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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题字 李新生

《阎明复回忆录》出版———

详细披露中苏关系破裂原因
本报记者 吉祥

历时 10 年，阎明复终于完成了 95 万字的回忆录，书出版时，他已是 84 岁高龄。
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一生经历丰富，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

等职务。1997 年至今，历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会长、荣誉会长。
在《阎明复回忆录》中，阎明复写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大学岁月、翻译生涯、“文革”遭遇和改革

开放后的许多往事，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涉及众多历史人物，但着墨最多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的中苏关系。从 1952 年阎明复以翻译身份陪同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见到斯大林，到 1989 年阎明
复陪同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作者参与和见证了中苏关系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完整和真实
地再现了历史，而且首次披露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原始记录。

“在回忆录里，他作为重要目击者、当事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他所回忆的历史细节、场
景和氛围具有长远的历史价值。”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说。

中苏关系为何破裂？

在阎明复这本近百万字的回忆
录中，关于中苏关系的内容超过了一
半篇幅。其中许多史料尚属首次公开。

阎明复在回忆录中说：“作为中
办翻译，我曾在伟人们身边工作了
十年，亲历了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冷
战的过程，想把那些历史事件真实
记录下来。在回想和思索中，我感到
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导致中苏关系变
化的国际大背景，还有国内复杂的
政治环境，阶级斗争的人为激化，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等等。”
在《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

上，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阎明
复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
平、陈云等领导同志在许多重大场
合担任翻译，比如陪同刘少奇出席
中共十九大，陪同李富春访苏商定
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赫鲁晓
夫秘密访华，1963 年中苏两党九次
会谈等等，可以说见证了中苏两党
由蜜月期到出现裂痕到恶化再到断
交的全过程。作为历史亲历者，阎明
复在书中对斯大林、米高扬等苏联
领导人都有独特的观察。章百家也
指出，尽管有很多当事人都回忆过
中苏关系，但像阎明复这样全面完
整的回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为了写作这本书，阎明复查阅了
大量档案资料。阎明复的女儿阎兰说，
父亲无数次到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
有些俄文名字记得不是很清楚，需要
反复核实，“有时候突然半夜醒来想起

一件事，想起一个名字，赶快在身边
的小纸条上记下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苏东
所原所长李静杰指出，中苏关系是一
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国受苏联影响
很深。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
关系曾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中共中央
统战部原副部长胡德平在座谈会上谈
到了书中写的一个细节：当时的苏联
专家，只要拿着工作证，一个小红本，
在中国出入哪里都没人限制。当时鞍
钢来了几位苏联专家，问中共中央在
哪儿，问中南海在哪儿，问毛主席在哪
儿，中方工作人员都为其提供了方便，
最后真的见到了毛主席。

在李静杰看来，《阎明复回忆
录》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在于，首
次比较科学和全面地回答了中苏关
系破裂的原因。中苏两国从结盟最
后走向分裂，这是冷战时期国际关
系中的最大事件，不过对于其原因，
却是一个“世纪性课题”。

上世纪 80 年代，戈尔巴乔夫上
台后，下决心改善中苏关系。他委托
原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
波夫组织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特
别是研究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以
便为苏共中央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提
供参考和依据。阿尔希波夫组织众
多苏联学者和当事人进行讨论和研
究，最后形成一个《总结》报告。阿尔
希波夫上世纪 50 年代是苏联援华
专家组总负责人，与中国老一代领

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阎明复
私交也很好。1995 年夏，阎明复访
俄期间，阿尔希波夫出于对中俄关
系未来发展的期待，将《总结》报告
的内容告诉了他。《总结》报告的基
本观点是：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
任在苏联，是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
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对中国施加
压力造成的。

江泽民得知《总结》报告的内容
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求大家研究：

“中苏分裂，中国方面有什么责任？”
此后，阎明复牵头组织了两场大型
研讨会，探讨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和中苏大论战。李静杰说，研讨会最
后形成两个《纪要》，总的结论是：在
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责任更大；在
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责任更大。

“《阎明复回忆录》把中苏两个方面
的总结都收了进来，让过去只有少
数人才能看到的材料公之于众。”李
静杰说，这有助于引发更多的人思
考这些重大问题。

胡德平特别赞赏阎明复对中苏
论战的观点。“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
经变化的历史实际，成为一场‘空对
空’的论战。”在胡德平看来，阎明复
的这一分析吻合了邓小平的观点。

李静杰回忆，在两场研讨会结
束后，阎明复又提了一个建议：把俄
罗斯方面中苏关系的当事人和学者
请来，双方坐在一起，共同总结教
训。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多呈现，少议论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章百家对阎明复的写作手法很
是推崇，“多呈现，少议论。能做到这
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撰写者对
自己的位置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
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李静杰记得，阎明复常常说的一句
话就是，“我只是一个小翻译。”

读《阎明复回忆录》让章百家想
起曾参加胡乔木回忆录编写组工作
的经历。章百家说，胡乔木曾专门提
出要求：一定要把事实写准确，把事

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结论要慎
下，如何评价是后人的事情。“读阎
老的回忆录也有这样的感觉，当事
人所做的只是把准确的素材提供给
后人。这本书记述平实，都是亲见的
东西。叙述尽管充满情感，但也看得
出，作者在记述重大事件时尽量减
少个人倾向。”章百家说，这是一种
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一种忠实于历
史的态度。

阎兰说，父亲在叙述历史时讲究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从来不添油加
醋，不拐弯抹角。书中谈到，1952 年阎
明复随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
表大会，在闭幕当天，斯大林发表简
短讲话，“他步履蹒跚，确实已到了衰
老的晚年。”尽管对斯大林在苏联的
威望印象深刻，但阎明复直言，自己
并没有进入大会的会场，“我在会场
外面，当时我的身份是翻译，还没有
资格进去参加会议。”关于会议的情
况，都是他从侧门看到的。

这些年，退休领导人著书立说渐成惯例。《阎明
复回忆录》便是近期非常受关注的一部著作。

在《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章百家说，领导
人写回忆录，本是各国各个时代都会有的，但中国的情
况多少有点特殊。很长一段时间，许多重要的党和国家
领导人、党的高级干部都不写回忆录。章百家分析，这一
方面是因为老同志组织纪律性都非常强，长期的革命斗
争使他们养成了事事都要保密的习惯，许多人都没有想
过，应该把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写下来，传之后人；另一方
面是党内文化的影响，老同志们都非常谦虚，总觉得一
切应归功于党的领导，自己只是做了些具体工作，没有
什么可说的。陈云同志便有一句名言：“假如你在党的
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
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
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就连《陈云文选》，陈云也不
同意出版。在邓小平建议下，他最终才同意。

在章百家看来，另一个曾经阻碍领导人撰写回忆
录的原因是档案长期不开放，有的老同志虽有写回忆
录的想法，但苦于无法核对当年的档案，又担心自己
的记忆不准确，只得作罢。“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
后，有了变化。”章百家说，上世纪 90 年代初，已经退休
的党内元老薄一波出版个人回忆录———《若干重大决
策与事件的回顾》，为领导人撰写回忆录开了个头。

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退休领导人著书立说的越
来越多。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大鹏曾撰文指出，退休领导人出书不再作为中央政策
的解读和依据，更多的是作为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和亲历
者的一种信息披露，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感悟与思考。王
大鹏说，从最近这些年的观察看，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的
书主要包括三类，第一是重大政策的回顾，例如薄一波
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第二类是领导者
个人的决策历程，比如李鹏同志先后出版的多本日记。
第三类则是与领导人的专业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比如
李瑞环先后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和

《务实求理》，李岚清的《李岚清音乐笔谈》，吴官正的《闲
来笔潭》，都与他们曾经担任的领导职务直接关系不大，
更多的是体现一种个人兴趣和爱好。

“随着思想更加解放，社会更加开放，才有越来越
多的老同志开始撰写回忆录，而回忆的内容也越来越
丰富。”章百家说，多种多样的领导人回忆录，可以使后
人看到丰富的历史画面，而不是教科书上干巴巴的几
条总结。这对于后人了解我们国家、民族的历程，是非
曲折、经验教训，前辈的经历、心路历程是不可或缺的。

阅读领导人回忆录：

让历史不再局限于教科书

【相关阅读】

1956 年 11 月 17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两主席举行的宴会上，彭真团长致辞，阎明复进行现场翻译。

《阎明复回忆录》
阎明复 著
人民出版社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回忆与研究》
李维汉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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