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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
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
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
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
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
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
融入世界的步伐。
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
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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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沙条约组织与经济互助委员会是“二战”后由当时的苏联与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间建立的军事政
治集团和经济合作组织。
它们是战后冷战的产物，伴随冷战进程而形成、发展直至终结。
    本书对这两个组织形成的历史背景、进程、组织机构、活动及其终结，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有助
于人们了解这两个组织的情况，以及“二战”后约四十年的冷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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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0年9月27日，为把战火扩展到太平洋地区，转移世人对欧洲战场的注意力，德、意、日三国在柏
林签订了同盟条约，正式结成柏林一罗马一东京三国轴心军事同盟。
同盟条约还特意说明它不是针对苏联的，不会影响各缔约国与苏联现存的政治关系。
但在实际上，德国一直在为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做准备，威逼利诱东欧的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三国加入轴心同盟就是它的一个步骤，以便它在欧洲控制更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霍尔蒂在匈牙利建立了军事独裁政府，与协约国签署《特里亚农和约》，
使得匈牙利丧失了2／3的领土和半数人口，因此使得恢复传统疆界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匈牙利全国到处
蔓延。
30年代法西斯势力兴起后，霍尔蒂政府想仰仗希特勒德国来更改疆界，在复兴匈牙利民族的要求下扩
军备战。
1938年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时，匈牙利借机分吃了一大块；当希特勒军队占领捷克时，霍尔蒂政府的军
队又配合德军开进了卢西尼亚，使外喀尔巴阡山南部土地归属匈牙利，这就是第一次维也纳仲裁时匈
牙利的收获。
　　匈牙利在瓜分捷克斯洛伐克中得了不少好处，尽管如此，当看到希特勒德国日渐明显的侵略波兰
的企图时，匈牙利还是有些胆怯，怕卷入战争和希特勒德国站到一起。
1939年7月24日，匈牙利总理特莱基致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表示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匈牙利将按照轴
心国的政策决定其政策。
但就在同一天，特莱基害怕德、意两国产生误会，又发去一封信，重申从道义上匈牙利不能够对波兰
采取武装行动，显示了匈牙利政府的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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