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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ꎬ学界一直众说纷纭ꎮ 但可以确定的是ꎬ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不同的

学科从自身的视角出发ꎬ都能给出解释ꎮ 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出发对历史事实加以考察ꎬ不难发现ꎬ美国的文化渗透是推动

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ꎮ 苏联社会的西化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ꎬ而美国文化天生具有作为渗透工具的优势ꎬ加上美国政府

高超的文化渗透技巧ꎬ使得美国的文化渗透起到了显著的效果ꎬ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

推行着文化渗透的政策ꎬ这应当引起警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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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１９９１ 年ꎬ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后苏联解体ꎬ美苏

之间长时间剑拔弩张的对抗以这样一种平静的方式

结束ꎬ曾经举全国之力开足了马力与美国疯狂进行

军备竞赛ꎬ并且在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中好几次险

些擦枪走火ꎬ将世界拖入第三次毁灭性大战的红色

大帝国苏联竟以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平静离场ꎬ这
出乎了美苏学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意料ꎮ 正如有学

者提到的:“虽然美国人大肆吹嘘ꎬ得意忘形ꎬ在国

际上不断宣称自己是如何击败苏联ꎬ取得冷战的胜

利ꎮ 其实当时根本没有任何迹象ꎬ显示美国政府预

期或者看出来苏联即将解体ꎬ待到苏联真的垮台ꎬ也
不见美方预先对此做过任何准备ꎮ” [１] 实际上ꎬ无论

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还是政策研究机构ꎬ面对这

样的结局同样也是意外的ꎬ几乎没有人准确预言了

冷战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ꎮ 冷战结束后ꎬ苏联

解体的原因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ꎬ许多学者

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做出了解释ꎬ一时相争不下ꎬ众说

纷纭ꎮ 其中主流的观点有这么几种ꎮ 一是有些西方

学者认为ꎬ“１９１７ 年俄国革命后在世界各地诞生的、
今天在一切领域都证明业已破产的制度” [２]ꎬ即十

月革命在时机不成熟的条件下发动ꎬ并且建立了

“不民主”的无产阶级统治ꎬ苏联解体的祸根便埋藏

于此ꎮ 二是将苏联解体归咎于斯大林模式ꎬ我国的

一些学者也同意这种观点ꎬ如宫达非主编的«苏联

剧变新探»中就表示:“本书新观点在于:具有 ７０ 年

历史的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

因ꎮ” [３] 三是将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作为苏联解

体的主要原因ꎬ其中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对苏联思

想文化上的冲击是一个重要方面ꎬ导致了共产主义

运动的分裂ꎬ共产党员思想迷茫ꎬ大量退党ꎮ
以上几种观点各有可取之处ꎬ但是缺陷同样也

是明显的ꎮ 造成这些偏见的原因一方面是时代的局

限ꎬ另一方面也出于学者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ꎬ将
对苏联解体这一事件的解释作为宣传自己政治理念

的契机ꎮ 其中最明显的是一些西方学者站在胜利者

的角度ꎬ将苏联解体看作是“专制封闭”的社会主义

政体的必然结局ꎬ将苏联的特例推广到整个社会主

义阵营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ꎬ唱衰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ꎮ 而将自己塑造成“民主自由”的先进国家ꎬ为
自己在全球进一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ꎬ推行霸权主

义创造态势ꎮ
不管学界如何争论不休ꎬ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

识的: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既有偶

然因素ꎬ也有必然因素ꎬ既有内部因素ꎬ也有外部因

素ꎮ 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ꎬ可以从多学科、多视角

出发ꎬ进行有益的讨论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ꎬ国际关

系研究涉及国家利益ꎬ是刀刀见血的残酷斗争ꎮ 特

别是同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ꎬ苏联解体这样的

历史事件ꎬ如果在认识上落入西方国家有预谋创设



的陷阱ꎬ以子之矛攻我之盾ꎬ无疑是一种自毁长城的

行为ꎮ 中国学界一定要认识到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

险恶用心ꎬ揭开其“客观公正”的外衣ꎬ对苏联解体

的原因做出基于历史、客观的冷静分析ꎬ在理论上反

驳西方学者的偏见ꎬ从各自的专业背景出发ꎬ得出自

己的认识ꎮ 为社会主义中国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ꎬ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ꎬ提供有益的理论建议ꎮ 特别是

要对西方国家将苏联解体归因于社会主义的“落后

性”这一倾向进行揭露ꎬ考察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

政策ꎬ从而警惕西方国家故伎重施ꎬ破坏中国的社会

主义建设ꎮ 树立防范意识ꎬ加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

善ꎬ加强对抗意识ꎬ自觉抵御西方国家的不轨图谋ꎮ

二　 美国文化渗透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从跨文化传播的的角度出发ꎬ综合学界对苏联

解体原因的研究ꎬ不难发现ꎬ美国的文化渗透是推动

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文化的概念十分宽泛ꎬ从广义上来说ꎬ人类创造

的一切非自然成果ꎬ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创造物ꎬ都属

于文化的范畴ꎮ 本文所指的文化ꎬ特指一个国家特

有的精神创造物和生活方式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事

物ꎬ是一个国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总体反映ꎮ 美

国的文化渗透正是通过输出美式文学艺术、美式生

活方式等方法将附着在文化产品中的意识形态推销

给苏联人ꎬ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ꎮ
随着传播工具的发展ꎬ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ꎬ随

着技术的不断进步ꎬ人类从印刷时代进入电子传播

时代ꎮ 传播活动在国际范围内日益活跃起来ꎬ国家

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ꎮ 跨文化传

播“既指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

往与信息传播活动ꎬ也涉及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

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ꎬ及其对不同群体、文
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ꎮ” [４] 跨文化传播不

仅包含了日常生活层面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

员的日常交往和互动ꎬ也包含了人类文化交往层面

的含义ꎬ即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往与互动ꎬ从而产生

的文化融合、文化变迁、文化发展ꎮ 正如威廉麦克

尼尔指出的:“当代文明之间总是相互影响ꎬ即使远

隔重洋ꎮ” [５] 即使在冷战期间苏联极力抵制来自美

国的文化传播活动ꎬ美国文化仍然成功冲破封锁ꎬ进
入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ꎬ完成了文化渗透的使命ꎮ
因为在全球化的环境下ꎬ完全阻隔国家之间的文化

传播ꎬ消除外来文化的影响已经是不可能了ꎮ
在此背景下ꎬ根植于俄罗斯民族血液中的西化

倾向再次被激发出来ꎬ为美国在苏联的文化渗透提

供了很大的助力ꎮ 纵观俄罗斯民族的历史ꎬ其发展

阶段可分为 ６ 个部分ꎮ 分别是:基辅罗斯、鞑靼人统

治下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

当代俄罗斯ꎮ 其间ꎬ俄罗斯经历了 ５ 次主要的社

会—文化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楔入、
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具有俄

罗斯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发展以及当代

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６]ꎮ 在这几个阶

段中ꎬ前四个阶段处在苏联建立之前ꎬ在这些时期ꎬ
俄罗斯民族或多或少存在着“西化”的倾向ꎮ 正如

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

融合ꎮ” [７] 从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一世ꎬ俄罗斯民族

一直通过政治经济改革等一系列手段ꎬ致力于融入

西方世界ꎮ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ꎬ苏联社会面对美

国文化的吸引ꎬ很难具有较强的抵抗力ꎮ
同时ꎬ斯大林模式下僵化的苏联文化也形成了

苏联社会在文化上求新求变的张力ꎬ为美国文化的

渗透铺平了道路ꎮ 在苏联建立初期ꎬ国内的文化环

境是较为宽松的ꎮ 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ꎬ随着斯大

林模式的确立ꎬ带有文化专制主义色彩的文化政策

也随之推行ꎬ苏联的思想文化界遭受了一次严重的

打击ꎮ 斯大林个人主义膨胀ꎬ凡是和斯大林意志不

一致的任何学术探讨和文艺创作都被强力打压ꎮ 这

使得苏联的社会文化陷入僵化ꎬ一切的文化现象都

被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视ꎬ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也被引入到文化事业的管理中ꎬ知识分子和文艺工

作者的创作自由甚至人身自由受到很大限制ꎬ整个

社会文化铁板一块ꎬ万马齐喑ꎮ
而相应地ꎬ作为文化渗透的主要工具ꎬ从某种意

义上说ꎬ美国文化具有先天的优势ꎬ它不同于其他文

化ꎬ从诞生之日便有着很强的传播能力ꎮ １７７６ 年ꎬ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诞生ꎬ其最独特的一点便是ꎬ
作为新教徒建立的国家ꎬ它没有太多的历史负担ꎬ在
文化创造上虽然缺乏厚重感ꎬ但是灵活自由ꎮ 同时

由于阶层尚未固化ꎬ社会相对平等ꎬ这就产生了美国

文化独一无二的特点ꎮ
首先ꎬ美国文化没有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的二

元分野ꎮ 任何历史悠久的国家ꎬ其文化在发展历程

中必然会因为文化创造主体的阶级差异ꎬ造成贵族

阶级创造的文化和平民阶级文化的两极对立ꎮ 这种

两极对立使得国家内部的文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

裂ꎬ在对外传播时往往两方面的力量都比较弱小ꎬ难
以形成一个文化整体的形象ꎬ广泛传播ꎮ 而美国由

于从拓荒时期开始便只有一个阶层ꎬ即平民ꎮ 相应

地ꎬ美国文化迄今为止仍是统一的平民文化ꎬ在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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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时ꎬ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呈现ꎬ不存在部分的美国

文化和另一部分相矛盾或者相区别的现象ꎬ这使得

美国文化的任何形式都能呈现出美国的特色ꎬ强化

美国的形象ꎬ并且易于被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ꎮ
其次ꎬ美国文化是市场化最彻底的文化ꎮ 美国

的市场经济不是通过几百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技术

进步逐步发展而来的ꎬ而是由已经具备一定知识技

术水准的第一代移民直接嫁接到美洲大陆上的ꎮ 这

使得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市场化较为彻底的国家ꎮ
任何生产活动ꎬ包括艺术创造ꎬ都以市场的规则来运

作ꎬ以盈利为目标ꎬ遵循着优胜劣汰的法则ꎮ 这使得

美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消费文化:文化创造者

必须竭力迎合市场ꎬ吸引消费者以求得生存ꎬ这也就

决定了ꎬ美国文化对最广泛的大众有着非常强的吸

引力ꎬ因为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化产品自动遭到了

市场的淘汰ꎮ
最后ꎬ美国文化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ꎬ较容易对

僵化的文化模式下的苏联民众产生吸引ꎮ 美国独特

的建国历史和清教徒放逐者及受迫害者的身份ꎬ使
得美国几乎没有受到弥漫于欧洲的浓厚的专制制度

的影响ꎬ直接完成了孟德斯鸠式的制衡建政ꎮ 从大

陆会议以来ꎬ美国一直延续着承袭于欧洲古典自由

主义和启蒙精神的自由主义传统ꎬ最终形成了被概

括为“自由、个人主义、平等主义、自由放任和平民

主义”的“美国信条”ꎮ 这种自由主义传统除了在思

想源头上被嫁接到美国外ꎬ还受美国历史发展的影

响而开出了不同的果实ꎮ
与强势的美国文化相配套的ꎬ是美国有意识推

行的文化渗透政策ꎮ 在人类历史上ꎬ对异己文化的

冲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使用武力进行征服

与掠夺ꎬ直接对其他文化进行物质上的毁灭ꎬ或者使

用暴力占有其文化珍宝ꎮ 二是通过更为隐形而温和

的方式ꎬ对其他文化缓慢地施加影响ꎬ从而达到消解

对方文化、灌输思想观念的目的ꎮ 文化渗透就属于

后者ꎮ
美国的文化渗透方式灵活多样ꎬ手段隐秘而老

道ꎬ具体而言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破坏传统

的俄语语言规范、以学术研究为掩护ꎬ推动“全球

化”研究、以流行文化和优越的美式生活方式冲击

日常生活ꎮ 美国的文化渗透在形式上极为温和ꎬ手
段极为细腻ꎬ比起武装干涉等形式效果却更为持久

而显著ꎬ影响更为广泛ꎬ最终与其他因素形成合力ꎬ
推动了苏联解体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美国的文化渗透并没有随着苏

联的解体而偃旗息鼓ꎬ反而变本加厉ꎮ 美国的文化

输出能力也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ꎮ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的一次统计ꎬ美国“目前已经控制了世界 ７５％的电

视节目和 ６０％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 [８]ꎮ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自然是首当其冲的渗透对

象ꎬ美国一直通过各种方法ꎬ向中国社会兜售美国价

值观和美式生活方式ꎬ同时造谣污蔑ꎬ唱衰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ꎮ

三　 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

总结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ꎬ我们应当认识到ꎬ要
抵御美国的文化渗透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

于国家文化安全有关思想做指导ꎬ唤起足够的忧患

意识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的基础上ꎬ着眼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ꎬ制定合理

的文化战略ꎬ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ꎬ弘扬优秀民

族文化ꎬ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ꎮ
首先ꎬ凝聚价值是文化繁荣的内在根本ꎮ 习近

平指出: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

力ꎮ” [９]也就是说我们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ꎬ弘扬中

华民族精神ꎮ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

神追求ꎬ代表着其独特的精神标识和精神纽带ꎮ 如

果一个民族丢失其固有的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ꎬ必
然导致本民族文化的衰弱ꎬ为外来文化的渗透和霸

权提供可乘之机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面对强势的美国文化的扩张和

渗透ꎬ致使一些人、国家忘其民族之根ꎬ民族精神淡

薄ꎬ数典忘祖ꎬ崇洋媚外ꎬ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必然影

响国家的文化安全ꎮ 中华民族文化蕴含着丰厚的思

想资源ꎬ其自强不息的奋发精神、开拓进取的民族精

神是中华民族文化始终兴盛不衰的重要原因ꎮ 我们

只有秉承和弘扬民族精神ꎬ才能守住民族文化的特

色ꎬ增强对外来文化侵袭的抵抗力ꎬ维护国家的文化

安全ꎮ 同时ꎬ我们在强调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同时ꎬ也
要把握其普遍性ꎮ 它是一般与特殊共同作用的结

果ꎮ 也就是说ꎬ任何将本民族的文化价值置于其它

民族文化的价值之上都易招致其畸形且不健康的发

展ꎬ最终也不能为世界人民所接受ꎮ 当今中国的文

化资源虽然丰富ꎬ但对外影响力仍有待提高ꎮ 其原

因主要体现在出口数量较少和出口的文化产品质量

较低ꎮ 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一个问题ꎬ就像学者杨

利英所说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

容确定之后ꎬ如何将这种主流价值观以一种喜闻乐

见的形式传播出去呢?[１０]

其次ꎬ加强我国文化的吸引力和传播力ꎮ
其一ꎬ全面推进文化创新ꎮ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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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不乏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精品ꎬ这些文化精品

有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隽永价值ꎬ是人类宝贵的遗

产ꎮ 只要对其表现方式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造ꎬ
根据时代变化而变化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ꎬ
实现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新与飞跃ꎬ就一定能

铸造一种新的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先进文化ꎬ再
次成为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的共同话语ꎮ

其二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ꎮ 文化产业不仅具有

意识形态的意义ꎬ同时ꎬ它也是进入市场展开竞争的

重要“经济因素”ꎮ 也就是说ꎬ文化意识形态性质与

社会经济价值融为一体ꎮ 越是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

化ꎬ就越能占据市场份额ꎬ这就表明了意识形态影响

力越大ꎬ就越能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ꎬ从而充分发挥

文化的传播力度ꎮ
最后ꎬ高新技术与文化的结合是文化繁荣的关

键所在ꎮ 美国文化之所以在世界各地传播地游刃有

余ꎬ其中一个关键所在是充分利用本国的高科技手

段ꎮ 一般说来ꎬ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ꎬ谁
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ꎬ谁的思想文化和价

值观念就越能广泛地流传ꎬ它的文化产品就能更有

利地影响世界ꎮ 我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ꎬ凝结了

丰厚的文化资源ꎮ 但同样我们也需要反省的是ꎬ我
国虽是文化资源大国ꎬ但远非文化强国ꎮ 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我们并未充分利用其资源ꎬ没有打造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链ꎬ同时将高新技术运用到

文化产业的力度也是不够的ꎮ 因此ꎬ将高新技术与

文化发展紧密结合是当前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ꎮ 当

前我国提出的“互联网＋”是文化发展的关键一步ꎬ
如何将“互联网＋文化”紧密结合起来ꎬ如何采用高

新技术手段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

等ꎬ是当前要解决的一个严峻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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