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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访华的前罗马尼亚领导人死亡内幕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是前

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他曾
多次访华，为中国人民所熟
悉。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刮
起一场政治风暴，几天后及
其夫人埃列娜竟倒在本国人
的枪口下。中国驻罗马尼亚
记者亲历了这场政治风暴，
见证了齐奥塞斯库之死。

齐奥塞斯库 1918年出生在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青少年
干过鞋匠和铁路工人，年轻时就
积极投入了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
治和法西斯势力的斗争。1936年
他 18岁时加入当时处于地下的
罗马尼亚共产党。从 1934年起他
就多次被捕，曾被关押在有“罗马
尼亚巴士底”之称的多夫塔纳大
狱达五年之久。1944年 8月罗马
尼亚共产党协同罗马尼亚军队中
的爱国人士和包括当时的罗马尼
亚国王在内的皇室成员举行武装
起义，推翻亲法西斯德国的政府，
并向德国军队开战，之后苏联军
队进入并解放了罗马尼亚。

1965年 3月前，齐奥塞斯库
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兼书记处书记。1965年 3月罗
最高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生病逝
世，47岁的齐奥塞斯库被任命为
罗共中央第一书记。齐上台后工
作是小心谨慎的，注意坚持集体
领导。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

斯洛伐克。对此，以齐奥塞斯库为
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政府采取
了坚决反对的态度。

罗马尼亚本身也受到严重的
威胁。齐奥塞斯库不妥协，加强
了军事准备，并在全国成立了大
规模的民兵组织——“爱国卫
队”。齐奥塞斯库坚持独立、反
对外来干涉的立场受到全国的拥
护，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赞许和支
持。

从上个世纪 70年代起齐奥
塞斯库逐渐变得居功自傲起来。
1971年，当时的罗共中央书记伊
利埃斯库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提出
了与齐奥塞斯库相反的意见，结
果被贬到地方，受到了不公正的
待遇。1974年罗实行总统制，齐
奥塞斯库作为总统拥有了直接颁
布法律、任免政府成员的大权。在

此之后一直到他在 1989年 12月
下台，齐奥塞斯库一人兼任了罗
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共和
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兼武装
部队最高统帅、经济和社会发展
最高委员会主席等所有党政最高
职务。齐奥塞斯库本人集党、政、
军大权于一身，成了主宰一切的
绝对权威。其他领导人对他必须
俯首帖耳、恭敬从命。不听话，提
出不同的意见的人，就被解除职
务。在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齐
奥塞斯库都是一人说了算。

个人迷信越搞越烈，齐奥塞
斯库走到哪里，都要组织群众的
盛大、隆重的欢迎。群众必须提前
几个小时到场，即使风吹雨淋、烈
日暴晒也要参加。甚至当着齐的
面还要高呼“万岁”。这种状况持
续了近二十年时间。每次举行大

会，罗官方都组织一批保安部队
成员坐在会场的头七八排，即一
种政治“拉拉队”。齐奥塞斯库讲
话时，每隔二三分钟这些人都站
起来鼓掌、叫好。这时出席大会的
其他人也不得不站起来鼓掌。齐
奥塞斯库每讲一次话，大家不得
不站起几十次。

20世纪80年代，齐奥塞斯库
的夫人埃列娜在政坛上上升到仅
次于她丈夫的地位，成为党内最
高决策机构的成员，并掌管罗党
内人事大权。在政府里，名义上
她是副总理，但实际上她是“超
级总理”。罗马尼亚各级官员都
习惯地称齐奥塞斯库为“一
号”，其办公室为“一号办”，埃
列娜为“二号”，“二号办”。齐
奥塞斯库的3个弟弟也担当了罗
共和军队的要职，他的小儿子尼
库也当上了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候补委员（即中央政治局候补委
员）。在罗马尼亚形成了齐奥塞
斯库家族统治的局面。

在齐奥塞斯库执政的头十年头
里，罗马尼亚经济是上升的，人民的
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后来他提出了
一项雄心勃勃经济发展计划，要在短
期内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完整的工
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
化工、机器制造和钢铁工业。为了发
展重工业，罗政府从西方大量贷款购
买较为先进的技术设备。高积累、高
速度、高指标是齐奥塞斯库经济政策
的核心。国民收入的积累率每年都达
30%以上，有的年份竟达33%。齐奥塞
斯库不顾本国国情，建设了一批耗能
高、经济效益差的大工厂、大企业。本
国缺乏铁矿和焦煤，却建设了两座年
产量各为10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
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本国原油年
产量只有1000万吨，却建设了年加工
能力在3500万吨以上石油加工企业。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原油价
格猛涨，罗马尼亚不得不花更多的钱
进口原油。而罗加工的石油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卖不出好价
钱。在经互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
经济组织）范围内，罗出口的本国部
分原油和石油产品换不回自己急需
的现汇，只能换回低档次的工业品。
在收入少，支出多的情况下，外债猛
增。20世纪 80年代是罗马尼亚的还
债高峰期。齐奥塞斯库执意要在1990
年以前还完全部外债，为此采取了最
大限度限制进口和增加出口的方针。

结果罗本国大量的食品、肉类、
电力出口运到国外，以换回罗本国急
需的外汇，结果造成本国市场上农副
产品的严重短缺。

对经济问题不内行的齐奥塞斯
库却在经济建设方面独断专行，结
果是决策连连失误。现举以下几个
事例。

万吨水压机：罗马尼亚东北部的
雅西市是著名文化名城，齐奥塞斯库
决定要在这里建设一座重型机械厂，
并下令安装一台万吨水压机。他不考
虑这台万吨水压机的造价和大型钢
锭的运输问题（每个钢锭重 450吨），

硬让工程上马。罗方决定从中国购买
一台万吨水压机。水压机运到雅西
后，请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安装。
万吨水压机在安装期间，齐奥塞斯库
就要前来参加工厂落成典礼。这急坏
了当地的领导，他们要求中国专家设
法救急。中国专家设法把水压机装
上，但警告说只能按一次按钮，如按
两次就会把机器搞坏。齐奥塞斯库进
厂后，厂领导向他汇报说，按照他的
指示工厂已全部投产，请他启动万吨
水压机。结果，齐奥塞斯库在众人的
欢呼声中高兴地站在水压机前用右
手食指按动了电钮，水压机咔嚓一声
轧了一下。齐奥塞斯库十分得意并发
话再装一台万吨水压机。齐奥塞斯库
走后，已“投产”的万吨水压机被拆
开，重新安装。

斯洛博齐亚化肥厂：斯洛博齐亚
市位于罗东南部多瑙河平原地区，是
农业区。20世纪 80年代初，齐奥塞斯
库夫人埃列娜到此访问时“灵感一
动”，下令在此建立一座大型化肥厂。
尽管这样的化肥厂在罗马尼亚已有
不少，化肥产量能满足国内需求并有
出口能力。斯洛博齐亚化肥厂第三期
工程是1984年第二季度开工的，投产
总额为 23亿列伊（20世纪 80年代罗
马尼亚的外汇比价约为：1美元兑换
12—14列伊）。花外汇买来的设备安
装完毕也无法开工，因为缺少天然
气。工厂领导只好请求上级调拨天然
气。结果一等就是5年。机器设备闲置
不动，就会损坏。厂方只好动用大量
人力物力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为
此他们白白花费了10亿列伊。由于解
决不了天然气供应问题，这座化肥厂
就“自生自灭”了。

核电站：建在多瑙河畔的切尔纳
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第一座核电
站，这里计划安装 5台发电能力各为
70万千瓦的机组，设备从加拿大进
口。在第一台机组从加拿大进口后，
齐奥塞斯库擅自决定其余的机组由
本国自行制造，而且每台的造价不得
超过 100亿列伊，即美国、加拿大、日

本等发达国家所报价格的一半。罗工
厂企业只得自己动手制造。但罗本国
工业尚不具备生产核电设备的水平，
投产期只得大大向后推迟。该核电站
第一台机组是在齐奥塞斯库死后第
七年，即1996年才投产的。

小型轧材厂：齐奥塞斯库作出了
让全国 40个县每个县工业年产值达
到 100亿列伊的决定。罗经济界人士
认为，这样做没有考虑每个县的自然
资源和人力资源，强行把各地的工业
产值拉平。罗西南部的梅赫丁茨县虽
已建成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但工
业产值还上不去。县领导决定根据齐
的指示建设一座年生产 25万吨轧材
的轧材厂，1979年开建，1987年建成。
1988年全年只轧了 17630吨小型钢
材。齐奥塞斯库得知后十分高兴，下
令再建一套轧制 20万吨钢材的生产
线。第二年新生产线投入使用。1989
年全年该厂只生产了 48626吨钢材，
即实际生产能力的10.8%。

错误的经济政策，使老百姓生活
水平不断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罗
农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程度是这个国
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未有
的。群众日常所需的鲜肉、熟肉、奶制
品、蛋类、食油供应极为紧张。人们需
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许多妇
女和老人凌晨就开始在副食店前排
队希望能买上一些肉，但不少人排了
数小时的长队，结果还是什么也买不
到。

咖啡是罗马尼亚人的必须饮料，
但商店一直无货。走后门能搞到，但
价格要翻几番。从 1987年下半年起，
市场上的药品供应也开始紧张起来。
药店门口，人们也排起长队，许多药
品长时间无货。

罗马尼亚冬季严寒，冬季民用煤
气、暖气和电力供应不足也给百姓生
活带来更大的麻烦和问题。老人、孩
子受冻，生病。医院的病房、产房、手
术室因得不到适当温度而无法进行
正常的医疗手术。燃料的短缺也使公
共交通受到影响。

从革命者到专制者

经济决策的失误

（下）

在 20世纪 80年代，罗
马尼亚党政机关自上至下
浮夸、作假成风。

齐奥塞斯库宣布 1989
年罗全国粮食产量是 6000
多万吨，实际只有 1823万
吨。小麦每公顷的实际产
量为 3170公斤，虚报的产
量是 8160公斤；玉米 1913
公斤，虚报 16500公斤；大
豆 440 公斤，虚报 8100 公
斤等等。弄虚作假竟成了
时尚，如实反映情况会遭
到批评和排斥，甚至会丢
官，而说假话会受到表扬
和重用。齐奥塞斯库每到
一工厂参观，事先都要作
充分的准备，全厂提前三
天停工，打扫卫生，装点门
面，张贴标语，还要挂出反
映生产成绩如何“蒸蒸日
上”的报表。布加勒斯特

“八月二十三日”工厂是齐
奥塞斯库常去的地方。齐
奥塞斯库指示该厂要实现
发展生产的“高速度”，每
年生产 1万台电机。实际
情况是当时的所有东欧国
家加在一起，一年才能生
产 1万台这种电机。齐奥
塞斯库在一些工厂还要参
观职工的食堂。从电视上
看，所参观的食堂饭菜花
样比饭店还丰盛。实际情
况是，由于市场副食供应
极差，多数工厂的食堂已
关了门。1987年前苏联领
导人葛罗米柯在访罗时曾
参观布加勒斯特一家国营
食品店，看到商品丰富，购
物者装满了塑料袋。苏联
人一走，这些购物者立即
把自己手中的塑料袋交给
站在一旁的罗内务部军
官。原来，排队的人都是
内务部指定的人，商店里

丰盛的蔬菜和食品也是在
苏联客人来之前临时摆上
去的。

在罗马尼亚本国的经
济困难、市场供应十分紧
张、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的
情况下，齐奥塞斯库却大
言不惭，谎话连篇。1989
年 4月 19日在为庆祝罗马
尼亚还清全部外债的群众
大会上，齐讲话说：“罗马
尼亚是在确保了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还了外
债的。”还说，到 2000年罗
将成为一个“在各个方面
都十分发达的国家”。他
甚至说，在本世纪末（指 20
世纪末）罗马尼亚将开始
实施共产主义的工作和生
活原则。听了这些，罗马
尼亚人真是哭笑不得。

1988年齐奥塞斯库70
大寿时，罗马尼亚报刊大
肆宣传齐奥塞斯库著作在
国外出版的盛况，罗报刊
报道说在维也纳、纽约，
以及在加拿大、土耳其等
国都出版发行了齐的著
作。知情人说，这是罗马
尼亚派人出了重金买下了
出版权。

1989年 10月 8日他在
未通知手下人的情况下到
布加勒斯特几个大的副食
商场视察，看到那里的货
架上空空如也。他十分生
气，批评了有关部门。两
天后，他在打了招呼的情
况下再到这几家商场视
察，看到那里的鲜肉、熟
肉、奶制品花样繁多，十分
丰富。他认为是他的“视
察”使市场供应发生了变
化。但他走后，农副食品
又从货架全部撤掉。（完）

弄虚作假成风

一块大理石十字架竖在一块大理石十字架竖在
布加勒斯特根恰公墓内的尼布加勒斯特根恰公墓内的尼
古拉古拉··齐奥塞斯库墓地里齐奥塞斯库墓地里，，墓墓
前常年鲜花不断前常年鲜花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