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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依据确凿的史料，严肃地探讨了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之间的广泛联系。
作者是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人们关注的学者之一。
他以中俄两国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对朝鲜战争起源及中国参战问题作了缜密的思考和探讨，不
仅颠覆了曾为人们所熟知的种种叙述与结论，也在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揭示了中苏同盟及中国入朝参
战这两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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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冷战史、苏联史。
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已出
版的学术专著有《喜欢此商品的人还喜欢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3年)、《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并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和《朝鲜战
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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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7月11日与刘少奇的会谈中，斯大林对长春铁路问题避而不谈。
在这个问题上，米高扬已经在西柏坡表明了苏联的意见，即苏联认为条约是平等的，所以应该保留。
虽然中国方面对长春铁路问题没有表态，但早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从科瓦廖夫那里了
解到，在谈到有关长春铁路的问题时，尽管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
，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
显然是考虑到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引起争执，斯大林认为将其搁置起来或许会好一些。
关于旅顺基地问题，斯大林已经知道中国并不要求苏联立即撤军，于是又重复了米高扬的说法，即提
出两个方案要中国选择：一是苏联暂不撤军，因为苏联在旅顺驻兵是为了限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
动，保护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利益；一是苏联立即撤军，如果中共需要苏联这样做，以便中共在政治上
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说，因大连是自由港，在与有关政府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中苏可以共同利用
它。
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表示，他此前在与毛泽东交换的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
是不平等的，因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
而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明确地对刘少奇说，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要
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加以解决。
 总的说来，1949年7月中苏高层的接触还是在试探对方的外交底线。
中共领导人虽然表示应该继承旧条约，但又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显然是希望废除旧约的，只
是留出了较大的选择余地而已。
这一点，斯大林不会看不出来。
而苏联当然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这一点，从斯大林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言词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学者认为，莫斯科“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
说是一种威胁。
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作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
施”。
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苛刻，不过斯大林以这种说法来试探中共的意图确是非常明显的。
看来，斯大林是想把问题拖下来，等待毛泽东主动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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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战后亚太地缘政治的新起点中苏同盟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推动中苏
领袖在战争中的全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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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志华兄的这本新著，则再一次将这一切呈现在人们面前，促使人们在阅读历史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一
些涉及过去、界定今天并将影响未来的“基本问题”再作深入的思考。
像这样的一本书，当然是值得一读的。
——陈兼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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