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 9 9 年第 6 期 (总第 2 4 5 期 )

论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李 兴
(武汉 大学法学院

,

湖北 武汉 4 3 0 0 7 2)

〔作者简介 ] 李 兴 ( 1 96 6
一

)
,

男
,

湖北武汉人
,

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

博士
,

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
。

[内容提要 ] 赫鲁晓夫时期 ( 1 9 53 一 1 9 6 4 年 ) 苏联的东欧政策是复杂的
、

矛盾的
,

呈现 出放松与

控制
、

时而平行时而交错的特点
。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东欧政策既有继承
,

也有批判
。

他的东欧政

策及这一时期的苏东关系经常处于矛盾
、

不稳定的状态
。

大国外交和强权政治
,

盛气凌人和反复无

常
,

经常在他的东欧政策和苏东关系中表现出来
。

他有处理好苏东关系的愿望
,

但未见到有解决苏

东关系的成功
。

因此
,

如何认识和操作国际主义
,

如何处理好国际主义 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
,

这是

赫鲁晓夫留给后人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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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联总的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与国

内复 杂多变的改革相 联系
,

赫鲁 晓夫 时期 ( 1 9 5 3一

1 9 6 4 年 ) 苏联的东欧政策是复杂的
、

矛盾的
,

呈现 出

放松与控制
、

时而平行时而交错的特点
。

一方面赫鲁

晓夫在苏联国内搞改革
,

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
,

调整

对外政策
,

包括苏的东欧政策
。

与斯大林全面的阵营

对抗的战略不 同
,

赫鲁晓夫提 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两大阵营
“

和平共处
” 、 “
和平竞赛
”
的理论和 战

略
,

推动国际形势缓和
。

与斯大林对东欧实行高压控

制的政策不完全一样
,

赫鲁晓夫对东欧实行比较放

松的政策
。

但是另一方面
,

赫鲁晓夫把
“
和平共处
”
和

“

和平竞赛
”
只看做是
“

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之间的

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
’ ,① , 他的
“

缓和
”
只是为了

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赢得时间
,

作为
“
和平过渡
”
的

策略手段
。

赫鲁晓夫并没有突破斯大林关于两大阵

营全面对抗的思想模式
,

在两大阵营谁战胜谁的斗

争中
,

赫鲁晓夫更重视
“

社会主义大家庭
”
的团结一

致
,

对东欧毫不放手
,

对

“

异 端 的
”

或

“

越 轨 的
”

行 为 严

惩 不 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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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 鲁 晓 夫 对 东 欧 政 策 的 调 整 突 出 地 表 现 在 与 南

斯 拉 夫 关 系 的 正 常 化 问 题 上

。

因 为 开 除 南 斯 拉 夫 是

由 斯 大 林 亲 自 导 演 的

、

情 报 局 活 动 中 影 响 最 大 的 政

治 事 件

。

赫 鲁 晓 夫 想 改 善 苏 联 同 南 斯 拉 夫 的 关 系 的

意 图 遭 到 了 莫 洛 托 夫

、

伏 洛 希 洛 夫 等 人 的 反 对

。

于 是

赫 鲁 晓 夫 提 议 成 立 了 一 个 专 门 委 员 会

,

收 集 材 料 分

析 论 证 南 斯 拉 夫 国 家 到 底 是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还 是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

分 析 论 证 的 结 果

,

认 为 南 斯 拉 夫 的 性 质 是

社 会 主 义 的

,

对 南 斯 拉 夫 的 谴 责 是 站 不 住 脚 的

。

因

此

,

苏 联 决 定 恢 复 与 南 斯 拉 夫 的 接 触

② 。
为 此

,

苏 联

方 面 采 取 了 一 些 具 体 举 措

。

1 9 5 4 年 6 月
,

苏 共 中 央

致 信 南 共 联 盟

,

建 议 实 现 双 方 关 系 的 完 全 正 常 化

③ 。

1 9 5 5 年 5一 6 月 间
,

赫 鲁 晓 夫 正 式 访 问 了 南 斯 拉 夫

,

承 认 苏 联 在 两 国 关 系 中

“

犯 了 严 重 错 误

” ,

使 苏 南 两

国 关 系 恢 复 了 正 常 化

。

经 过

“

有 时 是 暴 风 骤 雨

”

般 的

讨 论 和 争 吵

,

双 方 最 后 签 订 了 一 个 由 南 斯 拉 夫 人 起

草 的

、

反 映 南 斯 拉 夫 人 意 愿 的 著 名 的 文 件 一
《 贝 尔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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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赫 鲁 晓 夫 时 期 苏 联 的 东 欧 政 策 与 苏 东 关 系

莱 德 宣 言
》
。

该 宣 言 的 核 心 内 容 是 强 调 各 党

、

各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之 间 的 平 等 关 系

。

宣 言 明 确 指 出

: “

尊 重 主

权

、

独 立 和 领 土 完 整

,

尊 重 两 国 相 互 关 系 中 以 及 与 其

它 国 家 的 关 系 中 的 平 等 地 位

” , “

承 认 并 发 展 国 家 之

间 的 和 平 共 处
” , “
相 互 尊 重

,

不 以 任 何 无 论 是 经 济

的

、

政 治 的 或 是 意 识 形 态 性 质 的 理 由 干 涉 他 国 内

政

” , “

谴 责 任 何 侵 略 和 任 何 政 治 上 及 经 济 上 支 配 他

人 的 企 图

’ ,① 。
斯 大 林 是 通 过 情 报 局 开 除 南 斯 拉 夫

的

,

在 赫 鲁 晓 夫 访 南 之 后 不 久

,

经 铁 托 一 再 要 求

,

赫

鲁 晓 夫 在 苏 共 二 十 大 期 间 也 同 各 国 党

,

首 先 是 同 共

产 党 情 报 局 成 员 党 举 行 了 会 谈

。

1 9 5 6 年 4 月
,

欧 洲

共 产 党 情 报 局 宣 布 解 散

。

这 也 是 赫 鲁 晓 夫 调 整 苏 的

东 欧 政 策 的 重 大 举 措

。

1 9 5 7 年 6 月
,

南 共 联 盟 代 表

团 访 问 苏 联

,

苏 南 两 党 就 两 党 关 系 发 表 了 莫 斯 科 宣

言

,

再 一 次 肯 定 了 《 贝 尔 格 莱 德 宣 言 》是 处 理 两 国 关

系 的 基 础
,

进 而 强 调

: “
国 家 不 同

,

情 况 各 异

,

发 展 社

会 主 义 的 道 路 因 而 各 不 相 同
… … 在 社 会 主 义 的 发 展

道 路 和 形 式 问 题 上
,

把 自 己 的 观 点 强 加 于 人 的 任 何

倾 向

,

都 是 不 能 容 许 的

’ ,⑤ 。
该 宣 言 正 式 承 认 并 宣 布

了 通 向 社 会 主 义 有 不 同 道 路 的 思 想

。

在
1 9 5 6 年 苏 共 二 十 大 的推 动 和 影 响 下

,

随 着 苏

联 国 内 平 反 运 动 的 展 开

,

苏 联 领 导 人 正 式 或 非 正 式

地 向 东 欧 各 国 党 表 示

,

战 后 斯 大 林 时 期 各 国 党 很 多

领 导 人 的 蒙 难 属 于 冤 案

,

他 们 的 罪 名 是 莫 须 有 的

。

东

欧 各 国 分 别 为 在 40 年代下半期受冤屈而被处死和

逮 捕的拉伊克 (匈 )
、

科 斯 托 夫
(保 )
、

波 特 拉 什 卡 努

(罗 )
、

斯 兰 斯 基
(捷 )等 人 平 反

@
。

事 实 上

,

正 是 赫 鲁

晓 夫 促 使 波 兰 当 局 释 放 了 40 年代末以
“

右 倾 民 族 主

义

”
罪 名 被 逮 捕 的 哥 穆 尔 卡
⑦ 。
正 是 在 赫 鲁 晓 夫 时

期

,

苏 共 中 央 严 厉 批 评 了 匈 牙 利

“

斯 大 林 最 好 的 学

生

”

拉 科 西

,

支 持 了 改 革 派 代 表 人 物 纳 吉

·

伊 姆 雷 出

任 匈 部 长 会 议 主 席

⑧ 。
赫 鲁 晓 夫 不 再 轻 易 插 手 各 国

党 的 人 事 安 排

,

也 不 再 轻 易 对 意 见 不 同 的 各 国 领 导

人 采 取 可 能 的 组 织 手 法

,

如 哥 穆 尔 卡 在
1 9 5 6 年 10

月事件后 当了波共总书记
,

赫 鲁 晓 夫 也 没 有 干 预

。

1 9 5 6 年 12 月到 1 9 5 7 年 6 月
,

苏 联 与 波 兰

、

民 主 德

国

、

罗 马 尼 亚 和 匈 牙 利 签 订 了 新 的 双 边 关 系 条 约

。

通

过 这 些 条 约

,

缓 和 和 协 调 苏 东 关 系

,

东 欧 各 国 获 得 了

更 多 的 平 等 权 利

。

1 9 5 8 年
,

赫 鲁 晓 夫 把 苏 联 军 队 从

罗 马 尼 亚 撤 出 来 了

。

赫 鲁 晓 夫 还 打 算 从 波 兰 和 匈 牙

利 撤 出 苏 军

,

因 这 两 国 的 反 对 而 作 罢
⑨ 。
从

1 9 6 2 年

开 始
,

罗 马 尼 亚 政 府 分 批 分 期 地 释 放 政 治 犯

,

其 中 有

不 少 过 去 被 称 为 反 苏 的 或 敌 视 苏 联 的 资 产 阶 级 反 动

分 子

、

民 族 主 义 分 子

。

到
1 9 6 5 年

,

共 释 放 政 治 犯

1 2 7 50 名L
。

苏 联 这 样 做 显 然 有 其 政 治 目 的

,

以 表 示

相 信 兄 弟 国 家

,

不 给 西 方 帝 国 主 义 以 攻 击 的 口
实

,

并

推 动 欧 洲 和 国 际 形 势 的 缓 和

。

在 经 济 方 面

,

从
1 9 5 3 年 起

,

苏 联 逐 步 把 斯 大 林

时 期 与 东 欧 国 家 合 营 的 联 合 公 司 转 让 给 东 欧 国 家

。

这 些 公 司 合 作 的 条 件 对 于 东 欧 来 说 是 极 不 利 的

。

赫

鲁 晓 夫 还 放 弃 了 一 些 东 欧 国 家 对 苏 联 的 战 争 赔 款

。

在 经 互 会 的 活 动 方 面

,

赫 鲁 晓 夫 结 束 了 斯 大 林 的 完

全 脱 离 自 由 市 场 的

、

政 治 因 素 起 决 定 作 用 的

“

电 话 命

令

”
的 时 期

,

经 济 因 素 开 始 起 更 大 的 作 用

。

尤 其 是 苏

共 二 十 大 后

,

苏 联 给 予 东 欧 政 府 某 些 自 主 权

,

满 足 东

欧 国 家 的 某 些 经 济 要 求

,

允 许 它 们 同 外 部 世 界

,

主 要

是 同 西 方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经 济 往 来
⑧ 。
如

1 9 5 7一 1 9 61

年
,

东 欧 国 家 向 西 方 国 家 的 贸 易 出
口

增 加 了 56 %
,

从 西 方 国 家 的 贸 易 进
口

增 加 了 55 %
。

赫 鲁 晓 夫 力 图

加 强 社 会 主 义 各 国 的 科 技 合 作 和 经 济 一 体 化

,

力 图

提 高 社 会 主 义 阵 营 国 家 总 体 经 济 水 平

,

在 经 济 竞 赛

中 战 胜 资 本 主 义 阵 营

。

对 于 南 斯 拉 夫 的 社 会 主 义 自

治 形 式

,

赫 鲁 晓 夫 表 现 出 一 定 程 度 的 兴 趣 和 理 解

。

他

说

: “

南 斯 拉 夫 的 形 式 有 可 取 之 处

,

它 既 然 已 经 存 在

就 没 有 必 要 去 否 定
… … 尽 管 我 们 不 公 开 宣 布 这 一

点
” L 。

但 是

,

赫 鲁 晓 夫 远 没 有 摆 脱 阶 级 斗 争 和 阵 营 对

抗 思 想

。

他 对 东 欧 的 让 步 和 放 松 是 有 限 度 的

,

有 分 寸

的

。

和 平 共 处 只 是 策 略 手 段

,

阵 营 对 抗 才 是 本 质 内

容

。

赫 鲁 晓 夫 的 东 欧 政 策 也 服 从 和 服 务 于 这 一 总 的

路 线

。

东 欧 仍 然 被 看 做 是 苏 联 的 势 力 范 围

。

一 旦 东

欧 有 失 控 的 危 险

,

赫 鲁 晓 夫 总 是 毫 不 犹 豫 地 予 以 干

预

,

甚 至 不 惜 动 用 武 力

。

1 9 5 5 年
,

作 为 对 北 大 西 洋 组

织 和 联 邦 德 国 加 人 北 约 的 反 应

,

苏 联 与 东 欧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成 立 了 与 其 分 庭 抗 礼 的 军 事 政 治 集 团 一 华 沙

条 约 组 织

。

苏 共 二 十 大 反 斯 大 林 个 人 崇 拜 运 动 对 东

欧 各 国 影 响 是 很 大 的

,

不 久 波 兰 和 匈 牙 利 均 发 生 了

严 重 的 政 治 事 件

。

在
1 9 5 6 年 的 波 兹 南 事 件 中

,

赫 鲁

晓 夫 担 心 波 兰 失 控

,

先 是 不 请 自 来

,

强 行 要 求 参 加 波

兰 共 产 党 的 会 议

。

赫 鲁 晓 夫 一 下 飞 机 就 气 势 汹 汹 地

叫 嚷

: “

为 什 么 一 切 都 打 上 反 苏 的 旗 号
? 为 什 么 ?
’ ,L

赫 鲁 晓 夫 最 担 心 的 就 是 波 兰 退 出 华 沙 条 约
,

从 而 退

出 社 会 主 义 阵 营

,

甚 至 不 惜 动 用 军 事 手 段 威 胁 波 兰

:

“

我 们 为 这 个 国 家 留 了 血

,

而 有 人 却 企 图 把 它 出 卖 给

美 国 人 和 犹 太 复 国 主 义 者

,

这 绝 对 办 不 到
! ’

,L
接 着

来 的 匈 牙 利 事 件
,

苏 联 不 惜 两 度 出 兵

,

镇 压

“

暴 乱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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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 复 了
“

正 常

”

秩 序

。

苏 联 称 匈 牙 利 事 件 为

“
反 革 命 事

件

” 。 1 9 5 8 年 处 死 了 纳 吉
·

伊 姆 雷

,

并 以 此 警 告 东 欧

其 他 国 家 领 导 人

。

对 于 南 斯 拉 夫 拒 绝 参 加 华 沙 条 约

组 织

,

赫 鲁 晓 夫 感 到 特 别 气 愤

L 。 1 9 5 8 年
,

柏 林 危 机

爆 发

,

以 苏 联 为 首 的 华 约 通 过 决 议 支 持 民 主 德 国 修

筑 柏 林 墙

,

其 目 的 就 是 迫 使 西 方 承 认 民 主 德 国 为 主

权 国 家

,

以 巩 固 社 会 主 义 的 势 力 范 围

。

赫 鲁 晓 夫 解 散 情 报 局

,

一 来 是 因 为 情 报 局 声 名

不 佳

,

发 挥 不 了 什 么 作 用

,

欧 洲 各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都 同

意 解 散

。

二 来 赫 鲁 晓 夫 找 到 了 新 的 包 括 东 欧 在 内 的

所 有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团 结 形 式

,

这 就 是 共 产 党 国 际

会 议

,

并 以 联 合 声 明 的 形 式 来 确 立 其 领 导 地 位 和 指

挥 各 党 一 致 行 动

。

这 些 共 产 党 国 际 会 议 大 多 是 在 苏

联 召 开

。 “

社 会 主 义 大 家 庭

”

这 个 词 正 是 在 赫 鲁 晓 夫

的 领 导 下 才 开 始 普 遍 采 用 的
L 。 《莫 斯 科 宣 言 》总 结

出 了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和 建 设 的 9 条 共 同 规 律
,

强 调 这

些 规 律 是 具 有 普 遍 意 义 的

,

并 明 确 指 出 了 苏 共 在 社

会 主 义 阵 营 中 的 带 头 人 作 用
L 。 1 9 6 0 年 共 产 党 和 工

人 党 代 表 会 议 的 声 明 进 一 步 指 出
,

苏 共

“

过 去 是

,

今

后 仍 然 是 世 界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的 公 认 的 先 锋 队

。

苏 共

的 经 验 对 整 个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具 有 原 则 的 意

义

’ ,L 。
赫 鲁 晓 夫 认 为 南 斯 拉 夫 也 应 该 像 其 它 东 欧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一 样 呆 在

“

社 会 主 义 大 家 庭

”
里

,

南 斯 拉

夫 在 两 大 阵 营 之 间 采 取 中 间 立 场 是

“

不 符 合 无 产 阶

级 国 际 主 义 原 则
”
的
L 。 1 9 5 7 年 南 斯 拉 夫 派 代 表 团 到

莫 斯 科 参 加 十 月 革 命 40 周年纪念活动
,

但 拒 绝 在

12 个执政的共产党宣言上签字
。

赫 鲁 晓 夫 大 为 光

火

,

对 铁 托 一 直 怀 有 戒 心

,

认 为 在 揭 露 斯 大 林 的 暴 行

后

,

铁 托 明 显 地 在 追 求 南 斯 拉 夫 在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中 的 特 殊 地 位 和 影 响

L 。
赫 鲁 晓 夫 还 担 心 铁 托 企

图 削 弱 苏 共 对 东 欧 各 国 党 的 影 响 而 扩 大 南 共 的 影

响

⑧ 。
纳 吉 被 杀 事 件 使 苏 南 关 系 再 度 恶 化

。

1 9 5 8 年 6

月
,

赫 鲁 晓 夫 在 一 次 讲 话 中 称 铁 托 为

“

特 洛 伊 木 马
” ,

并 且 声 明
1 9 4 8 年 情 报 局 开 除 南 斯 拉 夫 的 决 议
“

基 本

上 是 正 确 的

’ ,
@
。

苏 联 还 反 对 南 斯 拉 夫 的 新 宪 法

,

引

起 了 南 斯 拉 夫 的 强 烈 不 满

。

苏 南 关 系 再 次 恶 化

。

另 外

,

赫 鲁 晓 夫 虽 然
口 口

声 声 说 社 会 主 义 各 国

平 等

,

却 恶 化 了 苏 联 与 阿 尔 巴 尼 亚 和 罗 马 尼 亚 的 关

系

。

这 方 面 既 有 经 济

、

安 全 等 国 家 利 益 的 原 因

,

也 有

意 识 形 态 和 领 导 个 人 因 素 的 原 因

。

在 经 济 方 面

,

赫 鲁

晓 夫 加 强 了 经 互 会 的 作 用

。

他 说

: “

社 会 主 义 世 界 体

系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各 国 社 会 政 治 的 联 盟

,

它 也 是 一 种

世 界 经 济 体 系

’ ,L 。
社 会 主 义 的 国 际

“

劳 动 分 工

”
和 生

产 专 门 化

,

一 方 面 固 然 有 利 于 从 整 体 上 提 高 社 会 主

·

1 1 0
·

义 阵 营 各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总 体 水 平

,

但 另 一 方 面 引 起

了 经 济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不 满

,

以 及 它 们 与 以 苏 联 为 代

表 的 经 济 较 发 达 国 家 之 间 的 矛 盾

,

如 罗 马 尼 亚

、

阿 尔

巴 尼 亚

。

再 加 上 苏 联 的 大 国 主 义

、

大 党 主 义 以 及 意 识

形 态 的 分 歧

、

国 家 利 益 的 冲 突

、

赫 鲁 晓 夫 盛 气 凌 人 的

态 度

,

苏 联 与 阿 尔 巴 尼 亚

、

罗 马 尼 亚 两 国 的 矛 盾 激

化

。

在 华 沙 条 约 内

,

苏 联 对 阿 尔 巴 尼 亚 实 行 冷 淡 和 排

斥 政 策

,

对 罗 马 尼 亚 实 行 遏 制 政 策

。

从
1 9 6 2 年 起

,

阿

尔 巴 尼 亚 不 再 参 加 经 互 会 和 华 约 的 活 动

,

事 实 上 退

出 了 社 会 主 义 阵 营

。

罗 马 尼 亚 虽 然 没 有 退 出 阵 营

,

但

不 参 加 华 约 的 联 合 军 事 演 习

,

在 阵 营 内 经 常 发 出 不

谐 之 音

。

在 赫 鲁 晓 夫 下 台 前 夕

,

即 1 9 6 4 年 4 月
,

罗 马

尼 亚 工 人 党 中 央 发 表 了 《 罗 马 尼 亚 工 人 党 关 于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的 立 场 的 声 明 》
,

即 有 名 的 《 四 月 提

纲 》
,

表 达 了 要 求 中 苏 两 党 停 止 公 开 论 战 的 强 烈 愿

望

,

并 就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的 重 大 问 题 及 其 战 略 策

略 等 发 表 了 自 己 的 看 法

,

其 中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关 于

本 国 独 立 自 主 立 场 和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关 系 的 声 明

。

声

明 强 调

“
国 家 独 立 和 主 权

、

权 利 平 等

、

互 利

、

同 志 式 的

互 助

、

互 不 干 涉 内 政

、

尊 重 领 土 完 整 和 社 会 主 义 的 国

际 主 义 的 原 则

” ,

是 世 界 社 会 主 义 体 系 对 外 关 系 的 准

则

;
声 明 指 出

“

没 有 也 不 可 能 有 什 么

`

老 子

’

党 和 什 么

`

儿 子

’

党

, `

上 级

’

党 和

`

下 级

’

党

” ;
任 何 国 家 的 党

“

都

不 能 把 它 的 路 线 和 意 见 强 加 给 其 它 的 党

’ ,⑧ 。 1 9 6 1 年

苏 共 二 十 大 期 间
,

赫 鲁 晓 夫 对 罗 马 尼 亚 的 农 业 集 体

化 进 行 了 近 乎 粗 鲁 的 直 率 的 批 评

,

使 他 与 罗 共 领 袖

乔 治 乌

·

德 治 本 来 就 不 够 融 洽 的 关 系 更 加 冷 淡

,

此

后

,

乔 治 乌

·

德 治 总 是 力 图 避 免 与 赫 鲁 晓 夫 见 面

,

常

常 有 意 回 避

“

大 家 庭

”
的 双 边 和 多 边 会 议

。

赫 鲁 晓 夫

与 阿 尔 巴 尼 亚 恩 维 尔

·

霍 查 的 关 系 搞 得 很 僵

,

甚 至

到 了 对 骂 的 地 步

。

从 60 年代初起
,

阿 尔 巴 尼 亚 基 本

上 不 再 参 加 华 沙 条 约 和 经 互 会 的 活 动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以 后

,

欧 洲 出 现 了 一 个 以 苏 联

为 首 的 社 会 主 义 阵 营

。

斯 大 林 从 苏 联 大 国 主 义

、

大 党

主 义 出 发

,

在 处 理 苏 联 与 东 欧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关 系

问 题 上 犯 了 很 多 错 误

。

作 为 斯 大 林 亲 信 之 一 的 赫 鲁

晓 夫

,

清 醒 地 看 到 了 这 一 点

,

并 着 手 改 革

,

纠 正 错 误

,

探 索 新 的 办 法

,

调 整 苏 东 关 系

,

并 顺 应 历 史 发 展 的 潮

流

,

提 出 了 社 会 主 义 各 国 平 等

、

通 向 社 会 主 义 有 不 同

道 路 的 思 想

,

这 是 难 能 可 贵 的

,

也 是 赫 鲁 晓 夫 作 为 一

个 政 治 活 动 家 高 于 他 后 来 的 继 任 者 勃 列 日 涅 夫 的 地

方

,

是 应 该 肯 定 的

。

但 是

,

由 于 理 论 水 平 和 实 践 能 力



:

论 赫 鲁 晓 夫 时 期 苏 联 的 东 欧 政 策 与 苏 东 关 系

的 局 限 性

,

赫 鲁 晓 夫 一 直 找 不 到 妥 善 的 解 决 办 法

,

因

此

,

他 的 东 欧 政 策 及 这 一 时 期 苏 东 关 系 经 常 处 于 矛

盾

、

不 稳 定 的 状 态

,

他 一 方 面 解 散 了 共 产 党 情 报 局

,

另 一 方 面 又 建 立 华 沙 条 约 组 织

;
一 方 面 降 尊 纤 贵 主

动 同 南 斯 拉 夫 和 解

,

另 一 方 面 又 冒 天 下 之 大 不 题 对

匈 牙 利 大 动 干 戈

;
一 方 面 宣 称 社 会 主 义 有 不 同 道 路

,

另 一 方 面 对 南 斯 拉 夫 不 加 人 苏 联 阵 营 而 耿 耿 于 怀

。

赫 鲁 晓 夫 仍 然 继 承 了 斯 大 林 的 阵 营 对 抗 战 略

,

把 东

欧 作 为 苏 联 的 势 力 范 围

,

没 有 完 全 跳 出 斯 大 林 东 欧

模 式 的 框 框

。

他 一 方 面 展 开 反 对 斯 大 林 的 运 动

,

另 一

方 面 又 采 用 斯 大 林 的 方 法

;
他 对 中 欧 发 动 攻 势 ( 1 9 5 8

年 柏 林 危 机 )
,

却 以 守 势 告 终
( 1 9 6 1 年 修 建 柏 林 墙 )
。

大 国 外 交 和 强 权 政 治

,

盛 气 凌 人 和 反 复 无 常

,

经 常 在

他 的 东 欧 政 策 和 苏 东 关 系 中 表 现 出 来

。

他 虽 有 处 理

好 苏 东 关 系 的 愿 望

,

但 未 见 到 有 解 决 苏 东 关 系 的 成

功

。

因 此

,

如 何 处 理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之 间 的 关 系

,

如 何

认 识 和 操 作 国 际 主 义

,

以 及 国 际 主 义 与 国 家 民 族 主

义 的 关 系

,

这 确 是 赫 鲁 晓 夫 留 给 后 人 的 值 得 思 考 的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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