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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历史三百年真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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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当我们把革命作为历史发展链条，不难发现随着岁月延续，革命再次回归：路上是周而复始的延

展。有人讲：“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这就是俄国和美国，历尽千辛万苦，唯有这两个民族正沿着一条还

看不到止境的道路前进”---- 1835 年，名著《论美国》作者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教授，在书的最后部分，也写过

类似这段话。他预言：“美国与俄国，会有一天各主世界一半的情况”。托克维尔教授预言，有过一段变成现

实的时光。为啥？霸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有人说：“打垮自己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即特征不外乎是：1、

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优先。2、军事优先，核讹诈优先。3、单边主义优先，多边主义放后。4、宗教信仰

崇拜优先，不看作是对—般的神的信仰。5、把自身安全私有化，互联网变互栏网。6.把科学、知识私有化，

反对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6、新闻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正能量，甩锅别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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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把革命作为历史发展链条，不难

发现随着岁月延续，革命再次回归：路上是周而复

始的延展。有人讲：“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这就

是俄国和美国，历尽千辛万苦，唯有这两个民族正

沿着一条还看不到止境的道路前进”---- 1835 年，名

著《论美国》作者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教授，在书的

最后部分，也写过类似这段话。他预言：“美国与俄

国，会有一天各主世界一半的情况”。 

托克维尔教授预言，有过一段变成现实的时

光。为啥？霸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有人说：“打垮自

己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即特征不外乎是：1、狭义的民族、国家利益

优先。2、军事优先，核讹诈优先。3、单边主义优

先，多边主义放后。4、宗教信仰崇拜优先，不看作

是对—般的神的信仰。5、把自身安全私有化，互联

网变互栏网。6.把科学、知识私有化，反对贡献人类

命运共同体。6、新闻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正能量，

甩锅别国，等等。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具有生存滋

长的力量，是她清楚的列举出了一系列可贵的方法，

以应付各种的挑战、冲突和矛盾：如急进和过激不

同于进步和改革；单边划一整齐不考虑个别差异和

发展不平衡等情况。而制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都因她具有充分的力量，是有实现可能的极高经济

福利为标准，帮助共同发展。 

俄美历史三百年，从落后到崛起，再到二战

后平分天下，搞单边主义，不搞人类命运共同体核

心价值观告终，有个特征镜子分述如下： 

俄国历史三百年中彼得大帝的改革 

1917 年以前都是罗曼诺夫皇朝统治下的沙皇

俄国，虽说经济不十分发达，但打败元朝蒙古的扩

张后，俄罗斯学蒙古人扩张，社会层面有了些历史

性进步，这得益于几位沙皇，尤其是 17-18 世纪被称

之为第一个面向西方、并致力于改革的沙皇彼得大

帝(1682-1725)。 

俄罗斯现代史，是从彼得大帝启动的社会改

革开始。在彼得大帝统治俄国之前，俄国几乎在所

有方面都落后于西欧。1697-1698 年间彼得大帝率领

使团，到西欧考察，认识到如果想要拯救俄国，只

能走西欧现代化之路，遂决定在国内推行改革。 

自此在彼得大帝的改革运动推动下，俄罗斯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彼得大帝的经济和军事改

革，迅速改变了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即使发

达的西欧国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强国。自那个

时候开始，俄罗斯事实上成为了西欧世界的一部分。

但如同世界上很多改革家一样，彼得大帝也具有无

法超越的局限，这就是改革的不彻底性。 

彼得大帝在保留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价值

观的同时，以国家更强大或更有效率为目标，而非

国民的富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价值观。作为

一种历史必然，彼得大帝于 1725 年死后，他“向西

方敞开的大门”，就因为皇朝的纷争，而紧紧地关闭

了。 

 

俄国历史三百年中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 

在彼得大帝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后继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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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贵族集团，同样没有突破曾经局限彼得大帝的藩

篱，每一次改革的推进，都没有持续 10 年以上，总

是又重新被粉碎。法国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在西

方主要国家牢牢地扎下根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军

事实力，再次把俄罗斯甩在后边。到 19 世纪，欧洲

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变化 ----在克里米亚战争

(1854-1856)中，俄罗斯被英国、法国和土耳其打败，

随后又分别在 1870 年和 1905 年被土耳其和日本打

败。 

面对严酷的历史，持不同政见者日益增多，

国内矛盾空前激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 1861 年

发出了解放农奴的指令，开始了一系列立法改革，

第一次使俄国的法律，接近于欧洲的法律 

他以建设性方式，对待社会问题，而被称之

为“解放者”、“改革家”。但坐在宝座上的沙皇，没有

考虑放弃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下令对主张和试图

改革的人，进行残酷镇压。《企鹅欧洲史》第七卷

中，描述 19、20 世纪之交的俄国：“既没有一个全

国议会，公开讨论的空间很小，因此反对者采取的

手段，远比欧洲其他地区激烈”，结果亚历山大二世

在 1881 年就遭到了激进恐怖主义组织的谋杀。亚历

山大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怀着对左翼力量的

报复心理，加强了专制体系。虽然也可以看到“改革”

的旗帜，但已沦落为遮羞布。 虚假的改革，既是沙

皇的本能，也是沙皇及其周围的利益集团，进行所

谓“改革”的固有程式----进行并不触及统治根基的所

谓“改革”，民众命中注定无法成为改革的主体，无

法形成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量。 

 

俄国历史三百年中罗曼诺夫皇朝的挣扎 

时间进入到了 20 世纪，俄罗斯历经 300 年的

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沙皇统治的根基。它非但没

有保护俄国人民的权利，反而成为了一个军事封建

帝国主义国家。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沙皇统治的

落后乃至于反动，致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

锐，到处都出现了反抗沙皇统治的公开或者隐秘的

斗争。而对危机，本能方式就是严厉的抵制和镇压。

必然结果，到来了 1905 年 1 月 22 日，彼得堡几千

名产业工人，为了反对工厂主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游

行，前往冬宫广场，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要求沙皇

采取措施，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 

沙皇尼古拉二世面临困局，出于本性选择了

反动，开枪镇压。这次血案，导致 1000 多人罹难，

数千人受伤，激起人民革命的浪潮持续高涨，全国

一半以上县，爆发了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剥削和压迫

的斗争，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水兵起义，全

俄各行各业有 200 多万工人卷入了政治罢工浪潮。

尼古拉二世面色惨白，告诉母亲：“我担心我们这杯

苦酒要饮尽才算”。终于尼古拉二世，被迫于 10 月

30 日颁布诏书，答应召集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

允诺人民得到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但

沙皇仍旧不允许，真正有代表性的或者扬言要对其

权力加以限制的立法机构的存在。 

到 1907 年 6 月 3 日，尼古拉二世出尔反尔，

下令解散国家杜马，导致贵族与知识分子对君主政

体更大的反抗，工人罢工、农民反抗，乃至于刺杀

行为时有发生。加剧革命复杂性的最后一个因素是，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如火上浇油，最终导致了

1917 年的革命。 

这场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3 月

份开始。此时的尼古拉二世，从最亲密的臣僚，到

武装部队，都对他失去了信心，除了退位已经别无

选择，被迫于 1917 年 3 月 2 日退位。除了布尔什维

克之外，政治团体成立了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

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满足人民的要求，实行了一系列改

革措施，如扩大了立法权与公民权，答应对政治犯

进行大赦等。但克伦斯基政府，无力解决纷纭复杂

的社会政治问题，社会再次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这时候，出现要求增强权威主义的社会控制，

以保存革命。但临时政府，软弱和缺乏果断，为布

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 

列宁抓住历史提供的宝贵时机，呼应民众继

续革命，和恢复秩序的期望，在 11 月 7 日顺利夺权，

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

无产阶级政权。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布尔什维克军

队逮捕、囚禁、枪杀。罗曼诺夫皇朝一去不复返了，

有人说：“1917 年之后，不再有沙皇统治俄罗斯，但

俄罗斯的每一位统治者，都借用、改造罗曼诺夫皇

朝的威望，将其与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相融合”。 

 

俄国历史三百年中燃点的导火索 

不彻底的改革，可以缓解某些社会矛盾，同时

也在为革命创造着条件，1905 年的革命向沙皇集团

表明：真正的改革不能再拖延。但尼古拉二世置若

罔闻，这非但没有纾缓 1905 年革命的社会压力，反

而加强。列宁看到这一点，指出俄国社会犹如炸药

桶，只需要一根导火索就可以----布尔什维克点燃了

导火索，俄罗斯社会爆炸了。 

今天来看待，不难发现随着岁月延续，逐步走

向自己反面，是回归到旧的老路上周而复始：1989

年的苏联与 1917年的俄国相同境地，不同点仅在于，

点燃 1917年革命导火索，是列宁在旧制度的废墟上，

创建了苏维埃政权。点燃 1989 年革命导火索，是戈

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摧毁的是 1917 年革命的成果。

历史啼笑皆非。 

 

俄美三百年历史跌宕起伏个啥？ 

70 年以后苏联崩塌瓦解?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

长达三百年的变革，呈现其兴亡教训值得深思的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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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起伏，无法回避：苏联解体，使乌克兰得以独立，

实现了几代人追求的建国梦。同时也使俄罗斯元气

大伤，沦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二流国家。俄乌各自

独立成国，但两个民族在几百年间，所形成的盘根

错节的各种联系，却不会因此而终止。乌克兰离不

开俄罗斯，俄罗斯也离不开乌克兰。现今俄罗斯，

一直在努力追求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这被

妄图保持"一超独霸"世界地位的美国，当成是对自己

最大的挑战。 

独联体是俄罗斯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

乌克兰作为独联体内的第二大国，对独联体的发展，

造成深远影响： 

A）崛起与衰落，都蕴含着相同的后发国家在转

型的过程中，究竟应不应该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核

心价值观? 

B）怀念与拒绝过去，不愿选人类命运共同体核

心价值观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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