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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托雷平到高尔察克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思想变迁

欧阳向英

【内 容 提 要】  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是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

关注较多且给予了重新评价的两个历史人物。从“刽子手”和

“匪帮首领”到“最优秀的政府首脑”和“无畏上将”，他们的

历史叙事与苏联史被改写是一脉相承的，既有还原历史的成

分，也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因素。重评反映出当下的俄

罗斯人更加重视本国政治传统与改革经验，从而对当代政治人

物和大国走向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向父辈回归”，俄罗斯在

国家治理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政治上强力维稳，建立法律秩

序，形成牢固统一的国家，不容分裂；经济上坚决改革，推行

财产私有化，走向市场经济；思想上回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

义，提倡爱国主义，协调各方势力；发展军力，反抗霸权，恢

复大国地位。社会思潮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在 21 世纪的俄罗斯政

治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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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经历了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俄罗斯人，被阶层分化和身份认

同所困扰。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出来，折

射出人们内心的躁动与不安。一个突然丧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需要重塑一种

能够凝聚人心的社会思想，而这个重塑的过程也许是政府主导，也许是集体无意

识汇集而成。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是沙皇俄国末期的两个重要人物，分别代表了

封建社会改革者和大转折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两个鲜明的文化符

号，在 21 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社会思想中“复活”是意味深长的。

一、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在俄罗斯的“复活”

苏联解体后，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出现了重评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

的热潮。有关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的纪念碑、网站、电影、书籍等纷纷出现，颠

覆了苏联时期人们的认知。一些政治人物、作家和诗人给予其高度评价，推动了

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在俄罗斯的“复活”。

（一） 斯托雷平的形象是如何翻转的？

斯托雷平的主要事迹是土地改革，而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是根本命脉问

题。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有

过长篇的论述和分析。他比较了革命中土地纲领的两条路线，认为斯托雷平的土

地法贯穿着资产阶级精神，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但社

会民主党人不应支持这项法律，因为应该支持的不是地主式资产阶级的演进，而

是农民式的资产阶级演进，前一种演进只意味着广大农民遭受更加深重的苦难、

痛苦、剥削和压迫①。与列宁一致，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大多将斯托雷平定性为

站在农民和工人阶级对立面的反动分子，对斯托雷平改革成效及历史作用也持否

定态度，认为其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俄国面临的问题

的。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斯托雷平的改革失败了，它直接导向了革命，其原因

不在于手段的缺乏、策略的错误，而在于斯托雷平建立大农场主经济的思想与俄

国处于资本主义边缘这一现实的矛盾。这种评价贯穿了苏联的大部分时间。

对斯托雷平的重新认识是从苏联后期开始的。索尔仁尼琴曾在其巨著《红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页。

··28



2024 年第 2 期 从斯托雷平到高尔察克—— 21世纪以来俄罗斯社会思想变迁

轮》中用很大篇幅谈斯托雷平，认为斯托雷平被刺杀使“俄国埋葬了自己百年来

或两百年来最优秀的政府首脑”①。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亚伯拉罕·阿瑟认为，斯

托雷平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为达到目的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帝国稳定、经济发

展、国家统一是斯托雷平追求的目标，这一点说明他不是一个反动分子②。可是，

斯托雷平摊子铺得太大，时间又太短，而且斯托雷平要建立法治国家，却试图通

过独裁专制的手段来实现，这使得他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手段出现了很大的裂痕，

也令他犯下了许多错误。俄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多罗夫指出，尽管斯托雷平的经济

政策具有保守性和强迫性，但仍具有创造力。1906—1914 年俄国在经济现代化上

取得了长足进步，文化、艺术、哲学、科学都获得了发展，因而才有了俄国历史

上以诗歌、戏剧、音乐、绘画的繁荣而著称的“白银时代”。1908—1914 年，俄

国工业生产增长了 54%，工人数量增加了 31%，银行储蓄量和流动资金成倍增长，

国外投资也取得了增长。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出口量占总产量的

1/3。尽管偿还了大量外债，国家财政预算收支仍取得了平衡③。这些都是斯托雷

平改革的成就。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信息政策委员会副主席、斯托雷平研究

基金会会长波日盖罗进一步指出，斯托雷平在政治制度和结构转型上是保守主义

者，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革新上则是自由主义者。同时，波日盖罗还将斯托雷平视

为俄国历史上从根本上触动俄国社会制度及基本结构的改革家之一④。正是因为

斯托雷平开辟了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即“保守-自由化”

道路，才使俄国走向进步。波日盖罗认为，虽然斯托雷平没能来得及完成他所设

计的逐步改造俄国的计划，但改革已经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深层次影响了

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

家军事战略实力的巩固创造了条件，为俄国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形成乃至统一

的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俄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⑤。

知识精英对斯托雷平改革遗产正面意义的一波波挖掘使人们对斯托雷平越来

①    ［俄］亚·索尔仁尼琴：《红轮》（第一卷），何茂正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787页。

②    Abraham Ascher，P.A.Stolypin. The Search for Stabil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p.365，p.395.

③    Федоров Б.Г.，Петр Столыпин. Я верю в Россию.Том 2，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рай，2002.С.157-158.

④    Пожигайло П.А.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1906-1911).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ПЭН，

2007.С.233.

⑤    俄罗斯学界对斯托雷平的研究，参见吴贺《21世纪俄罗斯学界关于斯托雷平研究的概述》，载《世界历史》

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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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持肯定态度，社会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2008 年，电视频道“俄罗斯”举行了

为期半年多的“俄罗斯名人”评选活动。经过三轮投票，排名第一的是涅夫斯

基。他是 13 世纪俄罗斯领袖，诺夫哥罗德大公，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守护

神”①。他赢得了 529 575 张选票。第二位就是斯托雷平，赢得了 523 766 张选

票②。这意味着他超过彼得大帝、普希金、托尔斯泰、列宁、斯大林等人，其历

史地位得到俄罗斯人的重新肯定。普京也对斯托雷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斯

托雷平的活动和他毋庸置疑的功绩被不公正地遗忘了”③。为纪念斯托雷平诞辰，

普京提议政府各部部长捐献至少一个月工资，国家杜马和上院议员可量力而行，

用于纪念碑的建设，差额部分将由政府储备金补齐。2012 年 4 月 14 日斯托雷平

150 周年诞辰纪念日，俄罗斯举行了系列活动，包括将莫斯科的一条街道和一所

大学以斯托雷平来命名，以及其他 60 余项纪念活动。2012 年 12 月 27 日，斯托

雷平纪念碑建成，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出席盛大的揭幕仪式，对斯托雷平的纪念达

到顶峰。时至今日，斯托雷平的影响仍在延续，斯托雷平基金会资助各种相关研

究和纪念活动，斯托雷平网站将其语录放在首页，对人们认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

性格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二） 高尔察克是如何“复活”的？

另一位同样备受争议又同样成功“洗白”的历史人物是高尔察克。苏联时

期，高尔察克被视为白卫军头领，是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代表，但近年来有关高尔

察克的电影、传记和网站彻底扭转了高尔察克的形象。

列宁对高尔察克的评价不是脸谱化的，而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他认

为，高尔察克不是悬在空中的，“实行粮食自由贸易，保证私有财产”就是高尔

察克的经济纲领和经济原则，这实际上是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

维克，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诉求，但它代表着资本家的利益，绝不是无产阶

级的诉求④。从政治上而言，“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帮过高尔察克的忙。你们知

①    涅夫斯基率领俄罗斯人战胜了瑞典侵略者和德意志利沃尼亚骑士团，斡旋于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和俄罗斯各

公国之间，维护了国家统一。1547年他被东正教会追封为圣徒。1725年5月21日，遵照彼得大帝的遗嘱，俄国设立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1942年7月29日，斯大林宣布涅夫斯基为俄罗斯民族英雄。

②    Алия Самигуллина. Запрос на величие. https://www. gazeta. ru/politics/2008/12/29_a_2919791. shtml? ysclid=

ls6239c7zr835354303

③    Путин восхваляет Столыпина и предлагает члена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кинуться на создание памятника，13 

июля 2011. https://www.gazeta.ru/

④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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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防守西伯利亚战线的有波兰人和捷克人；意大利人和美国志愿军官也都来

过。能够遏止革命的各种势力，都来帮助过高尔察克。但是这一切全完蛋了，因

为同共产主义接触得最少因而受共产主义影响也最小的农民，西伯利亚的农民，

从高尔察克那里接受了一次教训，作了一个实际的对比（农民是喜欢作实际对比

的），以致我们可以说，高尔察克使我们在离开工业中心最遥远的地区得到了千

百万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在那样的地区要把这些人都争取过来本来是很困难

的。高尔察克的统治就是这样结束的，我们在这条战线上感到非常巩固的原因也

就在这里”①。可见，列宁认为，民心是决定胜利之根本，无产阶级政策必然得

到广大农民的支持，高尔察克只能是一个失败者。苏联时期的历史学界基本持这

种观点，如Ａ. 安尼谢夫的《1917—1920 年国内战争简史》、高尔基主编的五卷本

《苏联国内战争史》、Г.З. 郁飞（Г.З.Иоффе）的《高尔察克的冒险及其崩溃》等从

白卫军的阶级基础、经济政策、军事路线等对其进行批评，与官方结论基本是一

致的。

与斯托雷平一样，对高尔察克乃至整个白卫军运动的叙述“冲破禁区”也是

从苏联末期开始的。1984 年，由苏联科学院院士明茨主编的《俄罗斯的非无产阶

级政党：历史教训》出版，该书认为白卫军的上层领导力量是多种成分的“将

军-君主主义者”，白卫军具有比较广泛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基础。同时，

白卫军的意识形态、政治口号，例如“统一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旗帜、由立宪会

议来确立俄罗斯的国家制度、具有斯托雷平性质的土地改革等内容，也有一定可

取之处②。1991 年，邓尼金的《俄国内乱简史》、克伦斯基的《历史转折中的俄罗

斯》在《历史问题》杂志上刊出，1991—1993 年，俄罗斯政治书籍出版社再版了

格森编纂的《俄国革命档案》，都从与“正统史学”截然相反的视角叙述了那段

风云诡谲的历史。此后，С.В. 卡尔平科主编的十六卷本《白卫事业》丛书和 С.В.

沃尔科夫主编的二十六卷本《被遗忘与不为人知的俄罗斯：白卫运动》等相继问

世，由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编纂的一批有关高尔察

克的历史档案也公开出版，这在俄罗斯学界掀起了内战研究热潮③。高尔察克、

邓尼金和其他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被塑造成探索另一条道路的先驱，而宣称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8页。

②    Минц И. И. 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Урок истории，М. Мысль，1984.

③    苏联学界和俄罗斯国内外对白卫运动的研究，参见周国长《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卫军——基于俄罗斯解

密档案文献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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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高于一切”和为建立共和政府而奋斗的高尔察克无疑引起很多人的思想

共鸣。

2004 年，高尔察克诞辰 130 周年之际，一座高达 5 米的纪念碑在他被处决的

地方竖立起来。纪念碑的作者是俄罗斯人民艺术家维亚切斯拉夫·克雷科夫。高

尔察克铜像高 4.5 米，安装在高高的基座上，基座浮雕描绘了两个身穿红军和白

军制服的士兵正放下刺刀。按照克雷科夫的说法，“这座纪念碑表达了结束自相

残杀的内战和调和人为分裂的社会的想法”①。高尔察克诞辰纪念活动由伊尔库

茨克大主教瓦尔迪姆主持，著名作家瓦伦丁·拉斯普京也发表讲话，呼吁人民记

住高尔察克这样的人，他们“正在从遗忘中回归”。如今，高尔察克纪念碑已成

为伊尔库茨克市的标志性建筑。

2008 年，电影《无畏上将高尔察克》刚一上映就创下了票房逾千万美元的纪

录。这部电影由俄罗斯大导演安德烈·克拉夫丘克执导，将高尔察克塑造为一位

信仰坚定、有情有义、智勇双全的将军。此后，大量有关高尔察克的文章和回忆

录涌现，一个公正、有担当、具有贵族气质和无畏精神的悲情人物展现在人们面

前。2021 年 3 月，两卷本《高尔察克（1874—1920 年）》由圣彼得堡勃利茨出

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 602 份关于高尔察克的海军生涯、海上探险、个人生活、

科学和政治活动的文件，其中 482 篇文献系首次发表。这些文献由俄罗斯联邦国

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海军档

案馆、圣彼得堡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阿尔

汉格尔斯克州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等 13 个联邦、部门和地

区档案馆提供。部分文件来自高尔察克家族档案，由诺瓦泰克总裁列昂尼德·米

赫尔松于 2019 年在巴黎拍卖会上购得，并移交给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②。俄罗

斯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安德烈·尤拉索夫表示：“高尔察克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才华

横溢的极地探险家、海洋学家，杰出的海军军官，波罗的海和黑海舰队的指挥

官、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白色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后来

成为内战时期对抗苏联红军队伍的最高领导者和最高指挥官。高尔察克是俄罗斯

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不仅引起了公众的持续关注，而且引起了专业历史

①    Памятник Колчаку стал символом примир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 расколотого общества//Парламентская газета，

4 ноября 2020.

②    欧阳向英：《关于苏联解密档案的几个问题》，载《俄罗斯学刊》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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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出版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等所有对 20 世纪俄国历史感兴趣者的热烈

讨论。”①由“被布尔什维克处死的内战时期的反革命头领”变成“才华横溢的最

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高尔察克的社会评价在俄罗斯发生了惊天逆转。

二、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变迁

苏联解体至今不过三十余年，而思想变迁一般是一个中长期的历史过程。何

以在短短几十年内，俄罗斯社会思想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认为，这是与

重大历史事件密切关联的。社会思想属于上层建筑，既有自系统的相对稳定性，

又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如果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革，就一定会在社会

思想中找到影子，这是屡见不鲜的。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的历史被改写，与苏联

史被改写一脉相承，既有还原历史的成分，也有重评社会主义运动的因素。它反

映出近年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退居次要或边缘地位，而大俄罗斯帝国和

民族主义情绪得到进一步强化。

苏联承载了苏联人的骄傲，也记录了苏联人的悲伤。普京曾经说过：“谁不

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②这

段话可能代表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想法。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

了发展、停滞与变革，最终分裂瓦解，俄罗斯人不由反思，究竟是社会主义出了

问题，还是俄国出了问题。如果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出了问题，是该“修

正”社会主义，还是该走资产阶级道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处于十字路口的俄

国选择改良帝制或资产阶级共和制，又会如何？要知道，俄罗斯的近邻瑞典、挪

威、丹麦等至今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它们发展得都不差，特别是瑞典，其福利

国家模式被众多的俄罗斯精英视为样板。如何在苏联解体的废墟中建设新的国

家？借鉴他国经验固然可贵，但接续本民族文化传统更为可行。于是，回望历

史、发现历史、以古鉴今、继往开来就成为苏联解体后的时代潮流。这些看法逐

渐清晰，从知识阶层到社会大众，很多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推动了 21 世

纪以来俄罗斯社会思想的演变。

①    Презентация сборника уникальны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об адмирале А.В.Колчаке. https://rusarchives. ru/

novosti/novosti-rosarhiva/29-04-2021-prezentaciya-sbornika-unikalnyh-arhivnyh-dokumentov-ob-admirale-kolchake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Кто не жалеет о распад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у того нет сердца; кто хочет воссоздать его 

в прежнем виде，у того нет головы. https://aforisimo.ru/301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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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苏联时代的历史叙事中，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都是最杰出的俄罗斯代表

人物。斯托雷平通过铁腕政策强行维稳，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将俄国经济

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一方面使俄国形成革命前“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黑暗时

期，另一方面造就了经济上的“斯托雷平奇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资本

主义的发展。求知、内敛、开拓、坚守是高尔察克的性格特征。从个人命运的角

度看，高尔察克从低级军官成为代表某股势力的最高执政者，无疑是“起于青萍

之末，止于草莽之间”的典范，在解体后的社会动荡期，一个群雄四起、弱肉强

食的时代，可以引起许多人的共鸣。而其悲情结局更具有俄罗斯文学所独有的典

型特征，令人扼腕叹息。高尔察克被赋予“扳道岔”和“引路人”的角色定位，

是俄罗斯社会继帝国假设之后的一种新假设。但无论是帝国假设，还是资产阶级

共和国假设，都反映出俄罗斯的社会心理已经发生转变。苏联时期的定论已不再

被奉为金科玉律，历史可以被擦掉一遍遍重写。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

特说过：“历史的再现永远都不会是完整的……历史学家不一致的地方很大一部

分要归结于重点强调的问题，归结于多大程度上我们要强调这个因素而非那个因

素的问题，当我们承认二者都在起作用的时候，我认为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达

到最终的一致性。”①历史是可以建构的，它的面目因解读者的不同而不同，后苏

联时期的历史叙事可能就体现了这一点。

苏联解体以来，重写历史已经成为俄罗斯乃至泛俄语地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

文化现象。还原历史、全面评价历史人物无可厚非，但联想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

的“揭秘”，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写历史乱象，以及乌克兰将纳粹分子班杰拉重

评为民族英雄，将斯大林和希特勒混为一谈，种种乱象表明，通过历史研究借题

发挥，搞乱社会评价体系和民心，是需要警惕的。历史学正在成为意识形态的重

要战场，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方法，才能战胜历史虚无主义，这也

许就是纷纷扰扰的各种重评带给我们的启示。斯托雷平、高尔察克都是逆历史潮

流而动的，也都有历史局限性，因而表现出反动性、保守性和妥协性，但要求他

们超越阶级局限，甚至超越时代，是不公正的。他们既是积极作为的现实主义

者，同时又是目标明确的理想主义者。俄罗斯社会对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重新评

价，可能意味着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的倒退，但它折射了一种政治和社会现实，反

①    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introduction，p.xv，p.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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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当下的俄罗斯人更加重视本国政治传统与改革经验，从而对当代政治人物和

大国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三、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的现实影响

2023 年 2 月，普京在公开讲话时援引斯托雷平的话——“俄罗斯有权强大”，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①。其实，普京推崇斯托雷平由来已久。向俄罗斯先贤学习，

与普京主张的“向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回归”一脉相承。普京与斯托雷

平都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都任职于强力部门，都在危难时期出任国家领导，都

力图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改革，使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有俄罗斯媒体评价说：

“斯托雷平是普京的一面镜子。”②高尔察克也是圣彼得堡人，他在童年就异于一

般哭啼打闹的儿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早起锻炼，洗冷水澡，阅读军事书籍，

这无疑和普京具有相似之处。他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了坚持自己认定的正确

道路不惜颠沛流离、浴血奋战，这也是值得敬佩的。因此，普京为其恢复名誉，

是打破沙俄和苏联界线、只要捍卫俄国利益都是民族英雄的标准写照。通过“向

父辈回归”，俄罗斯可能发生如下的政治转向。

一是政治上强力维稳，建立法律秩序，形成牢固统一的国家，不容分裂。在

纪念斯托雷平诞辰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斯托雷平的主张被称作“民族意识形

态”，概括为法制和法定程序、个人解放、国家统一、强有力的政权、私有制和

自由劳动、爱国主义和作为强国的对外政治威望等。这一融合了立宪民主、威权

政治、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被看作新时期俄罗斯重塑民族精神

和国家形象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和落实与普京的推动密切相关。

“稳定、秩序和改革”是斯托雷平的口号。可以看出，它与普京的政治理念

基本相同。用铁腕来保持稳定、反对激进、推行改革、保障国家统一是斯托雷平

与普京的共同特点。面对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他们都采取“可控民主”：斯托雷

平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利用杜马解散的间歇通过了改革法令；普京将“可控

民主”发展成“主权民主”，不仅强调民主和自由“必须顾及俄罗斯历史”，也强

①    Сакина Нуриев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оцитировал Петра Столыпина про «право России быть сильной»//

Газета，21 февраля 2023.

②    Святослав Рыбас. Петр Столыпин как зеркало дл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2 февраля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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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民主与国家政权的一致性。“我们一直认为强大的国家是俄罗斯发展的基本条

件。……国家的力量不在于执法机构的完全控制或僵化，不在于取代私人主动权

或侵犯公民活动，不在于武装部队的力量和防御潜力。国家的力量首先在于公民

对它的信任。最主要的是国家和社会是和谐的。”①为减轻改革阻力，他们不惜弹

压舆论，斯托雷平命令芬兰总督采取“临时管制”措施加强出版管理，普京也明

确恢复对全国电视媒体的监督检查。他们都认识到必须改革旧有的政治-经济制

度，去除积弊，树立新法。斯托雷平为了贯彻自己的改革路线，不惜动用大批警

察，“强制性地把农民需要的东西送到他们手中”，而这一点，普京也与之相似。

普京对分裂主义的强硬立场，包括对车臣恐怖分子绝不留情的打击，就是为了维

护俄罗斯国家统一，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秩序，让俄罗斯在稳定的环境中发展。如

今，在俄罗斯，“斯托雷平的火车”与“斯托雷平的领带”一样闻名。实际上，

“斯托雷平的领带”是镇压革命的绞刑架，而“斯托雷平的火车”曾运送俄罗斯

欧洲部分的大量农民去西伯利亚，也被称为“轮子上的监狱”，只不过现在更强

调的是“领带”的维稳作用和“火车”的开发意义。斯托雷平主持开发西伯利亚

和远东的结果，是西伯利亚人口增加 1.5 倍，定居点新建 3 500 个。从某种角度

讲，这确实促进了边疆开发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开发远东、向北拓展、巩固

边疆，以欧亚主义的视角解决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解决资源问题和发展空间问

题，也正是普京棋盘上的重要一招。

二是经济上坚决改革，推行财产私有化，走向市场经济。由于俄国长期是一

个农业国，土地政策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1861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解放农奴法令、1905—1907 年斯托雷平改革、1917 年十

月革命后颁布的土地法令、1922 年土地法典、1991 年土地法典等都对土地所有

权和经营方式进行了规定。总的趋势是将农民从人身依附和单一的农村土地所有

制中解放出来，推动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并存，发展市场

经济。

斯托雷平实施的农业改革，其主要措施就是解散村社，将土地私有化，政府

通过农民银行扶持“殷实”农民建立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从改革手段来讲，斯

托雷平改革主要依靠富农，既触动了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又对贫困农民不抱太大

①    Кира Латухина.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о сил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уроках пандемии и настоящей демократ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22 октября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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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提出必须通过农民银行、禁止通过私人银行来进行土地私有化和在一个县

收买土地不允许超过 6 块等措施，避免出现过度兼并和侵吞农民利益的情况。其

结果一方面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业资本主义，促使传统的等级社会向市

民社会转变；另一方面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为革命打下了基础。高

尔察克也是如此，他企图拉拢部分富农，同时不想牺牲旧地主的利益，以免丢掉

这些人的支持。鉴于 1917—1918 年间，西伯利亚的农民占用了原属沙俄政府和

地主的土地，1918 年 7 月 6 日，下级军官会议做出决议，发布公告要求农民把土

地归还原主。高尔察克对“1918 年 7 月 6 号法令”进行纠正，取消土地重新分

配，再次强调土地是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无论庄户、中农还是地主，都是土

地的合法拥有者。不久后又出台了“4 月 13 日法令”，规定自二月革命以来没收

的贵族土地要归还旧主。高尔察克的土地政策虽多次摇摆，但其政权的资产阶级

属性最终还是暴露无遗。

苏联解体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经济，实现国家富强，成为俄罗

斯的优先事项。从 1990 年开始，俄罗斯就对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庄进行了私有化

改造，但私有化是一个缓慢过程，且在操作中较为混乱，有各种违规现象发生。

普京上台后，重点对土地法规进行清理，特别是对土地流转加以规范。2001 年

10 月推出新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2002 年 6 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农用土

地流转法》，又相继完成了《税收法典》和《国家土地法典》等基础性法律的修

订，形成了土地私有制、联邦所有制和联邦主体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促进了农业

用地规范化，为俄罗斯农业近二十年的快速复苏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在社会公平方面，由于现在的俄罗斯与俄罗斯帝国末期和苏俄内战时期的国

情已经有了根本不同，难以简单类比，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有意识地抑制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保障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与斯托雷平和高尔察克主要依靠富农

近似，普京主要依靠中产阶级，一方面对“不听话”的寡头重拳出击，另一方面

上调养老金、奖学金和财政拨款单位职工基本工资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公

平。虽然普京组建了许多“国家集团公司”，对战略上十分重要的行业加强了国

家控股和管理，但并不意味着他会重走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的老路。从普京上任

以来的作为来看，继续推进私有化，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仍是不变的既定方针。

三是思想上回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提倡爱国主义，协调各方势力。斯托

雷平和高尔察克是两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很难用一个标签来概括他们的政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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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虽然他们都曾残酷镇压和屠杀反对者，但在后苏联的历史叙事中，他们都是

“挽狂澜于既倒”的代表人物。前者出于对帝国的忠诚而不惜与沙皇和内阁翻脸，

后者出于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愤怒而走上叛乱道路。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不

同，主张和做法也不同，但在新一代俄罗斯人心目中，他们都满怀着对俄罗斯的

忠诚和深切的爱。在俄罗斯国内，普京虽然拥有其他总统候选人无法匹敌的众多

拥护者，但在知识分子和年轻精英阶层中间，普京被视为保守主义代表，他们批

评普京不能引领俄罗斯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如何争取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民

主立宪主义者，对普京来说是个难题。普京深知这一点，他先后发出“建立人民

阵线”“选改革派担任总理”等信号，就是在为自己扩大群众基础。对普京来说，

高明的做法是回避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问题，用爱国主义来统一截然不同的

两派。回避红军还是白军，将其视为持有不同政见的手足兄弟，也是弥合意识形

态裂痕的一种表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将超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成为俄罗

斯国家的主导思想。

四是发展军力，反抗霸权，恢复大国地位。在斯托雷平执政时期，俄国国内

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五位，增长速度世界第一。虽然其前任维特和多年的财政部长

柯可夫采夫也有功劳，但斯托雷平的贡献最大。他增加开支，巩固国防，实行军

事扩张，兼并了原本属于波兰的霍尔姆，压制芬兰独立运动。斯托雷平在执政期

间一直整军备战，1908 年军事拨款猛增到 47 800 万卢布，增长 42%，1909 年又

增加到 51 300 万卢布，随后几年也持续增长。高尔察克更是先后服役于太平洋舰

队、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率领俄国海军立下了卓越功勋。同时，高尔察克

也是将视野投向北冰洋地区的科学家、探险家和军事家，这与俄罗斯人崇尚开疆

扩土的民族性格高度吻合。普京大力加强军队建设，积极推进军事领域的各项改

革，促进军事现代化。自 2003 年起，俄罗斯国防预算每年增速约 20%，连年进行

规模越来越大的海陆空三军联合军事演习，新一代战略核潜艇下水，恢复战略轰

炸机远程侦查巡逻。慕尼黑安全会议后，普京对西方公开表示不满，认为美国挤

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是不能忍受的。俄罗斯多次反对北约东扩，乃至最终发展成

乌克兰危机，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依据的。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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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т Столыпина до Колчака

——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дейных течениях с XXI века

Оуян Сянъин

【Аннотация】 Столыпин и Колчак – дв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фигуры, 

получившие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и переоценку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кругов. От "палачей" и "главарей 

банды" до "лучших гла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 "бесстрашных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ов" 

– 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нарративы неразрывно связаны с переписыванием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 них присутствуют как элементы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так и факторы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Эта переоценка отражает и тот факт, что сегодня россияне уделяют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я своим собственны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традициям и опыту 

реформ, что оказывает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еятелей и тенденции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Благодаря "возвращению к 

отцам" Россия внесла некоторые коррективы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 политичском плане: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льного еди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оторое невозможно раздробить;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плане: 

решительное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еформ, приватизация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более 

твердое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к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в плане идеологии: 

избегание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и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а, поощрение патриотизма и 

координация сил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развитие военной мощ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гегемонии 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татуса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Влия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дейных течений на приня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шений уж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практи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XXI ве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толыпин; Колч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наррати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идейные течен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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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tolypin to Kolchak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in Russia's Societ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Ouyang Xiangy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tolypin and Kolchak are two historical figures that 

have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and re-evaluation in Russian intellectual circles. 

From "executioner" and "gang leader" to "the best head of government" and 

"fearless general",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s about them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writing of Soviet history, which involve factors of restoring history and also 

re-understanding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fact, the re-evaluation reflects that 

current Russian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country's political traditions and 

reform experience,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ontemporary politicians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is country. By "returning to its fathers", 

Russia may have some adjustments in its national governance. Politically, 

Russia works to maintain stability, establish legal order, and form a solid and 

unified country. Economically, it continues to promote reform and property 

privatization, and move towards a market economy. Ideologically, Russia 

strives to avoid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promote patriotism, and 

coordinate the strength of all parties. Moreover, Russia tries to develop its 

military power and restore the status as a great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on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has been 

confirmed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practice.

Keywords: Stolypin; Kolchak; historical narrative; Russian politics; trend of 

soci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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