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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历史，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观事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客观事实本身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不进行具体
分析，就很难做到符合客观事实。
杨奎松同志这部关于毛泽东和莫斯科关系的著作，选择的是一个人们普遍关心而过去又缺乏系统论述
的重要课题。
它的突出优点是：作者肯花大力气去钻研那些丰富而又庞杂的原始资料，力求把这段历史的全部复杂
性在读者面前重新再现出来；同时，又勤于思考，能够在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地方，敏锐地发现问
题，系统地进行剖析，提出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这就使读者感到对许多事情的了解又深入了一步，
丰富了原有的认识。
作者的文字也流畅好读，很有点挥洒自如的气概。
凡是稍知此中甘苦的人，都可以体会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而他的辛劳没有
白费，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我很为作者高兴，并且觉得这种研究精神是应该提倡的。
在读这部著作时，有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不少事情比他原来所想象的要复杂？
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前似乎显得犹豫，甚至会一再改变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并不奇怪。
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从事革命和建设，前人没有经历过，需要艰苦地摸索着前
进。
周围的环境又瞬息万变，充满着难以捉摸的未知数，还存在着不确定的变数，却要求你很快作出决断
。
很多在事后看来十分明白的事情，当事人可能会感到困惑和难下决心。
这就像一艘大船行驶在没有航标的水域中，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波涛，不知道水面下哪里潜藏着浅滩、
暗礁和漩涡，无法在事前都看得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处在这种状况下，肩负着巨大责任的决策者的难处可想而知。
他们不能不提出多种可供选择的设想，经过许多次权衡利弊的反复比较，然后才能下最后的决心。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多谋善断”。
事实上，在作出决断后，还会遇到许多事先没有料到的新情况，还会发现原有判断有不准确或不恰当
的地方，因而在行动过程中作出若干调整。
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要的。
如果说，有人能在一开始时就对周围的一切情况了如指掌，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种种重大决断，然后
没有丝毫改变地加以实现，那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
”后人正是需要从前人那些艰难而复杂的经历中汲取智慧，多懂得一点世事，增长自己观察和处理实
际问题的能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书中的所有看法我都赞成。
力求重现历史，本来就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
当代的历史资料，既太多又嫌少。
说太多，是指有关资料浩如烟海，这是古代历史不能相比的，即使是最勤奋的研究者也只可能掌握其
中的一部分。
说嫌少，是指有些重要历史环节却没有足够的文字资料留存下来，留下的也不能说全然可靠(例如俄国
档案中有关中共主张的记载，少数地方因经过翻译和转述，可能同原意有出入)。
作者的分析，有时就只能借助于推断。
这种推断，有准确的，也可能有不够准确的。
作者为了尽量少讲或不去重述前人已经说清楚了的问题，常常着重强调事情还有它的另外一面，这是
很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但这对有些不熟悉事情全部情节的读者也可能留下片面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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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这些都可以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
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为了弄清一些复杂的问题，有时像努力攀登高峰的探险者那样，需要经过长期而
顽强的探索，在前进中即便存在这样那样的误差，也总比只在原地踏步要好。
作者要我为本书写几句话。
这些，可以说是我对本书的一点读后感。
金冲及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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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一生都同莫斯科有着不解之缘。
　　30岁的毛泽东入选中央局，得益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赏识；然而从莫斯科回来的政治局领导人
之一的张闻天到苏区一年半竟然从没想到要了解一下毛泽东有什么本领；俄国人把毛泽东视为“亚洲
的铁托”，斯大林、莫洛托夫竟然当面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气愤地回忆说：“我在鼻子里笑他们，一
声都不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披露惊人内幕，斯大林一夜之间威信扫地，毛泽东表示中国不能
摘斯大林的像；赫鲁晓夫传话过来：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毛泽
东决定转入反攻，不怕分裂，来一个“大闹天宫”；边界冲突忍无可忍，大战来临，林彪差点下令炸
掉密云库⋯⋯　　本书根据大量有关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到毛泽东
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性格和处事特点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
文中所及中共历史上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背景都是鲜为人知的。
当这些触目惊心又“似曾相识”的历史卷展现在眼前时，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丰
富得多，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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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西安事变新探——张
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开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
社2007年）等书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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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修订版前言第一章　共产国际始终压制毛泽东吗？
　1.毛泽东因为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赏识”，三大即入选中央局　2.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年代，“素
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3.毛泽东欢呼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称赞毛的报告出色　4.共产国
际注意到毛泽东“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开始对其另眼相看　5.临时中央夺去毛泽东的各项权力，共
产国际却要他加入政治局　6.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的领袖，人产国际宣传毛泽东第二章　毛泽东
扳倒“左”倾中央　1.博古，一个只有24岁的学生党员，竟一跃成了“总书记”　2.毛泽东不满地说：
我那个时候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搞得很臭　3.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也
也不行的”　4.毛泽东讲：遵义会议成功，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王稼祥能分化出来　5.毛泽东升为常委
，但分工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第三章　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　1.季米
特洛夫在统战政策和援助红军的问题上，功不可没　2.中共放弃苏维埃政策，工产国际担心：这是不
是太急了　3.季米特洛夫并非不满毛泽东，安排王明回国没有夺权阴谋　4.王明推举毛泽东做“主席”
，自己做“书记”，很有点一山二虎的架势　5.毛泽东表示：“同意王明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
导”，“和为贵”　6.王明否认中央权威，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7.季米特洛
夫表态：中共中央还是应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第四章　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　1.蒋介石扬
言，把共产党合并到同民党中来乃其生死问题　2.共产国际一纸电报，毛泽东开始断言“资产阶级叛
变的必然性”　3.毛泽东称：蒋介石当政之时，国共关系不可能有根本好转　4.毛泽东警告：“蒋介石
正在与日本讲妥协并可能在两三个月内成功”　5.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寻求莫斯科支持他的先发
制人　6.毛泽东接受莫斯科的意见，估训‘蒋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7.皖南事变爆发，毛泽东与莫斯科
政策分歧，双方关系起变化第五章　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1.毛泽东尖锐批评“言必称希腊”，主张
对俄同人的话“不可尽听”　2.毛泽东成功“打通”博古.张闻天的“思想病”，路线错误基本确定
　3.王明一时兴起，揭穿一个秘密，毛泽东转而决定澄清党史问题　4.王明断言，他和季米特洛夫有同
样看法，毛泽东的政策太“左”　5.任弼时.王稼祥转达季米特洛夫的批评，王明从此一蹶不振　6.先
纵后收，斗争矛头发生变化，思想问题意外变成敌我问题　7.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俄国联络员报告说
，毛泽东大大松了一口气　8.毛泽东说，谁对谁错已经很清楚，再不认错，就有走向敌人的危险　9.中
央决议：王明的投降主义，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　10.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斯大林在延安
受到普遍爱戴第六章　毛泽东想做亚洲的铁托？
　1.毛泽东与斯诺一见如故，却很少对利害相同的俄国人表现热情　2.毛泽东很清楚，美国必定帮助国
民党，中同不能走中间道路　3.苏德战争爆发，美英大力施援手，毛泽东主张：要与英美好好合作　4.
毛泽东相信，应学铁托那样，拿英美的钱，干自己的事业　5.毛泽东断定是赫尔利在捣鬼，他希望去
华盛顿勺罗斯福交涉第七章　斯大林“不许革命”！
？
　1.曾经四次“整我们”的斯大林也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慷慨解囊　2.斯大林曾经计划向中国红军提供上
千吨军事物资的援助　3.“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的说法，太过简单化　4.毛泽东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　5.毛泽东用手比画着，说：“国际援助一定
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　6.毛泽东因斯大林来电大发雷霆后，讲了四个字：“无可奈何”第八章　和战关头的考验　1.毛泽
东说：计算精确，不难实现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2.苏军态度不明，中央主张慎行，毛泽东坚
持至少应派30个团　3.苏方鼓动争夺热察，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信心十足　4.苏军宣布提供全部日
军装备，要中共以主人自居，放手干　5.俄国人弄巧成拙，陷入被动，毛泽东劳累过度，住进医院　6.
毛泽东阻断“和平民主新阶段”，认为走“法国道路”过于危险　7.苏军要中共放手大打，毛泽东力
争以长春为自己的首都　8.毛泽东极机密地要求苏军援助，苏建议在关内另辟战场第九章　米高扬密
访西柏坡　1.毛泽东弄不明白：究竟是中国革命胜利重要，还是苏联收麦子重要　2.毛泽东急于向斯大
林“请教”，斯大林提议派米高扬秘密来华　3.斯大林劝毛泽东接过和平旗帜，毛泽东疑心苏有意搞
“南北朝”　4.莫斯科主张速占宁沪成立政府，毛泽东强调4月过江，拖半年再说　5.毛泽东否认中共
泄密的可能性，斯大林表示愿意及早撤出旅顺　6.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援助，米高扬肯定中国革命经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验第十章　莫斯科祝寿风波　1.斯大林在订立新约问题上出尔反尔，毛泽东顿时有了挫折感　2.毛泽东
真的曾经大发脾气，宣布他决定“在别墅里睡大觉”　3.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道：是否以
新条约代替旧的　4.不论毛.周当时如何努力，还是没争取到中苏之间完全平等　5.希望与苏联合股的
毛泽东，回国后态度却发生了变化第十一章　夺取台湾计划搁浅之谜　1.毛泽东保证，一旦中国实现
统一，就援助朝鲜解放事业　2.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将领一直建议清苏联帮助夺取台湾”　3.斯大林
赞同金日成统一朝鲜，但他强调必须得到中国同意　4.毛泽东说：“如果帝国主义进行干涉，我们一
定会打过去”　5.战争爆发，美国介入，毛泽东认为这是个“极大的错误”第十二章　中国出兵朝鲜
幕后　1.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未雨绸缪加强边防，斯大林许诺空中掩护　2.毛泽东表示，中国能够成
为朝鲜强大后盾，不怕与美军作战　3.美军仁川登陆，斯大林赞成向中国求援，但“不要提莫斯科”
　4.斯大林出面请援，毛泽东复电：许多同志认为对此事应当谨慎　5.毛泽东说服中共中央出兵援朝，
斯大林从此改变对中共的看法第十三章　迟到的合作　1.斯大林通知：苏联代表准备重返联合国，以
便讨论朝鲜问题　2.斯大林认为志愿军应趁热打铁，毛泽东下令志愿军越过三八线　3.联合国通过停火
提议，毛泽东决心再打一仗，根本解决问题　4.美军全线反击，志愿军被迫后撤，毛泽东估计战争已
长期化　5.毛泽东赞同停战，斯大林断言，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　6.停战谈判受阻，斯大林老谋
深算，反对示弱，坚持强硬路线　7.斯大林突然去世，毛泽东痛失有力支持，停战结果不尽如人意第
十四章　马.恩.列.斯一毛？
　1.苏共“二十大”风波骤起，毛泽东拒绝摘掉斯大林的像　2.毛泽东认定斯大林是好心犯错误，是认
识上的问题　3.毛泽东说：“对波匈，苏军可以撤出，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4.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
：“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第十五章　“东风压倒西风”？
　1.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这些人利令智昏，最好是臭骂一顿　2.赫鲁晓夫左右开弓巩固权力，毛泽东力
排众议，表示支持　3.毛泽东说：“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要为首就很难”　4.毛泽东不拿讲稿
引起误解，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第十六章　“共同舰队”事件　1.毛泽东大发脾气：“要
么给我，要么拉倒，搞‘合作社’不行”　2.毛泽东声称：“为了最后的胜利，我们愿承担第一个打
击”　3.赫鲁晓夫摆出智者的架势，毛泽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4.两党会淡发生激烈争吵，毛泽东断
定赫必将破产第十七章　背水之战　1.赫鲁晓夫口无遮拦，毛泽东忍无可忍，称之为半修正主义　2.赫
鲁晓夫扬言：“如果你们要斯大林，就把尸体搬到北京去”　3.毛泽东部署莫斯科会议方针，强调“
置之死地而后生”第十八章　“九评”赫鲁晓夫　1.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与资产阶
级差不多　2.“大跃进”动摇了毛泽东的威信，毛泽东断言中国也有修正主义　3.毛泽东宣布：“我们
现在转入了反攻”，要来一个大闹天宫第十九章　战争即将爆发？
　1.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　2.毛泽东主张破除迷信，强调没有优势
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　3.毛泽东并不想扩大冲突，主张：到此为止，不要再打了　4.毛泽东估计到苏
联可能报复，但没有想到中苏有开战危险　5.毛泽东担心爆发核战争，认为领导人集中在北京太危险
　6.毛泽东不相信苏方有意缓和，决定全面备战，实行大疏散　7.战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缓和对美关系，
不再热心世界革命代跋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附录　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态度的变
化(1949-1973)参考书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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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多读者可能都知道，斯大林60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颂扬这位“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
他那时对斯大林的热爱，可以说溢于言表。
而十年之后，当斯大林过70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去莫斯科，握到他这位“忠实朋友”厚实的
双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一种充满了怨气的宣泄。
他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泽东之所以会有抑制不住的委屈要
向斯大林倾诉，当然是与俄国人有关。
斯大林逝世后，有关莫斯科长期以来不信任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排挤他、打击他的经历，是毛泽东
一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
于是我们过去和今天几乎所有的书和文章都重复着同样的说法。
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的回忆以及依据这些回忆编写的各种宣传读物，而是深入到历史
事实当中来了解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的话，那么，简单地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看成是莫
斯科对毛泽东压制和毛泽东与莫斯科斗争的历史，就未免太过片面了。
即使我们把时问界定在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到成为党的最重要领导人，也就是从1920——1935年遵义会
议前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恐怕也很难简单地同意那些缺乏深入考证和研究的说法，即所谓共产国际始
终在压制和打击毛泽东。
1.毛泽东因为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赏识”，“三大”即入选中央局与我们今天许多读者了解的多少
有些神化了的毛泽东不同，早年的毛泽东其实与相当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们接触并且转向共
产主义的时间很短促，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准备都不是很充分。
因此，他们不仅对俄国革命经验充满了迷信，渴望着来自俄国的直接的援助与干涉，而且开始时对来
自莫斯科的指示都确实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孔步亦步，孔趋亦趋”，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去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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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曾长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围，接受同一个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
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曾长期享有
至高无上的地位。
身为共产党人，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自然也绝难例外。
中国革命刚一胜利，毛泽东就主动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并迅速与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
系，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曾几何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竟反目为仇，双方关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
甚至影响到双方国家关系一度竟处于紧张的战争边缘。
同为共产党，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号称同志加兄弟，并且是战友加盟友，为什么竟会走到反目为仇，
剑拔弩张的地步？
这里面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
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喜欢强调两党间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中外许多学者则喜欢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强
烈的民族主义观念。
但单纯从意识形态，或单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似乎都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
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看法的改变过程是渐进的和曲折的，而导致他改变对
苏联看法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概括起来说，那么也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释。
第一，是历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
命理念上的歧异。
以下仅就这四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关于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
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中国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
俄”。
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的
共产党人。
”当1935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
⋯⋯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
展。
当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
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话。
由此不难想象，当1947-1949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
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
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
正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
一份中共文献。
“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
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
因此，毛泽东才能在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下，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后成了得到莫斯科正
式支持的中共领袖。
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后来那样的地位。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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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了解得很少。
他长期感受到的，是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那些断断续续发生在20世纪30
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这里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
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1938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
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集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
越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证实自己的正确，他就越是认为，莫斯科在对待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
的过程中，犯了太多的错误。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迅速强调了独立自主。
20世纪40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做法，双
方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结论毛泽东与苏联党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上的积怨，也有个人性格上的冲突，更有民
族利益上的对立，所有这些矛盾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在双方之间造成了隔阂，特别是促成了毛泽东在心
理上和感情上与苏联日渐疏远。
这些矛盾冲突，在不同的时期，也分别起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双方关系的作用。
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或冲突，都不曾，也不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双方关系本质的看法。
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不满是哪些呢？
归纳毛泽东的历次谈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斯大林始终不信任他，先是在中共党内扶
助支持留苏学生王明等人，长期压制他，打击他，以后他仗打胜了，又怀疑他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
另一个铁托。
2.抗战时武器给了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了，可以推进中国革命了，斯大林竟又强
迫他去与蒋介石谈判，“不许革命”；以后仗打起来了，斯大林始终怀疑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3.斯大林总是盛气凌人，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样子，处处凌驾于他人之上，大摆老子党的架子，在他访
苏时有意冷落他、教训他，让他憋了一肚子的气。
他始终不喜欢斯大林的书和文章，也是为此。
4.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要中国为苏联建橡胶园，将东北、新疆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
许第三国染指，建合股公司，要控股权等。
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上述怨言可以看出，他的感受过程大致是：斯大林先是不信任他、压制他，不支
持他；然后又不许他革命，仗打起来不相信他能胜利，仗打胜了又怀疑他是民族主义者，冷落他，摆
架子；最后是不能真正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能平等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在这几个方面，毛泽东讲得最多，感受最深，也是最不满的，其实主要是前三项，即压制他，不许革
命和冷落他。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有怨言，不喜欢，最后却还要尽力地维护斯大林？
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利害之争。
换言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方面
或国家利益方面的。
毛泽东的不满集中表现在：他认为斯大林早就应该支持他、信任他、帮助他来实现他关于中国革命的
理想，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他。
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斯大林开始频繁地与毛泽东互通信息，交换意见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观迅速好转了。
照他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从此终于相信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地改善了。
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来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事情发展的方
向正好相反。
如前所述，赫鲁晓夫上台后尽力与毛泽东搞好关系，在民族利益方面尽可能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修改
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趋势。
当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则之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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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开始对赫鲁晓夫抱以不信任的态度。
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导致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都曾大发脾气。
显然，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分
歧。
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实践和一系列
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在把意识形态视同生命的毛泽东看来，是最不可原谅的。
当然，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与他的个性、切身的利益，特别是其现实的政治需要联
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其终极目标的永恒性及其手段、方式和过程的灵活性，则是以毛泽东个人的判断和解释为标准的。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令人颇感困惑的现象。
20世纪50年代初，当毛泽东强调中国的武装斗争经验的时候，他几乎是全力推动和支持周边国家的革
命党走武装革命的道路；1954年以后，当他赞同与周边国家政府和平共处的时候，又转而劝说周边国
家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把那些在停止武装斗争后难以在其国内生存的分子大批地接到中国来定居，
甚至硬性解散了华侨当中的共产党组织，以换取周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友好与同情。
当50年代末以后他又重新开始强调反帝反修，鼓吹世界革命的时候，他显然又毫无顾忌地推动周边乃
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党起来实行武装斗争，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外交利益。
但到了70年代初，当他下决心要利用美国来牵制苏联的时候，他又转而实行对美缓和，进而劝说与美
国处于全面对抗中的兄弟党采取同样步骤，为此他又不惜得罪那些跟着中国一起激烈反帝反修的左派
共产党人。
注意到毛泽东的这种种政策变动及其对内对外所带来的连锁性的影响，我们亦不难联想到，毛泽东与
莫斯科之间的种种恩怨，固然是这样或那样许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但是，那个时代造就的强人政治的
体制以及在此体制下膨胀无度的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作用，显然也是极其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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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想了解中苏关系的台前幕后吗？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来带你了解,《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根据大量有关中苏档案和
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性格和
处事特点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值得称道的是文字流畅好读，气概挥洒自如的，让人在阅读的时候更
有另一种享受。
相信《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定可以让你毛泽东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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