基政治思想的研究对
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的争论也是非常激烈的。以“不断革命”论为基础的托洛茨基主义一直被认为是
极“左”思潮的代表，争议纷纷。托洛茨基对于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也重新开始得到争论
和研究。周尚文《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模式》一文中，分析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 斯大林为什么必须
在政治上打垮托洛茨基, 而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又必须借用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和主
张。将政治斗争和思想内涵作了一个有利的切割，对于重新认识托洛茨基思想有重大作用。陈生洛沦
为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显著特征有三个：极左；教条主义；封闭自我。这完全是没有具体批判地分析
而采取的极端看法，并不值得采纳。孙景峰的论文为托洛茨基《新方针》辩护，认为此文件并非是搞
党派斗争而是针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李洪祥; 张艳红的认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与马、恩、列不
断革命论的区别在于，后者承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但最终的胜利要靠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
革命的胜利；前者教条地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蒲国良的两篇文章，对于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建
设的模式也是持否定态度，是极左的。否定新经济政策、重视工业而忽略农业。但在农业问题上，施
用勤的文章给及了回应。郑异凡通过对托洛茨基整个思想的评述，认为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观点, 有
几条是他始终坚持的, 这就是世界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工业化和农
业集体化。斯大林除了世界革命与其有差异外，其他的与托洛茨基差不多。对于托洛茨基也不能太过
于强求，毕竟托洛茨基是人而非先知。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同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是相适应的。刘文
汇的论文，通过分析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争论，首先是澄清了托洛茨基的立场
，并没有破坏新经济政策，而且当时坚持计划经济这一条也不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只是不同
建设方向的讨论。陈秋霞和李尚德的论文《托洛茨基的重大理论贡献——纪念托洛茨基诞辰130周年》
一文中，认为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是最突出的。托洛茨基早期的不断革命论是其革
命理论的根基, 是一个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战略构想, 并经受了十月革命的检验。之
后, 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完善, 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理论: 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革命论、政治
革命论、世界革命论等, 从而形成了宏观的社会主义运动完整版的不断革命理论, 其实质是广义的不断
革命论, 是对不平衡规律的运用, 是对无产阶级的自主性和国际主义精神的高扬。至此，托洛茨基得到
了最终的肯定。四、余论通过分析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对托洛茨基政治和思想的研究，可以得
出总结出几条结论。第一，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物的研究从以前表面化的评判过渡到具体的
批判分析，避免以前一棒子打死的错误观点。第二，对托洛茨基不断研究的过程，是对其不断肯定的
过程，对其思想的重新研究才刚刚开始，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可以说, 托洛茨基获得了世界性影响, 
不仅与他的政治遭遇有关, 更主要是其理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他不仅与斯大林, 而且与列宁在一些问题
上产生过分歧; 由于列宁革命导师的地位, 由于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第一把手的权力和地位, 使这些方面
的分歧, 成为反动和错误的思想饱受批判。然而, 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方面, 即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肯定和
赞赏、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某些主张的实际运用。比如, 不断革命论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标签, 人们只知
道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某些否定性言辞, 却不知道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后被作为十月革命的纲领性理
论被传播; 更不知道列宁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1917年4月前关于俄国革命问题上的策略, 正确的是托洛茨
基而不是他。人们不知道托洛茨基是最早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者; 人们更不知道列宁在病重的时候曾
寄希望依靠托洛茨基, 反对斯大林权力的过分集中化。而对于斯大林, 人们知道斯大林曾对托洛茨基的
思想和人身进行疯狂的攻击, 却不知道斯大林在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政策中抄袭了托洛茨基的思想。托
洛茨基在二十年代提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说, 主要论据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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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性。虽然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有论述马克思预见了资本的全球奔走所造
成的经济的世界性联系, 必然会产生世界历史!, 但考虑到在强调阶级斗争为主和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的普遍论调下, 托洛茨基极力强调世界经济的这一趋势, 在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成为一体的今天, 我们不
得不佩服托洛茨基的明见。在二战前, 他还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 预言了它会造成法西斯势力
的上台。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不是对历史的狡辩。我相信对于托洛茨基的研究还会更加深入，其思想
的理解还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价值。
4、不知道怎么具体的形容这个貌似和蔼的戴着眼镜的微笑着的小老头，单单看封面，他的白胡子，
他的小眼睛，他的斑驳的白头发，都像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教授，但是谁又知道这个小小的身躯背后隐
藏的是如此巨大的力量和永无止境的蓬勃的孜孜不倦的斗争精神呢？大概一年前，我有幸看到了邢广
程写的《苏联高层70年》其中第二本用了大概四分之三的内容来写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志之间的斗争
，勾心斗角，涤荡起伏，斯大林的独裁和反复在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托
洛茨基先生自己的力立场、革命信仰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的理论思想的某些偏差，但是他
在和斯大林的斗争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并不是一个为国为民着想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貌似是对于最高领
导人的位置比较垂涎的人的伪善面孔。嘴上把自己说的确实是很高尚。为了深入了解托洛茨基的思想
和个人，我翻开了这本书。不得不说的是，托洛茨基本人的文笔和思想以及记忆是无可挑剔的，他似
乎得天独厚的有着这些天赋和优势，他自由读书，研究的都比较深入，思想的形成过程也让我们这些
至今仍然在为自己的前途而只能默默担忧靠天吃饭的人羡慕无比。他说：“冲突时由于被践踏的权利
而斗争引起的”他由于小学时候被出卖而被迫退学，就会产生了这样的体会：“这是第一次某种意义
上的政治考验。围绕着这一插曲形成了三派：告密者、嫉妒者为一方；坦白诚恳的和大胆勇敢的孩子
为一方；还有中立的，不稳定的、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为一方----这三派在以后的斗争中从来没有消失
过。”他形容哭泣的时候是这样写的：“流着春愁的眼泪。”看来托洛茨基骨子里面是细腻的浪漫的
。
5、以前一直不知道什么是托派，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以托为名，是大反派，却没有一个精确的了
解。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提到的那头被驱逐，并被概念化成敌人的猪，似乎暗指就是托。有多少人知
道，他曾经是苏联外交的决策者之一；有多少人知道列宁和他的交往；有多少人知道他和列宁的头像
曾经并排挂在无数面墙上。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造就了多少个如此的悲剧英雄。越飞，是托洛茨基
的亲信，曾经担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与德和谈的首席副代表，百度百科写着，1927
年在苏联逝世。逝世。“逝世前”越飞给已经被开除出党的托洛茨基的绝笔：您在政治上总是正确的
，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正确。总有一天党会认识到这一点的，而历史一定会作出评价。所以现
在您不必担心，如果有人离开您。尤其是，如果加入您队伍的人不像我们大家所预期的那么多，那么
快的话。您是正确的，但是使您的正确主张取得胜利的保证在于决不让步，勇往直前，坚决拒绝一切
妥协，这正是列宁取得胜利的秘诀。理想。书的写作的总体评价不一定真的值得5星，但从内容上来
说，尤其是中后半部，非常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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