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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 苏关系史纲》是几位中苏关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的又一力作。
他们在掌握大量丰富的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 析
，特别是对中苏关系的许多重大事件做出的新住释。
对于所有研究中苏关系或者对那一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这本书都是开卷有卷的。
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本书作者多数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
的权威学者。
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国内著名学者利用大量史料、包括大量解密资料展示、探讨1917-1991年中苏关系的曲折历史，详尽而
深刻地论述了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是国
内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历史的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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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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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写在《中苏关系史纲》出版前的几句话 李凤林 / 1《中苏关
系史纲（增订版）》序 陈兼 / 9增订版说明 沈志华 / 15第一篇 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第一章 中
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 / 3第二章 苏联援助下的国民革命 / 23第三章 莫斯科与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 39第
四章 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外交 / 52第五章 中苏两国的战时合作与冲突 / 64第六章 中国内战与中苏国共关
系 / 91第二篇 同志加兄弟（1949～1960）第一章 同盟条约的签订及中苏利益冲突 / 111第二章 朝鲜战争
与中苏同盟的实质性进展 / 127第三章 苏共二十大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 139第四章 苏联的经济援助
与中共的政治支持 / 157第五章 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援助和限制 / 171第六章 毛泽东在共产党莫斯
科会议独领风骚 / 190第七章“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 / 206第八章 军事合作、炮击
金门与中苏对外政策分歧 / 219第九章 中苏两党在理念和政策上难以弥合的裂痕 / 252第三篇 从分裂到
对抗（1960～1978）第一章 中苏分歧公开化与短暂的缓和 / 279第二章 两党关系破裂与两国关系恶化 /
334第三章 中苏同盟关系的彻底瓦解 / 375第四章 国际共运分裂与中苏走向对抗 / 410第四篇 走向“正常
化”（1979～1991）第一章“正常化”问题的缘起 / 451第二章 开启“正常化”进程 / 466第三章 双边关
系逐步改善 / 491第四章 走向“正常化”的转折 / 504第五章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 525跋中苏同盟破裂
的内在原因 / 531附录一参考文献 / 541附录二译名对照表 /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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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篇 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国人中最早真正向俄国人求助的，是孙中山。
由于高唱“以俄为师”，孙中山改造了国民党，并且成功地创立了自己的军队，把它的国民革命从南
到北推进到了中国当时的大多数省份。
蒋介石继承下来的国民党虽然最终与苏联分道扬镳，但是，国民党曾经依赖于苏联的帮助，并且受到
过俄式革命的激进影响，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坚定地在中国推行俄国经验和俄国逻辑的革命党。
在莫斯科直接指挥下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共从最初的几十人，一車发展到数万人。
苏联的种种帮助是它得以在旧中国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境况下生存发展的要作之一。
 无论国共，它们在和苏联的关系上都历经曲折。
但也正是这重重曲折，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的历史，并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值得回味和思索的故事
。
第一章 中苏建交声中的革命输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日益严重地掐于一种半殖民的被列强
欺压迫的状态之中。
为了改变国家的这种状况，中国的志士仁人曾经努力向西方学习和取经。
但是，一直到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为止，中国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且由于军阀割据和
战争不断，使得这个国家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当国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再度寄希望于美：国等国家能够主持公道的时候，巴黎和会的不
公正判决，终于使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以社会主义为走向的革命的俄罗
斯。
随着苏俄红军逐渐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日渐巩固，俄国人也开始把他们的成功
经验推广到中国来。
他们一面按照资本主义世界惯行的方式，通过外交的手段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一面却又坚持着自己的
意识形态信念，着手在中国各派激进势力当中寻找同盟者。
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而且也在很大捏度上选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孙中山及
其所领导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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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研究和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历史演进中获得启示.避免重复前时前代所犯下的错误，才
可能为中俄关系的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甚至为中国处理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范式。
正所谓以史为鉴，开辟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志华等中苏关系研究的中坚力量的新著《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恰逢其时。
　　——原驻苏联火使李凤林中苏关系史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最具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
了解中苏关系的演变，对解读中国历史是必不可少的。
这部著作不仅完整记述了中苏关系的全过程，而且澄清和揭示了不少以往由于种种原因被扭曲和被遮
蔽的历史片断。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
本书作者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
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卒教授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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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由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牛军强
强合作 新史料 新视野 新观点 解读七十年中苏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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