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力作

——— «从苏联到俄罗斯: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 评介

黄立茀

改革开放以后ꎬ 中国的苏联、 俄罗斯民族政策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ꎬ 但是ꎬ 也表现出

三点不足: (１) 没有将苏联与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探讨ꎻ (２) 民族区域自治

政策是苏联、 俄罗斯民族政策之纲ꎬ 但是已有的成果基本没有聚焦于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

域自治政策的专门探讨ꎻ (３) 其中不少成果发表时间较早ꎬ 容量有限ꎬ 使用解密历史档案以

及俄罗斯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不多ꎮ 中共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

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刘显忠研究员合著的 «从苏联到俄罗斯: 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 是 ２０１１

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优秀成果ꎬ 弥补了上述三点不足ꎬ 堪称力作ꎮ

一、 系统探讨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拓荒之作

该书包括三编十章ꎬ 以 ５０ 余万字的篇幅系统探讨了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

各个重大问题ꎮ 第一编研究了从十月革命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治理问题ꎬ

主要包括: 沙俄时期复杂的民族关系和面临的民族问题ꎻ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和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政策的历史背景ꎬ 列宁与斯大林在联盟体制上的分歧与实质ꎬ 联盟成立的积极意义

和留下的隐患ꎻ 斯大林时期民族政策出现的偏差ꎬ 理论与实践的矛盾ꎻ 赫鲁晓夫时期为受迫

害民族平反等政策因考虑不周而引发的新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ꎻ 构建新的统一的苏联国家

民族 “苏联人” 和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ꎻ 苏联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ꎮ 第二编研究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问题ꎬ 主要包括: 戈尔

巴乔夫改革以后爆发的民族冲突ꎬ 以及苏共因对此准备不足ꎬ 应对乏策ꎻ 波罗的海三国、 外

高加索地区、 乌克兰等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如何发展为民族分离主义的ꎬ 苏共在解决这些问

题上有哪些失误ꎻ 俄罗斯联邦民族主义的问题ꎻ 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在联盟体制革新问题

上的矛盾与斗争ꎮ 第三编研究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ꎬ 对民族理论与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调整ꎬ 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俄罗斯国家民族的构建ꎬ 以建设法律法规强

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ꎬ 强调公民的社会属性而不是民族属性ꎻ 俄罗斯对民族区域自治地

方的治理ꎬ 不再强调民族区域自治ꎬ 而是强调联邦主体权利平等ꎬ 突出促进地区发展ꎻ 关于

俄罗斯民族文化自治的问题ꎬ 大力提倡建立民族文化自治组织ꎻ 研究了联邦体制的确立、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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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改革与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关系ꎻ 说明俄罗斯联邦通过向民族共和国让权ꎬ 换取这些共

和国对联邦的认同ꎮ 本书还详细研究了普京如何依靠宪法、 建立垂直权力体系、 加强对民族

共和国制约等问题ꎮ 总之ꎬ 著作将苏联、 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ꎬ 从而清晰完整地呈现了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ꎬ 堪

称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ꎮ

二、 大量运用最新文献与研究成果ꎬ 观点创新

著作运用了丰富的一手文献ꎬ 包括大量解密历史档案和俄罗斯学术界最新成果ꎬ 对传统

观点提出了新看法ꎮ 主要包括: (１) 过去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 “本土化” 民族政策评价很高ꎬ
认为是斯大林破坏了这个政策ꎮ 该书既承认了 “本土化” 政策对推动各民族文化发展有巨大

的作用ꎬ 同时认为该政策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ꎬ 如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地区对俄罗斯族人的

排斥ꎬ 以 “地方民族主义” 为借口对民族干部的不正常镇压等ꎮ (２) 关于列宁和斯大林在建

立苏联问题上的分歧ꎬ 以前只介绍斯大林和列宁的不同主张ꎬ 而本书以大量国内首次披露的

文献ꎬ 阐释了自治共和国领导人、 苏共高层的不同看法与争论ꎮ (３) 关于俄罗斯民族主义ꎬ
过去着重讨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ꎬ 忽略对利益受损激发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研究ꎮ 本书的探

讨表明ꎬ 勃列日涅夫实行地区经济发展 “拉平” 政策ꎬ 使俄联邦成为苏联的 “奶牛”ꎬ 因而出

现了为捍卫民族利益 “甩包袱” 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ꎮ 这一运动成为俄联邦宣布独立、 迈

出苏联解体关键一步的社会基础ꎮ (４) 对斯大林时期迫迁少数民族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梳理ꎬ
研究了苏联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如何发展成为民族分离主义、 纳卡冲突的来龙去脉ꎬ 波罗的海

三国的独立进程等等ꎮ

三、 回答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民族自决权和 “一族一国” 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运动中提出的口号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以

后ꎬ 关于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 “整个国家的全体人民” 还是 “一国内部的少数民族”ꎬ 存在着

激烈的争论ꎮ 本书阐释苏联时期各个民族享有自决和分立的权利———苏联解体ꎻ 俄罗斯时期

取消民族自决权ꎬ 将民族自决权界定为文化自治ꎬ 强调 “享有自决权的是全体俄罗斯人ꎬ 而

不是国内的某个族群”ꎬ 阐释了这一政策调整在实践中取得了族际关系与国家认同的良好效

果ꎬ 为认识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了完整典型的案例ꎮ
总之ꎬ 本书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视角系统完整地探讨、 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以及俄罗

斯调整该政策的经验ꎬ 对于认识何为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正道ꎬ 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

示意义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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