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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自选集收集了我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发表的20篇与冷战有关的论文，是我研究冷战与中国外交
之关系的部分学术成果，当然也是我自认为比较有心得、价值的部分。
在编选本文集时，我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论文，而是将它们分成为“冷战与中国外交”、“中苏
关系”、“抗美援朝决策”、“地区问题”、“中美关系”等5个专题，每个专题约3-4篇论文。
做这样的分类主要是为了便于读者在阅读时能更容易地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有关的内容。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不同时间针对冷战与中国外交之关系的不同问题撰写的论文，其内容主要还是
围绕着几个重大事件的，有这样的机会将它们分类组合一下，还可以大致看出各组中的论文的内在联
系。
这种编选方式也的确反映了本人这些年来研究时的主要关注和研究视角，特别是对冷战时期中国重大
外交决策的关注。
我一直相信，做大致分类的案例分析对于最终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研究架构和分析模式是不可缺少的工
作，这也是我现在坚持做案例研究的目的和动力之一。
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冷战历史、特别是冷战与中国外交之关系的历史，是我学术研究工作的最
主要的一个部分。
特别是近5年来，我的研究工作的大部分是围绕冷战与中国外交这个领域展开的，而且比较多地侧重
于研究冷战时期的中国重大外交决策。
2007年9月间，我应邀到日本新潟大学做过一次系列讲座，题目是“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
2009年春夏，又在东京大学开了这门课程，为东大的硕士研究生讲授相同的内容。
这两次授课的内容包括8个专题，除了总论之外，涉及7个冷战时期中国重大外交决策的案例。
承蒙新潟大学真水康树教授真诚与慷慨的帮助，这些授课内容经他编辑翻译成书，已经在日本出版，
书名就是《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
2010年夏天，我又应邀到新潟大学做了第二次系列讲座，题目一样，内容则是另外6个冷战时期中国的
重大外交决策案例。
按照真水康树教授的计划，这次讲座的内容也会编辑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其中有两个部分已经在新潟大学的法政杂志上发表了。
现在这本自选集的内容只包括了我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决策案例的部分内容。
文集涉及的这些案例固然重要，但远不是全部。
还有不少没有涉及的案例，它们同样很有（有的甚至更有）研究价值，但没有或难以见诸文字。
在中国做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学术环境有实质性的改善，包括更为开放的档案管理制度和更宽松的学
术环境。
我的这些研究成果能用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好处是观点集中鲜明一些，不足是受篇幅限制，无法展
开论述。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限制，一些重要的案例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环境中，还是只可深入研究却不能著书
出版的。
这种局面其实大不利于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长此以往受其累者是中国学术和教育，希望这种局面能
改变得更快一些。
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不少学者都渴望并疾呼要建立“中国学派”，其实不妨静下心来从扎实的案
例研究着手。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这些论文是在10来年里先后发表的，这期间中国学术界的发展进步是明显的，尤其是对学术规范的要
求越来越严格，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了。
这种积极的变化对编辑这跨越10来年的文集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就是在注释的要求上，早年发表的论
文中的注释提供的信息同近两年发表的相比，就不够充分完整。
我在编选时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但毕竟时间过了很久，难免有没有做到之处，还请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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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些年不断有相关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出来，较早发表的论文中某些在没有那么充足的历史
档案的条件下做出的判断，是需要进行新的更精确的界定，有的甚至需要重新思考。
这是做当代历史研究最难以应付却又很难回避的问题。
我对较早发表的论文中的某些判断做了文字上的修订，以便使之进一步精确化，但没有做什么实质性
的改动。
其实就算是现在有比较多的档案的条件下，我写完一篇论文也还是会心中默念：让时间来检验它的立
论的可靠性。
需要说明的是，个别论文的标题做了一些改动，目的或是因为文字表述更准确顺畅，或是为了论文观
点更突出、醒目。
这点改变对论文的内容没有任何影响。
自选集的最后一篇《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经线》是比较宏观地梳理和论述建国60年来中国外
交的基本线索和基本架构，时间上有些超出了冷战史的范围。
不过，这篇论文涵盖的60年中，有40年属于冷战时期，而且它的很多内容都是论述有关冷战时期的问
题或与冷战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可以提供一个更宏观的背景，有利于深化对40年冷战时期中国外交中一些重要事
件的理解。
所以收录在文集末篇权作为结束语。
最后，在此对沈志华先生、九州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
他们的努力才使这套自选集能够出版，而本人也才有机会将自选集加入其中。
希望有兴趣的读者读过这本自选集后能有所收获，今后授课时也可以有内容比较集中的著作推荐给同
学阅读，更方便他们的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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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一书中，作者牛军收集并利用大量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解密的第一
手历史档案，通过对一系列重要案例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冷战背景下中国制定外交战略和处理中美苏
关系、应对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决策机制、指导思想及
其长远影响，对认识和总结中国外交决策的历史经验有重要的价值。

《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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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为中苏正常化的“障碍”
 四、成为唯一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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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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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承认”到“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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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60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一、肯尼迪上台前后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
 二、1960年代中期的困境
 三、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及其特点
 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1969～1973)
代结语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60年之经线
 一、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
 二、中国内政与中国对外关系
 三、国际环境及其与中国对外关系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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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冷战与中国外交解放战争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东亚冷战的前奏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这一时期的美苏国共关系曾经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包括国共内战的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
权、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和中美走向对抗，等等，均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
这主要表现在有关成果多数集中于抗战结束到1946年。
对此后不同阶段中美苏国共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分别展开的，包括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国共
关系等等的分别研究。
迄今为止，只有台湾学者邵玉铭曾经在80年代专文系统地论述整个这一时期的三国四方关系。
 由于当时历史档案的欠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该文中一些重要观点至少也是需要调整和补充的。
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疑问，进一步探讨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关系的特点和是否存在避免
中国内战的机会，冷战发生与中国内战爆发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胜利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等。
一、“蒋（介石）之下的和平”：机会是否存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东亚政局正处于大变动之中，中
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和国共关系等等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千头万绪，其中
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能否在中国实现“蒋之下的和平”，美苏国共关系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蒋之下的和平”包含两个内容，其一是战后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国民政府的合
法性和蒋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其二是有没有以及通过什么方式避免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美苏国共均面临着两个国际协议，即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议和苏联与国
民政府达成的中苏同盟条约。
在这两个国际协议的背后是美、苏和民国政府间的一系列外交折冲，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试图为战
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做出它们均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
至少美苏领导人当时还是认为，那种安排的结果最终会对东亚政治格局和大国的战略利益产生至关重
要和有益的影响。
实际情况表明，两个国际协议中的各种安排能否实现，的确取决于中国政治形势如何发展。
对于美国来说，战争后期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使它感到有必要调整以往的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一度相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
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一道屏障”，还可以对亚洲的革命运动起“限制”作用。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的成败与能否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
用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戴维斯的话说，就是“也许唯独蒋介石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
为他就是中国”。
 然而到战争后期，美国面临的情况却完全相反。
首先是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严重危机，民国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军事失败遭到盟国舆论的普遍批评。
蒋介石虽然面临内外危机，但除了继续保存实力准备内讧，仍然无意改弦更张，励精图治。
其次是中苏关系因为新疆问题而严重恶化，双方在那里几乎发生军事冲突。
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支持，蓄意将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与中共联系在一起，声称中国有可能被苏联和中
共里应外合地“赤化”，美国也将因此而在“东西方两败俱伤”。
这时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正与苏联讨论在东亚的军事合作，美国领导人非常担心中苏关系恶化破
坏其战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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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研究冷战时期中国重大战略与外交决策，认识和总结中国外交决策历史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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