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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一手制造的“克里姆里宮醫生案件”實際把矛頭對準了貝利

亞。貝利亞別無退路，只有與斯大林一決雌雄。于是策劃了這起難度很

大、技術上卻很高超的針對斯大林的謀殺。本文摘自《天津日報》，作者

述。 

  由山東畫報出版社編輯出版的《老照片》第二十五輯，刊登了述

撰寫的《斯大林之死》，作者采用了俄羅斯許多新解密的檔案，使我們對

斯大林逝世的經過有了新的了解。 

 



  人生在世，誰能不死？但平民百姓之死與叱 風雲的歷史人物之死，

畢竟不可同日而語。而已故的歷屆甦聯領導人中，又以斯大林之死最耐人

尋味。 

  毫無疑問，斯大林生前手中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的一句話可以決

定人們的生死榮辱，甚至他的某個眼神也會使身邊的“戰友”不寒而栗。

遲暮之年，斯大林的多疑已發展到了離奇的地步，臨終前不久，更出現了

躁狂性恐懼癥。用餐時，某一道菜只要沒有人當面親自品嘗，他是決不去

動的。那些多年來侍奉左右、忠心耿耿的人，他一個也信不過。身邊那兩

個人們熟知的最恭順的人物———波斯克列貝舍夫和弗拉西克均被解職並

送進監獄。 

  斯大林不信任醫生。他多年不讓專家看病。僅在前往海濱休假時偶爾

準許派一名他了解的牙醫去。在一手制造了駭人听聞的“克里姆林宮醫生

案件”之後，斯大林覺得每個醫生都是暗藏的敵人和恐怖分子。因此，誰

也不了解斯大林的真正健康狀況。但他那日益加重的心理變態則是顯而易

見的。例如，在與幾名信任者共進晚餐開懷暢飲時，斯大林會突然站起身

來，離開飯廳前往外室，站在門外久久地偷听，看當他不在場時人們都講

些什麼。當然，人人都懂得斯大林的這套把戲，都佯裝不知。誰要是若有

所思或愁眉不展，斯大林便以懷疑的目光仔細盯著你。他要求每個人都高

高興興，和他一起唱歌，甚至跳舞。 

  從克里姆林宮到近郊孔策沃別墅的路途不算長，車隊忽然在莫斯科的

大街小巷里兜起圈子。斯大林有一份莫斯科地圖，他在行車中指示往哪兒

拐，怎麼走法。事先司機也不知道該走什麼路線，且每次都有變化。 

  從許多跡象看來，斯大林沒有想到過死，他根本沒有讓黨和國家領導

層對此作好準備。斯大林叫人覺得似乎“他的王國永無盡頭”。誠然，有

時他也作出不堪重負、希望免除職務的姿態。他在甦共十九大後的第一次

中央全會上就談到他一人兼任政府總理和黨的總書記甚感吃力。年歲不饒

人，精力不濟，連報告都作不下來，還算什麼總理？他一邊說著，一邊用

探詢的目光盯著大家的面孔。在座者沒有一個人認為斯大林實際上可以退

休。大家本能地感到，斯大林並不想將他這番關于退休的話付諸實施。馬

林科夫的發言只講了一句話︰斯大林同志應當留任總理和總書記，這點無

需證明。斯大林也就沒有堅持自己的要求。 

  長期以來，斯大林明顯地器重莫洛托夫。同他見面的次數比其他人都

多，往往在作出最重大的決定之前都只找莫洛托夫商量。政治局委員中大



概只有莫洛托夫可以反駁斯大林，發表自己的觀點。但到十九大召開時，

斯大林對莫洛托夫突然變得冷淡了，在隨後的中央全會上，對莫洛托夫和

米高揚表示了政治上的不信任，指責莫洛托夫“向美帝國主義投降”，並

建議不讓莫洛托夫進入主席團常務委員會。赫魯曉夫曾說過，如果斯大林

再多活上一段時間，莫洛托夫和米高揚的結局會很悲慘。 

  斯大林顯然對日丹諾夫頗為賞識，但對他的酗酒無度也很反感。不過

日丹諾夫死得相當神秘。斯大林未必把赫魯曉夫看在眼里，在他看來，赫

魯曉夫是個“莊稼漢式領導人”，直率，勤勉，卻未必是挑大梁的料。晚

年的斯大林，對貝利亞亦頗有戒心。至于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斯大

林對他們早已冷淡，甚至是討厭。他從未將米高揚、什維爾尼克、布爾加

寧、別爾烏辛等“二線”領袖當成領軍人物。于是，在除掉波斯克列貝舍

夫之後，機靈、勤勉、阿諛奉承的馬林科夫實際上操辦了斯大林所有的個

人事務，他將呈送斯大林的公文一一“歸類”和“過濾”。然而在晚餐會

上，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責備馬林科夫的“沒有骨氣”和不可饒恕的“軟

弱”。斯大林不會把這個女里女氣、缺少魄力的人當成自己的繼承人。 

  死期將至的斯大林，在自己的身後留下了一個真空。1952 年底和

1953 年初，斯大林曾幾次暈倒，血壓已接近危險值。赫魯曉夫回憶道，

斯大林往往會一時 涂或記憶模 。有一次，他剛要對布爾加寧說點什

麼，卻怎麼也想不起對方的名字。二戰後的斯大林，對自己的身體倍加注

意。他把希望寄托在高加索人的長壽上，那里的男子往往可以活到九十乃

至一百多歲。 

  他不止一次地在小範圍內說過，高加索總是使他充滿新的活力。每年

春天，他都要到位于高加索的黑海之濱長時間休養。然而歸來不久，他就

在貝利亞和莫洛托夫面前抱怨頭暈、惡心、不舒服。他身邊的人曾看見他

在辦公室中摔倒在地。國際外交界中有人打听到了這些情況。1948 年 1

月，斯德哥爾摩和倫敦都出現了關于甦聯首腦可能已經去世的傳聞和報

道。隨著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劇院的公開露面，謠言不攻自破。 

  1953 年 2 月 28 日是個星期六。斯大林邀請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貝

利亞和布爾加寧到克里姆林宮，大家一起看了電影。意猶未盡的斯大林提

議到他位于孔策沃的近郊別墅吃晚飯。這頓飯照例吃到了次日清晨四五點

鐘。斯大林已略有醉意，但心情極佳，沒有任何會出意外的跡象。客人告

辭了，斯大林出來送客，高聲地說笑，還用手指戳赫魯曉夫的肚子，照烏

克蘭人的方式叫他“米基塔”。心情好的時候，他總是這樣叫的。 



  第二天(3 月 1 日)是星期天，赫魯曉夫認為斯大林還會召見他們，便

一直等電話，飯也不敢吃。後來還是稍微吃了點東西。然而電話始終未

來。難道斯大林決定給他們放一天假嗎？這不可能，有點反常。莫名其妙

的赫魯曉夫脫衣上床了。 

  斯大林通常是上午 11—12 點起床。有時他 10 點就睡不著了。這天

10 點，他的房間內沒有動靜，11 點，沒有動靜，12 點、1 點、2 點、3

點、4 點，始終沒有動靜。警衛人員坐不住了，覺得情況不妙。可怎麼辦

呢？進他房間去嗎？但他曾下過死命令︰如無動靜，不得進入他的房間；

否則嚴懲不貸。時間不斷地過去，警衛人員卻始終不知該怎麼辦。晚上

10 點，郵件送到。一名警衛以送郵件為名大著膽子走了進去，這才老遠

看見斯大林躺在小餐廳的地板上，舉著右手，他似乎尚未失去知覺，但已

不會講話。看來是听到了腳步聲，便勉強舉起手來求助。“斯大林同志，

您怎麼啦？”“要不要叫醫生？”回答是含混不清的“茲……茲……”

聲。地板上擺著一塊懷表和一張《真理報》，表上的指針指著六點半。一

問一答之間，兩三分鐘過去了，斯大林忽然輕輕地打起鼾來，好像是睡著

了。幾名警衛將斯大林抬到大飯廳的沙發上，開始四處打電話。先是打通

了馬林科夫的電話。大約半小時後，馬林科夫給警衛人員回電話︰“我沒

找到貝利亞。”又過了半個小時，貝利亞來電話說︰“斯大林同志的病情

不要對任何人講。” 

  一個小時過去了，沒有人急于救助生命垂危的斯大林。只有警衛人員

坐在床前等待著。到夜里三點鐘，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才來。他們問斯大林

情況如何，這時病人躺在床上，發出輕微的鼾聲。貝利亞沖著警衛一頓臭

罵︰“你干嘛大驚小怪的？主人原來睡得挺好嘛。咱們回，馬林科夫！”

貝利亞不听警衛的解釋，說︰“不要大驚小怪，不要打擾我們，也不要驚

動斯大林同志。”然後揚長而去。 

  74 歲的斯大林穿著尿濕的褲子躺了 4 個小時(小便已失禁)，被他的

戰友們宣布“睡得很好”，他沒有得到任何救助。 

  警衛人員總覺著不大對勁，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再次給馬林科夫去

電話。于是，赫魯曉夫在早上七點多鐘來到別墅。他詢問了斯大林的病

情，並說醫生馬上就到。醫生是在八點半至九點之間到的。 

  這里有個重要的細節值得注意。3 月 1 日凌晨，斯大林送走客人後，

對當日值班警衛說了一通完全出人意料的話︰“你們統統去睡覺吧，我什

麼也不需要，我也要睡了。今天我不用你們。”(這位警衛名叫赫魯斯塔



廖夫，他在 3 月 1 日上午 10 點交班後即離開別墅)赫魯斯塔廖夫當即把這

個指示傳達下去，大家感到又驚又喜，“主人”從未發過這類指示，通常

是問你︰“想睡覺”並用眼楮從頭到腳盯著你。誰還敢睡？今天真正破天

荒頭一遭，于是一個個放心大膽，倒頭便睡。 

  人們永遠無法知道當天夜里，斯大林緊閉的內室中究竟發生了什麼？

但只有兩種可能︰一、斯大林失去理智命令大家睡覺，恰好那天夜間他突

然中風……二、赫魯斯塔廖夫在某人的授意下將部下都打發去睡覺，好讓

他或者別的什麼人有機會與領袖單獨在一起…… 

  赫魯斯塔廖夫本人或者別的什麼人是否潛入了無人看守的房間？是否

給酒後熟睡的“主人”打了一針？這一針是否引發了中風？是否“主人”

醒來後感到一陣頭暈惡心，試圖自救，卻只能走到桌子跟前？這一切都是

推測。若果真如此，則四位戰友(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布爾加

寧)那驚人的大膽就不難理解了︰他們得知此事後，並未及時趕來救助，

對所發生的事情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並且確信斯大林已不會對他們構成威

脅。 

  有論者認為，無論是兩種情況中的哪一種，四戰友都是有意識地對生

命垂危的斯大林見死不救。都是他們將斯大林害死的。事隔多年之後，莫

洛托夫曾引用貝利亞對他說過的一句駭人听聞的話︰“我把他干掉了。” 

  為斯大林作檢查的醫生們都怕得要命，他們的手在瑟瑟發抖，牙醫在

為其卸假牙時將假牙掉到了地上。警衛將病人的襯衫撕開，醫生在進行了

全面檢查後，得出結論︰腦溢血。斯大林已失語，右手不能動，左腿也已

癱瘓。接下來，醫生們對病人進行了搶救︰注射、在後腦勺和脖子上貼醫

蛭…… 

  戰友們將布爾加寧留在病人身邊，驅車前往克里姆林宮。據日志記

載，3 月 2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貝利亞、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來到斯大林

辦公室。隨後，失寵的莫洛托夫、米高揚、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其

他中央主席團委員也來了———開始在斯大林的辦公室里瓜分他的權力。

此後，貝利亞、馬林科夫和膽子大了起來的伏羅希洛夫、米高揚又驅車前

往別墅。 

  根據日志，當晚九點半，他們又在斯大林辦公室開會，繼續瓜分權

力。早上又去別墅。天天如此。 



  盡管如此，奄奄一息的斯大林對他們說來還有用處。一位在場的醫生

後來寫道︰“馬林科夫暗示我們，他希望醫療措施可以使病人生命延長相

當一段時間。我們都明白這里說的是為組建新政權和準備社會輿論所必需

的時間……斯大林偶爾呻吟兩聲，只有那麼短短的一瞬仿佛他用理性的目

光掃視了一下周圍的人。伏羅希洛夫便說︰‘斯大林同志，我們在這兒，

都是你的忠實朋友和戰友。你感覺如何，親愛的？’但那目光已無任何表

示。” 

  莫洛托夫說︰“我被叫到別墅……他的眼楮已經閉上，當他睜開眼楮

想說點什麼的時候，貝利亞就跑到他面前吻他的手，葬禮後貝利亞哈哈大

笑道︰‘科學泰斗，哈哈哈。’” 

  赫魯曉夫說︰“斯大林一發病，貝利亞就罵罵咧咧，直挖苦他。可只

要病人臉上出現恢復知覺的跡象，貝利亞便跑過去，跪在旁邊，吻起他的

手來。” 

  斯大林之女斯韋特蘭娜是正在上法語課時被叫到別墅的，她回憶道︰

“臨死之前的痛苦掙扎十分可怕。大家眼看著這種掙扎使得他透不過氣

來。在某一刻，看來是在最後一刻，他忽然睜開眼楮，掃視了一下站在周

圍的人，這目光令人不寒而栗，不知是神經失常的目光，還是憤怒的、充

滿了對死亡的恐懼和俯身向他的陌生醫生的恐懼的目光。這目光在剎那之

間掃視了一下所有的人。這時，他又令人感到費解和可怕地忽然舉起(可

以活動的)左手，不知是朝上指著什麼地方，還是在向所有在場的人發出

威脅。手勢令人不解，卻是帶威脅性的。而且不知道他那是針對誰、針對

什麼……” 

  她還寫道︰“只有一個人的舉止簡直有些不成體統，這就是貝利亞。

他極度興奮，那張本來就招人討厭的臉不時因使他膨脹的私欲而變得不堪

入目。他的私欲是圖虛榮、殘暴、狡猾、對權力的渴求……在此重要的時

刻他竭力做到既不要狡猾過度，又不要狡猾不足！他走到床前，久久凝視

著病人的臉，父親偶爾睜開眼楮但看來並無知覺或者是意識模 。于是貝

利亞便緊緊盯住意識模 的眼楮，他希望在這里也是‘最忠實、最忠誠

的’……這是個絕妙的狡猾廷臣的現代典型。他身上體現了東方式的奸

詐、謅媚和偽善，連父親這樣不會輕易受騙的人也被他所蒙蔽。” 

  眼下，貝利亞的本性已暴露無遺，他已很難克制自己。不光是斯韋特

蘭娜，許多人都明白是這麼回事。但大家都很怕他，都知道值此斯大林彌

留之際，全俄國再沒有人握有比這個十分可怕的人更大的權力和力量。 



  3 月 5 日晚上 9 時 50 分，在位于莫斯科近郊孔策沃的斯大林別墅，

斯大林停止呼吸。貝利亞第一個跑到走廊上，人們听到了一個掩飾不住喜

悅心情的高聲呼喊︰“赫魯斯塔廖夫，來車！”(又是這個神秘的赫魯斯

塔廖夫！) 

  貝利亞匆匆去了克里姆林宮，其他領導人也隨後趕到。在這里舉行了

斯大林去世後的第一次中央主席團全體會議。時任《真理報》主編的德‧

特‧謝皮洛夫應邀列席會議。據他的回憶，斯大林坐了 30 年的首席圈椅空

著，沒有人坐，馬林科夫和貝利亞相對坐在首席圈椅的兩邊。貝利亞顯得

興高采烈。沒有正式的主席，但馬林科夫的新角色是數日來在斯大林的病

榻旁講好了的，于是大家都對著他說話。他也對會上的發言加以總結。會

議決定由甦斯洛夫和波斯佩洛夫立即起草《告全國人民書》，並成立以赫

魯曉夫為首的治喪委員會。 

  後來舉行的幾次會議，決定由馬林科夫出任部長會議主席，貝利亞、

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為副主席，卡岡諾維奇任第一屆主席；決定中央主席

團從 25 人減為 10 人。貝利亞分管由國家安全部和內務部合並而成的內務

部，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長，布爾加寧任國防部長。 

  全國舉行了規模空前的哀悼活動。 

  孔策沃別墅的全體警衛和服務人員連同家人均被趕出莫斯科。有幾位

去找了貝利亞，要求別發配至外地。貝利亞指著地面對他們說︰“你們不

想到外地去，就去那兒吧。”那個赫魯斯塔廖夫身患疾病，不久即一命嗚

呼。自此，斯大林別墅人去樓空，風光不再。 

  人們在了解斯大林之死經過的同時，不免會對四戰友的行為感到困惑

不解。為什麼他們在被驚慌失措的警衛人員叫醒後，沒有吩咐馬上請醫

生？警衛在發現斯大林躺在地板上時，為什麼沒有立即向醫生求助？寶貴

的搶救時間被白白地耽擱了！的確令人費解。 

  警衛的行為在斯大林去世之後不久就有了答案———領袖成了自己制

定的體制的人質。根據貝利亞所批準的條例，未經他批準，不許醫生接近

斯大林。這一防範措施是在斯大林的私人醫生維諾格拉多夫教授被捕之後

采取的。因此警衛和服務人員均不敢叫醫生。 

  四戰友的情況則比較復雜，直到今天仍沒有圓滿的答案。但至少有兩

種解釋。一是貝利亞簽發的條例也適用于主席團常務委員。誠然，這個解



釋經不起推敲︰為什麼貝利亞不利用自己的權力把醫生叫來呢？第二種解

釋是，貝利亞剛剛與一個女人鬼混過，滿嘴酒氣的他，沒有發現斯大林正

處于危急狀態。但是，考慮到躺在地板上的斯大林的身體狀況，這種說法

讓人很難信服。況且，貝利亞當時還把警衛訓斥了一通。 

  據斯韋特蘭娜分析，斯大林的衛隊長弗拉西克將軍和私人秘書波斯克

列貝舍夫以至維諾格拉多夫教授之先後被捕，均與貝利亞有關，是他從中

作祟的結果。毫無疑問，像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貝舍夫這樣的老人完全可

以無須通知政府就立即發布命令，醫生也會立即趕到。有論者認為，斯大

林犯病、治療直至去世的全過程，均由貝利亞一手精心策劃和導演。 

  也有論者認為，斯大林一手制造的“克里姆里宮醫生案件”實際把矛

頭對準了貝利亞。貝利亞別無退路，只有與斯大林一決雌雄。于是策劃了

這起難度很大、技術上卻很高超的針對斯大林的陰謀，斯大林是被謀殺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