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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宁的父母

列宁的父亲

列宁诞生之际，正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期间。沙皇统

治下的俄国原是封建专制社会，极其腐朽落后，国内百分之九

十的人是农奴。

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之前，农奴被腐朽的农奴制束缚在土地

上。农奴在土地、人身、司法上毫无自由，处于社会最底层。

腐朽的农奴制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俄罗斯

沦为欧洲最落后的国家。



００　２　　　　

１８５５年，亚历山大继位，成为俄罗斯帝国的第十一位皇

帝，史称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是俄罗斯历史上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

世齐名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对俄罗斯

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１８６１年，亚历山大二世做了一件俄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

大事，他毅然下诏，废除了农奴制，为俄罗斯的中兴奠定了

基础。

在社会领域，亚历山大二世加大了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资

金投入。从此，大学获得自治，学术空气逐渐转向自由化。从

１８６４年开始，中等教育机构开始面向全社会招生，改变了此

前只接收贵族子弟入学的做法。

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俄罗斯开办了第一批女子中

学，女学生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和医学专业教育的权利，俄

罗斯妇女的社会地位要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罗斯出现了一大批艺术、医学和

教育方面的社会团体，出现了第一批社会慈善机构。

亚历山大二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落后的俄国进入西方

强国之列。

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俄国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

发现元素周期表的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发现生物条件反射的

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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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出现了伟大的教育家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

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就是列宁的父亲，列

宁正是在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伊里亚热爱教育事业，他的教学水平很高，成绩显著。

学生们都敬爱伊里亚，因为他从来不体罚他们，也不向校

长告状。他耐心细致地给学生讲课，并在星期日免费给那些赶

不上功课和家中没人给学生讲解的学生补课。这些学生直到晚

年还念念不忘伊里亚，终身感激不尽。

在出任教育厅巡视员期间，伊利亚工作非常努力。他上任

之时，辛比尔斯克全省总共只有２０所学校。这些旧式学校，

校舍又脏又差，教师水平很低，教学方法还停留在原始的体罚

阶段。为发展国民教育，伊里亚一切从头做起：他游说当局，

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建校经费，劝说农民建造新的校舍。他开办

了波列茨师范学校，培养育年师资力量，让他们按照新的教育

要求进行教学。

伊里亚认真负责，不屈不挠，战胜了许多困难，在推进教

育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他任职的１７年中，辛

比尔斯克省发展到４３４所小学、２万名初级学校学生，还有好

几所中学和几百名中学生。

伊里亚生逢盛世，风云际会，大显身手。由于他工作勤

奋、成绩卓著，１８７４年被提升为辛比尔斯克省国民学校总监。

这个职位在当时的十四级文官等级中高居第四级，也就是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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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中的将军。伊里亚由此成为世袭贵族，受到沙皇的褒奖。

伊里亚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影响了整个俄罗斯，成

为一代办教育的楷模。于是，他在辛比尔斯克省从事教育活动

的那一时期被称为乌里扬诺夫时期，而他培养出来的用革新思

想武装起来的教师则被誉为乌里扬诺夫式的教师。

伊利亚喜欢在家里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喜欢给孩子们补

习功课，和他们玩耍，给他们讲故事。

伊利亚的高贵品质影响了列宁的一生。

列宁的母亲

列宁不仅有一位伟大的父亲，还有一位慈祥的母亲。

列宁的母亲玛丽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扬诺娃是一位

医生的女儿，她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

玛丽娅三岁便失去了母亲，在喀山省克库什基诺村由父亲

和姑母抚养。

在姑母卡捷琳娜·伊万诺娃·埃森的帮助下，玛丽娅掌握

了德、法、英三国语言，还自学了俄国和西方文学以及中学的

其他课程。随后，她到萨马拉考取了走读生，毕业后获得了家

庭教师的职称。她在农村教书育人，农民都很爱戴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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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还自学音乐，表现得十分刻苦。学习弹奏钢琴时，

她无数次地弹奏练习曲、短曲和歌剧选曲。钢琴放在门厅里，

冬天门厅内温度很低。有时，她的手指都冻僵了，但她仍然继

续弹奏，她的毅力是极其顽强的。

玛丽娅的容貌非常漂亮，脸型端庄，长着一双聪明、灵活

的大眼睛，脸上总是呈现出和蔼、文静，同时又很严肃的表

情。在她的身上，人们感到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和坚韧果断

的气质。

玛丽娅有一种罕见的感召力，大家和她在一起时都感到很

舒畅、很快乐。大家都愿意听她严厉的要求，愿意接受她所建

立的固定的生活秩序。

玛丽娅不喜欢待在交际场所里，也不喜欢闲扯。婚后，她

总是在家里和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爱她，尊敬她。只要她轻

轻地、亲切地说他们一声，就足以让他们听从。

列宁非常敬佩母亲，列宁夫人回忆说：“列宁的高贵品质

和坚强意志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

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伊里亚和玛丽娅完全遵照俄国卓越教

育家乌申斯基、皮罗果夫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所

提出的教育原则。在乌里扬诺夫家庭里，教育子女的一切方法

和手段都在于丰富他们的智慧、感情，增强他们的体质，发展

他们的个性。

玛丽娅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儿女们。冬天的晚上，她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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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们弹钢琴，孩子们特别爱听，无不受到优美音乐的

熏陶。

玛丽娅经常参加孩子们的游戏，让孩子们感到无比幸福。

伊里亚和玛丽娅善于把子女的童年变成黄金般的童年、美

好幸福的童年。但是，在这种黄金般的童年中，绝不允许娇生

惯养、游手好闲和贪得无厌，她要孩子们具有完美而健康的

身心。

列宁兄弟姐妹六个，他排行第三，上面有姐姐安娜·乌里

扬诺娃·叶里扎罗娃和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下面有大

妹妹奥丽珈·乌里扬诺娃、弟弟德米特里·乌里扬诺夫和小妹

玛丽娅·乌里扬诺娃。

在父母的教育下，除了奥丽珈在２０岁病死外，其他人都

成了革命者，为俄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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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伏尔加河之子

活泼的孩子

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２日，列宁生于俄罗斯辛比尔斯克。

列宁原名叫列宁·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这个名

字是列宁·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投身革命后，为躲避沙皇政府

的追捕和新闻检查而起的笔名。

辛比尔斯克是俄罗斯的一座省城，坐落在伏尔加河畔，是

一个港口城市。

伏尔加河是欧洲最长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内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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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流入里海，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列宁生于伏尔加河河畔的辛

比尔斯克，因此被人称为 “伏尔加河之子”。

童年的列宁很幸福，在父母的教育和呵护下，渐渐成长起

来。他品学兼优、理想远大。

那时，列宁家在辛比尔斯克有一幢宽敞的住宅。这是父亲

在任国民教育总监时购买的。

房子前面有一个长满青草的大院，后面是一片果园。果园

西边有一道小门，直通辛比尔斯克的第二条大河———维斯亚

加河。

列宁是家中第三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姐姐，名叫安娜；一

个哥哥，名叫亚历山大。

列宁几乎和比他小一岁半的奥丽珈同时学会走路。

据列宁的姐姐安娜回忆，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经常会摔

跤。别的孩子跌倒了，往往自己能爬起来。而列宁刚学会走路

时，只要一跌倒，就爬不起来了，会发出大大的头触地的声

音，接着便是号啕大哭声，会惊动全家。因为列宁的头太大

了，一跌倒自己是爬不起来的。

住在楼下的熟人说，经常能听到列宁的大头碰地板的声

音。为此，父母曾担心地说：“这孩子的头太大了，长大后不

是绝顶聪明，就是一个大傻子。”

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担心是多余的，列宁成长为一位

绝顶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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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学会走路后，特别活泼，能吵能嚷，十分爱闹。

列宁的智力和精力比同龄孩子高出一大截，往往出语惊

人。有—年，全家坐轮船到喀山乡下去避暑，这是列宁生平第

—次出远门。一路上，列宁兴奋不已，在轮船上不停地大喊

大叫。

母亲听了一阵，见列宁还在不停地喊叫，便对他说：“在

轮船上是不允许这样大喊大叫的。”

列宁不假思索地反驳道： “可是轮船自己也在大喊大

叫呀！”

列宁的回答引得周围的人哄堂大笑，都说： “这孩子真

聪明！”

母亲听了，为之语塞。

列宁喜欢玩热闹的游戏，常常把妹妹奥丽珈赶到沙发底

下，然后喊口令：“从沙发下面往外开步走！”

有一次，列宁和妹妹奥丽珈在花园里玩过家家的游戏。奥

丽珈坐在用干树枝搭成的窝棚里，窝棚外面放着一堆干树枝。

上面盖一层红树叶子，表示篝火正在熊熊地燃烧。火上面放着

瓦罐，表示在做饭。奥丽珈头上插着一块很大的绿色牛蒡叶作

头饰，正在等候猎手归来。过了一会儿，列宁 “打猎”归来

了。他一手握弓，一手拖着被他捕获的 “野兽”———大树根。

他手舞足蹈地向奥丽珈讲述了他同野兽搏斗的经过：他一箭射

中野兽后，野兽追他、咬他，使他失去了知觉。列宁一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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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学野兽咆哮。最后，列宁说自己狩猎后又累又饿，要求奥

丽珈回家给他取两块面包吃。天真的妹妹真的回家取来面包，

列宁分一块给妹妹，然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兄妹俩吃得可

香了。

有时候，顽皮的列宁喜欢搞一些恶作剧来戏弄弟弟和妹

妹。一天，他和妹妹奥丽珈玩 “赶马人”游戏。开始时，列宁

扮演赶马人，妹妹扮演马。列宁用绳子套着 “马”，用鞭子打

“马”，“马”很驯服。而当列宁扮演马时，没等妹妹用鞭子赶

“马”走，列宁就挣脱绳子跑到了一边。

妹妹坐在草地上赌气说：“这样玩不行，我不玩了。”

列宁做了鬼脸说： “马总比人力气大。赶马人应爱惜马，

给马喂点好吃的，比如带盐的黑面包。那马就会乖乖地听使

唤了。”

妹妹一听这话，立即高兴起来，忙说： “说得对，应该是

这样的。”

列宁虽是家中最淘气的一个，但他还是听大人话的。有

时，列宁闹得太过分了，母亲为了让他安静些，就让他到父亲

的书房，坐在一把圈椅上，以此作为处罚。只有等母亲允许之

后，列宁才能站起来再去玩耍。

有一天，母亲又叫列宁坐在圈椅上。这时，正好有人把母

亲叫走了。母亲一忙，把列宁忘了。过了好久，母亲才想起列

宁，赶紧跑过去一看，发现列宁早已坐在圈椅里安静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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