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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者说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
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
作为中国“冷战国际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沈志华教授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他自费从俄国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并无偿地提供给国内外学者使用，从而为该
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他本人，更是与这些档案朝夕相处，潜心研究，近二十年来主编了多部档案文献集，发表了大量的
学术论文和专著。
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国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和历史事
件的叙述。
为此，我社把沈志华教授1994年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根据“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转型”、“冷
战在亚洲”、“冷战中的盟友”、“冷战的再转型”五大主题编辑为五册，以飨读者。
除了对冷战史这个广泛领域中许多不同事件或过程的描述，这些论文集也收入了沈教授对同一论题在
不同年代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内容显得重复，但更多的是对历史过程表述的细微变化，甚至是完全
不同的结论。
这恰恰显示出随着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和公布而反映出来的冷战史研究发展和变化的历程。
对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了解这一历程可能更为重要。
同时，在每一册中，作为附录，我们还挑选了沈教授整理、编辑的部分国外档案文献，相信对学者的
研究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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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集了作者多年来在国内期刊中发表过的对朝鲜战争研究的多篇论文。
作者在充分掌握并比较分析近年披露的多国档案的基础上，对朝鲜战争的起源、爆发、中国被迫出兵
朝鲜、朝鲜停战谈判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描述、梳理和研究，深入地揭示了中苏同盟及中国入朝
参战这两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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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
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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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
　一、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
　二、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
　三、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
　四、苏朝联合发动进攻
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
　一、形成决策的前提
　二、改变决策的动机
　三、保证决策的条件
保障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试论朝鲜战争起因与斯大林的决策动机
　一、艾奇逊的演说触动了斯大林的神经？

　二、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返回安理会？

　三、斯大林真的要推动亚洲革命吗？

　四、斯大林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过程和依据
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
　一、越过三八线问题的提出和争论
　二、战局变化推动的政治决策
　三、影响美国决策的制约力量
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一、中国无意介入朝鲜冲突
　二、战争初期的军事防御战略
　三、毛泽东四次下决心出兵
　四、中国领导人的深层忧虑
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
　一、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关于中苏对朝鲜冲突方针和策略的变化　
　二、毛泽东决心派兵入朝作战：关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电报的争论
　三、中国入朝作战的困难和条件：关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
素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
对朝战初期苏联出动空军问题的再考察——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解密档案
　一、斯大林承诺将调用苏联空军
　二、莫斯科并不急于让中国出兵
　三、金日成期待来自国际的空军援助
　四、毛泽东急于出兵援助朝鲜
　五、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六、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
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
　一、1949年中苏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立场
　二、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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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苏联代表为何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
　四、中国决策出兵朝鲜的复杂过程
　五、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入朝作战的原因
试论1951年初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
　一、印度政府的调停尝试与美国的反应
　二、毛泽东决定打过三八线再谈停火问题
　三、十三国停火建议与中国的最初回应
　四、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与联合国停火议案的提出
　五、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及其策略考虑
　六、中国错失了停战谈判最有利的时机
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
　一、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
　二、美国为实现对日媾和而拖延停战谈判
　三、旧金山和约与中苏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立场
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一、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二、莫斯科决定主动实行让步
　三、毛泽东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
　一、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
　二、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三、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附录
　俄国档案馆关于朝鲜战争的解密文件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最后阶段的俄国档案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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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再次，美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几天之内迅速改变了对朝鲜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政
治斗争的结果。
美国的两党制和议会制以及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制订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与对台政策相比，国务院在朝鲜问题上态度稍为强硬，但总的来讲，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
基调是从远东脱身，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更未曾设想在朝鲜半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自从美国政府确定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以后，特别是在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
美国共和党掀起了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普遍不满的浪潮，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民主
党的外交政策。
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共产党，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
到牵连。
不仅如此，艾奇逊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军方的指责和攻击。
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注意免遭共和
党强硬派的攻击。
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内，特别是国会的舆论倾向，而且尤其注意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的态
度，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
而这些人大多主张对一切共产党国家都采取强硬立场，共和党议员对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猛烈攻击，也
迫使杜鲁门为平息舆论而采取让步。
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
如果说民主党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一直在寻找一个与共和党妥协，以迎合舆论，稳定国内政治统治的
机会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爆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事实上，在朝鲜问题上使用武装力量的主张，正是共和党在国务院的代表人物杜勒斯首先提出来的。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勒斯刚刚访问南朝鲜后留在东京。
当他听到战争到消息后，尚未搞清情况，便立即与他的助手艾利森一道，起草了一份给艾奇逊的电报
，其中特别提到：“南朝鲜可能自己有力量抵住并击退进攻。
假如是这样，那是最好了。
但是，如果出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使用美国军队，哪怕这样做会冒引起苏联的对
应行动的风险。
”这使杜勒斯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武装力量介入朝鲜战争的人。
艾奇逊对杜勒斯的意见十分重视，他认真阅读过以后，便把电报单独呈送杜鲁门。
这封电报的意见无疑反映了共和党强硬派的立场，也无疑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在第二天的布莱尔大厦会
议上决定出动海军和空军投入战斗起到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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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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