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共二十大的内外反响

苏共二十大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产生强烈反响，主要是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

起的。至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国际理论问题，只是在后来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中逐渐被

重视、被突出。这里所谈的苏共二十大的内外影响，主要是就“秘密报告”而言，有关国

际理论问题只简要提及。

苏共二十大报告国际部分富有新意、后来引发争议的主要是三个问题：两个体系的和

平共处、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和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关于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赫鲁晓夫首先强调指出，“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

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不是策略

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他还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道路：或者

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赫鲁晓夫在

谈及和平共处问题时捎带涉及和平竞赛，称“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的

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取得胜利时，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

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和平共处被赫鲁晓夫称作总路线，包含着掩盖苏

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用心；和平共处被当作处理当代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甚至要求被压迫

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斗争服从它，是不正确的。而和平竞赛事实上成了苏美争霸的军备

竞赛。

关于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先从一般原理谈起，接着分析了

情况的根本改变，认为“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并且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由于有了

这个阵营的存在，和平力量就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

质手段。此外，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

的工人运动，今天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拥护和平的运动已经产生，并且已成为一个强有

力的因素”。赫鲁晓夫唯恐有“离经叛道”之嫌，于是又说：“列宁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

在，引起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将存在的原理，仍然是有效的……但是，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

避免的。”后来国际共运大论战时对赫鲁晓夫的批评，主要是说他否定了列宁关于只要帝

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并且笼统地宣扬一切战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现在

看来，世界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提法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苏联把实现的方法变成了主要

是依靠自身的军事核力量。赫鲁晓夫虽然意识到时代的变化，但并没有能上升到和平与发

展时代主题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的基本立论是“由于世界舞台

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他引

证列宁有关言论然后加以引申，说“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

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

着重谈到了利用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问题，说在当今世界，“工人阶级只要



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

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

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

具”。他认为，有了这种议会的稳定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国

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多种形式的提法有助于

推动各国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是苏联没有摆脱替别国制订路线的窠臼，和平过渡论

成了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种借口。

赫鲁晓夫就上述三个问题作出论断，有其历史背景，这包括：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以

往关于世界战争的概念；20世纪 50年代前半期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朝鲜战争已经结束，

印度支那问题暂时缓解，苏联从奥地利撤军并签订和约，苏联和联邦德国建交，苏联与南

斯拉夫关系开始改善，四大国首脑开始会谈；苏联经济、军事力量壮大，一批社会主义国

家出现，形成阵营；世界殖民体系濒临崩溃，出现了一批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经

济有新发展，等等。赫鲁晓夫提出上述论断虽然存在片面性，意图则是要创造一个缓和的

国际环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新时代的精神。

现在谈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受到“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首先是苏联社

会本身。据当时与会者称，当赫鲁晓夫宣读“秘密报告”时，会场上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

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报告引起了苏联人民极大的思想混乱。也有不少人接受报告的基

调，认为斯大林是国家的罪人，但更多的人认为，“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把一

切罪过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是不公正的，称颂斯大林将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最突

出的事例是，1956年 3月 7日至 9日，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对批判

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肇事者”被判处 1年至

10年的有期徒刑。

为了安定人心，稳住局面，赫鲁晓夫加紧了舆论宣传工作。“秘密报告”文本连同他

的一封信，于 1956年 3月 1日分发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以及中央书记。3月 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介绍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苏

共二十大上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决议，建议各州委、各边区委员会、

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向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非党积

极分子，介绍赫鲁晓夫的这一报告。根据这一决议，在各级党团组织的会议上都宣读了赫

鲁晓夫的报告。

接着，《真理报》于 3月 28日发表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

不入？》的专论，列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传略》两本书，指责斯大

林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这是苏联报刊首次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在评说斯大林的过程中，有人进一步提出要对斯大林时期的全部历史作出新的评价。

这使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分歧和斗争再次激化。苏共中央通过《真理报》说话，称党在其



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政策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列宁的政策。4月 5日《真理报》又发表题为

《党过去和现在都靠忠于列宁主义而取得胜利》的社论，宣称决不允许借对个人崇拜的批

判，来怀疑党的历史、路线和成就。

迫于形势和压力，苏共中央 10月 30日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决议以较多的篇幅重新肯定斯大林在长期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同其他领导人一起，为

实现列宁的遗训而积极斗争。说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大组织家，领

导了党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以及反对资本

主义包围的阴谋的斗争。

决议进一步解释说，斯大林正是在这种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苏联社会主

义建设的胜利和对他的颂扬冲昏了他的头脑，于是逐渐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决议还强

调指出，尽管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但他不可能改变，也没有改

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性质，没有使苏联社会离开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决议重申，

苏共中央强调批判个人崇拜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出发的。

决议还回答了社会上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斯大林健在时不谈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决议

称：“斯大林在苏联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

事业奋斗的人。他在这一斗争中有时采用了不适当的方法，破坏了列宁主义原则和党的生

活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这里。然而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发生的违法现象的斗争感到困

难，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苏联的成就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都被归功于斯大林。在这

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个人勇气不够。显

然，谁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斯大林，他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引起巨大反响。社会主义国家

除南斯拉夫一片喝彩声外，其他国家多半是疑虑、震惊和茫然。反应最强烈的是波兰和匈

牙利。

1956年 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下，6月上

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要求减少税收和增加工资。当局表示可以考虑减少税收

但拒绝增加工资。工厂派往华沙的代表团没有同政府达成协议。6月 28 日，斯大林机车车

辆厂的 1.6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不少群众加入游行队伍。他们要求市委领导

接见其代表，遭到拒绝。人群中传出派往华沙的代表团被扣留的消息，引起群情激愤。在

敌对分子煽动下，部分游行者冲击党政机关和市委大楼，夺取武器，枪击公安人员。当局

出动军队进行镇压，造成数十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几百人被捕。6月 29日，波兰领导

人讲话称这次事件是“挑衅分子”在“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的反动分子唆使下”，企图

“夺取人民政权”。6月 30日，当局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机械工业部部长被降职；

向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税款将分期发还给该厂工人；为事件中的受难者举行安葬仪式

等。骚乱平息下去。10月 19日至 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核



心，将“斯大林分子”排除出政治局，并选举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弗拉迪斯拉夫·哥穆

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认为，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反对的不是人民波兰，

他们抗议反对的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歪曲”。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于 10月

19日飞往华沙，同时苏联坦克兵团向华沙推进。波兰领导人坚决予以抵制。中国共产党规

劝苏联领导人不要使用武力，产生效果，所有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返回基地。“波兹南

事件”后，东欧一些国家社会动荡加剧。

1956 年 10月，又发生“匈牙利事件”。苏共二十大之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要

求批判拉科西·马加什的情绪日益强烈。7 月，拉科西被解除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格

罗·艾尔诺接替。匈牙利政治形势更趋恶化。10月 22日，裴多菲俱乐部向匈党中央提出

“十点要求”，要求将拉科西开除出党，由纳吉出任总理，按平等自主原则调整匈苏关系

等。布达佩斯从 10月 23日清晨起，先是几千名大学生，随后增加到大约10余万市民举行

示威游行。大多数参加者要求纠正错误，实行新的经济政策，要求纳吉·伊姆雷出任总理

格罗·艾尔诺发表广播演说指责示威游行，进一步激化矛盾。当天夜晚，一批暴乱分子武

装袭击国家广播大楼，随即攻占电台以及一些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进而袭击公安部队人

员和共产党人。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组，由纳吉·伊姆雷出任总理。纳吉向全国发表

广播讲话，声称这次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政府已请求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部队协助平息叛

乱，要求闹事者放下武器。此后，暴乱波及全国。10月 28日，纳吉在广播讲话中宣布苏

军将撤离布达佩斯，解散国家保安局，成立新政府。10月 30日，纳吉宣布取消一党执政，

3天后组成四党联合政府。10月 31日，以卡达尔·亚诺什为主席的匈牙利劳动党中央六人

主席团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1月 1日，纳吉宣

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呼吁联合国进行干涉。11月 4日，以卡达尔为总

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提出请求苏联部队帮助恢复国内秩序。同日，苏军进

入布达佩斯，平息了骚乱。纳吉被捕并被处死。此后，尽管对“匈牙利事件”的性质评说

不一，但是事件由于苏共二十大引发，则是无可置疑的。

“秘密报告”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队伍中也引起巨大混乱。英国共产党中央于 4月

1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苏共中央就赫鲁晓夫的报告发表一个公开声明。6月 22日，英国

《工人日报》又刊登英共政治委员会声明，对苏共中央没有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问题发表公

开声明表示遗憾。

美国共产党于 6月 25日发表声明称：“我们认为，苏联共产党自己原是应该发表这篇

演说的。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所谈到的问题，不管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恶，完全是苏

联共产党内部的事……把所有的错误和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行为都归于一个人是同把苏联

社会主义进展中的一切成就和伟大成绩归于一个人一样错误的。”

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二战后曾一度成为本国最大的政党，但“秘密报告”的传播，

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之后，共产党员大批退党，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迅速削弱。西班牙



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回忆说：得知苏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后，我

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还是茫然无知好些。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宣布退党，最著名的就是当

时的美国共产党领袖法斯特公开谴责苏共对匈牙利人民的暴力镇压，并宣布退出共产党。

亚洲国家各党的做法比较谨慎，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尼共产党内，严格限制关于个人

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历史事实证明，“秘密报告”虽然揭开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苏联模式弊端的盖子，一

定意义上有助于推动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实际结果却产生了

严重的负面影响。关键在于斯大林问题提出方式的草率性和对斯大林功过评价的片面性。

苏共在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情况下抛出斯大林问题，传达的步骤之乱、范

围之广和速度之快都脱离了人们的接受能力，事后又缺乏周全的解释和教育工作。在这种

情况下，产生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