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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文集都是作者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
在日益宽松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中，自知如若自甘暴弃无所作为，就是有负国家的培养和老师的教诲，
也有负当初自己的“梦”。
作者别无选择，只有以近“知天命”之年结合教学工作开始专业研究。
这里，作者必须提到作者高中时的历史老师、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先生多年来对作者的关心和指导，
作者的部分论文，从选题到查阅重要的外文图书资料都得到先生的指点，无疑先生是作者从事专业研
究的引路人。
    萨本仁在半个世纪的教学、科研，以及担任的各项社会工作中，只要社会需要，条件允许，总要不
断探索、奋力拼搏、开拓创新、不懈进取。
说真话，办实事，尽力奉献不求索取。
 他的人生信条是：“不掩恶，不属善”，坚持原则，执着敬业，不做命运的奴隶。
他的治史信条是：不唯上，不唯权威，不拘泥陈说，不人云亦云随便苟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
以成败论人记事，不忘是非之公；遵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治史传统，尽量征引经核实验证的
翔实史料，尽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必要的剖析和阐释，不武断下结论。
在已发表的文著中对相关的史学问题一般都进行了认真和严肃的思考，努力做了一些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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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萨本仁，蒙古族，1930年12月生，祖籍福建闽侯。
1955年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曾任宁夏大学、汕头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国际关系史、19世纪以来英国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
著有《萨镇冰传》、《20世纪的中英关系》(合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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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  读李世安著《世界当代史(1945～1998年)》第六编 译文  英国政治的联合(1932
～1945年)  现代英国政府机构与对外关系(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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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三、关于苏芬战争    十月革命以来，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垄断组织不断地向芬
兰的军事和经济投资。
芬兰的反动派也随时准备派军参加对苏联的干涉。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国际局势，“苏联政府不能让离列宁格勒只有32公里的芬兰边境成为
侵略者进攻苏联要害的地点，苏联必须采取措施巩固这一地段的安全”。
①苏联政府的第二个措施就是莫洛托夫在1939年10月31日的讲话中所强调的：苏联“仅是”请求芬兰
人将国界北移几十公里，而苏联愿以东卡列里阿境内两倍于此的领土补偿芬兰。
其他“请求”还包括：割让芬兰湾内若干个岛屿给苏联；将芬兰在巴伦支海的雷巴契半岛，连同芬兰
在巴伦支海的唯一的不冻港比特萨摩，一并租借给苏联；而最重要的是将芬兰湾人口处的汉科港租借
给苏联作为海空军的基地。
就苏联的观点看来，向芬兰提出这些要求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如果像德国那样一个潜在敌国和芬兰结
盟的话，就可以据有突袭苏联的理想的出击点。
但是就芬兰的观点看来，这些条件特别是租借海军基地汉科港是难以接受的，因为那将意味着芬兰丧
失必要的自卫能力。
    1939年10月初开始的苏芬谈判持续了两个月，直到11月底发生了真伪难辨的边境事件。
苏联指责芬兰军队在边界炮轰苏联一方，射杀了几名苏军士兵。
接着，苏联政府要求芬兰军队从边界后撤20或25公里。
芬兰政府否认了边境事件，拒绝后撤。
11月29日，莫洛托夫照会驻莫斯科芬兰公使考司基宁，宣布：“芬兰已背弃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按
指1921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现在我方也已无法信守该条约的义务。
”同日，莫洛托夫发表了广播讲话，宣称由于两个月来的谈判仅带来了芬兰人炮轰列宁格勒地区苏军
的结果，实际上芬兰已对苏宣战。
他同时宣布已经召回驻芬的苏联政治、经济代表。
11月30日《真理报》上登载莫洛托夫广播讲话的旁边还登载了全苏“自发的”群众愤怒示威呼喊的口
号。
    12月2日，苏联报纸报道了塔斯社发自列宁格勒的有关“芬兰人民政府的组成”的消息。
芬籍苏联人奥托·库西宁任该政府的总理兼外长。
同日，宣布苏联和芬兰民主政府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
12月3日，《真理报》在头版刊登了莫洛托夫签署苏联和芬兰人民共和国互助友好条约的照片。
同日《真理报》还刊登了莫洛托夫和库西宁代表双方一致同意的新的苏芬边界的地图。
图上标明除租借给苏联汉科港外，仅有列宁格勒西北方的一小块芬兰领土将割让给苏联。
作为补偿，芬兰得到了卡列里阿地峡，包括拉多加湖以东的整个奥伦涅茨地区。
新的芬兰政府成立两三天后，莫洛托夫曾宣布苏联继续承认赫尔辛基的芬兰政府，但是芬兰政府并不
承认苏联同新的芬兰政府所划的新的苏芬边界。
    苏芬战争期间，苏德关系又有新的发展。
193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六十寿辰。
除了苏共中央领导人的一片颂词祝语外，报纸还披露了包括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库西宁在内的贺信(
电)。
    苏芬战争开始后，在英法策动下，苏联被“开除”出国际联盟。
12月5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在议会下院提议，趁苏芬战争爆发之机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英法
政府还给芬兰输送了大批弹药武器。
因此，苏联对英法的态度就变得愈来愈敌对了。
数日后。
苏联发表了一批笔调激愤的文章，抨击在英法操纵下从国联“把苏联‘驱逐’出去的可耻的喜剧”。
显然，苏联进攻芬兰的举动在英美法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引起的愤慨是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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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12月苏芬战争爆发，而对苏军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
苏军很难适应高寒地带作战，也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对苏联来说，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恃强凌弱的战争。
1940年元月，苏军更换统帅，调集武器，侧翼包抄，重点突破，至二月下旬，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
后，终于越过了“曼纳希姆防线”两翼的大部分地区。
2月28日苏军全面进攻又重新开始，3月5月苏军占领了赫尔辛基和芬兰其余部分，3月12日，苏芬和约
在莫斯科签订。
根据和约，苏芬边界从列宁格勒北移了150公里。
整个卡列里阿地峡，包括维堡和许多芬兰湾上的岛屿，巴伦支海的雷巴契半岛，摩尔曼斯克的西部，
以及拉多加湖以北以西的农村都划归苏联，尤其是芬兰接受了汉科港作为苏联海军基地的30年租约。
    在战火蔓延的紧急时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以免遭背腹受敌，自然
无可非议。
但是，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强加于芬兰一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暂时还不愿接受的条件就是问题
了。
特别是苏联与芬兰交换领土的“建议”遭到芬兰政府拒绝后便大动干戈，不仅突破“曼纳希姆防线”
，而且长驱直人赫尔辛基，就更是师出无名了。
小小的芬兰为什么敢于拒绝苏联的“建议”并且顽强抵抗苏军呢?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而在前
苏联学者的笔下却被歪曲为“一个不足四百万人口的国家，是永远干不了任何反对苏联的事情的，苏
联有一亿八千三百万人口，除非她受到大国，诸如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鼓励才这么干的。
”①这是什么逻辑呢?这是强权逻辑。
这种逻辑只能理解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有不欲亡者，必有后台。
如无后台，丧权亡国，概莫能外。
德波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是当时苏联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权威性学
术著作。
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时代，却为什么全盘肯定了苏芬战争呢?这岂不是从反面证明，尔后苏联
社会帝国主义的“有限主权论”或多或少地从苏芬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中找到了借鉴吗?P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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