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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科斯事件已经过去 9 年，尤科斯公司早已

不复存在，其主角霍多尔科夫斯基至今仍身陷囹

圄。虽然尤科斯这个昔日石油巨头已成为逝去的

影像，逐渐进入历史深处，但尤科斯事件余音未

了。作为昔日的“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个

颇具争议的人物，以盗取国家资产的“窃贼”名

分而入狱，却以“政治犯”的身份从狱中发散影响，

其能量在 2012 年总统大选前再次辐射出来。他已

经成为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和道德化身。

在与普京的决战中，霍多尔科夫斯基显然是个输

家，他不仅失去了巨额的财富和地位，重回平民

之身，而且失去了自由和正常的生活，在遥远的

西伯利亚“艰难”地服刑。但是他的存在令对手

始终骨鲠在喉。普京的战友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

时曾表示，霍多尔科夫斯基“命运悲惨，我深表

同情”②，释放他“对社会并没有危害”③。但是

面对“释放政治犯”的呼吁以及知名人士的联名

上书，梅德韦杰夫在卸任总统的前夕依然拒绝了

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赦免，因为后者既没有认罪

的表示，也没有提出赦免的申请④。普京在 60 岁

生日之际重申，如果霍多尔科夫斯基申请特赦，

当局会予以考虑。但是这番话与其说是对霍多尔

科夫斯基说的，不如说是对反对派说的，因为霍

多尔科夫斯基早就表示，他不会申请特赦——那

意味着他将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自尤科斯事件发生以来，大量报道与分析充

斥于各种传媒⑤以及学术著作。尽管对此事的立场

或有不同，对其背后意义的认识深浅各异，有的

为普京向寡头“开刀”叫好，有的认为普京破坏

民主法治，有的将其看成个人恩怨，有的将其看

成是俄罗斯战略的转变，但是大家对这个事件的

重要性并无异议。有些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事件的整体过程和具体细节由来还没有一种

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分析，而英国记者、作家马

丁 • 西克史密斯所撰写的《普京 VS. 尤科斯：俄

罗斯的石油战争》一书为我们弥补了这个缺憾⑥。

普京与霍多尔科夫斯基之间的“对决”在此书中

书  评

① [ 英 ] 马丁 • 西克史密斯 ：《普京 VS. 尤科斯 ：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周亚莉、董晓华译，华夏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Я не говорил, что больше не буду 
баллотироваться в президенты.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5 января 
2012.

③  Медведев назвал Ходорковского безопасным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http://russiahousenews.info/politics-news/medvedev-khodorkovsky-svoboda

④  Медведев отказался помиловать Ходорковского без его 
прошения. //Известия, 2 апреля 2012.

⑤ 在这些传媒中，“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列别捷夫新闻中心”网站

（Прессцентр Михаила Ходоркоского и Платона Лебедева, http://www.
khodorkovsky.ru/）除了全面发布此案诉讼进程的材料外，还发表霍多尔

科夫斯基的文章、访谈以及转载各媒体有关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列别捷夫

的材料。

⑥ 德国导演西利尔 • 图什（Cyril Tuschi）积 5 年之力，通过对 70

余位人士进行访谈，制作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纪录片，于 2011 年 2

月在柏林公映。该片内容非常丰富，但在俄罗斯被禁演。本文中一些未

加注释的访谈即来自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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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惊心动魄的展开，并且已经远远超出了“两

个男人”之间的争斗、金钱与权力之间的较量，

其影响不仅在于确定俄罗斯立足当今世界的大战

略，也在于重新审视20世纪 90年代深负“原罪”

的私有化运动，更在于标示俄罗斯国家发展中自

由主义与国家主义方向的分野。

一、大政治时代的“对决”

如同法国大革命一样，每场狂热的革命都有

它的“热月政变”。在 21 世纪来临的前夕，叶利

钦饱含愧疚、乞求原谅的辞职演说意味着他平静

地完成了一场自我“政变”，把整顿由他所导致

的乱局的希望投放到他人身上。普京的上台重新

构建了俄罗斯大政治时代的权力叙事，不负重托

地开启了“拨乱反正”的进程，而尤科斯事件则

是其中 具震荡效应的一幕，犹如一个极富象征

意义的界标，其余绪延至今日。

作为记者和作家，西克史密斯利用了自身职

业优势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尤科斯事件的全过程。

应该说，他是一个故事高手，将如此跌宕起伏的

大事件具体而微、条理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引领我们深入情境。但是，这个故事不是“说”

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它建立在大量的第

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包括对这场国家政权与金融

寡头冲突中的关键人物的访谈以及此前双方都不

愿示人的部分机密文件。他为我们胪列局内人和

旁观者的各种叙述和看法，使得我们可以立体式

地了解这个故事，理解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的含义。

尤科斯事件是普京构建俄罗斯国家大战略中

的一个必然事件，尽管事件本身的发展过程和霍

多尔科夫斯基的个人命运还存在着偶然性。从普

京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可以看出，

收拾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导致的乱象、重返国家主

义的治理方式，是他执掌政权前就已经构思好的

坚定目标。目标的第一步是“摧毁寡头阶层”，

这是普京 2000 年上台前就已经许给俄罗斯社会的

诺言。这不仅是因为普京想确立国家权力不容置

疑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彻底驯服凭借财富桀

骜不驯、插手政治的金融寡头，更是因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私有化运动给他留下的资产所剩不多。

1996 年叶利钦在危机四伏的困境中为了赢得总统

选举、挫败久加诺夫崛起的努力，不得已与寡头

们达成“股份借贷”协议，以获得寡头们的支持。

而寡头们通过“股份借贷”计划完成了对俄罗斯

战略性国企，包括钢铁、天然气和石油产业这些

有价值资产的瓜分。普京上台之初，政府只控

制着俄百分之四的国有企业，以致“普京私下里

抱怨，但凡拥有自尊的政府都不会让自己陷入这

种窘境”①。对于普京来说，如果手中没有可控制

的经济资源，他还会像叶利钦那样依赖寡头们的

支持，其治国理乱的抱负无法施展，俄罗斯的复

兴也许遥遥无期。普京清楚地认识到，丰富的资

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国家的命脉，是俄

罗斯重新崛起的支撑。后来的事实也表明，俄罗

斯凭借石油和天然气带来的滚滚财源，不仅提高

了民众的生活水平，稳定了社会，也在国际舞台

上以之为武器，同其他国家讨价还价，再次跻身

世界强国之列。

因此，打击寡头干政只是这个大战略的序曲。

霍多尔科夫斯基这样敏锐的人物似乎已经看到了

新领导人执舵的俄罗斯的走向。在其他寡头违背

普京“不问政治”的规定，或入狱或流亡的情况

下，他告别过去不择手段的“强盗式”生存方式，

开始对自己的商业帝国进行改造，力图使尤科斯

成为开放、透明的公司，“引领俄罗斯经济、产

业文化的发展”，从商业的角度推动俄罗斯民主

化的进程。作为首家采用西方公司管理制度的公

司，尤科斯经历了一场蜕变，由一家饱受责难的

公司转变为 有示范效应的俄罗斯现代企业。尤

科斯的成功也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不仅吸引了大

量的西方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而且使公司的石

油产业急剧提高。2001 年，俄罗斯石油产量增长

了 7.7%，而尤科斯的石油产量激增了 17%②。更

为重要的是，尤科斯的洗心革面获得了西方的赞

誉，赢得了西方的“尊重”，也使他有底气将自

己的才华延伸到公司治理之外。

21 世纪初，随着石油价格的稳定上升，俄罗

① [ 英 ] 马丁 • 西克史密斯：《普京 VS. 尤科斯 ：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第 44 页。

② 同上，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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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经济开始复苏，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运势

也随着油价的上涨而上升”。他热切地推销尤科

斯成功的经验，向普京介绍公司的道德行为规范，

提议总统处理腐败问题，建议反腐立法和税法改

革，因为尤科斯的改造已经使其在可信度方面获

得了国际标准的认可。他引以为豪的是，“这些

建议都被采纳了”①。然而霍多尔科夫斯基投资尤

科斯未来的两大行为触犯了普京的底线——插手

政治以及向外国公司转让资产。“不问政治”是

普京上台后即向寡头们开宗明义地提出的要求，

是普京与寡头们达成的公开的“君子协定”。违

背这个“协定”不仅使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

等人受到严惩，而且成为霍多尔科夫斯基后来遭

遇的一个明面上的借口。霍多尔科夫斯基“收买

杜马”，为俄共、“亚博卢”、右翼力量联盟等

反对派提供支持的行为，被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

理解为“削弱总统的力量，意欲将俄罗斯从一个

总统制共和国转变为议会制共和国”②。因此普京

坚定地表示：“俄罗斯不允许个别商人为满足私

利而影响政治生活，不接受这一点的人应该不会

忘记，过去曾选择歧路的那些人的命运……有的

人永远走了，另外一些人离开了。”③ 

其实，与霍多尔科夫斯基干预政治的行为相

比，普京政府更为担忧的是尤科斯不断膨胀的

能力可能被外国人控制，因此尤科斯的商业行

为更令其警觉。尤科斯的石油产量几乎占俄罗

斯的 1/3，其收入占俄罗斯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

10% ～ 15%（其时国防预算为 13.5%）④，而且当

时尤科斯正与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进行合并。如果

交易完成，尤科斯将成为与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壳牌石油公司等国际大牌油企并驾齐驱的巨头，

并有望在 2006 年成为世界 大的原油生产公司。

对于合并事宜，普京一开始并无异议，也乐意看

到这艘“俄罗斯经济的旗舰”起航，只要它掌控

在俄罗斯的手中。但是，霍多尔科夫斯基违背“君

子协定”的做法已经让普京愤怒，他想将尤科斯

资产出售给美国人的想法令普京 终无法容忍。

俄罗斯“失去对尤科斯的控制，就意味着几乎失

去东西伯利亚的所有战略性石油储备”⑤，尤其是

在当时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大背景下，这项交易显

得尤其“不合时宜”。尤科斯控制权的易手也意

味着“权力的转移”：“尤科斯的掌控者握有在

任何时候制造大规模政治危机的强有力的杠杆，

以此向克里姆林宫无限地施压。”⑥这是当局忌讳

的事情。事实上，尤科斯管理层在霍多尔科夫斯

基入狱后，曾经考虑过给当局制造麻烦，组织两

万名工人到莫斯科游行示威，“使尤科斯事件变

成保卫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轰动讼

案”⑦。只是这个机会在管理层的分歧和犹豫中逐

渐丧失了，而且它在这个事件中究竟能够起到多

大的作用也不得而知。

尤科斯事件因霍多尔科夫斯基与普京的冲突

而起，因此作者对两人之间矛盾的发展，尤其是

2003 年 2 月 19 日霍多尔科夫斯基对普京的正面

挑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且对两人的性格和心

理也多角度地进行了剖析。在普京召集商界精英

讨论反腐的会议上，霍多尔科夫斯基没有像其他

人那样附和总统，而是直指“腐败正是从克里姆

林宫开始”的，把矛头直接引向普京。此举招来

普京的强烈反击，为尤科斯事件拉开了帷幕。对

于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举动，许多人不以为然。据

列席这次会议的伊戈尔 • 尤尔根斯说，尽管霍多

尔科夫斯基说的都是实情，但他表现傲慢，面对

现任总统，并且指责其参与腐败，未免有些过分；

他本可以采取非对抗方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

思。但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举动并非心血来潮，

他为此次会议做了精心的准备，似乎“故意盘算

着如何嘲弄并惹怒对手”，从而深陷这场与 有

权势人物之间的“个人恩怨”，这也许“犯了许

多富有的权力人物的通病：无视自己的宿命”⑧。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悲剧是他

性格的悲剧，他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一个人物。

① [ 英 ] 马丁 • 西克史密斯 ：《普京 VS. 尤科斯 ：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第 48 页。

② 同上，第 66 页。

③ 同上，第 67 页。

④ Сергей Лопатников, Эту шахматную партию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 
готовил давно. //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0 ноября 2003 г.

⑤ [ 英 ] 马丁 • 西克史密斯 ：《普京 VS. 尤科斯 ：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第 122 页。

⑥ Сергей Лопатников, Эту шахматную партию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 
готовил давно. 

⑦ [ 英 ] 马丁 • 西克史密斯 ：《普京 VS. 尤科斯 ：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第 156 页。

⑧ 同上，第 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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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朋友和同事尼夫兹林则认为，霍多尔科夫

斯基不明大势，“没有完全意识到，他所在的俄

罗斯并不是充满可能性、可以变革的国家，而是

仍旧笼罩在集权统治之下的国家”①。

在尤科斯事件发生之前，霍多尔科夫斯基的

命运面临着多种选择，但是普京大战略的方向则

不可改变。书中一位匿名石油商的观点是合乎逻

辑的：普京本来是要收购尤科斯的，如果霍多尔

科夫斯基不挑衅普京，那么可以达成这笔交易，

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态度扼杀了一切可能性”②。

阿布拉莫维奇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在退出与尤科

斯的交易后，被国有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

司收购，阿布拉莫维奇获得了 130 亿美元，克里

姆林宫则将俄罗斯石油成功地收归国有。如果霍

多尔科夫斯基“明智”的话，他也可以“拿钱走人”。

普京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对决结果显示，在

集权主义和国家主义传统深厚的俄罗斯，政治权

力对于商业权利拥有不可置疑的生杀大权，任何

对抗政治强权的努力都将落败。正如索罗斯所说，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被捕传递了一个清楚明了的

信号：没有人能独立于国家之外”③。而叶利钦时

期商业寡头们成功干政的经历对他们来说是一剂

麻醉药，是新主人到来后只能追想的一丝幻影。

二、走向“封建时代”

虽然普京声称要“摧毁寡头阶层”，但他摧

毁“商业寡头”的同时又树起了“强力寡头”④，

尤科斯事件则是“强力寡头”对“商业寡头”的

胜利⑤，导致了俄罗斯上层精英的重构。

作为普京执政的一个重要精英基础，强力集

团主要指那些来自安全、执法部门和军队的人。

普京出身克格勃，在升迁的过程中逐渐将伊戈尔 •

谢钦和维克多 • 伊万诺夫这些昔日的同事聚合在

其周围。普京执政后，这些人成为他倚重的力量。

对于强力集团，俄罗斯学界的看法基本一致。据

曾经担任普京首席经济顾问的伊拉里奥诺夫的描

绘，“这些人出身相同，他们互相支持，与其他

社会部门抗衡”，“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所谓的‘我

们主义’，将‘我们’和‘我们的’从‘他们’和‘他

们的’中分离出来”，其特点是“普遍采用各种

形式的强权和暴力，对付反对者和‘他们’”⑥。 

强力集团在俄罗斯高层决策中的作用及其内

部之间的关系一直为外界所关注。由于俄罗斯上

层权力的封闭性，研究者们相对于俄罗斯明面上

的制度安排，更加关注隐形的决策结构以及规则。

俄罗斯学者明琴科 2012 年 8 月发布了俄政治决策

的“政治局2.0版”模式，认为俄罗斯实际上由“政

治局”集体领导，“政治局”中形成了“强力派”、

“政治派”、“技术派”和“企业派”，而普京

则是“政治局”中的仲裁者和平衡者⑦。相对于这

个报告的“揭秘”性质，这几年来西方媒体曾出

现用“新封建主义”一词来说明俄罗斯社会中的

结构性腐败⑧。俄罗斯著名学者弗 • 伊诺泽姆采夫

在此基础上以“新封建主义”模式深入分析了当

今俄罗斯权力体系特点。他认为，普京时代确立

的“垂直权力”结构是一种比过去等级更多的“封

建制度”，它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权力和金钱的交

易机制——弱者为“上面”纳贡，强者为“下面”

提供保护，结果俄罗斯成了一个“公司国家”——

“国家权力的使用成为一种垄断企业”⑨。“新封

建主义”犹如一个树形网状结构，将俄罗斯精英

层编织进去，其上层结构即是伊拉里奥诺夫所说

的“以集团利益为核心的政府”⑩。

“新封建主义” 终定型于普京“垂直权力”

的确立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的形成。西克史密斯的

这本书让我们更加感性地了解俄罗斯通往“封建

时代”之路的过程，以丰富的材料为我们窥视俄

罗斯幕后政治开启了一扇窗户。他不仅将尤科斯

① [ 英 ] 马丁 • 西克史密斯 ：《普京 VS. 尤科斯 ：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第 118 页。

②  同上，第 244 页。

③  Сорос увидел в деле Ходорков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мотивы. 
http://lenta.ru/russia/2003/11/13/soros/

④ силовики，强力集团，本书中音译为“西罗维基党”；силовая 
олигархия，“强力寡头”。

⑤ [ 俄 ] 米哈伊尔 • 杰里亚金：《后普京时代——俄罗斯能避免橙

绿色革命吗？》，金禹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⑥  [ 英 ] 马丁 • 西克史密斯 ：《普京 VS. 尤科斯：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第 54 ～ 55 页。

⑦  Светлана Бочарова, Страной опять рулит Политбюро. http://
www.gazeta.ru/politics/2012/08/20_a_4732109.shtml

⑧  Owen Matthews and Anna Nemsova, The New Feudalism, 
Newsweek International, Oct. 23, 2006.

⑨  Vladislav L. Inozemtsev, “Neo-Feudalism Explained”, The 
American interest, the March - April 2011.

⑩ [ 英 ] 马丁 • 西克史密斯：《普京 VS. 尤科斯：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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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提升到一个非常高度，认为它在俄罗斯自由

派与强力派的斗争中举足轻重，而且描绘了下到

执行部门、上至总统办公厅的诸多幕后交易，为

这个制度的结构性腐败下了脚注，让我们理解，

俄罗斯的转型之路将是艰难和漫长的。

作为俄罗斯国家和大资本关系模式的一个转

折性标志，尤科斯事件成为俄罗斯走向“封建时代”

的序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叶

利钦时期的家族势力和自由主义力量逐渐被排挤

出俄罗斯的政治舞台。虽然在普京的第一任期中

还保留了这些人物的政治位置，但是从对尤科斯

的处置过程看，他们在尤科斯问题上并没有话语

分量。书中为我们披露，尽管时任总理卡西亚诺

夫和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向霍多尔科夫斯基表

示，一旦克里姆林宫对尤科斯采取任何行动，他

们将提前通知他，但是即使他们与普京在此问题

上进行过沟通，尤科斯事件的走向还是在他们的

知情之外。尤科斯事件发生后，家族势力和自由

主义力量从政府中被彻底清除出去，政坛开始由

“我们的人”把持，而普京也很快迎来了他的第

二任期。接下来，我们看到，普京通过“垂直权力”

的构建完成了对政治体系的全面掌控，同时开启

了大型国有化进程。包括战略资产在内的大型企

业被收归国有并进行重组，由普京政府的要员们

直接管理。尤科斯公司经过政府一系列的操作，

后破产，被谢钦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吞并。而阿

布拉莫维奇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也被克里姆林宫

成功地收归国有。20 世纪 90 年代别列佐夫斯基

曾吹嘘七大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的经济，仅仅十年

间，俄罗斯的财富就易位了，普京的七个心腹控

制了占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 40% 的国有企业①。

在伊诺泽姆采夫的“新封建主义”模式中，

政治不过是一桩生意，“政治问题被当成生意问

题来解决，而生意问题则被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

腐败是交易的润滑剂。奥地利《标准报》则将伊

诺泽姆采夫的观点发扬光大：“腐败是团结俄罗

斯社会的黏合剂。”②现实表明，在俄罗斯腐败发

展过程中，“新封建”模式发挥了明白无疑的影响。

俄罗斯当局 反感的非政府组织之一——“透明

国际”每年都发布腐败排行榜，结果显示，普京

执政的头个八年中俄罗斯每况愈下，从 2000 年的

第 82 位跌落到 2008 年的第 147 位。而从腐败的

规模上看，叶利钦时期更是不能跟普京时期同日

而语。“透明国际”的一位领导人表示：“不管

我们是否愿意，但所有的数据表明，俄罗斯的腐

败形势更为严重，这一切在很多方面与俄罗斯重

新国有化和加强中央权力相关。”③因此，霍多尔

科夫斯基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发表反腐败讲话也

是不难理解的。有的学者认为，尤科斯以国际标

准改造自己，实现“文明化”，提高合法性的努

力是想摆脱政府的“保护伞”，正是这个原因才

让当局不能容忍，因为那样的话，尤科斯与国家

的关系会被纳入法律框架，在面临掌权官僚的威

胁时将变得无懈可击。而且，会有更多的公司步

其后尘④。耐人寻味的是，西克史密斯在书中披露，

“强力寡头”在攫取了尤科斯的财富后为使其合

法化而在伦敦公开招股，以使财富受到“民主化

保护”，因为他们始终担心，一旦克里姆林宫发

生变化，这些财富也会被一掠而空。因为在俄罗斯，

这样的法律保护是没有的⑤。

俄罗斯的腐败是制度性的、结构性的。尽管

普京大力倡导反腐，成立专门的反腐委员会，制

定反腐法律，采取反腐措施，梅德韦杰夫在担任

总统后也声称加强反腐力度，但俄罗斯的腐败形

势并没有得到遏制。在现有的体系下，俄罗斯的

反腐是个无解的难题。当前俄罗斯学界对腐败问

题的研究已经从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

等各个角度得以深入，对转型的俄罗斯来说，政

治腐败仍是腐败的头等问题，其他的腐败都居于

次要地位。在不解决政治腐败的前提下，空谈法

律和道德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腐败的影响，俄罗斯一直以来被目为投

资经营环境不佳的国家，尤科斯事件更加深了俄

罗斯在外国投资者心目中的这种印象。普京与

①    Owen Matthews and Anna Nemsova, The New Feudalism.
②   Секре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Путина - Гизо. http://www.glavgazeta.com/

ru/content/sekret-stabilnosti-putina-%E2%80%94-gizo
③  Андрей Шароградский: Уровень коррупции в России сейчас 

выше, чем пять лет назад. http://www.svobodanews.ru/Article/2007/05/24/.
④ [ 俄 ] 米哈伊尔 • 杰里亚金 ：《后普京时代——俄罗斯能避免橙

绿色革命吗？》，第 222 页。

⑤ [ 英 ] 马丁 • 西克史密斯 ：《普京 VS. 尤科斯 ：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第 280 ～ 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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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韦杰夫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加以改善。普京在

2012 年重新就任总统后，甚至定下了数据指标，

要在 2020 年前将俄罗斯的国际投资环境排名由第

120 位提升到前 20 位。这个誓言能否实现，时间

是可以检验的，不过从不久前俄欧之间的商业纠

纷看俄罗斯的行事风格，这个目标的达成是令人

怀疑的。欧盟委员会 2012 年 9 月初表示，将对俄

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涉嫌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进行

调查，调查涉及公司可能存在的三项违反竞争的

行为。针对此项调查，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俄

罗斯法人在从事对外经济活动时保护俄罗斯利益

的措施，从而拒绝了向外国组织提供有关俄罗斯

战略企业的工作信息。在西克史密斯的书中，也

有一则故事：梅那捷普集团的英国总裁在欧洲与

北美的法庭上控告克里姆林宫窃取数十亿美元资

产，由于欧洲能源宪章对梅那捷普的诉讼有利，

普京决定，俄罗斯退出该宪章。但是法官根据宪

章退出的程序和效力，宣布俄罗斯仍然应该受到

宪章的约束，梅那捷普集团也有权接受宪章保护。

三、犬儒时代的思想领袖

“那是 好的时代，也是 坏的时代；是智

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也

是怀疑的时代；是光明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

是希望的春天，也是悲伤的冬天；我们无所不有，

也一无所有；我们直奔天堂，也直坠地狱——简

言之，那个时代同现在极其相似，某些喧嚣的权

威坚持认为，不管是好是坏，都只能用‘ ’字

来形容。”

狄更斯小说中这段富有意味的话广为传诵，

用在当下的俄罗斯似乎并无不可。普京治理了八

年的俄罗斯，经过梅德韦杰夫的转接手，重新回

到了他的手中。虽然现在俄罗斯不再是普京首任

执政时的“黄金年代”，但整个形势似乎也差强

人意。虽然 2011 年议会选举以来针对普京的抗议

示威活动一直不断，但规模越来越小，令普京满

意的是，新出台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正在奏效，俄

罗斯的社会稳定仍然在他的掌控之中。

可对于那些体制外的反对者来说，普京治下

的俄罗斯黯淡无光。叶利钦时代人们已经习惯的

自由辩论，在普京时代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平台，

向往自由的年轻人只能到虚拟空间去搭建。反对

派也忧心，他们的影响力与他们的志向之间还存

在很大的差距。虽然当局的打压是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自己也缺乏凝聚在一起的共识。他们目标不

明，行动无力，以致普京不无揶揄地说：“反对

派的领袖应当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以实际行动

来证明自己配得上领袖称号，而不是嘴上说说而

已。”①昔日被称为“金童子”的涅姆佐夫，营营

奔走于俄罗斯各个城市，不断发布揭露当局腐败

的报告，然而，少年子弟江湖老！

普京再次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前，舆论曾将其

与勃列日涅夫相提并论；富有戏剧性的是，普京

的发言人佩斯科夫盛赞勃列日涅夫是一位对俄罗

斯“有巨大贡献的人物”，认为那些批评他的人

根本不懂历史②。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虽然成为

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但被公认是停滞时

代，尤其在精神和思想上。在苏联解体的二十多

年中，俄罗斯人争取摆脱物质困境，还没来得及

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无力提升思想的高度。

尽管在这二十多年中各种思潮竞相而出，寻找民

族思想的努力没有停歇，但是，俄罗斯仍然处于

尴尬的境地：与现代西方思想难以对接，而传统

资源中又缺乏构建现代性的养分 ；尤其重要的是，

在权力决定一切的俄罗斯社会中，从愤世嫉俗到

玩世不恭只有一步之遥的犬儒主义很快就滋长起

来，价值和道德成分全面稀缺化，而当局却在利

用并引导着这一切。2007 年普京“按点下课”前

夕被奉为“民族领袖”，俄罗斯国内发出一片挽

留之声，大规模的“劝进”活动此起彼伏，年轻

的车臣领导人小卡德洛夫视普京为“上天赐给的

礼物”，认为“应该跪地请求他继续治理国家”。

这种情况在 2011 年时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

观，议会选举后中产阶级的抗议活动显示了这个

趋势。捷克思想家哈维尔的去世正值抗议盛行之

际，对他的关注在俄罗斯知识圈中掀起了一股热

潮。哈维尔有关后极权时代特征的洞见令俄国知

① 《普京：反对派领袖应当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http://rusnews.
cn/eguoxinwen/eluosi_shehui/20121007/43583833.html

② 《FT 社评：当心勃列日涅夫还魂》，http://www.ftchinese.com/
story/00104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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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有深刻的感受，俄罗斯似乎也

在期待这样的公共思想领袖。在当下的俄罗斯，

也许只有霍多尔科夫斯基一个人有资格成为“俄

罗斯的哈维尔”①，这不仅是因为他像持不同政

见者的哈维尔那样对体制暴力进行和平抵制，而

且他显示出了敢于担当的道德勇气，——个人经

历的变化已经使他脱胎换骨。

霍多尔科夫斯基有着巨大的魅力，许多与他有

过交往的人都对他交相称许，称其为“天才”。他

的辩护人尤里•施密特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之所

以很高兴地接受这个案件，一方面是坚信霍多尔科

夫斯基无罪，另一方面为其“令人震撼的个性”以

及“人格和职业气度”所倾倒，以至于为其打官司

是自己的幸运，与其交往就是对自己的某种奖赏②。

霍多尔科夫斯基不仅获得了知识界的同情，而且在

中产阶级中也赢得了声誉；他们大都主张释放霍多

尔科夫斯基，以体现俄罗斯的司法公正。2011年霍

多尔科夫斯基8年刑期届满，面临第二次审理时，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辛的回答 有典型性：“如果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恢复自由，那么俄罗斯

司法形象将会得到挽救，因为我们在法庭上一直

观察到的是俄罗斯的耻辱。它证明，这里没有任

何法治。如果霍多尔科夫斯基获释，某些人的形

象也能得到挽救。”③事实上，在议会选举后的抗

议活动中，霍多尔科夫斯基已经成为反对派的一

面旗帜。

性格是决定命运的重要因素，信念更是命运

的重要支撑点。在与普京发生正面冲突之后，霍

多尔科夫斯基被捕的危险也越来越近。除了等待

被普京投入监狱，他还有其他的选择，例如像别

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等寡头那样流亡海外，依

然过富豪的生活。尽管霍多尔科夫斯基也曾经动

过一丝飞往国外的念头，但他 终选择了留下来。

在这一点上他的朋友们看法不一，而他自己则幽

默地引用格言来回答：“智者善于走出困境，而

贤圣根本就不会陷入困境。”

留下来继续抗争，而不是选择逃亡，使霍多

尔科夫斯基赢得了尊重，也赢得了充当对手的资

格。正如他对《纽约时报》这样说：“如果我移

民了，只不过被视为寡头。如今，尽管身受折磨，

但在道德层面上，无人敢说我没有说话的权利。”

由亿万富翁重返平民之身使他在精神上完成了蜕

变，对自己参与瓜分国家资产的“强盗式”资本

主义进行了反思。其实，在改造尤科斯之初，他

就经历了圣徒保罗所经历的转变，反思了自己的

人生价值和目标④，并且通过开放俄罗斯基金会的

大规模慈善项目开始自我“救赎”的历程。与其

他寡头的奢华相比，他生活的相对简单也为这个

过程增添了一些光环。狱中的磨难使他的心理救

赎更加彻底，让他明白，“要改变国家，必须先

改变我们自己”⑤。对于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失败，

他认为自己和同盟者难辞其咎。与盖达尔和丘拜

斯等其他自由主义人物的反思相比，霍多尔科夫

斯基在情感上的深沉更容易取得人们的谅解，如

同叶利钦的辞职演说感动了许多人一样。通过这

些反思，他为自己重新进行了定位，把自己、妻

子和同盟者视为俄国历史上的十二月党人，视为

反对强大专制统治的自由起义者。正是“受难”

和“殉道”之路，使他在俄罗斯民众尤其是知识

界中赢得了共鸣。他在狱中向当局发出的檄文，

使当局愈加不安。因此，在选举期到来之前，他

经受了第二次审判。他为自己做的辩护总结在俄

语博客圈中广为流传：

“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绝对不是。但我

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跟很多人一样，我在监狱里

过得很艰难，我不想死在这里。但是，如果需要

我如此，我不会有丝毫动摇。我的信念值得付出

生命。我想，我已经证明了。而你们呢，我的对

手们？你们相信什么？你们认为你们的老大永远

正确吗？‘体制’有无上的权力吗？我不知道，

这得你们说了算。”⑥ 

作为一个思想者和政治反对派，霍多尔科夫

斯基所达到的道德高度是其他反对派不能比拟的。

①   Konstantin von Eggert, Russian Power, Russian Weakness. http://
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article/111776

②   Пока нет основания считать, что где-то в высоких кругах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е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и. http://www.khodorkovsky.ru/
custody/karelia/2012/05/28/17256.html

③   Что будет, если Михаил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 выйдет на свободу?http://
www.forbes.ru/ekonomika/lyudi/49508-chto-budet-esli-mihail-hodorkovskii-
vyidet-na-svobodu/slide/8

④ [ 英 ] 马丁 • 西克史密斯 ：《普京 VS. 尤科斯 ：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第 45 页。

⑤   同上，第 237 页。

⑥  Последнее слово Михаила Ходорковского. http://khodorkovsky.
ru/mbk/appearances/2010/11/02/137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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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只有通过自我牺牲、身体力行才能实

现救赎，完成“复活”；俄罗斯人对回头的浪子

永远是宽容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对俄罗斯社会发

展进程的推动究竟有多大，现在还难以确定，现

实的处境毕竟限制了他；即使他将来出狱，如何

确定自己的未来目标也不明朗。但是现在犬儒盛

行的俄罗斯社会，尤其是屡屡遭挫的反对派需要

这样一个具有道德勇气的精神支柱。

四、敢问路在何方

尤科斯事件中，普京摧毁了对手，但在本书

作者看来，他也是输家。尤科斯之后，普京建立

了独特的体制，“普京主义”是这种体制的概括。

再一次登上总统宝座后，面对反对之声，普京的

政策举措备受关注，但他似乎为自己构建的体制

所牵累。俄国“私有化之父”丘拜斯相信，反对

派的活动“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国家深刻社会变

革的体现”，但是“政府采纳的方针愈发严苛”①。

普京政治上的强硬态势，是他个人主动而为，还

是这个体制的惯性使然？普京要想进行改革，他

有意愿触动这个体制吗？他有能力改造这个体制

吗？在经济上，私有化进程重新开启，但利益集

团显然是个羁绊。2012 年 10 月 31 日，俄罗斯石

油公司总裁谢钦对外表示， 该公司全盘收购英国

石油持有的秋明—英国石油公司股份的交易将如

期完成，俄罗斯石油公司将成为世界 大的石油

上市公司。普京此前曾表示，批准收购是一个“艰

难的选择”，因为“这在整体上不符合我们抑制

国有资产增长的趋势”②。这是否显示，普京在经

济上意欲有所改变，但却有着情不得已的无奈？

目前已经成为俄能源行业掌门人的谢钦，正在力

图改变俄罗斯石油公司在西方的形象，但他能够

重铸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辉煌吗？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在他自

己看来，通过这种悲剧性的方式完成了自我“转

型”，“获得重生”③；在有些人看来，他“下

了政治豪赌”④，把自己与普京的冲突视为自由

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对抗。而西克史密斯也从历史

的角度，将霍多尔科夫斯基与普京的冲突视为俄

罗斯传统中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两种世界观冲突的

延续。也许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够超越个人的

命运，审视尤科斯事件在当代俄罗斯发展进程中

的意义，同时向我们展示，俄罗斯仍然徘徊在惶

惑的旅程上。      

   （责任编辑 靳会新）

① 《丘拜斯相信俄罗斯政治领域仍有进化空间》，http://rusnews.cn/
eguoxinwen/eluosi_neizheng/20121029/43604973.html

② 《普京：批准俄石油收购秋明 BP 是一个艰难的选择》，http://
www.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caijing/20121025/43602499.html

③ [ 英 ] 马丁 • 西克史密斯：《普京 VS. 尤科斯：俄罗斯的石油

战争》，第 233 页。

④ 同上，第 236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