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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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主要论述了冷战的思想根源、冷战在欧洲的起源和在亚洲的起源情况，并从地缘政治和国家
决策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冷战形成的最初起因，对冷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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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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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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一心要建立东方情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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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唯其如此，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寸步不让。
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明确表示了在东欧的权力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决心。
当美国提出解散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而在国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另建临时政府时，斯大林断然予以拒
绝。
当美国在1945年9月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同样表示坚决反对。
与此同时，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就是要使苏占区成为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占
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
1946年3月，斯大林在评论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时，甚至不屑于理会丘吉尔把东欧国家说成是苏联势
力范围的观点，而只强调在东欧建立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这是和平的愿望”，并非“扩张
倾向”。
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论著已经很多，而且对于我们所要论述的问题，东欧并不是重点。
尽管西方大国对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示出不满和猜疑，但在雅尔塔体系中，东欧毕竟属
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即使对此做出反应，也显得底气不足。
而真正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
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
 在历史上，近东地区是沙皇俄国与欧洲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
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就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
方针。
二战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一旦在这两个国家
取得政治和经济权益，不仅能够确保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为苏联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
的基地。
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
 在土耳其问题上，斯大林试图以实力为基础，通过恫吓和讹诈手段，实现苏联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和
政治权益。
根据1936年《蒙特勒公约》的规定，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以不受限制地通过海峡，而非黑海沿岸国
家军舰通过海峡时，在吨位、等级和停留时间上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显然，这种一般通航权不能满足苏联控制海峡的要求。
早在1940年11月，苏联在与德国的会谈中就提出了要在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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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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