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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7～1931年中苏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
就国家关系而言，1917-1924年这七年为中苏建立外交关系阶段；而后一个七年则是两国关系逐步恶化
、最后走向完全破裂的阶段。
1917～1924年这七年中，中苏两国都受到协约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反帝斗
争的共同需要便成为联系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纽带。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苏俄就受到协约国的联合武装干涉，经受了被孤立和封锁的最艰苦时期。
但粉碎武装干涉之后，苏俄联合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着开始打
开与欧洲大国的关系，结束了在世界范围内被孤立的地位。
这七年是苏维埃国家从立国未稳，到日趋巩固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的上升时期。
而中国则是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南北对峙，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国力极其衰弱的时期。
两国这种基本态势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阶段性。
1920年9月，大总统发布停止旧俄使领待遇，苏俄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前者表明北京政府断绝与旧俄
势力的“外交”关系，后者表明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从一般纲领转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又经过三年多的艰苦谈判，中苏两国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
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北京政府，尽管当时处于非常虚弱的地位，但在全国普遍高涨起来的外争国权、
内争民主的革命潮流的推动下，在与苏联建交谈判中做出了积极努力。
以签订《中苏协定》为肇端，中国开始了修改不平等条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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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
会长薛衔天先生所著，利用大量公开出版的回忆录、相关著述和史料，以及中国、俄罗斯双方的新近
解密档案资料，全面叙述了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并对若干重大问题进行重点研究
，对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书史料扎实，观点中肯，既包含作者三四十年研究的积累和精华，又有开拓和补白性质的研究成
果，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一部史、论、理、才兼备的著作，一部近现代中国历史
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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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衔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任本所学术委员、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
1939年生，河北围场县人。
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攻中俄（苏）关系史，旁及东北边疆史地。
主要著作：四卷本《沙俄侵华史》（集体撰稿者之一）；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项目多卷本《中苏国
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49）（主持者、编者之一）、《中俄关系中文文献目录（17-20世纪）》
（主编之一）；专著《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
《中苏关系史（1945-1949）》；译著《莫洛托夫秘谈录》（合译，统稿者之一）、六卷本丛书《20世
纪的俄罗斯与中国·中俄两大民族及其领袖们》（审校），《十九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1803-1807
）（审稿）；发表学术论文和提供内部研究报告100余篇；普及读物《中俄关系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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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册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代总序　前言　引
论  十月革命与中苏关系新问题　第一章  中苏建交 　 第一节  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   　 一、
中国遣散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东铁路出现新局势    　二、中国参加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与设立
中东铁路护路军    　三、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  　第二节  北京政府调整对苏政策   　 一、驱
逐霍尔瓦特，收复中东铁路路区主权   　 二、派张斯麟代表团访苏   　 三、取消旧俄使领待遇  　第三
节  优林使团访华与苏军占领外蒙古  　  一、优林使团访华——中苏谈判的序幕   　 二、苏俄第二次对
华宣言和北京政府的反应    　三、苏军占领外蒙古与唐努鸟梁海  　第四节  苏联代表团三次来华与中
苏建交   　 一、裴克斯使团来华   　 二、越飞使团来华   　 三、加拉罕使团来华    　四、《中苏协定》
与中苏建交　第二章  联共（布）、共产国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促成国共合作  　第一节  帮助建立
中国共产党   　 一、通过旅俄华入党组织在华建党的尝试    　二、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建立中国共产党  
　第二节  促成国共合作  　  一、帮助中共确定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  　  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
促成国共合作　第三章    中国大革命与苏联　  第一节  苏联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　    一、
蒋介石访问苏联  　  二、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的建立 　 第二节  国民军与苏联  　第三节  统一战线
初期国共两党斗争与苏联    　一、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斗争    　二、从孙中山逝世到中山舰事件  　第四
节  第一次北伐战争与苏联    　一、北伐时机问题与苏联的“喘息政策”    　二、北伐胜利进军与“蒋
汪合作”    　三、苏联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    　四、四一二政变后的武汉政府与苏联　  第五节    四
一二政变到广州暴动期间的中共与苏联 　   一、中共召开五大，应对四一二政变后的新局势  　  二、
南昌起义与八七会议    　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尝试——广州暴动　第四章  中苏断交与边境战争
 　第一节  中苏断交   　 一、奉系军阀制造系列反苏事件，苏联撤使    　二、中东铁路事件与中苏断交
   　三、“局部交涉”与柏林交涉  　第二节  中苏边境战争与善后交涉   　 一、苏联入侵中国东北的边
境战争   　 二、善后交涉——《伯力议定书》　附录  　一、引用文献目录  　二、主要参阅文献目录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中册《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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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18年2月5日日本田中参谋次长向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提出，中日两国应预先商定共同防范苏俄的
对策。
田中说：“德俘在西伯利亚一带不下十余万人，一旦解放，即成劲敌。
此次维持东亚和平，其责任全在中日两国。
微闻德国已有阴谋，一面从西伯利亚侵入东方，一面在甘肃、新疆一带鼓动回教徒肇事。
万一见诸事实，中国国防吃紧，即日本国防吃紧⋯⋯从军事上着想，两国国防实非迅速共同行动不可
。
”①所谓德俘，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的德奥联军中的捷克军团。
该军团不愿作无谓牺牲，投降俄军的目的是借道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回国。
显然，这样的军队根本不会给中日造成任何威胁。
所谓德国策划回教徒肇事云云，更是天方夜谭。
日本所谓的威胁，完全是遮掩其不可告人目的的鬼话。
其实，北京政府对日本对北满地区的野心，也了如指掌。
在遣散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时，日本已经凶相毕露。
因此，在讨论日本的建议时，一些政府要员对日本阴谋保持着高度警惕。
外交总长陆征祥指出：“日本朝野思乘机扩充势力于北满”，“俄乱如炽，其必出兵干涉”；“将来
用兵之际，深恐日本捷足先登，强迫假道，则北满不免为青岛之续，后患殊不可设想”；对策一是“
一旦俄乱蔓延，即由我军单独抵御，日人无所插足”，二是“万一日人借口保护权利，强我共同防卫
，我国力难坚拒，只有密商各国共同干预俄事，以为牵制之计⋯⋯实较日人单独进行（干涉），厉害
殊为悬绝”。
②陆征祥的话道出了北京政府的苦况，明知日本存虎狼之心，但又不能不与它为伍。
陆征祥分析十分准确，后来的事态基本上是按他的预想发展的。
当时的情况，除了日本单独拉中国人伙之外，英、美、日已经决定联合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
美国宣布介入干涉的理由是援救捷克军团，其实它也想乘机把资本打人中东铁路，因此也拉中国入伙
。
中国作为对德国宣战的协约国一员，除参加联合干涉外，没有其他选择。
而参加联合干涉，正好可以牵制日本对北满的图谋。
于是北京政府决定，与日本订立军事协议，与协约国一起行动。
为防止日本侵入北满，确定与日本订立军事协议所适用的范围，只限于中国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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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一1949）》上、中、下三册现在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从论证立项到今日全书印行已经历13个春秋。
1996年秋，课题组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随后又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课题组考虑到学科发展和资料开放情况，对课题研究做了重大调整：将研究时限扩大到苏联解体
的1991年，将研究范围从中苏两国关系扩大到两党关系，以两国关系为主线、以两党关系为辅线，撰
写中苏之间73年的政治关系史，计四部专著，分卷出版。
这样，研究时限和研究内容都扩大了一倍，不仅工作量增加了，研究难度也加大了，课题完成时间不
得不一拖再拖。
期间课题组成员不断发生变动，有的生病，有的忙于其他事情，先后离去；现有课题组成员，年事日
高，已无余勇可贾，实难按调整后的计划完成任务。
经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院科研组织部门批准，课题仍按院科研资助项目，即“中苏国家
关系史研究1917-1949”结项，最终成果为《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中、下三册，内容为
阐述十月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苏两国和两党政治关系的历史。
课题遂于2008年秋结项，全书承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本书下册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1945-1949》修改增订本（根据新搜集的档案文件增补
了大量内容，对一些结论和论点做了修正）。
本书从研究立项到出版得到近代史所领导的支持和所科研处同志们的帮助，得到所内外有关专家的热
情支持和鼓励。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李春林同志主动帮助解决追加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问题，保证了课题后期研究工
作顺利进行。
学者郦永庆和王晓东主动提供了他们在莫斯科抄写的档案资料，为研究提供了方便。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晶为本书中册的撰写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谨对以上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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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既包含作者三四十年研究的积累和精华，又有利用新解密档案
所作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开拓和补白性质。
　　——章百家扎实的史料是成功的基础，本书对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王建朗本书全面地叙述了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发展演变的历程，对若干重大问题进行重点研究
，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汪朝光一部史、论、理、才兼备的著作；一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必读书。
　　——李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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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套装共3册)》为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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