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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战国际史研究N0．10》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
探索、专题研究、青年学者论坛、新书评介以及新近解密的中外档案选编和口述历史等。
书中所选文章、所论话题、所选编的档案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史学界对冷战史研究关注的课题
，而这些内容也是读者感兴趣的。
本书中所选外国学者的文章，可视为一种学术交流，为我国读者了解有关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情况不无
裨益。

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推动我国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并进一步提高该领域学术研究水平。
本书中文章的观点只代表作者个人，仅供读者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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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2月，是目前中国国内惟一以冷战史为研究主题的学
术机构。
中心正在成为汇聚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和收藏多国档案文献资料的学术研究基地。
中心不定期举办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讲习班，开设“中国冷战史研究”网站.编辑出版《冷战国际史
研究》，并招收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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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约尼季讲授关于门捷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课充满热情，一直讲到1957年，延续了源
于后期的官方斯大林式学术文化主题。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俄国科学家，他因发明了元素周期表以及其他一些成就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苏联人把门捷列夫看作其所在学科众所公认的“创始人”，再依据斯大林式的学术倾向，他们将原始
“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归功于门捷列夫，这种世界观与这样一位去世已久的有着国际名声的科学
家很相称：一位苏联科学家们可以敬仰的国产科学家。
哲学系约尼季的一些同事，很明显是受了“百花齐放”政策的鼓舞，决定就门捷列夫是辩证唯物主义
者这一看来十分牵强的断言而公开诉责约尼季。
在1957年2月由人大副校长兼党委领导胡锡奎主持的纪念门捷列夫对科学贡献的公开集会上，哲学系一
位教师站起身来表达了对约尼季题为“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科学与哲学意义”讲演的异议。
这位教师说门捷列夫不可能是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约尼季在回答中承认说，门捷列夫是“唯物主义者”，也是“辩证主义者”，但不一定是完全的马列
主义言语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这一事件在《人大周报》头版报道，只能被看成是对苏联专家权威性的严重打击，并表明了在“百花
齐放”运动全面开花的前夕，受到压抑的教师员工中确有向苏联专家挑战的情绪。
上述对约尼季的挑战是公开的，而另一个对该苏联专家的挑战则是在幕后进行的。
约尼季在人大被要求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课程，这些课程涉及当时在苏联和中国
都有公开争议的马列主义辩证法的问题。
因为约尼季在这些辩证法的问题上不能确定一个“正统的”立场，也可能是因为他在这些领域缺乏足
够的训练，看来约尼季选择了一个更安全、更容易的途径。
他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可能有危险的立场，相反，他选择讲授当时在苏联和中国哲学杂志上关
于辩证法问题的各种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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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换句话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没有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担当起教育青年一代的
重任。
⋯⋯为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为了肃清五四新文学中“革命浪子”身上的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个
人主义的影响，必须引进一种更为进步的文化，而输出国只能是社会制度更先进的苏联。
新中国需要一种注入革命秩序的教育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满足了这种需要。
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手册”，这部苏联小说，取代了自由散漫的“浪子”故事。
　　——美国惠特曼学院中国文学与电影助理教授何东晖在评价苏联电影的作用时，翻译家孟广钧
于1954年曾这样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苏联电影并不仅仅是消遣，它们同样也可作为生活的教科
书。
这才是它们在中国如此受追捧的原因所在。
”苏联的生活经验、专业技艺、故事情节和影像记录对共产主义中国新型民族文化的形成发挥了巨大
影响，就是对普通中国人理解社会主义及其世界历史作用而言，也产生了同样显著的影响。
苏联影片的作用进而超出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激励故事范畴，也（帮助中国）构建同当今时代相适应的
时空观念。
　　——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陈庭梅1949年7月，我们朝鲜族部队集合在佳木斯，从佳木
斯出发到沈阳驻军10多天后，经过丹东到朝鲜的新义州被编入朝鲜人民军第六师团一联队三大队。
1950年4月，⋯⋯我部队在准备参加海南岛战斗的过程中，接到了所有朝鲜族部队到郑州集合的命令。
以去东北建设兵团的名义部队先集结到武汉，三四天后去郑州，集结的全是朝鲜族士兵。
其中年龄大一些的到罗南被编入朝鲜人民军第五师团，年轻的士兵被编入朝鲜人民军第四师团第十八
联队。
朝鲜战争爆发前的6月24日晚上，我们驻军在麟蹄的北侧照阳江对岸。
晚间苏联顾问们繁忙的进出，准备作战。
25日的4时5分，信号弹在上空亮起，我们开始进攻。
6月24日朝鲜战争爆发前夜我们继续行军南下，当时姜键（人民军总参谋长）同苏联顾问一起南下。
1950年6月24日，我们驻军在朝鲜三八线附近的襄阳。
25日凌晨，上级部署了战争动员。
师团长亲自动身侦察了傀儡军金锡源部队情况。
　　——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博物馆近现代史部研究馆员徐龙男《朝鲜战争中转入朝鲜人民军的中国朝
鲜族参战军人采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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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战国际史研究(10)》：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1950-1957)苏联专家与中国军校的创办——对军
事工程学院档案的考析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1948-1966)《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教
育小说与两代中国读者苏联电影的引进及其对塑造毛时代中国的意义(1949-1976)中国朝鲜族人编入朝
鲜人民军概况及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朝鲜人民军编制体系给贸易“投下阴影”：美中关系中的私有权利
和封存资产问题——1972-1975年朝鲜战争中转入朝鲜人民军的中国朝鲜族参战军人采访录非洲丛林中
的新使命——马法贤老人访谈录(四)关于战后苏联特殊移民的解密档案——俄国解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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