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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在多年来挖掘和整理了大量有关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和中国地方档案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
史观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论述1950～1960年代中苏关系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希冀真实地反映
这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真相。
本书分专题论述，包括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苏联对华援助的
情况，苏共二十大和非斯大林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苏联与中国的
核武器研制的关系 ，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争论，苏联对炮击金门，“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的反应及其结果，中苏在世界上联北京会议期间的冲突，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的起因，中苏在援越
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和双方政策的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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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
研究方向冷战史、苏联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已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
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
社2003年）、《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并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
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和《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200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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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同盟条约　　1．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2．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
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二、苏联专家　　3．对在华苏联专
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4．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生活及工作条件
／7{　　5．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99　　三、对华援助　　6．建国初期苏
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　　7.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166　　8．关于1950年代苏联援华贷
款的历史考察　　四、友好合作　　9．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10．中国
在1956年10月危机处理中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11．援助与限制：1950
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　　12．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
史考察之一 　　五、矛盾分歧　　13.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
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 　　14．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
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15．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
起的进一步思考 　　16．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若干问题——科兹洛夫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报告评
估 　　17．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兼谈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 　　六、冲突
敌对　　18．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 　　19．中苏在援
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1965～1972)　　20．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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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沈志华的研究颇有见地
2、史料胜于雄辩~
3、论文集。与《北京与莫斯科》有部分篇目相重合。但后者更侧重于国外学者的论文。既是论文集
，也是多这一段史实的梳理。阅读需要一定的阅读历史类书籍的能力。要能不同处看到的信息相互自
己联通起来
4、沈志华先生所有的书都是自己论文编成的集子。好吧，我承认沈先生看到的档案材料确实多，历
史学功底也很好，论文也比书容易看得多，但不是一堆论文放一块那就叫书的好吧？也不是几堆论文
分别放一块那就可以叫几本书的好吧？
5、还是听沈老师讲座痛快！
6、沈先生以一己之力,戴罪之身,自费收集整理了浩如烟海的中苏现代史一手原始资料(直接从KGB楼里
弄出来的),又深入研究.东西多好我外行,至少没老同学杨奎松教授的文字那么举重若轻,但其精神我是佩
服,不是一般的佩服.
7、：）
8、干货甚多物超所值，更值得学习的是作者的方法和态度
9、不适合业余人士⋯⋯
10、不愧為史學大家，實證功力非同凡響，不囿於“定説”，不墨守成規，真相漸漸浮現，學界之福
。
11、第一手资料
12、有些书论述中苏关系时总喜欢用激动人心的语调，但却适得其反，成了纪实文学。

但这本书是本真正的历史书，客观，有凭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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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感觉就写得比较客观，当然沈志华的客观也是建立在他拥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的（
回想到学校里好几位老师对他的评论。。）他对于中苏矛盾的解释我觉得很有说服力：中国和苏联（
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问题源于共产主义这个大集体的结构性矛盾。共产主义作为一
种国际性的理想，必然要求各政党团结一致，跟随者一个领导者带领世界人民取得共产主义的最终胜
利。而共产主义国家中党政一家就导致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各国政府关系混淆在一起，那么各国
政府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呢？以国家主权的原则出发应该是彼此独立的，这就导致了党际关系和主权
国家间关系的摩擦。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会特别团结特别好，但一旦出现国家利益冲
突的时候这两种关系都捋不顺了，苏联党中央的领导会变成对国家主权的干涉。再加上共产主义国家
很多都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苏联老是指手画脚的搞不好哪天就是要捅出篓子的。所以我也认为
考虑这个问题不能单单说苏联的霸权主义倾向（虽然我感觉勃列日涅夫时期还真像个新沙皇），还是
要从整个联盟的体系结构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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