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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正理簡介

➢清華大學化學系及化學研究所畢業。
➢經歷

➢ 1980-1999 – 服務於跨國企業英商卜內門
化學公司（ ICI ），曾任台灣及中國分公司
董事總經理。

➢ 其後擔任企業顧問，並於2003年創辦鼎信顧問
公司，先後擔任二十餘家公司顧問。業餘研究歷史。

➢現專業寫作。
➢已出版書籍：

1. 《另眼看歷史 ── 一部有關中日韓台灣的多角互動歷史》
( 2010 出版 )，榮獲2011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簡體版書名《東亞大歷史》，修訂版書名《另眼看歷史
── 中日韓台三千年》）

2. 《從困境中奮起 ── 另眼看1945年後的東亞史》 ( 2015
出版 )，為接續前書而寫。

3. 《共產世界大歷史》 ( 2020 出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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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1. 《共產世界大歷史》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2. 為什麼寫這本書？
3. 本書的特點
4. 說幾個故事
5. 中共的變化與國際現勢
6. 我對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的看法
7.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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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世界大歷史》
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1. 敘述共產主義及共產黨兩百年的興衰史
2. 共產主義是書中的主角，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是

配角。沒有十八世紀後半的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
興起，就沒有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產生

3. 三十萬字客觀敘述共產世界的起源、擴張、分裂
及崩解，分四卷
• 起源 - 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1917年十月革命。
• 擴張 –史達林當權的年代（東歐、中國、北韓陸續赤化）
• 分裂 - 中蘇交惡，各行其是，但仍分別輸出革命至東南亞、

拉丁美洲及非洲
• 崩解 - 東歐劇變及蘇聯解體，及其後十幾年間如何發展

4 . 一萬字後記為作者本人的主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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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寫這本書？

1. 對「大歷史」一向有濃厚興趣，已完成《另眼看
歷史》，寫中、日、韓、台灣三千年的多角互動
歷史。2011年獲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是極大鼓勵。

2. 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後，一般認為
共產世界已走入黃昏。但中國逐漸崛起後，於本
世紀初起對整個世界影響明顯地越來越大。

3. 在大陸、香港長期居住、經商、旅行有親身體驗，
觀察及交往討論所得亦多，但自認對共產主義及
共產黨仍缺整體及系統性的了解，又找不到合意
的書。

4. 於2016年起決定寫一本與共產主義有關的大歷史，
寫給自己和其他需要了解共產黨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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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有什麼特點？

• 寫給大眾看，非教科書或學術著作
• 一方面自我要求客觀、全面、嚴謹，另一方
面希望寫得活潑有趣，如在說故事
– 深刻描繪歷史人物 –從傳記、自傳、回憶錄、

口述歷史、日記………中尋找
– 真實的故事往往比小說杜撰的故事

• 大歷史的寫法
– 長時間；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
– 更能客觀探討歷史事件的遠因、近因及其後續

影響
– 更容易敘述歷史互動

• 注重介紹思想，那是歷史脈動的主軸，要能
「回到過去」。但不做冗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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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1 ：馬克思、恩格斯在
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

• 馬克思及恩格斯是十九世紀中的「憤青」。
• 憤世嫉俗的理由：社會不公不義

– 政治上：封建帝王高壓統治＋貴族階級貪得無厭的壓榨
– 道德、宗教上：腐敗的教會與帝王、貴族狼狽為奸
– 經濟上：資本主義為富不仁，剝削無產階級，造成貧富不均
– 社會主義被認為過於緩和，效用不大。

• 「關心貧弱、反對權威，維護公平正義是人性的
自然表現」 ，所以熱血青年多為馬克思主義的理想
吸引而投入共產革命。
• 但馬克思走得太過，下的藥太猛，不但要打倒資
本主義，又要徹底廢除私有財產制，更主張廢棄永
恆的真理，廢除宗教、道德。以結果論，對後世的
影響反而是負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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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2 ：從列寧到史達林

• 列寧1917年十月革命的背後
– 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由職業革命家領導無產階級革命。
– 利用普列漢諾夫通過黨紀高於民主、人權原則的決議。
– 1903年率布爾什維克黨與孟什維克黨決裂。
–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暗中下令搶銀行、勒贖、印假鈔、命

年輕黨員誘娶工業大亨之女以謀奪遺產，無所不至。孟什維
克黨痛恨不齒。

– 二月革命是無產階級聯合資產階級共同發起革命，推翻沙俄。
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發起革命，向資產階級奪權。

– 建立全世界第一個共產國家，排斥孟什維克黨及其他革命政
黨，解散立憲會議，由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

• 史達林的暴政
– 集體農場政策導致大飢荒，500-1000萬人餓死
– 莫斯科三次大審判及大清洗
– 個人崇拜、思想箝制
– 晚年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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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3 :

吉拉斯對共產主義的批評

1. 吉拉斯：南共No.2 & 未來接班人
2. 批判共產主義，主張從計畫經濟改為部分經濟自由化，

廢棄共產黨一黨專政。
3. 認為共產革命成功後已經產生一個「新階級」，貪汙

腐化，違反共產革命的初衷。不惜與舊日同志歌袍斷
義，結果從權力的高峰落入深淵，被捕坐牢15年，每
天在牢裡擦地板、倒污水，卻仍堅持己見。

4. 在獄中歷寫成《新階級》及《不完美的社會》。
5. 沒有什麼社會是完美的，共產黨企圖建立一個完美的

社會是不可能的，重點在於就現有社會不斷地改善。
6. 與赫魯雪夫推動「反史達林運動」幾乎同時，但不同

在於赫魯雪夫僅止於反史達林，吉拉斯卻自稱要揭穿
共產主義的真相，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否定共產
主義一黨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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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4 :

毛澤東的暴政、失政

• 內政、社會 –以不斷發起政治運動鞏固其權力
– 其中大者有肅AB團( 1931，導致富田事變），延安整風（1942- 43）

三反、五反運動( 1951-52 )，反右運動（1957），大躍進（導致
1958 – 62大飢荒），反右傾運動（1959），四清運動（1963-64），
文化大革命（1966-76)

– 以「階級鬥爭」為手段，實際目的是權力鬥爭。「逼、供、信」導致
無數的「冤、假、錯案」

– 數百萬人遭迫害、處決或自殺，數千萬人餓死，但更嚴重的是每次政
治運動背後的思想流毒。

• 經濟 ─ 極左路線導致經濟完全破敗
– 「十戶農家有四戶沒有大門，三戶沒有桌子，一家十個人只有三個破

碗，六條棉褲。…….」 - 1977年新華社記者在安徽省鳳陽縣報導
– 鄧小平不得不要撥亂反正，改革開放

• 無視民生困苦，仍無償輸出革命
– 以東南亞為主，包括菲律賓、越南、寮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
– 次要非洲，再次拉丁美洲
– 以紅色高棉波布政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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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毛澤東植入中共
肌體的極左的審幹、肅
反政策，經過整風運動
，演化為黨的性格的一
部份，對1949年後的中
國帶來長期不良的影響
。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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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5 ：
東歐劇變及蘇聯解體

• 東歐八國是在二次大戰之後被史達林強迫關入鐵幕的，
因而有「冷戰」隨之而起。
• 關鍵人物戈巴契夫

– 不認同共產主義的優越性
– 從擔任蘇共總書記之日起就決心要廢除共產黨一黨專政，停止輸

出革命。東歐各國共產黨在其壓力下對反對勢力讓步（如波蘭賈
魯塞斯基與團結工聯和解，東德強硬的共黨總書記何內克被迫下
台）

– 1988年底在聯合國演講，公開宣稱撤出東歐的軍隊及坦克。對
東歐劇變成功引以為豪。

– 蘇聯解體卻是失敗。但並非是因為同時進行經濟改革及政治改革
以致失敗，那是沒有仔細研究其過程而下的草率結論。

• 關於東歐八國及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的後續發展，本
書也有詳細敘述。如不說這些，這本書講共產黨的興衰史
等於沒有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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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演變與國際現勢

1. 過去四十年中，歐美日等國主政者總是認定（或期望）中
國經過經濟體制鬆綁改革後，意識形態及政治體制也有可
能跟著鬆綁，此一期望顯然已經落空。習近平正領導中共
走回毛的路線。

2. 中共不可能長期上身穿著資本主義的色彩鮮豔的衣服，下
身還穿著馬列主義的褲子，最終還是要做選擇，只是其選
擇出乎外界預料。

3. 中共其實從二十一世紀初起已經在東南亞、拉丁美洲、非
洲以「沒有附加條件」的經濟援助方式拉攏各國的獨裁統
治者為其盟友，漸漸結成反西方勢力，並滲入、掌控聯合
國轄下各世界組織。

4. 但正因如此，所有的人更應該深入了解共產黨。不只是中
共，還要徹底明白其他的共產世界，才能知道共產黨的本
質究竟是什麼。

5. 本書出版因而正是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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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的看法

1. 接觸史料及親身經歷越多，對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的
看法越負面。

2. 共產主義的初衷雖是為了反對貧富不均，但從馬克
思、恩格斯就已經錯了，到列寧，史達林、毛澤東
更加偏離其原本追求的公平正義。關鍵在於
– 共產黨一黨專政及一人獨裁
–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可以犧牲民主、自由、人權及人的

尊嚴，其本質因而越來越惡劣。

3. 對共產主義的負面看法不等於贊同資本主義。由於
新科技與商業的緊密結合，世界各國又已產生嚴重
的貧富不均、不公不義。人類社會必須積極而迅速
地修正此一現象。但共產主義絕對不是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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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rther back you look ,

the further ahead you can see.

─ Winston Chur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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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