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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内容概要

《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冷战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包括美国和前苏
联等各有关国家大量解密与开放历史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本套书就是在利用这些最新的档案资料作出
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撰的北京大学国际冷战史专题讲义。《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着重于讲述
冷战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形成和变动的情况,涉及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朝鲜战争与冷战在
亚洲的兴起、台海危机与中美之间的冲突、中国外交的革命化进程、中国联美反苏的战略出台、建立
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80年代中国外交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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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其对战后东亚的影响第一节 有关冷战发生原因的探讨第二节 美苏冷战的意
识形态根据第三节 美苏冷战之欧洲起源第四节 美苏冷战之亚洲起源第五节 雅尔塔会议与苏联的有限
目标第六节 美苏关系的恶化及对战后东亚的影响第二章 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冷战在亚洲的兴起第
一节 中苏结盟的背景及谈判结果第二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的大兴举介入第三节 中国被迫出兵朝
鲜作战第四节 前苏联航空兵与中朝联军并肩作战第五节 中苏同盟的经济基础与前苏联对华援助第六
节 结束战争：中国站在亚洲冷战的最前沿第三章 缓和亚洲局势的“窗口时间”第四章革命与危机的
年代第一节 走向和平共处的尝试第二节 日内瓦会议与中国的和平努力第三节 台湾危机与中美关系的
再度紧张第四节 万隆会议与中国重塑和平形象第五节 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冲击第六节 莫斯科会
议与中苏分岐的隐现第四章 革命与危机的年代第一节 大跃进兴起与中国内外政策的转变第二节 中苏
同盟关系的逆转第三节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美对抗的继续第四节 西藏叛乱与印关系恶化第五节 中苏分
岐深化与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起始第五章 中国外交的革命化进程第一节 5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关系动荡
的起因及影响第二节 1960年的对外政策调整第三节 中苏论战及其后果第四节 援越抗美政策的形成第
五节 中国安全战略的调整第六章 中国联美反苏的战略出台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的
严重干扰第二节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苏联因素第三节 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第四节 中苏越盟友
关系的转变第七章 建立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第一节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第二节 中美建
交的曲折过程第三节 推动建立世界反霸统一战线第四节 冷战背景下东亚的最后一战第八章 冷战与80
年代的中国外交附录：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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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编辑推荐

《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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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精彩短评

1、　　一年出书数本（包括修订本）
　　笔根不辍
　　勤奋和学术的人生令人折服
　　（比起争着赚钱辅导班的那些教授）
2、总结回顾中国的外交
3、大纲式的，多位专家学者鼎力之作
4、有几章不错
5、讲的明白透彻，有趣
6、好书。搭配孙学峰老师的课一起看。恰到好处
7、天天肯材料的牛人，国内研究蒋介石的泰斗级人物
8、见过一次杨教授，有范儿
9、大三时读的一本书。
10、补记，考研时候看得东西，基本不记得讲啥了~
11、读了第一章
12、冷战系列的权威著作
13、谷小水老师的推荐，和课件相比，这本书能够提供更有条理、更清晰的说明。
14、真是不感兴趣，根本读不进去，要不是做作业才不碰这种东西
15、鄙校那个小破图书馆收藏的唯一一本杨奎松老师的作品
16、痛苦的读书笔记⋯⋯都是真实的历史，讲述得也很细致，但确实还是枯燥了些。印象深刻点：1. 
美国自苏联诞生之日起就以在政治上遏制其作为根本战略目标；2. 二战后苏联与英美签订了“百分比
协定”，希腊共产党就悲剧了；3. 抗美援朝期间苏联主要的援助形式就是秘密地空中支援，美军察觉
到了这一点，但为了避免战争的升级，没有上报华盛顿，苏联解体后才公布此事；3. 朝鲜战争爆发的
直接原因是金日成和麦克阿瑟各自的狂妄自大。
17、以时间为线索，集各大家所言，是一本好书呢。
18、脉络比较清晰
19、改变了一些看法
20、教科书写成这样算是大尺度了。
21、只有永远的利益...
22、视角相对客观！值得一读！
23、好书！
24、基本读完=v=
25、我非常清楚这派实证史学家的理路了
26、感觉冷战时期中国的外交挺幼稚的，而且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对抗，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差
不了多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无敌国”，值得我们学习。
27、教科书
28、看杨奎松的名字买的
29、虽然是史纲清晰简洁，但十分深入，最近对建国后外交很感兴趣啊！
30、很赞的书。杨奎松主编，不过除了第一章都是由其他研究冷战史的学者编写的；虽然作者较多，
但放在一起并不显得混乱。全书从美苏冷战起源开始，分时期探讨中国的外交策略的发展、调整与变
革，讲得很细致，很长知识。最后我想一句话吐槽下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外交局势：贵圈真乱！
31、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32、后面的《附录：大事记》挺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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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精彩书评

1、一年出书数本（包括修订本）笔根不辍勤奋和学术的人生令人折服（比起争着赚钱辅导班的那些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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