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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 方洲 俄罗斯报道

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
和国第一任总统到俄罗斯联邦的第一
任总统，叶利钦这个从建筑工地出身的
政治强人，在苏联轰然倒塌的那一刹那
站稳了脚跟。

最后一届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在1985年上台后，提出了“新思维”，将
苏联改革的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
领域，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公开性、民主
化、多元论”——— 成为戈尔巴乔夫去改
革苏联的三大核心原则。由此，戈尔巴
乔夫的政治改革把权力下放给了各加
盟共和国苏维埃，这给叶利钦提供了能
够在未来执掌俄罗斯大权的基石。

戈尔巴乔夫上任仅两个月，叶利钦
就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同年底，叶利
钦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这是一个
向来被认为是可以与苏共总书记直接
对话的“热门职位”。在和叶利钦相识相
知多年之后，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的苏
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终于把同是边疆地
区出身的叶利钦带到了这个帝国的最
顶端。

不过很遗憾，两个人的“蜜月期”只
有两年。从1987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和
叶利钦的关系就急转直下，无论是政治
分歧，还是私人关系都开始出现了重大
裂痕。无论是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
政治局会议上，还是随后的苏共中央全
会上，叶利钦开始公开批评戈尔巴乔夫
的改革不力，称人民和党都对改革非常
困惑，并请辞莫斯科政治局第一书记和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9日，叶
利钦被发现在莫斯科市委办公室内用剪
刀自杀未遂，满身是血。但两天后，戈尔
巴乔夫又把身在医院里的叶利钦揪出来
开会。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叶利钦的政
治生命看似已经好景不长，他被调离权
力的中心，成为“弃子”和“废人”。

不过，政治没有那么简单。“自由
化”让叶利钦拥有直接参选苏维埃代表
的机会，“公开性”让他有机会公开接受
媒体采访并获得选民的同情和支持。也
许戈尔巴乔夫不会想到，他们“分手”的
两年之后又会在莫斯科重逢——— 处于

“失业状态”的叶利钦当选为“人民代
表”，他又回到了权力中心。

可“人民代表”显然还没有接触到
权力的核心，叶利钦的政治生涯真正开
始得有点“耐人寻味”：已经当选最高苏
维埃成员的卡赞尼克向大会表示，他将
放弃这一资格；而且，他要将这一资格
让给叶利钦。叶利钦刚刚加入，就被选
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建筑委员会主席，还
进入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接下来，托
戈尔巴乔夫将权力下放到加盟共和国
的“民主化”之福，叶利钦又以竞选拿下
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总
统。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
巴乔夫正式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
给俄罗斯总统。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正式停止其存在。叶利钦接管了戈尔巴
乔夫的全部权力，成为俄罗斯独立后的
首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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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2月 31日，在新千年到来
前，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向世界
抛出了一个重量级的消息：我将辞职，总
理普京将成为代总统。还在任期内的叶
利钦从此隐居山林，曾经默默无闻的普
京就此站到了世界的眼前。

叶利钦在其回忆录《总统马拉松》中
曾谈及，普京和他是在1997年3月才认识
的。年轻沉稳的普京当时在克里姆林宫
办公厅担任监察总局局长，他总有一些
机会结识一些“大人物”，但他始终和这
个权力中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在
别人眼中，普京既不像一个政治家，也不
像在叶利钦圈子内部的成员。

被发掘的日子出人意料地很快来
到。在1997年金融危机重创俄罗斯经济
时，叶利钦慢慢发现了身边的普京。他能
够平静待人，干净利落地完成重任，给人
以可靠的感觉，他对经济如何发展有其
更深刻的看法和准备。由此，在俄联邦安
全局机关大调动的时候，拥有列宁格勒
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和前克格勃身份的普
京在叶利钦的提携下走马上任，1998年
秋天，他当上了联邦安全局局长。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普京把联邦
安全局从一个军人治理的机构变成了文
人管制的机构，普京甚至还婉拒了叶利
钦让他重新担任军职的要求。在面对权
力的诱惑时，普京显出更多的是沉稳和
耐心。叶利钦由此评价说：“普京不急于
觊觎权力顶峰，但他比其他人更能感觉
到处在顶峰位置上的危险，他总是这样
提醒我。”

1999年8月16日，在和叶利钦相识
两年之后，普京终于被国家杜马选为总
理。总统叶利钦同时宣布，他希望普京能
够继承他的衣钵。普京表示愿意接受叶
利钦的委任。可是，由于他之前的四任总
理在任时间均不长，公众并不对当时默
默无闻的普京有所期待。而且普京的主
要对手当时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且致
力打击普京，避免他成为叶利钦的继承
人。但意料之中的结果是，普京坚持法律
与秩序的公众形象以及他对车臣事件的
坚决态度，最终使他成为无论是高层还
是民众都很欢迎的总统候选人。

随后在2000年的大选里，“代总统”
普京击败其他对手，成为俄罗斯联邦第
二位总统。可令世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叶利钦没有看错人，这位默默无闻的普
京总统终于在合适的位置上发出了自己
耀眼的光芒。中央政府的经济干预、继续
深化的可控民主，普京给人民带来一次
真正的复苏，第二次车臣战争、建立中亚
反恐体系、力抗美欧反导系统等，这又让
人看到了“普京大帝”的铁血一面。

然而，俄罗斯的宪法挡住了“普京大
帝”实施宏伟蓝图的脚步。在两届共8年
的总统最长连任时间里，普京实行的经
济计划还没完成，不到60岁的普京也正
是政治家精力与智慧并存的时期，俄罗
斯人民也需要一个稳定有力的优秀领导
人来带领人民走出困境。

普京：

沉稳中迸发耀眼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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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韦杰夫：

普京的“二人转”搭档

2008年普京选择了一个人作为总
统的接班人，比曾经的普京更加默默无
名的人，这个未来总统的名字是梅德韦
杰夫。梅德韦杰夫是谁？他能够替代“俄
罗斯大帝”的作用和地位吗？文章写到
这里，就不得不提起另一个人，普京在
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求学期间所认识
的恩师索布恰克。索布恰克其实也是一
个非常神奇的人，在普京供职克格勃期
间他弃教从政，竞选圣彼得堡市长成功
后索布恰克又自行组织了一批人前来
帮忙，他首先从自己的学生中相中了一
批顾问，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梅德韦杰
夫。

原来在1989年索布恰克竞选市长
期间，梅德韦杰夫走街串巷、游说选民，
为老师索布恰克的当选立下了汗马功
劳。随后梅德韦杰夫又加入了索布恰克
的圣彼得堡市政府，担任对外联络委员
会的专家，是普京的直接下属。在苏联
解体前后惊险刺激、纷争频起的俄罗斯
政坛中，普京、索布恰克、梅德韦杰夫三
个人之间连成了一条线，而这一条线给
普京的政治生涯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挑
战和一次重要的机遇。

时光先暂时回到1997年11月，当
时的索布恰克身患重病并且被政治对
手群起攻之，仅拥有市区公寓和郊外别
墅的他被形容成一个“贪污受贿”、侵吞
国家财产的蛀虫，在“故意装病博取同
情”，电视摄像师和记者都冲进了病房
对他和医生进行采访。在一片风声鹤唳
之中，时任监察总局局长的普京秘密孤
身前往圣彼得堡，上演了一场拯救恩师
的行动，最终这次行动得以成功，索布
恰克“外逃”去巴黎治病。当年的外逃事
件一经曝光又成了惊天动地的媒体关
注热点，这起事件甚至被拿来与斯大林
女儿的外逃事件相比。不过令人更加意
外的是，叶利钦总统后来在自己的回忆
录中谈到这个事件的时候，称普京做出
的这件事，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让我们的视线转回到2008年，梅德
韦杰夫赢得总统大选后，首先宣布让普
京担任政府总理一职，继续他稳定的经
济发展计划。西方媒体骂声四起，觉得
这是对民主的亵渎。而俄罗斯人自己默
默地遵从了宪法，即使民众需要这样的

“大帝”在位，只是因为宪法规定，普京
无法再连任了。

时光匆匆，四年之后的今日，梅德
韦杰夫果然推选普京为下一届俄联邦
总统。新一届的总统大选即将开始，而

“尊师重道”的普京能否从“同门师弟”
梅德韦杰夫手里接回俄罗斯总统的接
力棒，再为俄罗斯繁荣贡献出自己的8
年生命呢？俄罗斯的民众们要嫁人还嫁
给普京这样的人吗？我们拭目以待。

叶利钦：

曾用剪刀自杀的“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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