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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是斯大林坚定的追随者，

他遇害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 斯大

林暴跳如雷并下令准备特别专列，决

定亲赴列宁格勒查问此案。 抵达列宁

格勒的当天， 斯大林就亲自提审了尼

古拉耶夫。 不过，尼古拉耶夫坚称，他

是单独用私人武器完成了谋杀。 另外，

斯大林在 12 月 2 日还决定提审案件

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基洛夫的卫队

长鲍利索夫———正是他陪同基洛夫上

了三楼。 然而， 就在去见斯大林的路

上，鲍利索夫因车祸死于非命（车中的

其他人一个也没有受伤）！

这一“意外” 加深了斯大林的愤

怒，于是一道其亲手准备、被俄罗斯历

史学家尤里·沙巴瓦尔称之为“恐怖宪

章”的命令出台了：以后类似案件必须

在 10 天内侦结，极刑判决之后则立即

执行。

12 月 29 日， 尼古拉耶夫及其 13

名所谓“列宁格勒中心同伙”被处决，

在此之前， 已有 103 名前白俄近卫军

成员被镇压。 两个多月后，被开除出党

的尼古拉耶夫的妻子米丽达也于 1935

年 3 月 10 日被枪决。 除米丽达本人之

外，她的妹妹及妹夫同时也被镇压。 此

外，尼古拉耶夫的兄弟，米丽达的哥哥

也相继被捕。 尼古拉耶夫的两个姐姐、

堂兄也都被送进了集中营， 其母则被

发配到边远的农村居住， 两个儿子也

被送进了福利院。

而尼古拉耶夫全家悲惨无比的命

运， 只是一个更大悲剧的开始———利

用基洛夫案， 斯大林发动了对前托派

分子及其主要反对派———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的攻击，从而引发了苏联

历史上著名的大清洗。 1936 年 8 月，季

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等人被判处死刑

并立即执行。 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

流亡海外 10 余年， 于 1940 年在墨西

哥被苏联间谍谋杀。

在整个运动中， 近百万人遭受无

辜迫害、处决，或被集中送进古拉格劳

动改造，直到 1938 年 3 月布哈林分子

被镇压之后， 才告一段落。 以军队为

例， 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 4 万

余人被清洗，其中 1.5 万人被枪决。 大

清洗枪决了 5 名元帅中的 3 人、4 名一

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 3 人、12 名二级

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 名军长中的

60 人、199 名师长中的 136 人、397 名

旅长中的 221 人。

1939 年鲜为人知的苏芬战争，

是一场以弱抗强的经典之战

3.3 万名芬军

猎杀百万苏军

鲜为人知的局部战争

1939 年 11 月 30 日，欧洲战场烽火正浓，强大的苏

联发动了侵略弱小芬兰的非正义战争，苏芬战争爆发。

芬兰对苏联的战争是一次很有名的以弱对强的战

争。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

济、军事上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军事力量更是比

当时强大的法西斯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9 年 11 月

30 日， 苏军以 20 个师（45 万人）、2000 辆战车和 1000

余架作战飞机从 4 个方向对芬兰发起全线进攻。 企图

在 3 天内“解放”芬兰，并且当晚就在芬兰建立起了傀

儡政府。

当时芬兰全国人口只有 370 万人， 国防军总数只

有 3.3 万人。 芬兰陆军的装备，也只停留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的水平上。 芬兰国土狭小，根本没有战略空间。

苏联高层骄傲地认为芬兰会像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一样

不堪一击，乖乖地归顺于苏联强大的襁褓之中。 然而，

芬军在力量对比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凭借 1927 年

~1939 年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的坚

固工事，利用严寒天气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展开反

击战、阵地战和消耗性围歼战。 因此，苏军除在北冰洋

的贝柴摩和萨拉地区进展较快外， 在卡累利阿地峡和

拉多加湖一带伤亡惨重，对芬军主阵地久攻不克。 加上

苏联在“大清洗运动”中，大部分军事将领都遭到迫害，

“幸运”活着的将领们也根本无心指挥战争。 残酷无情

的严寒气候更使苏军损失惨重。 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

录透露，苏军实际在苏芬战争中损失上百万人。

苏军遭遇“白色死神”

当时被认为军事实力跟德国不相上下的社会主义

苏联，趁 1939 年 9 月波兰败亡之机，为了自身安全要求

芬兰割让领地， 芬兰政府当然不会接受苏联的无理要

求。结果苏联单方面撕毁 1932 年缔结的《苏芬互不侵犯

条约》，于 1939 年 11 月 30 日发动了侵略芬兰的战争。

在这场以弱抗强的战争中， 芬兰狙击手有着非常

卓著的战功，百发百中成了狙击手们追求的境界。 据统

计，二战时平均每杀死一名士兵需要 2.5 万发子弹。 然

而当时芬兰的一名狙击手平均只需 1.3 发。

芬兰狙击手中最厉害的当数 SimoHayha。他是芬兰

也是世界最高猎杀记录 505 次的保持者。以 SimoHayha

为首的芬兰狙击手组成了滑雪部队， 他们大多是专业

猎人，对于山林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身穿跟雪一样白

的伪装服，滑着雪橇在大雪封路的荒郊野外来去自如。

在一片雪白的环境下，穿着笨笨的棕褐色制服、在雪地

中辛苦跋涉的苏联红军士兵则成为最明显的靶子。

以 SimoHayha 为首的滑雪部队在苏军士兵中造成

极大的恐惧，被称为“白色死神”。 由于 SimoHayha 在苏

芬战争中的突出贡献，他被芬兰人民尊敬地称为“民族

英雄”。

战争一直延续到次年 3 月， 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

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重新与芬兰谈判。 芬兰政府也

因弹尽粮绝只得接受苏联的讲和条件。 1940 年 3 月 13

日，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和平协定，芬兰将其东南部包

括芬兰第三大城市维堡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 萨拉地

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割让给苏联， 并把汉科港租

给苏联 30 年。 芬兰虽然割让了 1/10 的领土，但通过战

争避免了被并入苏联的命运， 最后虽对苏联作出了一

些妥协，但基本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芬兰奥运会就此夭折

2008 年在北京举办的是第 29 届奥运会，但是实际

上奥运会历史上只真正举办过 25 届。从 1936 年柏林奥

运会到 1948 年伦敦奥运会，由于二战的影响，奥运会被

迫中断了 12 年。

1940 年的奥运会举办地点原本定在日本东京，但

由于日本在 1937 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奥委会将举

办地点改到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可没多久，苏芬战争

爆发，1940 年 1 月 1 日芬兰通知国际奥委会主动放弃

主办权。 随后，第十二届奥运会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战火中流产了。 （据《环球日报》）

1939 年，苏联入侵芬兰，这一场战争芬兰称

之为“冬战”。 虽然芬兰最终因国小力弱，不得不

接受妥协的苦果，但战争初期芬兰军队的滑雪部

队给予苏军重击，让原本企图在 3 天内“解放”芬

兰的苏军损失了上百万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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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万人遭受无辜迫害

苏联大清洗运动真相

2010 年， 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解密了一批与苏联领导人———政治局成员、 中央书

记、 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案相关的文件。 多年从事基洛夫案研究的历

史学家、 基洛夫博物馆馆长塔吉杨娜·苏哈尔尼科娃表示： 斯大林利用基洛夫案清除了

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等大批反对派， 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红色恐怖； 赫鲁晓夫利用基

洛夫案， 拉开了打击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大幕； 戈尔巴乔夫则利用基洛夫案维护其权力的

正义性并打造了其民主领导人的形象。 但刺杀基洛夫的尼古拉耶夫只是一个为了一己之

私的独行刺客。

赫鲁晓夫把该案当做

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利剑

斯大林去世之后，随着赫鲁晓夫“秘

密报告”的出台，斯大林利用基洛夫案将

镇压扩大化———尼古拉耶夫成为大清洗

运动的引爆器。 这一概念已开始被苏联民

众所接受，彻查基洛夫案也成为了赫鲁晓

夫的一大政治需求。 因此，在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至少曾有 4 个主要由党的监察人

员组成的委员会先后专门研究了基洛夫

案。

虽然，一份该委员会所有成员签名的

证明文件上已明确地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尼古拉耶夫是一个单独行动的恐怖分

子，斯大林是利用基洛夫遇刺案从肉体上

孤立并消灭了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以及其

曾经的追随者！ ”但在 1959 年出版、巴纳

马列夫主编的教科书 《共产党史》 以及

1964 年出版、巴斯别洛夫主编的《苏联共

产党党史》中，都曾明确指出：尼古拉耶夫

刺杀基洛夫，属于政治恐怖活动 ，斯大林

参与了谋杀基洛夫。 显然，尼古拉耶夫被

赫鲁晓夫一派当做了攻击斯大林个人崇

拜的利器。

戈尔巴乔夫最终还原历史真相

戈尔巴乔夫再次下令组成专门的委

员会，于 1988 年 ~1989 年再次调查了基洛

夫案。 当时，委员会由政治局成员亚历山

大·雅科夫列夫牵头。 苏联总检察院，克格

勃调查处都参与了此事。 权力部门仔细调

查之后，曾得出过结论：没有任何文件和

证据可以证明斯大林参与了基洛夫谋杀

案。 最终， 米丽达及 13 名尼古拉耶夫的

“列宁格勒中心同伙”被恢复了名誉，他们

的孩子们也得到了“政治镇压受害者”的

社会地位。 （据《老人报》）

“第一刺客”并非英雄

1904 年， 尼古拉耶夫出生在彼得

堡的一个工人家庭，从小丧父，再加之

其身体一直不太好，长大成人之后，性

情变得暴躁异常。

18 岁时， 他成为了联共党员。 21

岁时， 他与比他大 3 岁的拉脱维亚姑

娘米丽达·德拉乌列结婚，并很快生了

两个漂亮的儿子。 1933 年 10 月，他转

至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单位———列宁格

勒党史研究所，担任党史流动宣传员。

此后不久， 党史研究所内部征召

党员投入运输系统， 尼古拉耶夫因拒

绝长期出差被开除党籍， 同时还被开

除了公职。

尽管被开除后不久， 尼古拉耶夫

的党籍又被恢复并接到了到工厂工作

的建议， 然而， 他并不甘心去干体力

活。 他开始频繁向各级党政机关及各

位领导人，甚至包括斯大林，写信控诉

自己受到了非人待遇。 同时，尼古拉耶

夫开始写自传体日记。 在这本日记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起意报复当

权者，并如何准备这次谋杀的。“我的

枪击，将类似于日里亚波夫的枪击！ ”

在日记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誓言。 安德

烈·日里亚波夫是刺杀俄皇亚历山大

二世的主谋之一。 显然，尼古拉耶夫已

将其刺杀目标锁定为其所在地的最高

领导人———列宁格勒州州委书记基洛

夫。

1934 年 12 月 1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左右， 基洛夫进入州委办公大楼斯

莫尔尼宫，并沿主楼梯来到三楼，就在

基洛夫从主走廊拐向左边的走廊准备

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时，后脑中枪倒地。

闻声冲出来的工作人员及警卫人员在

基洛夫的尸体旁抓住了手持左轮手

枪、有些神经质的尼古拉耶夫。

刺杀行为成了大清洗运动的导火索

大清洗运动中，苏联群众举手表决处决政治犯。

斯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