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哈林遗嘱 

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 

    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
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
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
们这些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的思想
指导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
卡机 构受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
的官员 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
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
他们不懂 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
人继续存在的。  

    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
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 

     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的毫无罪恶的头，将会株连几千名无辜的人，因为
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七年来没有
任何分 歧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倾反对派时代，也从未有过。关于柳京
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
说出了我 们的观点。  

    我从 18 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
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登了卑鄙
无耻 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
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的程
度，只能 和下面这样的谎言划等号，就是：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沙皇尼
古拉二世）一辈子都反对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 

    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希望后代对我的批
评不要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
在人 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
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争论后有和好，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
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像火焰一样越
燃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
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
果是 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
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
全会上 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想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
的一滴鲜血。 

¦ 注 

布 哈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1888年出生在莫斯科，父母均是教
员。他中学时代就参加了革命组织，18岁加入布尔什维克。革命前曾 3次被捕， 
逃回后辗转于国内外从事革命活动，并潜心研究经济问题。他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
导人之一。列宁逝世后进入苏共的核心领导层，1925年接替季诺维也夫，主持 共
产国际工作。后与斯大林发生分歧，于 1929年被撤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1934年至 1937年任《真理报》主编。1937年被指控充当外国间谍而 被捕，1938
年 3月被斯大林处决，年仅 50岁。在处决前夕，布哈林怀着相信真理的信念，给
苏联未来一代领导人写下了绝笔信。在他被捕的那一年，他的妻子 才 23岁，他确
信他妻子能活到他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他跪在他妻子的脚下，含着眼泪，请求她宽
恕他毁了她的生活，请求她把儿子培养成一名布尔什维克，请求她 为他以后平凡
昭雪竭尽全力，请求她不要忘了他遗书中的每一句话。他坚定地对妻子说：“你还
年轻，你活得到那一天，你起誓，你要记住我信中的每句话。”布哈 林的妻子起了
誓，他才从地上起来，拥抱了她，吻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不要抱怨，历史上
常有可怕的错误，但真理总有一天会恢复的。”他相信，他的遗书会 被搜查。因
此，他待妻子把遗书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后，他自己把遗书毁了。  

布哈林遗嘱中的话果真变成了现实。1988 年 2月 5日，苏联宣布为布哈林等 20人
平反，苏联外交部发言人还说，正在研究恢复布哈林的党籍问题。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 70周年的 讲话中，特别赞许布哈林在粉碎托洛茨基
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布哈林含恨九泉 50年之后的今天，戈尔巴乔夫像布哈
林期待的那样，为他解开了斯大林系下的 “可怕的罪行之结”。  

  

【附】 
¦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 ,电影院里只 
能上映八大样板戏和苏联、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影片。 
其中有一部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给我印象很深， 
当列宁被卡普兰用手枪击伤后，有一个小个子布哈林虚情  
假意地去看望列宁，布哈林是一个坏蛋的形象在我心中存  
在了十多年。 
后来，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读到了很多关于俄国十月革 



命和有关列宁、布哈林的书籍，我被布哈林伟大而坎坷的   
一生深深感动了。今年是这位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者、苏  
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 列宁的亲密战友诞生 
110周年、遇害 60 周年、平反 10 周年， 这篇短文就作为对 
他的纪念吧。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1888 年 10 月 9 日生于莫 
斯科市的一个教师家庭。1906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 
员,参与领导莫斯科武装起义 ,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 他先后担任最高国民经 
济委员会领导成员、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主编、布尔什   
维克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 
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理论家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参与制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  
济政策等一系列决策。布哈林虽然只活了 50 岁, 但是他留 
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 即包括《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等十 
分抽象、严肃的理论著作，又包括十分通俗、易懂的《共  
产主义 ABC》(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 
布哈林 1912年夏天在波兰克拉科夫首次与列宁相识。 
在多年的交往中，他们在理论上发生过分歧甚至争论和争  
吵，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很深的友谊。列宁曾经赞扬他是“ 
革命的金娃娃”。在“政治遗嘱”中 , 列宁称赞布哈林“ 
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伟大的理论家, 他也应当被认为 
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布哈林多才多艺，他的爱好十分 
广泛,他与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等人有着密切的交往。 
他还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这在过去的苏联和今天的俄  
罗斯都是很高的荣誉。 
一、布哈林冤案的由来 
列宁去世前后，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 苏联共 
产党内部发生了几次斗争。主要有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  
的多数派同托洛茨基反对派，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   
反对派，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斗争。斯大林在  
战胜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后，又开展了对布哈林、  
李可夫、托姆斯基联盟的斗争。客观地讲, 这几次党内斗 
争的双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党内斗争的最终结果，  
斯大林的观点和权力逐渐占了上风, 他进而破坏了列宁时 
代所确立的集体集体领导，夺取了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最  
高领导权。布哈林等人被逐步剥夺了领导权。 
1934 年 12 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列宁格勒市委第 
一书记和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暗杀, 斯大林借  
此机会,开始了大清洗。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 季诺维也 
夫和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先后被捕、被杀。布哈林预  
感到自己即将被捕，他写了一封致未来党的代表大会的信， 
要求妻子安娜·拉林娜背诵下来。在信中，布哈林为自己 
所受到的冤屈辩白，呼吁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驱散滔 
天罪恶的乌云”，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38 年 2 月，苏联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 对布哈林、 
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进行公开 
审讯。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控布哈林派社会革命党人  



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 全俄肃反委员 
会主席)、高尔基(著名作家)，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布哈 
林为了保护年轻的妻子安娜·拉林娜和年幼的儿子尤里· 
拉林，违心地承认了维辛斯基所指控的罪行。但是，他又  
同审问他的法官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对具体的事情又巧妙  
地加以否认，这为以后他的亲属要求为他平反创造了有利  
条件。在没有证据,只有被告的口供的情况下,法官乌尔利 
希判处包括布哈林在内的所有被告死刑。1938 年 3 月 14 日 
或 15 日夜，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被枪决。 
布哈林冤案只是当时斯大林大清洗的一个缩影。据不  
完全统计，1937 年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第 17 次代表大 
会选出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 83 名被杀。 列宁 
时代的 7 名政治局委员中，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被斯大林以捏造的罪名杀害，托姆斯基自杀，托  
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只有斯大林一人活了下来。苏联  
红军最初的 5 位元帅中，有 3 人被杀,5 个一级集团军司令中 
3 个被杀 ,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全部被杀,57 个军长全部被 
杀,186 个师长中 154个被杀,16 个一级、二级集团军政委全 
部被杀,28 个军政委中 25 个被杀 ,64个师政委中 58 个被杀  
,456 个上校中 401 个被杀。1942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军 
队缺少干部,斯大林不得不从监狱和劳改营中释放军官,直 
接派到前线去参加战斗。 
许多科学家、学者也受到迫害 , 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因 
为坚持正确的学术观点而惨遭杀害, 物理学家科罗廖夫在 
监狱中从事火箭发射技术的研究,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以 
至于英年早逝。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伏尔加流域  
德意志人等少数民族被强迫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迁  
往中亚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 险些遭受种族灭绝的后 
果。近年来车臣人强烈要求脱离俄罗斯独立，进而发生了   
车臣战争，当年斯大林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引发战争的一  
个重要原因。本世纪 40 年代，斯大林已通敌（德国）为由 
，将车臣人强迫迁移到中亚地区，被车臣认为是“灭种” 
，所以，斯大林的政治遗产，目前叶利钦还在享受。苏联  
足球队因为输给了南斯拉夫足球队，全体队员被斯大林流  
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据美国《巴尔的 
摩太阳报》1987 年  7 月报道：在斯大林统治时期， 共有 
1700 万人被杀害。 
二战后 , 东欧地区成立了几个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 
1948 年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恶化 , 在东欧国家中也开展了  
“大清洗”,到处抓“铁托分子”。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科斯托夫，匈牙利外长哈伊克，捷  
克斯洛伐克中央书记夏兰斯基等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  
决。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后来成为匈牙利  
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卡达尔等人受到非法逮捕、关  
押，只是由于斯大林突然去世，才幸免于难。 
二、漫长的平反历程 
布哈林案件是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一手策划、制造的 
冤案。因此，斯大林于 1953 年去世以后，为布哈林平反的 
呼声日益高涨。 



1956 年，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中   
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题为《个人迷信及其后果》 
的“秘密报告”。他作为布哈林所称的“未来一代党的领 
导人”，勇敢地揭露了斯大林及其同伙所犯下的大量罪行。 
安娜·拉林娜经过近 20 年的流放生活，从劳改营返回莫斯 
科，她将布哈林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默写下来，交给了苏共  
中央。赫鲁晓夫本来准备为布哈林平反, 但是当时的法国 
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急忙飞到莫斯科，要求赫鲁晓夫不要  
匆忙给布哈林平反，因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法共在人  
民群众中的威信大降，减少了一半党员，如果为布哈林平   
反，法共将面临解体。于是，为布哈林平反一事就被搁置  
起来。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他父亲 
1964 年下台后，对当年没有顶住压力为布哈林平反，感到 
十分后悔。 
时间到了 1978 年，布哈林遇害已经 40 年了。布哈林的 
儿子尤里·拉林写信给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 
格，呼吁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布哈林平反。贝林格将拉  
林的信转给了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数学家、哲学  
家罗素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罗素基金会征集了许多科学  
家、学者的签名，向苏联当局公开呼吁为布哈林平反。当   
时，布哈林案件的同案人大多数已经获得平反, 给布哈林 
定罪的法律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是 , 苏联正处于历史上 
的“停滞”时期，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之流是不会为布 
哈林平反的。 
1985 年 3 月，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 
为了摆脱困境，立即着手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许  
多历史学家、学者和普通民众要求填补“历史空白点”的 
呼声日益高涨。安娜·拉林娜和尤里·拉林公开发出呼吁， 
为沉冤于九泉之下的布哈林平反。1987 年 11 月 7 日， 戈尔 
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集会上讲话，指出“斯大 
林及其帮手对党和人民犯下大规模镇压措施和违法行为是  
巨大的和不可饶恕。”同时，他也肯定了布哈林的历史功 
绩。 
在知识界，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在会见了安娜·拉林 
娜之后，写了一首题为《布哈林遗孀》的诗，公开呼吁为  
布哈林平反，恢复列宁主义的传统。著名历史学家罗伊· 
梅德维杰夫、阿法纳西耶夫也呼吁为布哈林平反，作为国  
立莫斯科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阿法纳西耶夫甚至要求为另一  
位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平反。许多粗暴篡改历史，  
贬低和诬陷列宁、布哈林等领导人，美化斯大林的影片，   
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被苏联政府禁  
止上映。一些外国共产党人、知名学者和普通百姓也通过  
各种形式，要求为布哈林平反。 
1988 年 2 月 4 日，苏联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宣布以布哈 
林、李可夫为首 20 人的“反党集团”无罪。包括布哈林指 
使卡普兰暗杀列宁在内的所有不实之词被推翻，布哈林冤  
案终于获得平反。安娜·拉林娜终于等到了“滔天罪恶的 
乌云”被驱散的那一天,经过 50 年的岁月,她已经由 25 岁的 
少妇变成了 75 岁的老人。从 1998年 6 月 21 日起,布哈林的党   



籍得到恢复,从当年 5 月 10 日起, 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 
也得到恢复。 
在布哈林案件平反前后 ,苏联最高法院先后为 1936 年 8 
月的“托洛茨基- - 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平反，宣布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无罪，为 1937 年 1 月“皮达可 
夫- - 拉狄克反苏平行总部”案平反，宣布苏共中央委员 
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无罪，为 1937 年“反苏托洛茨基军 
事组织”案平反，宣布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 8 人无罪， 为 
1949 年列宁格勒案件平反 , 宣布苏德战争期间领导列宁格 
勒保卫战的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等人无罪。十月革命   
和苏联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托洛茨基因为在 30、40 年代流亡 
国外，没有被当时的苏联法院判刑，所以不在苏联最高法  
院的平反之列。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斯大林及其周  
围的人与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一道，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  
上，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公正审判。 
1991 年，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苏联共产党 
被解散，财产和档案被没收，普通百姓对此漠然视之。俄  
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总统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  
合体的协议,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总统职务， 苏联宣告解 
体。在昔日的苏维埃国家的土地上，成立了 15 个国家。从 
政治上全面评价布哈林等人的工作只能由历史学家和人民  
群众去完成。 
在为亲爱的丈夫布哈林恢复名誉八年之后，安娜·拉 
林娜于 1996年 2 月 24 日在莫斯科与世长辞，享年 83 岁。 她 
在布哈林受到批判和迫害时,勇敢地嫁给了他,并且忍受屈 
辱,活了下来,为布哈林恢复名誉奋斗了 30 多年，深受人们 
尊敬。布哈林的儿子尤里·拉林是一位画家。 
尼古拉·布哈林离开我们已经 60 年了，但是他的《共 
产主义 ABC》一书，与《共产党宣言》一道， 曾经影响了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布哈林和他的思想今后   
还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