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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冷战格局在亚洲的转型，即中苏结盟及其带来的远东格局的变化，重点为中苏高层之
间在建立同盟问题上的博弈，同时对于中苏结盟之前苏联对我国新疆的政策，中苏结盟的经济背景及
苏联对我国的经济援助，以及受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影响的对台作战问题和朝鲜战争问题都
有所涉及。
本书还附有大量有关苏联对华经济援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过程和条约文本的解密档案
，是了解中苏结盟全过程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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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
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研究方向：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
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成果被认为达到该领域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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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
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
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
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
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
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
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的问题，中方没有异议。
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
了补充条件：“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
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
”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不曾设想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
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
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
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
国所有。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
这是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反复研究和修改。
我们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其中有两份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
斯大林本人批阅的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
不过，不知什么原因但显然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苏方于1月28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
中方的协定草案了。
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并增加了由
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
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
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
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
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
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
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
对于协定，中方几乎没做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
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
就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争论。
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到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
问题。
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
、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问题就出在
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
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
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做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
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
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
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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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
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
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
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
效期再保留十年。
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
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
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
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
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
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
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至此，中苏谈判大局已定。
2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贷款协定
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
进行讨论并通过。
以后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有时间在莫斯科参观工厂和集体农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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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战的转型:中苏同盟建立与远东格局变化》一书，为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之
一本，反映了其最近十几年在冷战史研究方面的核心成果。
建国前夕，我国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成为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外交关系的
指导，而这一方针的确立主要是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冷战的转型:中苏同盟建立与远东格局变化》以客观的视角展示了中苏高层之间在建立同盟问题上的
试探与冲突，在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之间的平衡与抉择，并且运用理性的思考，对于事实背后的历史
真相，做出了自己的探究。
《冷战的转型:中苏同盟建立与远东格局变化》兼且延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前后历史，中苏确
立同盟关系之前，苏联在中国新疆、东北等地的经略，构成了中苏结盟大的时代背景；而中苏同盟的
建立又导致了远东格局的变化，而其后的对台作战形势和朝鲜战争问题都深受这一事件的影响。
书后所附有关苏联对华经济援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过程和条约文本的解密档案更是研
究此期历时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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