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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交学院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这两大全国性的学会均挂靠在外交学院，为我院的教学与研究提
供了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撑。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首先，丛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国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进入黄金时期的需要。
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形势大变化，中国
国内形势大变化，中国外交大发展，国内国外大互动。
这种形势推动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所谓“黄金时期”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需求大。
对于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研究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之旺盛。
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变化相互影响，这在国际关系中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我
们去研究。
中国正在崛起，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中国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也面临大量的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提出一些好的点子。
中国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如果说过去世人对中国的看法不是很重视的话，今天则不然，几乎所有的问题，世人都想了解中国的
意见和立场。
如何让世界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这就需要了解中、外双方，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应当能够对此
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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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苏关系从友好结盟到恶化对抗，再从缓和改善到重归于好，充满了戏剧性的复杂变化。
其中固然存在客观因素，但进行冷静反思，应该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　主观原因造成的，而意
识形态问题首当其冲。
1989年小平同志在会见戈尔乔夫时说，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
头来看，双言讲的都是空话。
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50多年来的中苏（俄）关系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外交学院青年学者高飞所著《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一书。
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两国关系进行核理和分析，从中探讨研究发展中国外交的经验教训，因此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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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飞，外交学院副教授，博士。
历任该院外交学系外交学与中国外交教研室主任，科研处副处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秘书长。

　　教育和访学背景：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2003年获得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哈佛大学、莫斯科外交学院、法国巴黎十一大学访学。

　　主要学术成果：《百年中俄关系》（合著）、《外交学译丛》（主编）、《外交理论：从马基雅
维利到基辛格》（合译），以及学术论文《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评中国外交的策略调整》、
《学习、认知与中国安全观念的创新——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俄双边关系案例研究》、《中国和平发展
的俄罗斯视角》、《俄罗斯离WTO有多远：俄罗斯入世的历史、问题与前景》、《朝共体系的历史流
变与现实意义》、《1950－1960年代中苏关系演变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探索》、《浅析当代国际关系
研究的政治文化视角》、《当代外交学研究现状分析》、《技术进步在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进
化论与国际政治》、《信息革命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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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政治文化的概念与理论　第一节　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　第二节　政治文化的体系、单
元与结构第2章　社会主义阵营体系与单元政治文化的对立统一：中苏同盟的建立　第一节　社会主
义阵营的政治文化体系与结构　第二节　历史传统造就的中苏民族文化特征　第三节　无产阶级政党
的政治文化认同矛盾及其解决——中苏结盟第3章　体系与单元政治文化矛盾凸显：中苏分歧与冲突
　第一节　中苏分歧的政治文化成因及变质　第二节　中国对苏联的地位威胁和政策挑战　第三节　
苏联追求苏美领导世界及其对中国的伤害第4章　政治文化冲突解决模式的失效：从意识形态的论战
到国家关系恶化　第一节　国际共动宾　论战传统与中苏大论战　第二节　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　第
三节　从意识形态的论战到国家关系恶化的政治文化解释第5章　体系与单元政治文化的重塑：从军
事冲突、国家对抗到关系正常化　第一节　中苏国家关系的全面对抗　第二节　中苏国家定位的疏离
　第三节　政治文化变迁与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第6章　建构合作的文化：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　
第一节　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转变　第二节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第三节　从
国家的友好到人民的友谊——中俄互办国家年结论附录　1949－2008年中俄（苏）关系大事记参考资
料附录一附录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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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苏结盟前的政治文化准备：无产阶级政党体系一单元认同矛盾的解决为了解决对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和民族利益双重认同的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和本国的“民族”任务在理
论上结合起来。
具体地就是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和本国的民族任务是一致的。
民族主义一般都具有一种内化能力，即要求对外在的文化体系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民族”的形式。
苏联党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体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中。
1920年，列宁在回顾十月革命时说：“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的条
件问题时，我们总是明确地说：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这个胜利就不可能巩固；只有从国际
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
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
胜利。
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
遭到失败‘。
”①进攻波兰失败以后，列宁认识到民族主义力量强大，不能依靠武力输出革命，客观的环境使他不
得不对苏俄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
在对外政策上，苏俄政府努力调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紧张关系，确立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方
针，强调尽快与西方国家签订贸易协定，甚至不惜为此作出让步。
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斯大林后来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
苏联一国建成，同时也强调苏俄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一致性。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斯大林强调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对反对派进行了
驳斥：“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不知道前进的目标，我们就不能前进。
没有前途，没有即已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有把它建设成功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建设。
没有明确的前途，没有明确的目标，党就不能领导建设。
谁低估了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决定意义，谁就是帮助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谁就是培植
投降主义。
”同时，斯大林再次强调苏联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致性观点：“削弱无产阶级战胜我国经济中资本主
义成分的意志，既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势必延迟国际革命在世界各国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

编辑推荐

《政治文化变迁与中俄关系的演变》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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