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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际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
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
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
故而，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
具体言之，这种国际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
，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其二，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
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插足各国国内政治，间接支持执政党与共产党的权力之争；其三，除阵营国家
外，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两人集团的一方，世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事实上也基本
没有摆脱美苏大国竞争的范式。
总之，在冷战期间，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这种历史现象的内伸
与外延，无论如何是一般国际关系史所囊括不了的。
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1990年代初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创立伊始便使用了“冷战国际
史”（cold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的新概念。
　　随着1993年冷战对峙的主体国家之一苏联的解体，“冷战”时代作为世界历史上一个只有特定意
义的阶段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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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推动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促进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
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选择对外方针提供政策咨询，我们着手编辑并出
版了这套“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此套丛书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也有国外冷战史研究译著，以
及口述历史著作。
丛书将持续编辑出版下去，以期集中反映中国学者冷战史研究的面貌，拓宽中国冷战史学者的思路，
开掘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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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5-7章）、《日本史演义》（第1-5回）、《东亚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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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引言第1章  缘起：罗斯福“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及其困扰　第一节　“门户开放”原则下的
美日纠葛　第二节　罗斯福的东亚蓝图：“使中国成为大国”  　第三节　困扰之一：苏联在远东的
意图　第四节　困扰之二：调停国共纠纷的失败第2章　对日媾和早期提议的流产　第一节　对日媾
和的提起　第二节　美国政府内就对日媾和的分歧与PPS10的出台　第三节　对美国媾和提议的国际
回应　第四节　进退维谷的中国政策　第五节　凯南的远东政策观念第3章  “反转”对日占领路线　
第一节　压制日本：战时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　第二节　“反转路线”之争　第三节　围绕反垄
断法案的较量　第四节　东京会谈　第五节　“反转”占领路线与NSC13/2的出台　第六节　英国的
应变第4章  “等待尘埃落定”与对日媾和  第一节　“等待尘埃落定”  第二节　对日媾和的重提  第三
节　日本的经济出路与中日贸易问题  第四节　新的变化第5章　杜勒斯的斡旋与旧金山和会的召开　
第一节　朝鲜战争与僵局的打破——杜勒斯初访东京　第二节　盟国对“七项原则”的反应与中国代
表权问题　第三节　杜勒斯再访东京　第四节　太平洋安全问题的解决　第五节　英美的分歧与杜勒
斯伦敦之行　第六节　旧金山和会的最后准备第6章  旧金山和会、吉田书简与对日和约的生效.　第一
节　旧金山和会　第二节　围绕伦敦谅解的分歧　第三节　杜勒斯第四次访问东京与“吉田书简”的
出台　第四节　行政协定的谈判　第五节　日台条约的谈判与旧金山和约的通过结论：美国在东亚的
历史镜像与美国对日媾和中的中国因素史料文献与参考论著　1.史料文献　2.参考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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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亲西方的，媾和排除了与日本的主要交战国中国的参加，印度、缅甸、南斯拉夫因对美国不满拒
绝与会，与会的东方阵营三国：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在《对日和约》上签字。
因此，与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所有国家期待并要求的对日“全面媾和”相反，这是一个在美国主导下
的“单独”、或日“片面”的媾和；旧金山《对日和约》所反映的，也主要是美国对日本的单独的意
愿。
　　第一，这样的对日媾和方式及其《对日和约》之所以产生，与战后两大事件：美苏冷战和中国内
战有着密切的关联。
这两大原因导致三导媾和的美国以遏制苏联为目的，在战略上重新重视战时敌人日本的地缘政治价值
。
　　第三，正凶为考虑要利用日本的地缘政治价值，旧金山《对日和约》变成了有史以来几乎是最为
宽大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和约，其内容非常符合美国标榜的人道主义精神，既少限制也无惩罚。
按照美国的设汁，赔偿越少越好，甚至町以不需要。
　　第四，旧金山媾和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仅仅6年后，美国便把战争中殊死较量的
敌人转变成了自己在东亚最大的盟友和伙伴，通过与旧金山《对日和约》一体的《美日安全条约》和
“美日行政协定”等，确立了新的美日同盟关系的基本框架，并以此形成了美日同盟与中苏同盟对峙
的东亚冷战国际格局。
这一格局主导了东亚20余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才被打破。
　　第五，作为媾和对象的日本所付出的“代价”，是以重新武装和提供美军驻口基地，让自己“搭
上”了美国的便车既有经济的，也有安全的：日本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也在美国
的安全保护伞之下，不显山不露水，安享太平多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
　　这些认识让人感到，对旧金山媾和历史过程的讨论似可告一段落。
　　但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从在东亚的中美日三国关系的角度来看，旧金山媾和却有很多问题还
值得反思。
　　第一，旧金山媾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对手，可是，不论是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美国在东亚的
竞争对手都不应该是中国一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中国仍然只是一个穷国和弱国。
中国的实力，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不成其为美国的对手。
　　第二，进入20世纪后，美国在东亚最大的竞争对手一直是日本，太平洋战争是美日竞争矛盾不可
调和的产物。
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苏联和日本，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潜在的。
　　第三，很长一个时期，美国在东亚不仅不打算以中国为对手，而且还一直想借重和支持中国。
美国传统的东亚政策是将维护中国的稳定作为东亚稳定的基本要素。
美国曾宣称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符合美国的东亚政策，并为此一直宣布要坚持对华“门户开
放原则”。
　　第四，按照二战时期美国对战后东亚的设想，东亚的权力格局应该以中美关系为基础。
美国准备“使中国成为大国”，并作为“亚洲警察”，发挥监督潜在敌人日本和制衡现实对手苏联的
作用。
但是，旧金山媾和却使中日的角色易位，美国与宿敌日本化敌为友，盟友中国却走向了美国的对立面
。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推进的旧金山媾和把中国定位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头号敌人，中美敌对的调子甚至超
过了尖锐冷战中的美苏。
　　第五，与日本正好相反，对中国而言，旧金山媾和不仅使中国失去了借美国扶植成为亚洲大国、
借中美关系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反而导致了对其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之门因
此被封闭20余年，到1970年代才开启，至今日美同盟的存在也对中国是制约。
大陆与台湾关系也因此而更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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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解决，中国本身则由于美国敌对的封锁隔离，失去了发展的有利时机，耽误了
最迫切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这些问题，让我把对旧金山媾和问题的思考与美国的东亚政策和中国联系在了一起。
显然，在美国的东亚政策考虑中，对日媾和并不是单纯孤立的决策，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是相互
联结的。
于是，我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于探究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媾和与当时中国所发生的变局：国共内战以致
新中国建立、台海两岸政权分立的关系。
　　在清理先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感到，尽管旧金山媾和已是学术界研究得相当透彻的一个题目，几乎
所有关于旧金山媾和研究的著作都谈到它与中国问题的关联，但是，到目前为止，却并没有对这一问
题进行专门系统的讨论。
有关的研究可以说既多也不多。
比较详细的相关论述大致只有：wangYusan的博士论文《中日和平谈判与处理》，从二战时中日和平
谈判谈到旧金山媾和过程中的国民党政权与日本的相关交涉；霍华德·斯科恩伯格的论文《约翰·福
斯特·杜勒斯与对日媾和中的中国问题》，论述杜勒斯在处理对日媾和问题时有关中国问题的斡旋，
揭示英、澳、新等美国盟友及日本反对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原因，以及国民党政权及其在美国国会的支
持者在美国对日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②细谷千博的书《旧金山媾和之路》，谈到旧金山媾和中
英美两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歧及其解决；以及袁克勤的书《美国与日台媾和：美日台关系的构图》，
论述了美国的东亚政策与旧金山媾和、日台条约的关系等。
④除了霍华德·斯科恩博格的文章是对这个问题的专门讨论外，其他的著作都是间接涉及。
　　由于旧金山媾和历来是东亚冷战研究的热点，我想，或许是下述原因导致了这一情形：　　首先
，由于对旧金山媾和研究最为深入的主要是日本和美国的学者，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多集中在冷
战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换，美国国内政治过程与媾和外交政策的关系、媾和所涉及的外交与国际关系
、日本国内政治与对日媾和的关系以及各国对赔偿、安全等媾和具体问题的态度及处理等等方面。
　　其次，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媾和，中国自身，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号称代表中国的台湾国
民党政权，都被排除在旧金山和会之外，中国与旧金山媾和之间没有直接关联。
　　再次，某种意义上，本应关心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从真正学术意义出发，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相
对不足。
　　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探讨不足或又有其客观原因。
探讨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中国内战、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交接以及台湾海峡两岸分裂
的问题，其敏感的政治性足以令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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