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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彼得一世改革成功的原因

李 俊 英

彼得一世 ∀彼得大帝# 是俄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沙皇
。

在他执 政 期 间 ∀� ∃ % &

一
�% & ∋ #, 对经济

、

政治
、

军事
、

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
,

使俄国

初步摆脱了贫困
、

落后的面貌
,

跻身于欧洲强国之列
。

因此
,
彼得一世被称为

“
让俄国

腾空而起
”
的

“
真正的伟人

” �
。 �

关于彼得一世改革的历史背景
、

内容及其重大意义
,

中外学者著述很多
, 笔者想就

彼得一世改革成功的原因谈几点看法
。

 一 ! 审时度势
,

立下改革大志
。

彼得一世改革前
,
俄国的社会生产力较前有所发展

,

但同西欧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很

大
。

∀# 世纪 中叶至 ∀∃ 世纪中叶
,

荷兰
、

英国已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
,

走上 了资本主

义发展的道路
。

当时英国毛纺织品的产值达∃% %万英磅
,

从事毛纺织业的人口超过全国居

民的一半
,

产品远销国外
。

荷兰的纺织业也很发达
,

不少城市建立了手工工场
,
规模比较

大 , 造船业也相当发达
,

仅阿姆斯特丹就有造船厂几十家
,

它的商船总数有∀&。。。多艘
,

素有
“
海上马车夫

”
之称

。

欧洲其他国家虽然尚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
,

但封建生产关系

正在瓦解
,

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
,
生产力迅速提高

。

而俄国
,

无论在政治
、

军事
,

还是经济
、

文化方面都很落后
。

农业上
,

仍然是一个

农奴制国家
,

实行三圃轮作制
,

使用简陋的犁耙
,

耕作方法和生产工具都很落后
,

再加

上土壤贫府
,

气候寒冷
,

几乎年年欠收
,

粮食严重不足 ∋ 工业上
,

从∀∃ 世纪下半期开始

出现手工工场
,
到∀∃ 世纪末

,

手工工场仅(% 家
,

呢绒
、

纺织
、

武器装备等各种工业品几

乎全靠进 口 , 军事力量也十分薄弱
,
彼得继位初期

,

俄国没有正规军
,

也没有海军
,

只

有两万名射击军
,

几万名哥萨克骑兵和外国雇佣军
,

军队装备很差 ∋ 文化上
,

全国绝大

多数人是文盲
,

就连有受教育权的贵族阶层识字的人也寥寥无几
,

缺少教师
、

技师等专

业人才
。

在当时的俄国
,

没有世俗文化教育机构
,

没有报刊和杂志
,

宗教观念控制着整

个意识形态领域
。

落后的俄国
,

既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 日益增长的需要
, 又不利于加强沙皇的专制统

治和对外扩张
,
特别是地主阶级和新商人

,

他们从切身的利益出发
,

强烈要求加强国内

统治和对外侵略
。

为了达到以上 目的
,

彼得一世决心图强
,

立志改革
。

 二 ! 放眼世界
, 向西欧先进国家学习

。

了解并且认识西欧
,

向西欧先进国家学习
,

是彼得一世改革的第 一 步
。 ∀# ) ∃ 年 ∗

月
,

他派出一个(&% 人的庞大使团到普鲁士
、

荷兰
、

英国
、

法国和奥地利等国
,

对这些国

家的政治制度
、

生产技术
、

文化生活以及民风民俗等进行考察和访问
。

为了便于实地考



察
,

彼得隐姓埋名
,

以水手的身份与使团同住同行
。

他自称 “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
” ,

以表示他向西欧国家学习的决心
。

在荷兰的萨尔丹和阿姆斯特丹
,
他亲自到船厂当木工

和学徒
,

学习造船技术
。

他这种谦虚好学的态度和实干精神
,

博得周围人们 的 一 致赞

扬
。

� ∃ �  年
,

彼得来到伦敦
,
参观了军火工厂和海军实习所

,

并在泰晤士河畔的一个小

镇上住了两个多月 , 搜集图样和模型
,
专心研究造船理论

。

在英国期间
,

彼得还听了议

会的辩论
,

、

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
,

并到一些手工工场
、

学校
、

博物馆参观
,

访问了著

名的科学家和文化人士
, 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状况

。

为了适应改革的需要
,

彼得还派遣贵族子弟出国
,

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

文化
,

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

∀三 # 顺乎民心
,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
’

彼得一世考察回国后犷分析研究了西欧各国的建设经验
,
结合本国实际情况

,

既吸

收对俄国有用的东西
,
又不生搬硬套

,

制定出一套符合俄国国情
,

具有创造性的改革政

策
(

‘

在政治方面
,

着重对政权机构进行改革
,
废除了干预沙皇权力的大贵族杜马

,

建立

由沙皇任命的 � 名大臣组成的参政院
,
作为政府的最高机关

。

参政院 以 下 设 �
’

个 部

∀院#
,

后增加到 �& 个
,

代替过去庞杂混乱的近百个衙门
,

分管军事
、

外交
、

经济等李

务
,

’

其中以陆军
、

海军
、

外交  个院为主 ) 又设了监察总长职务
,

负责监督检查中央和

地方的工作 , 彼得把全国分为  个大州勃个省
,

州长和省长直接由中央指派 ) 他还废除

了教长这一职务
,

建立了宗教议会
,

会长由沙皇指派
,
把宗教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

使之

成为他专制统治的工具
。

彼得通过政权机构改革犷精简了行政机构
,

提高了政府机关的

办事效率
,
加强和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

。

在经济方面
,

彼得一世大力发展国内工业
,
兴办工厂

,
鼓励商人和外国人投资办企

业和对外贸易
,
以极其优惠的条件把官营企业转卖给私人经营

。

优先发展制造业
,
给予

厂家许多特权
,

其中包括贷款和提供劳动力
,

如� %幻年彼得一世颁布法令
,

、

允许工厂主

买进整个村庄的农奴到工厂做工
,
使之成为当时俄国手工工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

此外
,

彼得还聘请许多外国专家
、
工程技术人员

、

船长‘舵手和水手
,

仅从阿姆斯

特丹就聘请技师 �∗∗ ∗多人
,

给他们以优厚的生活待遇
,

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到 � % & ∋

年
,

俄国的手工工场由原来的&� 个发展到 & ∗∗ 多个
,

其中冶金工厂发展最快
,
� %。。年生铁

产量只有 � ∋万普特
,

到� % & ∋年增加到  ∗ 万普特
。

’

� % & &年俄国第一次出口生铁 ! & ! ∗ ∗普特
,

� % & ∋年输出生铁达∋ + � ! �普特
,

生铁 自给有余+
。

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

彼得一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 ∀∃ (,年颁布了

“
关税法

” ,

凡是国内能够生产的产品
,

一律提高关税率
,
目的是奖励输出

,

限制输入
,

限制了西欧

工业品与本国工业品竞争
,

保护了俄国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
。

在军事方面
,

彼得一世认识到
,

要想摆脱俄国的落后面貌
,

必须加强军事实力
。 ∀# ) .

年
,

彼得解散了叛乱的射击军
,
建立新的正规军

。

从∀# ) )年开始实行征兵 制
,

强 征 农

民入伍
,

到 ∀∃( &年已经建立起一支(% 万人的正规陆军
。

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
,

加紧

建造单舰
。

北方战争爆发后
,

·

军事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

彼得一世在亚速舰队的基础上又

建五了波罗的海舰队
。

到彼得晚年
,

俄国己续拥有军舰,翻史
、

小舰船 . %% 只和(. 。。。名永



兵组成的海军舰队/
。 几

·

一
彼得一世的改革开放政策

,
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需要

,

得到了当时俄国上层社会和下

层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

这是彼得一世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

 四 ! 改革文化
,

提高俄 罗斯 民族素质
。

为了改革落后的文化
,

为改革培养专门人才
,

彼得一世废除宗教教育
,
兴办世浴学

校
。

在莫斯科
、

0

彼得堡等地设立了数学
、

航海
、

造船
、

炮兵
、

工程兵
、

医护
、

矿业等专

科学校和海军学院
,

改革了俄文字母
,

创办了科学院
、

博物馆和剧院
,
还创办了全俄第

一份报纸—
《新闻报》

。

为了提高俄罗斯民族素质
,

在改革文化的同时
,

彼得一世对俄国的陈规陋习也进行

改革
,

反对穿长袍和跪拜礼
,

规定男子要穿短上衣
、

长腿裤
、

长靴
、

皮鞋和戴法国式礼帽
,

穿法国式或萨克森式大衣
。

女人要穿裙子
,

欧式皮鞋
、

高装帽
。

反对男子留长胡须
。

·

彼得一世认为
,

这些陈规陋习代表人们的偏见
、

迷信和黑暗的过去
。 ‘

是与 他 的 改

革
、

图新
、

寻求西方文明背道而驰的
。

 五 ! 任人 为贤
,

实行开明的官吏制度
。

为了培养一批忠于沙皇政府的新贵族阶层
,

政府明确规定
,

送子弟入校学习
,

是每

个贵族
、

官吏义不容辞的义务
。

对于那些不愿意学习的人
,

彼得采取种种措施
,

强制他

们 入学
。

规定除长子以外的儿子没有财产继承权
,

他们不能整天游手好闲
,

必须上学
、

经商或服役1
。

规定贵族子弟在校必须学会算术和一门外国语
,

否则就剥夺其特权
,

·

甚

至规定谁学不好就不堆结婚
。

彼得一世在选拔和使用人才的问题上
,

采取
“
量才取仕

”
的实用主义态度“ 只要对

他有用
,

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
,

不管是商人还是工厂主
,

不管是俄国人还是外国人
,
他

都能量才录用
,

从而打破了过去按出身门第
, 论资排辈的贵族世袭的传 统 制 度

。

工∃ ((

年
,

彼得颁布了
“
官职等级表

” ,

把文武官员分为十四个等级
,

根据每个官员的知识水

平
,

才能高低和贡献大小来任用官吏
。

这样
,

一些出身高贵
、

饱食终日
,

无所事事的贪

官污吏便失去了职务
,

而出身微贱但有真才实学的人被破格提拔到中央政府机构的重要

岗位上来
,

如童年时代的牧猪奴雅古任斯基当了政府的总检查官, 曾作过商店店员的沙

菲罗夫担任了副外长∋ 童年时期在莫斯科街头卖过肉饼
,

作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了陆军
·

元帅
,

是彼得一世最亲密
、

最得力的助手
。

对待外国人也是一样
,

象意大利人勒福尔特
,

英国商人雪特尼等 外国专家和学者都受到彼得的赏识和重用
,

并让他们参与国事
。

彼得一世
“
量才取仕

”
的开明官吏制度

,

使一些出身贫穷而有本事的平民成了国家

的栋梁之材
,
这是对旧的

“
恩赐官职制

” 、 “
世袭制

”
的有力打击

,
它削弱了贵族的特

权
,

加强了政府机关的办事能力
。

这一措施
,

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扩大了社会基础
,

也是

其改革成功的有力保证
。

 六 ! 不构私情
,

葫交开改革道路上的绊脚石
。

改革是一场破旧立新的斗争
,
必然会引起顽固势力的不满和反抗

。

彼得一世的改革

触犯了旧贵族的一些特权
,
破坏了他们安 逸舒适的生活

,

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

因此

遭到了贵族顽固派的反对和攻击
,

甚至多次发生叛乱
。

但彼得一世并没被这些吓倒
,

不 ‘

管是来自贵族反对派的攻击还是自己亲属的责难
,

他都能以国家利益为重
,

以“个改革
2



家的气魄
,

排除一切阻力
,

把改革推向前进
(

�∃ �  年秋
,

彼得把参与叛乱的 %� �名射击军处以死剂
,
同时还下令把支持射击

’

军叛

乱的索菲亚 ∀彼得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 拘禁到新圣母修道院
,

迫使她当了修女‘同年 �

月
,

彼得又把与贵族串通一起反对改革的皇后洛普希娜 ∀彼得的前妻# 送到苏兹达尔修

道院
,

命她削发为尼
。 � % ∗ ∗年夏天

, 了又揭露了坦波夫大主教伊梅拉吉伊和旧贵族霍凡斯
基图谋杀害彼得一世的阴谋

,

伊格拉吉伊被流放
,

、

霍凡斯墓被关进监狱
(

尽管如此
,
彼得一世的改革仍然继续遭到旧贵族反动势力的抵制和反对

。

但是这些

人本身已无力阻止改革的前进
,
他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皇太子阿列克塞身上

,
企图利用

皇太子作为他们废除新政
,

恢复旧秩序的工具‘

彼得一世根据
“
王子犯法

,
与民同罪

”
的原则

,

把皇太子交付法庭审判
, ,诊� 年 ∃

月& ! 日
,

’

特别法庭宣布阿列克塞死刑
。

‘

彼得对反对派的态度是
,

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多高
,

‘

也不管他们以前的功劳写贡

献有多大
,

也无论是 自己的亲咸朋友还是家庭成员
,
只要反对改革

,
’

破坏改革
, −

就要铁

面无情的予以打击
,

甚至公开进行镇压
(

这些措施
,

保证了彼得一世改革的深
‘

人进行
。

通过以上 可以看出
,

彼得一世改革之所以能获得成功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

有客观

原因
,

有主观原因
,

当然也同他自己的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是分不开的
。

‘

正是
一’

由 于 这

样
,

·

彼得一世改革虽然没能使俄国赶上西欧先进国家
,

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国的落

后面貌
,

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俄国的产生和发展
。

可以这样说
,

彼得一世改革是俄

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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