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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法两斯战争时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内容千头万绪，其中，同美国、日本、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
共产党等问题相互交织，构成了多国多方关系；在中苏关系中，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和东北问题层
出不穷，错综复杂。
本卷以反法两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为背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俯瞰苏联在此期间对华政策的
方方面面，就上述这些盘曲扭结的关系和纷繁复杂的问题予以细致分析和判刖，努力恢复历史的本来
面貌，使人们能够正确地了解这段曲折的历史。
　　本卷采取历史顺叙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体例，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脉络的概述（1-4章
），第二部分是专题研究（5-8章）。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构安排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关于这一时期历史脉络的研究已有多项成果问世，
为避免重复研究，本卷第一部分仪仅是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进行史
实性的陈述，而将重点放存第二部分的专题研究上，力图将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
及新疆问题、东北问题和外蒙古问题置于整个苏联对华政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使读者对这一阶段
苏联对华政策的历史脉络以及相关的专题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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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次日，苏联就向日本提出中东铁路不应当受事变的影响。
在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苏联为了保有自己在中国东北领事权的存在，允许伪满洲国在赤塔等地设
立领事馆。
当伪满洲国的中东铁路督办到任时，苏联派人前去祝贺并开始在中东铁路上使用伪满洲国的“国旗”
，承认伪满洲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这一切都表明苏联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
但是日本并不满足于和苏联分享在中东铁路上的权益，因此，一方面，日本对中东铁路进行破坏，据
中东铁路苏籍局长鲁迪的一份报告称：“自1932年初到1933年5月5日，中东铁路所受之损失，计有56
人被杀，826人受伤以及593人被绑架⋯⋯此种毁坏以及路方因客运的停顿所受之损失，总数可达百万
卢布。
”①另一方面，日本又唆使伪满洲国当局出面对中东铁路进行赎买。
鉴于此时日本已经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中东铁路的军事和经济价值大打折扣，再加上当时日本为逼迫
苏联让步而对满洲里等地进行封锁，最终苏联为避免战争而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1933年5月2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日本驻苏大使说明愿意将中东铁路售与日本或伪满洲国
，日本接受了这一建议。
5月9日，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中东铁路的权利系中国和苏联共有，非经中国同意，苏联单方
面的处理无效。
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还就此向苏方递交了备忘录，指出苏方此种做法的不当，但是苏联对中国的这些
抗议置若罔闻。
6月26日，苏联与伪满洲国就此问题举行了有日本代表参加的谈判，最终于1935年3月23日签订协议，
以1.4亿元的价格将铁路出售给伪满洲国。
②而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苏联变相地承认了伪满洲国政府，苏联成为当时世界各国中除日本之外与伪满
洲国保持官方关系的主要国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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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200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之子项目
的研究成果。
该重大攻关项目由武汉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会长胡德坤教授担任首席专家。
为了本项目的顺利完成，胡德坤教授集全国学界之力，致力于该项目的全面研究。
对于承担“战时苏联对华政策”这一子项目，本人不胜惶恐，一来学术水平有限，二来学界在这一问
题上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恐难有所突破。
尽管如此，本人及课题组成员历时三年，在胡德坤教授的指导及课题组各位专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本
书终于得以完成。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在百忙中审读了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项目开题阶段，罗志刚教
授给予了悉心指导，在此特致以衷心感谢。
战时苏联与中国关系、苏联对华政策和中国对苏政策，国内已有相当高水平的著述，本书写作，对这
些成果多有借鉴之处，在此谨向各位前辈同仁深表谢忱。
参加本项子课题和参与本书资料收集、写作和校对的有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06级研究生洪丽萍
、王桂香和王国顺，2007级研究生王志远、刘海、金宁涛、李向晖和赵晓霞以及2005级本科生原泉（
参与了第五章 的写作），在此，谨向他们的无私帮助和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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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8卷):战时苏联对华政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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