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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俄罗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亚·奥尔洛夫撰写的这本“20世纪军事秘密丛书”是追述冷战时期重大事
件、全面揭示冷战秘密的一部重要著作。
作为苏联高级军官和书中所述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奥尔洛夫在书中比较客观、真实地披露了
大量尘封已久的政治、军事秘密，介绍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武器竞争、间谍战，在柏林事件
、加勒比海导弹危机、苏伊士危机、波兰事件、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及北约与
华约之间的幕后秘密争斗。
这些刚刚解密的材料不仅真实，可靠，读后发人深省，而且其中有些内容还十分有趣，颇具戏剧性和
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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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奥尔洛夫，俄罗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苏联高级军官，是书中所述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掌握解秘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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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苏联在核物理领域也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
    1939年年中，苏联物理学家Ю．Ъ．哈里顿和Я．Ъ．泽利多维奇对铀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进行了
计算，并且得出结论：在纯净的铀—235同位素中可以获得爆炸式反应。
1940年，И．B．库尔恰托夫的学生Г．H．弗廖罗夫和K．A．彼得扎克在他的实验室中发现了铀自
发裂变现象。
库尔恰托夫与这一现象的发现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从学术报道中划掉了自己的姓名，“免得影响自
己的学生”。
    值得赞扬的是，早在1938年末，苏联科学院就将“原子核、原子核的性质、链式核反应的形成和使
用”这一课题摆到整个物理学研究工作的首位，称其为“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课题”。
    库尔恰托夫颇有远见卓识，他明白，铀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如能学会对其进行控制，那么它就能
造福人类。
他让他所领导的集体和所有他能吸引和说服的人们瞄准的正是这一目标，他将此视为自己整个生命的
意义所在。
    1940年就已经存在明确的概念：人类社会已经站在科技革命的门口。
    1940年7月3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建立铀课题委员会。
我国杰出的放射化学家B．Г．赫洛平被任命为这个小组的主席，B．И．韦尔纳茨基和A．Ф．约费
被任命为副主席。
И．B．库尔恰托夫、Л．Л．卡皮察和Ю．Ъ．哈里顿为该委员会成员。
    194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原子核物理学每年一次的例会。
这是大战前夕最后一次，同时也是公开讨论铀裂变的最后一次年会。
库尔恰托夫在会上作报告，在谈到原则上可能实现链式核反应时，他作出预言：“链式是可能的和至
关重要的。
”    在此有必要哪怕简要叙述一下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
雄称号(1949年，1951年，1954年)的科学家生活道路的几个主要阶段。
    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于1903年1月12日出生于车里雅宾斯克州的锡姆市。
1923年毕业于克里米亚大学数理学系。
1924年在巴库综合技术学院开始电介质物理学领域的科研工作。
    1924年冬，库尔恰托夫受奥博连斯基教授委托，第一次独立进行研究，测量雪的α衰变。
这是他首次涉及后来在三十年代初期成了他主攻课题的问题。
    1925年夏天，库尔恰托夫来到列宁格勒，接受约费院士的邀请，进入物理技术研究所，被聘为编外
一级物理工程师。
到了1930年，库尔恰托夫本人已经领导着一个有数个“突击队”参加的物理大科室。
1934年，他被该研究所聘为正式成员。
库尔恰托夫很快就作出了自己第一批科学发现。
库尔恰托夫与其兄弟Ъ．B．库尔恰托夫、朋友Л．Л．科贝科一起，在1929年发现了一批新物质，这
类物质被称为铁电体。
1934年9月，由于在研究铁电体、电介质和半导体工作中的成就，库尔恰托夫未经答辩就被授予数理学
博士学位。
两个月之后，物理技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推荐他为苏联科学院物理学通讯院士的候补人选。
约费院士于1934年11月13日为其向科学院院长写了推荐信。
    在那几年，社会主义友好国家中发生了一系列危机。
赫鲁晓夫“论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在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以后全世界都已知晓。
这个报告在世界舆论界引起了特别巨大的反响。
它对不久前(1955年)组建的华约集团各国的生活的影响尤其强烈。
由苏联的敌人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引发的原先潜藏的离心倾向和这些国家一些阶层的居民对莫斯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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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不满，在斯大林死后立即开始公开表露出来。
这表现在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风潮中(1953年)，而在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危机期间表现
得最为充分。
    早在1956年以前，波兰人民共和国危机临近的征候已经开始显现。
1954年3月，中央委员会书记博莱斯瓦夫·贝鲁特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
已经谈到国内党的政治生括必须民主化。
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被清除出党的机构，许多政治犯被释放，其中有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瓦迪斯瓦夫·
哥穆尔卡。
在1955年1月第三次中央全会上，对党的高层领导人提出了批评，指责他们破坏法制，在经济政策上犯
了错误。
波兰社会中“思想激动”加剧，特别是知识阶层中。
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辩论俱乐部(如“偏心轮俱乐部”)不断出现，在这些社会组织和俱乐部内尖锐
地提出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问题。
书报检查措施的削弱使得能让社会激动的各种意识形态、经济和历史问题都被提出来交广大读者讨论
，这些问题曾在《新文化》、《文化评论》、《随便》等杂志上作了详细分析。
所有这一切都使民众觉得不安。
“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等外国电台的反苏广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联形势的变化促进了波兰自由思想的发展，苏联终止了“救人兼害人的事业”，重新审理了“列宁
格勒案件”，揭露了贝利亚及其帮凶，开始为政治犯平反和恢复名誉，等等。
这一切不可能不对波兰的内部政治局势产生影响，催生了导致1956年波苏关系危机的那些政治变动。
    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论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是对政治变动的强大的推动力。
波兰国内是从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在3月3—4日在华沙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苏共二十大工
作情况报告中知道这一切的。
尽管赫鲁晓夫的报告是保密的，但是它很快就被公众所知悉。
比如，3月1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刊登了以赫鲁晓夫报告为题的编辑部文章。
这成了轰动的消息，在党内和社会上激起了风波。
6月28日和29日，波兹南各大型企业的工人游行示威转变成了街头骚乱。
示威者提出了“要自由!”、“要面包!”、“打倒共产主义!”等口号。
这已经是极为严重的行为。
甚至还发生了示威者与内卫部队之间的枪战。
自发的暴乱终于借助军队被残酷地平息，但70人被打死，近500人受了伤。
    苏联领导人为波兰发生的事件不安，他们在寻求使局势“正常化”的办法。
需要一位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将波兰人民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组建仅一年的华约组织内。
克里姆林宫、首先是赫鲁晓夫认为哥穆尔卡可以成为这样的领导人。
他作为斯大林的大清洗的牺牲品，作为对“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自己独特观点的人物，在国
内和党内享有公认的权威，他抵制了近年的大清洗政策。
    这次政治关系的会谈整个气氛十分紧张。
我们当然没有拍桌子。
必要的礼貌还是遵守的。
    大部分时间讨论的是其他重大的国际问题。
在会谈时我主动提起古巴问题，向总统阐述了苏联的立场，强调指出，美国方面所进行的毫无节制的
反对古巴的行动、对古巴与别国贸易所进行的封锁、对直接侵略这个国家所作的呼吁，很可能对全人
类造成严重的后果。
    肯尼迪说：“古巴目前的制度不能使美国满意，如果有另一个政府存在，那将更好。
”    他的说法听来很尖锐。
我提请他注意，他对措辞根本未作选择，并不想消除对古巴问题所发表的激烈言辞所带来的影响。
    这时我提出问题：    “那么美国领导人其实有什么理由认为，古巴人不能按自己的观点、而应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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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盛顿的态度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呢?古巴是属于古巴人民的，无论美国还是某个别的大国都无权干
涉古巴的内部事务。
我们从总统和其他官方人士口中听到的所有这类所谓古巴似乎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说法，都是站
不住脚的。
只要对两个国家——一个是巨人，一个是婴孩——的幅员和资源作一下比较，那么对古巴的责难没有
任何根据就极为清楚了。
”    我先援引古巴的立场。
古巴不止一次声明，它不打算将自己的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它坚定地坚持两国互不干涉内政、努力通
过谈判解决所有与美国政府有争议的问题。
然后我指出：    “绝大多数国际问题的解决都是国家之间谈判的结果。
”    这样，我让美国总统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对苏联或古巴有什么要求，那么只能通过和平的手段
解决。
    与此同时，我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向肯尼迪声明：    “如果美国对古巴、同时也对那些与古巴保持
友好关系、尊重它的独立、在它困难的时刻给它以援助的国家采取敌对行动，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苏
联不会扮演旁观者的角色。
苏联是个大国，一旦因为古巴问题或者世界其他某个地区的局势而出现爆发大战的危险，它绝不会只
当观众。
”    肯尼迪在回答时肯定：“我的政府并无进攻古巴的计划，苏联从古巴未受到任何威胁就可以知道
。
”    这时我又指出在吉隆滩进行的对古巴的侵略行动。
    “这总是美国组织的，”我说。
“这是美国政策的产物。
”    “吉隆滩地区的行动是一个错误，”总统承认说。
“我会制止那些赞成入侵的人，我将尽力制止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
我不否认，古巴问题的确很严重。
真不知道这一切将以怎样的结果告终。
”    他开始泛泛谈论苏联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
他没有使用“导弹”一词。
我无法解释总统为什么不用这个词。
不过，他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使我的处境变得轻松了。
我同样认为没有必要直接谈导弹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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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前言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如此随意说起的“冷战”一词，竟成了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几近半个
世纪的历史时期的名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的战胜国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
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两种社会政治体系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即已出现。
但是，在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集团的联合作战期间，反希特勒同盟各盟国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并
且能够友好地处理在反对共同敌人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但是二战炮声刚一停息，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当即“森严壁垒”。
    但是，“冷战”时代与战前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力量的对抗令人惊奇地不同，甚至与以往各个
时代各个国家或集团之间那种政治、经济、地理战略性质的矛盾也迥然不同。
    “冷战”时代相互对抗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是全球性的，此时还出现了能给全人类带来死亡的新式
武器。
“冷战”时代有如下特征：    出现了拥有非凡军事力量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    世界成为由超
级大国领导的两大敌对集团对抗的两极世界；    双方均拥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能够在数小时内给
敌方造成巨大的损失；    双方均拥有处在高度战备状态的大规模的兵力集团，并且不断地使之完善。
    这就使整个世界在数十年时间处在“核战争的边缘”。
在“冷战”时代最初的几十年(40—60年代)，空中原子武器及其后的导弹核武器被视为是取得全面核
战争胜利的决定性武器，后来由于意识到不可避免的互相毁灭而被视为限制武器。
    此外，“冷战”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对抗双方竭力填补殖民体系崩溃后出现的“第三世界”的
战略和地缘政治真空。
    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军事力量愈来愈多地深入政治，而核武器实际上成了特殊的政治工具。
因此，旨在对政治对手造成威慑的军备竞赛便成了既能以炫耀优势核力量公开威吓对方，同时又可竭
尽所能秘密地研制和储存武装斗争的新式兵器的一种手段。
双方力争在必要的时刻出其不意地展示比政治对手所拥有的更具威慑力的武器。
    因此，超级大国在导弹核武器方面的竞赛往往伴随着众多秘密的、后果极其严重的行动和事件，在
国际局势激化的情况下则摩拳擦掌、虚张声势，在平时则千方百计对本方的武器的数量和性能严加保
密，对敌对的军事政治集团的新式武器的研制秘密竭力予以侦悉。
    只是在近年，随着两极世界的解体，广大公众才可能了解到智慧人物、军工企业、情报网络之间整
个这一切背着公众、紧张激烈、充满戏剧性的斗争。
    那么一切情况究竟如何呢?为什么苏联出现原子弹完全出乎美国领导人的意料呢?苏联是怎样研制原
子武器的呢?这中间科学与侦察哪个起了主导作用呢?为什么美国尽管拥有原子弹和战略轰炸机，而且
已经制订了“空中原子闪击”计划，但不敢贸然对并不拥有这些兵器的苏联实施打击呢?苏联并未参加
朝鲜战争，苏联的飞行员和火箭兵怎么会出现在朝鲜战场的呢?美国的情报机关猜出赫鲁晓夫的导弹秘
密了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加勒比海危机，把世界推到核灾难的边缘?是什么促使美苏两国达成军事战
略均等的呢?    本书要给读者回答的正是包含着超级大国导弹核竞赛秘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
但是本书不仅仅要说明以往的历史事实，更主要的是要揭示事情为什么偏偏是这样。
在此还想补充说一句，本书的作者是书中叙述的许多事件的亲身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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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20世纪军事秘密丛书"之一，追述冷战时期美苏两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间谍战等等尘封以
久的政治、军事秘密。
它不光讲历史事实和揭示秘密，而且说出了事情为什么偏偏是这样，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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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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