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人物

朱可夫（１８９６～１９７４年），前苏联重要的军事活动
家、卓越的战略家，二战时期著名将帅。

伏罗希洛夫（１８８１～１９６９年），前苏联党务和国务活
动家、军事家，前苏联武装力量的积极建设者。

斯大林（１８７９～１９５３年），前苏联共产党和国家主要
领导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战略家。

赫鲁晓夫 （１８９４～１９７１年），前苏联党和国家的领
导人，１９５３～１９６４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书书书

－１　　　　－

前　言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问题困扰了

人们几千年。直至今日，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实，到底谁造就了谁，连上帝也说不清楚，即使说清楚

了，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当年的

那些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巨人们，于谈笑之间，对人类

文明进步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才是后人享用不尽的

宝贵财富。正是这一股股伟力凝聚而成的合力，改变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

而我们更迫切想要知道的是，他们的力量到底从何

而来？是怎样的成长过程让他们脱颖而出，从而站到了

时代的浪尖上长袖善舞？于是，人们对介绍伟人生平的

传记作品趋之若骛，希望从他们的言行、个性、思维方式

中，参悟到一些成功之道。

正是为了给读者打开这样一扇窗户，编者们经过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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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努力，终于向读者奉献了这套《希望文库》丛书。

本套丛书所写的百位传主，涉及了政治、文化、经济、

军事、科技等领域，编者通过真实可信而又详尽的资料，

既完整地介绍了传主波澜起伏的精彩一生，又不时地通

过深刻的心理描写和独具见解的议论，对传主的性格发

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让读者不仅看到扣人心弦的

故事，更从传主在故事中的表现，看到一些成功的端倪。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常常对传主的坎坷人生唏嘘感

慨，更对他们异乎常人的品质叹服不已，比如他们不达目

标、绝不罢休的坚毅隐忍，比如他们面对机遇，毫不犹豫，

立即采取行动的果敢姿态，以及运筹帷幄、处乱不惊的高

超智慧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我们也真诚希望，读者

朋友们在阅读过程中能得到比编者更大的收获。

当然，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

朋友们不吝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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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出英雄

莫斯科西南的卡卢加省斯特列尔科夫卡村，是一

个普通的穷村庄。一条没膝深的小河从村旁潺潺流

过，水上长满了绿藻，一到夏天这里便成了孩子们的

天堂。村北的一片桦树林，远远望去，仿佛是一片连

绵的山丘。在这个村子中央，有一座很破旧的房子，

房子的一个屋角已快要坍塌，墙壁和屋顶长满绿苔和

青草。然而就在这间不起眼的简陋农舍里，诞生了一

位后来赫赫有名的军事家，他对前苏联乃至世界的和

平作出了重大贡献。１８９６年１２月２日，格奥尔基·

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在此呱呱落地。据母亲讲，



２　　　　

希
望
文
库

这孩子出生时嗓门十分洪亮，仿佛在告诉大家，他已

来到了这个世上。

８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教会小学。他背着用粗

麻布缝的书包，和附近几个村里背着洋书包的小朋友

一起去读书。刚开始他有些自卑，但不久，这种自卑

感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朱可夫聪明且勤奋，所以在同

龄人中显得出众。朱可夫学习成绩拔尖，另外由于他

的嗓音很好，于是被吸收到了学校的合唱队。他的老

师名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教书很有

些经验，从不无缘无故惩罚学生，也从不提高嗓门训

学生，为人很好，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朱可夫在成人

之后，常常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师，因为是

这位老师引导自己热爱读书的。

１９０８年夏天，朱可夫小学毕业了。为了谋生，他

告别了父母，离开家乡去莫斯科，到他舅舅米哈依

尔·皮利欣开的毛皮作坊里当了一名学徒工。

朱可夫心灵手巧、聪明过人，一年之后就成了徒

工里技术最好的一个。同时，他和与他年龄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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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关系不错，亚历山大借书给他

看，还常常帮助他学习俄语、数学、地理，有时他俩还

在一起读科学读物。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当时在沙俄的

大力宣传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志

愿上前线打仗。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别利欣也决

定去，并极力劝朱可夫去。朱可夫一开始的确动心

了，就找他最尊重的好朋友桑多尔·伊万诺维奇商

量。伊万诺维奇说：“有钱的子弟是为了保住家中的

财产去的。而你呢，你为什么要去打仗？是不是因为

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你母亲被饿得发肿？如果

你打仗后，变成残废回来，谁还要你呢？”这些话把朱

可夫说服了。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亚历山大，结果招来

一顿痛骂。亚历山大只好独自一人上前线去了。

朱可夫继续在作坊干活。这时，他与房东的女儿

玛丽亚正在恋爱，并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但战争的

急剧变化，使他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了泡影。１９１５年

７月，沙皇政府决定提前征召１８９６年出生的青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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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轮到朱可夫上战场了，但他的热情并不高，因为他

离开莫斯科时，看见的一面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

一面是阔少爷仍和从前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这两种鲜明的对比，使他茫然。可他还是想，既然叫

我入伍，我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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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磨炼

１９１５年８月７日，朱可夫从卡卢加省小亚罗斯拉

韦次县应征入伍。

当兵第一天，朱可夫和同伴就被装上闷罐车。每

个车厢４０个人。新兵们一路上都只能站着，或者坐在

肮脏而冰凉的地板上。车厢里气味难闻，臭气、汗味、

烟雾，加上车厢里原来不知什么东西留下的霉味，交

织在一起，使新兵们连饭都吃不下。有的人在悄悄落

泪，还有的人呆呆地坐着，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朱

可夫暗暗问自己：“我吃得当兵的苦吗？如果去打仗，

我能行吗？”尽管此时他对自己军事方面的天赋还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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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知，但他相信，自己经过生活的锻炼，一定能当个

好士兵。这就是朱可夫的个性，干什么就要干好，并

且坚信自己一定能干好。

军营对朱可夫来说就像一张白纸，一切都是陌生

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连最习惯的走路、吃饭、解手、睡

觉，都有了新的约束和规定。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

他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那么不可思议。

１９１５年９月，朱可夫他们被派到了乌克兰境内的

后备骑兵第５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

城内。骑兵当时分为骠骑兵、枪骑兵、龙骑兵三种。

朱可夫被分到枪骑兵连。他为自己没有被分到骠骑

兵连而遗憾，一方面是因为骠骑兵的军服漂亮，年轻

人爱美心切，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因为那个连

队比较讲人道，打骂士兵的现象不多。这时的朱可夫

已清楚地看到，在沙皇军队里，士兵只是一个木偶，命

运完全掌握在各级长官手里。

到了枪骑兵连里，朱可夫不仅领到了军服，还牵

到了一匹深灰色的烈性马，名叫“哈谢奇娜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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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知道骑兵驰骋在疆场时，威风凛凛，但没

有多少人知道骑兵日常生活的艰苦。他们除了学习

步兵的科目外，还要学习马术，学会使用马刀等冷兵

器，每天还要刷三次马。与步兵相比，骑兵每天要早

起一小时，晚睡一小时。最要命的算是乘马训练，在

训练骑乘、特技骑术和使用冷兵器时，每个人两条大

腿都磨出了血，刚结了疤，又磨破了。每次训练后，马

鞍上都血迹斑斑。可朱可夫十分坚强，不怕苦、不退

缩。那匹烈马不知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有多少次，但

越摔这个年轻人训练时间越长，仅仅两个星期，“哈谢

奇娜娅”终于被驯服了。于是朱可夫就可以在马鞍上

牢牢坐稳。

朱可夫每次训练最认真、最刻苦。

１９１６年春天，成绩优秀的士兵才能进教导队，朱

可夫被选中了。１９１６年８月，朱可夫从教导队毕业

了，被分回骑兵第１０师。

当时第１０师正驻扎在德涅斯特河岸，其任务是担

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朱可夫是乘火车前往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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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他们负

了很重的伤急需治疗，但还要停下来为开往前线的部

队让路，朱可夫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感受。他还从伤员

那里听到各种消息。有的说俄军装备落后，伙食很

差，根本打不过敌人；有的说，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

官名声很坏，常常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士兵的死活；还

有的说最高统帅部里有敌军奸细，这仗没法打。这些

消息，严重影响了朱可夫的情绪，他再次深深地体会

到，指挥员的一言一行，以及能否与士兵同甘共苦，对

军心的凝聚是多么的重要。

很快，朱可夫经受了生平的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那是他们到达一个车站下车时，天空突然响起了空袭

警报，大家迅速隐蔽起来。接着敌人来了一架侦察

机，扔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结果炸死了一名士兵和５

匹马。

不久，在一次战斗中朱可夫俘虏了一名德军军

官，因而获得了他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枚勋章。

１９１７年２月中旬，彼得格勒部分工人开始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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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城和临近的城市，罢工人员

达２０万人，并且势如潮涌，不可阻挡。

朱可夫也置身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参加了“二月起

义”，并被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

当时全国的形势很复杂，朱可夫那里的情况也发

生了变化。５月初，共产党负责人雅科夫列夫调到别

的地方去了，他走后，社会民主党人趁机在团里掌了

权，宣称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方针。不久，连士

兵委员会决定解散朱可夫领导的这个连，于是，朱可

夫和其他委员只好给士兵们发了退伍说明书，并让他

们带上了马枪和子弹。由于朱可夫是该连负责人，所

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在

到处搜捕他，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得不躲起来。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在列宁等人领导下，爆发了震

惊世界的“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临时

政府盘踞的冬宫进行炮击，标志着起义的开始。在布

尔什维克党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

包围了冬宫及政府各部门。反动军队兵败如山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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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很快获得胜利。当晚１０点４５分，第二次全俄苏维

埃代表大会宣布：由于工人和士兵的胜利起义，“代表

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１１月３０日，朱可夫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莫斯科。

１９１８年１月份，朱可夫准备报名参加赤卫队。当

时，各地忠于革命事业的工人武装都被称作赤卫队，

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由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统一领导。由于赤卫队在“十月

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当时名声很响，青年工

人十分踊跃地报名参加。但朱可夫这一愿望落空了，

因为不久他得了斑疹伤寒，４月份，又得了“回归热”。

整整几个月，朱可夫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这是他一

生中在病床上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到１９１８年夏季，红军扩大到了２０万人。这时的

朱可夫经过几个月的调治，已渐渐恢复了健康。他殷

切地希望加入红军。１９１８年８月，朱可夫终于加入了

红军，编入了莫斯科骑兵第１师第４团。团长是铁木

辛哥，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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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显露

朱可夫所在的骑兵第１师，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

和优秀的元帅伏龙芝部队的一部分，他亲身感受到了

伏龙芝上任后战场及红军士气的变化，伏龙芝成为他

心目中的偶像。朱可夫认为，伏龙芝的统帅才能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伏龙芝富有远见，二是伏龙芝

讲究知己知彼，用己之长对敌之短，牢牢把握战场主

动权；三是伏龙芝和军亲众、关心士兵。

朱可夫在１９１９年３月１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也正是因为这个开始，他才

得以在苏联红军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以致成就了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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