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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史论》总结、整合了作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
，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
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
其主要特点是，始终不渝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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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庆超，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
长期从事党史研究、领导秘书、科研管理、宣传教育等工作。
 
    个人主要著作有：《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的形成》，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建党80周年重点图书《革故与鼎新——粉碎“四人帮”
与拨乱反正》《历史的选择》《中国改革的前奏》《历史的见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第三卷，中
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图书。
 
    合著主要著作有：《中国革命史》，大学教材《中国现代史简编》，大学教材《中国共产党简明历
史》，全国公安系统干部教材《解放战争图志》，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提名奖《十一届三中全会
前后的邓小平》，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重点图书《中国改革开放三
十年史》《党的建设30个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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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毛泽东发出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与苏联结盟、对苏联和社
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对外政策。
同时，重视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毛泽东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在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还与一部分民族独立国家和少数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到1950年10月，已经有25个国家承认新中国，其中1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此外，新中国还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关系，增进了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1964年毛泽东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非铁板一块，首先与法国
建交，以打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大门。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工作也受到严重干扰。
江青集团支持一些人在外事部门兴风作浪，甚至图谋篡夺中央外交大权。
江青集团肆意抹杀新中国建国17年外事工作的重大成就，诬蔑17年来执行的是“三降一灭”(即向帝国
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外交路线。
在江青集团的煽动下，外事部门的领导人被揪斗，这些部门的工作一个时期被打乱。
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受到批斗。
某些外事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顾政策、自作主张、违反纪律的事屡有发生。
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发生“唯我独
革”、“强加于人”的错误。
在对外交往中，也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
这些都引起驻在国政府和官员的疑虑和不安。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中，对内“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对外“四面出击”、“四处树敌”
。
仅在“文化大革命”初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江青煽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同建交或半建交的40
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甚至发生了北京数万人围攻、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办公楼的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面临着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和西北边境陈兵百万的军事威胁。
为了打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对外关系的困境，打破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战略
家的雄才大略，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迅速打开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在整个世界上处于战略攻势，咄咄逼人；美国因长期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
泥潭而难以脱身，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处于颓势。
在美苏争霸中，呈现着苏攻美守的态势。
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后，一再表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美国宣布对中美之间的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
接着，尼克松请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告：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
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希望与中国对话。
毛泽东及时作出了反应。
1969年10月，美国又通知中国说，它将停止派军舰到台湾海峡巡逻。
12月初，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愿意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晤。
中国方面经过研究，同意恢复已经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
当美方在会谈中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时
，中方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
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以接待。
”翌年10月初，尼克松在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公开表示了愿意到中国访问的迫切
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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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先后向与中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表示，愿意派一高级使节
秘密访问中国。
在一个外交场合，尼克松还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发出了举世瞩目的“意味深长
的外交信号”。
以后，巴基斯坦领导人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均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中国领导人对此表示
欢迎。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尼克松回忆录》中写道：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
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
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
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应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
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决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
”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
到了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
。
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
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
似的。
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
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
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
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
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
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共产党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
贸易管制。
    把华沙会谈搬往北京的建议在5月遭到了挫折，那时中国人为抗议我们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而取消了
一次原定举行的会谈。
有几个星期，看来同中国的对话倡议似乎告吹了。
但倡议的基本原则是以对双方互相有利这一明确的估计为基础的，因此在几个月后中国人表示愿意重
新开始我们的外交小步舞时，我并不感到奇怪。
7月，他们释放了美国天主教主教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这位主教是在1958年被捕的，已经关了12
年。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
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
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
我在1969年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
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
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
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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