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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交》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今的这100年间，大国关系与世界格局的深刻演变，阐释大国的外
交政策，聚焦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过程，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内战
，朝鲜战争，苏联的崛起与美苏争霸，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海湾战争， “9·11”事件等，讲述各
主要大国在历次战争和重大国际事件前后，如何应对国际局势的危机，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读者
呈现20世纪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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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诺曼里奇，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历史学家，国际关系专家。194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布林茅尔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布朗大学，并协助指导布朗大
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项目。主要著作有《民族主义与变革时代》、《希特勒的战争目的》第一卷《意识
形态、纳粹国家和扩张过程》与第二卷《新秩序的建立》、《为什么会爆发克里米亚战争：一个发人
警醒的故事》等，同时是多卷本《德国对外政策文件》的编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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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上）
主要交战国的战争计划
西线战事
东线战事
加里波利（达达尼尔）战役
海上的战争
战时政治与宣传
战时外交
日本参战
奥斯曼帝国参战
意大利参战
巴尔干各国卷入
协约国成员间的战时秘密条约
土耳其海峡
对阿拉伯人的互相抵触的许诺
赛克斯皮科协定
与俄国和意大利的协定
贝尔福宣言
英法阿拉伯宣言
关于德国的法俄协定
中欧两强的战争目的
第二章俄国革命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三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革命
列宁
列宁的和平创议
俄罗斯帝国的瓦解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布加勒斯特条约》
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看德国的战争目的
第三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下）
和平提议
美国干涉
威尔逊的“十四点”
德国战败
停战（1918年11月11日）
第四章缔造和平（1919年）
理想主义的销蚀
封锁问题
巴黎和会
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
国际联盟
“十四点”的命运：殖民地、山东和种族平等
南蒂罗尔和阜姆
德国问题
出示和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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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和约
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
对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和约
对奥斯曼帝国的和约
少数民族条约
条约批准问题
终评
1919年时的列强
第六章帝国之后：俄国和东欧
俄国：内战与布尔什维克巩固权力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
新生的和重建的东欧国家
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
南斯拉夫
第七章帝国之后：中东
土耳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领导
亚美尼亚问题
与法国和意大利的外交解决
驱逐希腊人、查纳克危机和废除苏丹统治
《洛桑条约》
希腊—土耳其人口迁移
凯末尔的社会革命
非土耳其领土
沙特阿拉伯
叙利亚和黎巴嫩
外约旦
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
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问题
石油因素：波斯（伊朗）
美索不达米亚
巴林和沙特阿拉伯
第八章东亚：到华盛顿会议为止的日本和中国
1914年前的背景
日本、中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一条”
日本和盟国在西伯利亚的干涉
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
裁减海军军备的协定
第九章东亚：从华盛顿会议到“满洲危机”
中国：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关注
中国政治形势；孙中山
国共伙伴关系
莫斯科的对华政策
蒋介石的崛起
蒋介石与莫斯科的关系
旨在统一中国的北伐
日本因素
“满洲危机”前夕的中国
华盛顿会议后的日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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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影响
第十章“满洲危机”
日本的利益
日本侵占
中国和苏联的反应
西方的反应
国联的反应和史汀生主义
建立傀儡国家“满洲国”
李顿调查团
日本侵占热河与《塘沽停战协定》
第十一章东亚：从“满洲危机”到中日战争
日本政府与其政策
“满洲危机”后的中国
卢沟桥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
国际反应
日本政府内的变动
第十二章西欧：从凡尔赛到希特勒
法国对安全的追求
以赔偿为武器
俄德《拉巴洛条约》
法国、比利时占领鲁尔；德国通货狂胀
通货狂胀结束；道威斯计划
《洛迦诺公约》
白里安和斯特莱斯曼
裁军问题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裁军谈判的失败
赔偿、杨格计划和莱茵兰撤军
马奇诺防线
白里安的欧洲联邦计划
大萧条的来临
大萧条对德国的影响
德奥关税同盟
赔偿的终结
德国民主制的终结
第十三章西欧：到西班牙内战为止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战后意大利
墨索里尼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墨索里尼的帝国主义
希特勒
纳粹意识形态
1933年时德国的国际处境
埃塞俄比亚危机
德国牵制：萨尔公民投票和德国重新武装
斯特雷萨阵线和法俄同盟
英德海军协定
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和世界的反应
莱茵兰重新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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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的终结
第十四章西班牙内战
政治背景
反共和国的阴谋
外国干涉的作用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长枪党
外国干涉的国际影响
法国和英国的不干涉
德国的不满
第十五章从西班牙内战到欧洲的二战前夜
意大利、德国与奥地利问题
绥靖政策
希特勒兼并奥地利
出卖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危机和慕尼黑协定
“水晶之夜”和希特勒破坏慕尼黑协定：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德国兼并梅梅尔
纳粹种族战争
第十六章二战在欧洲：从德国进攻波兰到俄国战役
波兰问题白热化
纳粹—苏联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进攻波兰
第四次瓜分波兰
西线进攻的决定
苏联的扩张：兼并波罗的海国家与苏芬战争
德国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
丘吉尔接任首相
德国的西线战役
希特勒与英国的对抗
墨索里尼的干涉
西班牙牌
北非战略
巴尔干困境
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进攻
对苏联的进攻
第十七章二战在亚洲：从中国泥潭到珍珠港
苏联威胁、德国背叛和美国经济压力
欧洲事态与亚洲事态的互动
采纳南进战略
走向与德国结盟
三国条约与其国际反响
日本与德国对苏进攻
从南进战略到珍珠港
珍珠港事件争议
外交后果
第十八章希特勒对美宣战，太平洋战局，态势逆转
希特勒起初的谨慎
美国的压力
希特勒的最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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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奇迹的六个月
态势逆转：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
日本人的胜利的遗留影响
第十九章到墨索里尼垮台为止的大同盟
大同盟的开端
《大西洋宪章》
西方对苏援助
美国加入大同盟
三巨头：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
战争进程：总体概貌
斯大林的战争目的与1942年5月26日英苏盟约
在北非的第二战场
卡萨布兰卡会议：西西里与无条件投降
战争进程：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
攻入西西里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垮台
第二十章为战后世界奠基
莫斯科会议
首次开罗会议（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
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
波兰问题
欧洲战争进程
摩根索计划；1944年9月11 日至16日的魁北克会议；
参谋长联席会议1067号指令
1944年10月丘吉尔艾登赴莫斯科使团，百分比协议
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日至11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联合国的建立
第二十一章在欧亚两大洲的胜利
罗斯福去世和杜鲁门继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结束
杜鲁门初入国际政治
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
太平洋战局进程
原子弹的使用
原子弹与苏联对日宣战
日本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十二章大同盟的瓦解
1945年时的强国
武器系统的革命
冷战
缔造和平（1945年）：伦敦会议和莫斯科会议
斯大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与凯南的遏制理论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苏联的反应
缔造和平（1946年），关键性的德国问题
与意大利和德国卫星国的和约
杜鲁门主义；对希腊、土耳其的援助；希腊内战
马歇尔计划
第二十三章敌对阵营的形成
苏联势力在东欧的扩展；共产党情报局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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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二月政变
铁幕的裂口：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
柏林封锁
迈向北大西洋同盟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
德国的分裂
一个超国家经济组织的创建：欧洲煤钢联营
西欧联盟
华沙条约
第二十四章日本：从投降到最后和约
日本投降详情
美国设想的在日管理当局
美国占领与日本政府改组
对日和约（1951年9月8日）
苏联对日媾和（1956年10月19日）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协定
第二十五章超级大国与中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朝鲜战争
日本投降前的美国对华政策
史迪威的失败
赫尔利使团
美国未能结交共产党人
美国战后对华政策
马歇尔使华
苏联对华政策
外蒙古成为苏联卫星国
中国内战：国民党人
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
中国内战：冲突进程
毛泽东倒向苏联
美国国内对中国共产党人获胜的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50年2月14日中苏条约
第二十六章遏制在亚洲：朝鲜战争
朝鲜的战后分治
苏联治下的北部朝鲜
美国治下的南部朝鲜与李承晚
分立的南北朝鲜政府的建立
美苏撤军与朝鲜人民军出兵南朝鲜
朝鲜战争：责任问题
冲突进程
罢免麦克阿瑟
走向停战的漫长道路
诸多不同解释
第二十七章帝国的终结：印度和巴基斯坦
甘地革命
甘地的领导作用
甘地的首次争取自治运动
印度社会内的分裂
甘地的食盐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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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克里普斯使团
英国的屈服和印度分治决定
实行分治
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英国自治领获得独立
甘地的遗产
朱纳格特、海得拉巴和克什米尔
葡萄牙和法国飞地的终结
尼赫鲁的对外政策与中印战争
尼赫鲁的遗产
印巴不宣而战的战争与孟加拉国创立
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核国家
第二十八章北非和中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苏伊士运河危机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和北非的终结
英国人与埃及
巴勒斯坦问题
英国委任统治的终结
阿以冲突与以色列国家的建立（1948年5月14日）
1948—1949年阿以战争
外约旦变成约旦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命运
埃及：从1948—1949年战争到苏伊士运河危机
第二十九章冷战的发展：从朝鲜战争到古巴导弹危机
领袖变更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对外政策
斯大林之后的接班人：尼基塔·赫鲁晓夫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对外政策
对奥和约（1955年5月15日）
德国问题上的持续僵局
赫鲁晓夫对和平共处的重新呼吁和他对斯大林的谴责
非斯大林化在东欧的反响：波兰
1956年10月匈牙利暴动
苏伊士运河危机
欧洲走向较大程度的独立；欧洲原子能联营和共同市场
洲际弹道导弹和首颗人造卫星
赫鲁晓夫柏林最后通牒（1958年11月）
肯尼迪继任
维也纳峰会（1961年6月）
柏林墙（1961年8月）
第三十章古巴导弹危机
菲德尔·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革命
卡斯特罗与美国
卡斯特罗与苏联
猪湾入侵
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定
美国的反应
危机的解决
卡斯特罗的反应
第三十一章进行冷战：从古巴导弹危机到赫尔辛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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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迈向更大程度的独立
肯尼迪的“我是柏林人”演说（1963年6月26日）
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8月5日）
保护人变更
约翰逊继任
废黜赫鲁晓夫（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继任
维利·勃兰特和“东方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
尼克松继任
军备控制：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勃兰特重启德国“东方政策”与莫斯科条约（1970年8月12日）
关于柏林的四国条约（1971年9月3日）
两德关系基础条约（1972年12月21日）
赫尔辛基协议（1975年7月30日至8月1日）
第三十二章东亚：从朝鲜战争到中美外交革命
中苏关系
中美关系：金门、马祖和台湾问题
中印战争
中苏分裂
美国未能就东亚形势的变化作出调整
中美外交革命
中日实现和平
中美外交革命的最后各阶段
第三十三章遏制在亚洲：越南（第一部分）
战后分治
历史背景
胡志明与越南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国民党军对北越的占领
英国对南越的占领和法国卷土重来
越南对法战争
日内瓦协议（1954年7月）
东南亚条约组织
美国、南越和吴庭艳
越盟对拒绝举行全越普选的回应
老挝问题
肯尼迪升级
吴庭艳垮台
约翰逊坚持既定路线
“春节攻势”对美国政策的冲击
约翰逊的最终和平提议与1968年总统选举
第三十四章遏制在亚洲：越南（第二部分）
尼克松的越南政策
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
外交突破？
西贡政府的崩溃
美国撤出后的东南亚
华人的命运和中国的反应
柬埔寨的浩劫
越南占领柬埔寨

Page 11



《大国外交》

中国攻入越南
共产主义者在老挝的胜利
第三十五章冷战的发展：从赫尔辛基协议到戈尔巴乔夫垮台
卡特的对外政策
巴拿马运河条约(1977年7月9日)
军备控制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罗纳德·里根上台
里根自相矛盾的对苏政策
里根、核武器和“战略防御倡议”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继位
里根戈尔巴乔夫关系
戈尔巴乔夫削减苏联军事义务和对外承诺
里根与中美洲：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
格林纳达
利比亚
布什继位
布什戈尔巴乔夫关系
布什、戈尔巴乔夫和海湾战争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第三十六章中东：从苏伊士运河危机到戴维营协议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的埃及政策
六日战争（1967年6月5日至10日）
联合国242号决议
巴勒斯坦问题
赎罪日战争（1973年10月）
阿拉伯石油武器
基辛格的穿梭外交
吉米·卡特的中东政策
戴维营协议（1978年9月）
第三十七章中东：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到1991年海湾战争
伊朗、国王和伊斯兰革命
伊朗人质危机
苏联入侵阿富汗
两伊战争
黎巴嫩悲剧
武器换人质
尼加拉瓜因素
两伊停战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990年8月2日）
海湾战争
第三十八章苏联帝国的解体
波兰、团结工会和一个非共政府的组成
共产党在匈牙利统治的终结
匈牙利对共产党民主德国的打击
民主德国危机和柏林墙被打开
德国重新统一
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
斯洛伐克的分离
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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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不确定的未来
苏联的解体
鲍里斯·叶利钦的作用
族裔民族主义和宗教：两大解体力量
戈尔巴乔夫的挽救努力与1991年8月政变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第三十九章南斯拉夫的解体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战争和种族清洗
欧共体的反应
马其顿局势
波黑的浩劫
克罗地亚出牌
代顿协议（1995年12月14日）
科索沃危机
在马其顿的反响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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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涵盖了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既有宏观的弘大视野，又有微观的人性情感。文笔流畅，不失幽
默诙谐。
2、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思想意识的转型。
3、原著简明清晰，翻译总体到位，实属不易。
4、非常好的教材和入门读物，常读常新。补充了很多知识性的了解，但作者有很多判断和细节描述
都有些陈旧和过时， 并且这个作者特别擅长站在事后诸葛的角度对美方在冷战时期的决策评头论足 
前后形成立场和判断的解释偶有矛盾  对于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领导人的判断颇为正统（传统）   
5、也是上吴征宇老师的课读的，超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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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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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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