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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大 林 (Stalin ，  Joseph 

Vissarionovich ，  or  Dzhugashvili ， 

1879-1953)是「蘇聯」 (U.S.S.R )的獨

裁者，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繼列

寧之後，最重要的領袖。他和同時代

的希特勒堪稱為二十世紀的大暴君。

史大林原名「約瑟夫」，出生在高加索

黑海濱的格魯吉亞省(Georgia)。1他的家

庭貧苦，父親是個皮鞋匠，嗜酒無度，

常毒打親子；十一歲時，父親就去世。小時候在教會學校讀書；十多歲時，進入東

正教修院。在校頑劣不馴，又參加反沙皇政府宣傳，遭校方開除。隨後，他加入布

什維克党的共產運動。「史大林」，意指「鐵人」，乃是他從事革命地下活動時，所

使用的化名。他是個積極份子，曾多次被捕。最初幾次，由於判刑總較他人輕，又

常得機潛逃，曾遭同志質疑是個雙面間諜。1913 年，他第六次被捕，放逐西伯利亞

長達四年，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成功後，才返回；因而未能參于大革命的

實際行動。不過，由於其後的表現優越積極，一九二二年他應選為黨總書記，負責

黨內實際事務，執行「中央政治局」決策。共黨陣營裏，曾流傳有所謂「列寧遺囑」

(Lenin’s last testament)，指稱列寧以執掌紅軍的托洛斯基(Leo Trotsky)為其繼承人

1他講俄語時帶著濃重的格魯吉亞鄉音，在布爾什維克党(Bolsheviks, 列寜領導的俄國馬克斯主義

者 )同儕間，顯得十分不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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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曾指示史大林為人太粗暴，建議將他調開。2

一九二四年，列寧去世。布什維克党內，掀起政治鬥爭。史大林擔任總書記，

執掌實際政務，最具關鍵性。過去，在列寧主控俄共黨時，他對黨內決策鬥爭，不

論是「革命政策」，或是「工業化辯論」，一向沉默寡言，鮮少表態；但是在這場鬥

爭中，老謀深算的他，聯合右派的布哈林(N. I. Bukharin)；先鬥倒左派(以列寧的指

定繼承人托洛斯基為首)。最後，他再回過頭來清算了右派，獨攬大權，成為繼列

寧之後的「蘇聯」獨裁者。為穩固個人獨裁，史大林大力剷除異已， 展開恐怖統治

列寧的舊部屬「老布什維克成員」(Old Bolsheviks)不論是左派或是右派，均受到政

治整肅(Purge)，或死，或瘋，或囚禁入獄，下場可悲。3三○年代，史大林為貫徹統治，

全面擴大「整肅運動」(The Great Purge)，黨、政、軍、農、工等各個階層，竟無一倖免。

4

史大林誅殺黨內同志與俄國人民的恐怖統治震撼全球，也使得一向以無產階

級革命為己任的「共產國際」(Com-inter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發生認同危機，

2托洛斯基是俄國共產黨極具才華的領袖成員，不論在革命理論論或是實際的革命行動上，他都是

列寜最得力的左右手。他一手建立的紅軍更是列寜內戰勝利的主要依靠。由於主張持續不斷地推

展世界革命，堅持反對「先建設蘓聯為社會主義國家，而暫緩世界革命」，因而與布克哈林、史大林

等反目成仇，終致被黜。

3左派的托洛斯基失權後，遭放逐，被迫流亡。他四處批鬥史大林，組「第四國際」領導國際共產運

動。一九四○年他在墨西哥寓所，遭到據說是史大林遣的秘密警察(KGB)職業殺手以斧頭狙殺。其

他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如左派的加米列夫、季諾維也夫、右派的布哈林等，或以叛國罪慘死，或以精

神失常軟禁，或以假車禍處死。 

4 1934-38 年至少有七百萬人在「大整肅」中消失，其中包括 1925 年以來遭批鬥的布爾什維克黨領

袖、詩人、科學家、農業界工業界不合作份子、紅軍與海軍忠誠度不確的成員，還有成千上萬不知

就理的蘓維埃公民。



進而分裂。史大林與「國際共產党」的關係一向冷淡，掌權後，提出自稱承繼自列

寧正統的所謂「一國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state)，又稱「史大林主義」

(Stalinism)，或稱「史大林的社會主義」。他的立場極其俄國國家本位化，認定共產

主義者的當務之急乃是發展蘇聯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模範。他認為只有等蘇聯完

成社會主義建設後，才可能進一步發展世界性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他呼籲全世

界的共產主義者應當團結起來，全力協助蘇聯避開資本主義者的剝削與欺壓，完

成無產階級祖國的建設。史大林主義乃是蘇聯沙文主義的理論基礎，以蘇聯為社

會主義者的老大哥，眾家兄弟都得犧性小我，努力護持蘇聯老大哥。許多「共產國

際」的成員篤信國際主義，堅持無產階級革命不可停頓性，遂與史大林主義彌行

彌遠，他們在三○年代對抗法西斯極右派時，得不到史大林的支持，慘遭殲除。5而

接受史大林主義的共產主義者，跟著史大林的政策搖擺起舞，則陷入崇俄的陷阱

為俄共犧性到最後，還遭史大林背棄。6一九三九年史大林與希特勒訂立互不侵犯

條約，利用納粹德國人入侵波蘭，收回沙皇時代的失土，佔領拉脫維亞、立陶宛和

愛沙尼亞等地。一九四一年德國入侵俄國，史大林又改而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

組反軸心同盟，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採用「人民陣線」與西方民主政權合作； 甚

至解散國際共產党的「第三國際」(The Third Com-intern)，以示友好，更進一步的矮

化國際共產運動。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他更以防衛蘇聯安全為理由，以戰時扶持

成立的東歐諸國政權建立蘇聯衛星帝國，對其附庸國，更是極盡剝削能事。「韓

戰」期間，他支使毛澤東發動侵略，既未依約給于資助，又以缺席的方式讓聯合國

通過出兵制裁； 戰後還要求中共償付因韓戰所支付的物資費用。對「越戰」，他也

採同樣的立場，胡志明從未得到實質的協助。這是日後以中共為首的第三世界以

及東歐洲共產國家，批判蘇聯為帝國主義者同路人的主因。

5 托勒斯基派在這些共產党員中，擁有一定的支持。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史大林對左派不聞不

問，是最具體的証明。

6 中共與東歐共產國家都是其中的受害者。



史大林主義是極端俄國本土主義，快速推動蘇聯的近代化是其核心工程。史

大林認為蘇聯較西方落後至少一百年，必須採用極端積極的政策。一九二九年他

推出由國家策劃的「五年計劃」；限期完成後，再繼續設第二個「五年計劃」，以此

類推，逐步進行建設。他在莫斯科設立監管機構(Gosplan)，一面督促工廠生產效率，

一面強制農民參加集體農場。凡是反抗或不合作者，都受到嚴厲的整肅。嫌犯經

公開批鬥，被強迫接受許多近乎荒謬的罪行後，隨即在群眾呼嘯聲中當場宣判，

不是死刑、監禁，便是強迫勞改。7雖然說由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蘇聯工業有

400%成長率的驚人成績，但是民不聊生，而且是投訴無門；全國猶如一座國家技

術官僚嚴控下的奴工營。西方的學者經常質疑，蘇聯是否有必要為著經濟成長付

出如此沈重的代價？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時，經濟因制度僵化而崩潰，更徹底

地揭示了史大林一手設計的所謂「蘇聯模式」的失敗。

為了穩固統治，史大林開始重寫俄國與蘇聯的歷史。纂改、摧毀舊歷史之餘，

更重編教科書與百科全書，從青年教育上，塑造擁護者。他自認是列寧真正的繼

承人，一面大力神化列寧，一面醜化批鬥政治上的異已，藉此烘托個人獨裁的正

統性。他大搞「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把自已塑成「超人」，讓大家恭稱他為

「偉大的領袖」、「時代的天才」、「最有智慧的賢人」等等。

史大林是崛起于戰間期的獨裁者中，最成功的一位。他活到七十三歲，雖然

不如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長命，但是從一九二九年掌權後，他繼承了沙皇與列

寧的獨裁傳統，一直是蘇聯獨一無二的統治者，也是共產世界的首腦。不過，為維

護其專制獨裁，他長時間採用恐怖統治，養成多疑的人格，殘殺無辜；傳說他曾親

下令手殺害自己的妻子。根據他女兒的說法，他在晚年時，步入病態的恐慌症，已

無法相信任何人令；他荼毒無辜，令全蘇聯人人自危。一九五二年，盛傳醫界陰謀

取其生命，史大林從此不願就醫，并準備再興整肅。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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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與其親信夜談至次日淩晨四時，方就寢。翌日，史大林被發現腦溢血，躺在地

板上，右半身癱瘓，喪失語言能力；延至三月五日九時五十分去世。他的死引起多

方揣測，有謂其親信因畏罪，乃設計謀害，以求自保；或謂黨內鬥爭，黨內同志已

不能承受史大林的殘暴，順勢故意延遲送醫；也有人稱醫界蓄意謀害。蘇聯解體後

許多當事人出來說明真象。根據這些告白，史大林之死仍有許多不可解的奧秘；

史大林生性「多疑」引發的恐懼，應該是眾說紛紜的根源。日後他的路線遭到批鬥

他的遺體被鞭屍，甚至被偷偷地火化體；人們對他的殘暴與恐怖的痛恨，可見一斑

這可以說是獨裁者無可避免的悲劇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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