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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光明
与黑暗的生死搏斗，是将人类从法西斯侵略与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正
义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
转折点，既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也决定着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方
向，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是过去任何一个事件都无法比拟
的。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最先站起来同法西斯战斗
的国家，在世界上开辟了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也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主战场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
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而为推动世界历史从动荡与战
争的旧时期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中国历
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开辟了道路，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独立解放与和平崛起的起点与开
端。

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密不
可分的整体。但在国际学术界，战后由于西方冷战思维和中苏关系
破裂的影响，更有个别战争发起国对侵略战争缺乏反省，使得美、
英、苏、日等国的大多数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对中国
战场很少提及，对中国战场的作用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还加以贬
低、歪曲。因此，研究与探讨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
用，厘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便成为中国
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任务。

出于上述考虑，本课题组设计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

1



攻关课题: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本课题力图
对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最终成
果为一部九卷本的著作，书名为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
界研究》。本书按内容分为九卷。第一、第二、第三卷主要从中国
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中国抗日战争与美英东亚战略、中国抗
日战争与国际关系等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 第四、
第五卷主要探讨战时中国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第六、第七、第
八、第九卷主要探讨战时美、英、苏、德等大国的对华政策。本书
的九卷是从不同角度探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同一般的研究丛书是不同的。

本书的出版是集体智慧和辛劳的成果。本课题组由武汉大学校
内外同行 20 余人组成，其中许多人是著作等身的专家，已有丰富
的学术积累，为完成本课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在主编确定编
写指导思想、编写要求、编写大纲的基础上，各分卷分头执笔撰
写。成稿后先由各分卷作者审稿，再经主编审稿、集体审稿修改、
主编终审，最后交付出版社。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齐世荣先生。齐先生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领
军人物。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齐先生发表的论文《论中国抗日战
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历史研究》，1985 年第 4
期) 、《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 《世界历史》，1987 年第 4 期) ，
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对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期的中国与国际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证，代表了我
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这一
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本课题得到了齐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本书成
稿之际，齐先生又欣然应允将 《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作为本书代序，从而提升了本书的学术
价值。

参加本书编写人员的工作已在各卷出版后记中说明。此外，在
本课题早期阶段，罗志刚教授、熊伟民教授分别承担了第八卷、第
六卷的大纲编写和部分资料准备工作; 武汉大学吴友法教授、向荣
教授、严双伍教授、杨泽伟教授、潘迎春副教授等，参加了课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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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论证、每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提供资料等工作，特此致谢。
本课题于 2006 年 3 月正式启动，历时三年有余。课题组成员大多
是各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肩负重担，但大家都能克服困难，
完成书稿，实属不易。作为项目主持人，我由衷地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深深的谢意。

本课题从申报、开题、编写、定稿到出版，得到了教育部社会
科学司，武汉大学校党委和校行政，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历史学
院、世界史所、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边界研究院、武汉大学出版
社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 陈庆辉社长，刘爱松副社长，陶佳珞分社
长，责任编辑王军风、杨华、朱凌云、黎晓方、李琼为本书的出版
付出了辛勤劳动; 课题组各成员的家人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
我代表课题组一并致谢!

从主观愿望来看，作者力图完整收集和运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
中文资料以及英、日、俄、德等外文资料，写出一部能代表当代中
国学术界水平的专著。但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精心打磨，书稿错
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加之书稿是以问题展开的，有些地方内容有
重复与交叉现象，很难完全达到预定目标，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
正。

胡德坤
2009 年 10 月 3 日中秋节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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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综观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除了充斥着血与火的两次世界大战
之外，最突出者莫过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联的解体这两起特
大事件: 前者突兀而起，后者忽剌剌大厦倾覆，两者均让世界震
惊，皆出人意料。就中国而言，苏联 ( 俄罗斯) 乃是其最大邻国，

苏 ( 俄) 中关系亦始终为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一环，故苏 ( 俄)

中关系的过去、今日一直是且将来也必定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然
而，长期以来，两国恩怨续断，双方关系忽冷忽热，使人备感困
惑，尤其是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时因苏联、日本、中国国民政府和
中国共产党等各方均牵涉其中，故多国多方关系千头万绪，错综复
杂: 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和东北问题层出不穷，其中许多问题甚
或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本书将以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世界与中国为背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俯
瞰苏联在此期间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就上述这些盘曲扭结的关系
和纷繁复杂的问题予以细致分析和判别，俾使人们能够更加正确地
了解这段历史的曲折并尽可能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以期对苏中
关系波澜起伏的变化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并为今后国家间关系的
正常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一) 关于苏 ( 俄) 中关系的研究
王建朗等在《50 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一文中追溯了 50

年来中外关系史领域的研究状况，其中也涉及有关苏中关系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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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① 作者以 1978 年为界，将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划分为两
个阶段: 1978 年之前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为第二阶段。其中
在第一阶段的 20 世纪 50 年代，苏中关系研究以宣传苏中友好为主
旨。这期间出版专著有曹锡玲的 《中苏外交史》( 上海世界知识出
版社 1951 年版) 和彭明的《中苏友谊简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5
年版) 等。60 年代中后期，因苏中关系急剧恶化，有关沙俄侵华
史方面的研究遂有了较大发展，成果也很丰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 共四卷，至 1978 年出版两
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1978 年版) ，详述了沙俄对中国的军
事、政治和经济侵略; 此外，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复旦大学历史
系主编的《沙俄侵华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吉林师范
大学历史系主编的 《沙俄侵华史简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6 年
版) 和其他各高校及研究院 ( 所) 主编的有关沙皇俄国侵华的历
史著作。当然，可以想见，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
中国政治进程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的第二阶段，由于信息的逐渐畅通、档案资料的大
量解密、学术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出版业的日趋繁荣，中外关系和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
研究者，他们为读者奉上了一部又一部的学术著作。这其中包括唐
培吉主编的 《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版) ，林军撰写的 《中苏关系 ( 1689—1989 )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 ( 中华民国时期) 》( 河南
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石源华撰写的 《中华民国外交史》(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胡礼忠等人撰写的 《从尼布楚条约到叶
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 200 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杨公素撰写的《中华民国外交简史》(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程
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 现代出版社 1993 年版) ，
向青、石志矢、刘德喜主编的 《苏联与中国革命》( 中央编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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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994 年版) ，刘志清撰写的 《恩怨历尽后的反思: 中苏关系 70
年》( 黄河出版社 1998 年版) ，张历历主笔的 《20 世纪的中国 ( 对
外关系卷)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骆晓会撰写的 《近代中
苏关系史论述: 1917—1949》(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杨闯、
高飞、冯玉军编写的《百年中俄关系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
版) ，沈志华主编的 《中苏关系史纲 ( 1917—1991 ) 》( 新华出版社
2007 年版) 等等。

( 二) 关于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①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作为中苏关系史的一个
组成部分或历史阶段，其内容亦散见于上述宏观的中国近现代外交
史或中苏关系史等通史性的研究著作中。另外，几十年来，有关专
门论述战时中外关系的综合性著作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王建
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 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6 年版) ，
而其中专门论述双边关系的专著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大量问世，如王
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李嘉谷的
《合作与冲突: 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王真的 《没有硝烟的
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 以上专著均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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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战时苏联对华政策相关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在这里笔者仅列举
一些加以说明: 屈建军: 《抗日战争时期前苏联对华政策评析》，《西安航空
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2 期; 武广洁: 《试论苏联在中国抗日战
争时期政策的演变》，《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2 期; 张雪梅: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政策》，《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
万玲: 《“重国轻共”: 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双重政策》， 《湖北行政学院学
报》，2005 年第 6 期; 贾立臣、贾立军: 《论俄共 ( 布) 在中国推行的“抬国
压共”政策》，《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 王真: 《实事求是，尊
重历史———怎样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是与非》，《抗日战争
研究》，2001 年第 4 期; 王真: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抗日战争研究》，2003 年第 2 期; 蔡泽琛、陈金凤: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
“联苏抗日”外交述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
第 2 期; 郭秋光、王员: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南昌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2 期。



社出版) 、罗志刚的 《中苏外交关系研究 ( 1931—1945 ) 》( 武汉大
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和田保国的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 ( 1917—
1949) 》( 济南出版社 1999 年版) 。探讨或涉及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
策中诸如新疆、外蒙古、中东铁路和中国共产党等地区或局部性问
题的专题性研究成果有张金发的 《中苏共关系: 中国民族主义的
背离》( 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张大军的 《新疆风暴七
十年》( 台北兰溪出版社 1980 年版) ，陈惠生等人的《民国新疆史》
(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黄修容主编的 《苏联、共产国际与
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厉声主编的
《中国新疆: 历史与现状》(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В. А. 巴
尔明撰写、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翻译的 《1941—1949 年苏中关系
中的新疆》( 2007 年版) ，苗普生和田卫疆等主编的 《新疆史纲》
(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佟冬的 《中国东北史》( 第六卷)
(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3 年版) ，王承礼的 《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
纲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年版) ，陈春华翻译的 《俄国
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等等; 资料性汇编有共产国际、联共 (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
丛书 《联共 (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 1931—1937 ) 》
( 13—17 卷) (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

( 三)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近些年来，国内外文献资料不断开放或公开，国内学术环境有

了相当大的变化，昔日的一些研究禁区渐趋开放，有关战时苏联对
华政策的许多成果开始大量问世。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成果的
进一步增多，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也已经趋于成熟，某些档案资料
的公开也为所研究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但是学无止境，研究越
是深入，遇到的细节问题也就越多，难免还是有诸多问题存留。

首先是史料缺乏，尚留空白。这里所指的史料缺乏是相对的，
主要是指某些具体而细微事件或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佐证资料的欠
缺，而不是指大的历史脉络上的一些宏观史料的缺失。例如，对于
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中新疆问题的研究，大的历史脉络已经比较明
了，我们从一些史料可以推定当时苏联在新疆问题中的确扮演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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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于中国利益的不光彩的角色，但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我们
一直还未能全面掌握。尽管 В. А. 巴尔明在其著作《1941—1949 年
苏中关系中的新疆》中 (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2007 年版) ，通过
对现有苏联解密档案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在他所接触到的档案资
料中没有一份能够证明苏联让新疆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记录，但是这
种观点与当时许多中国高层人士和新疆执政者的言词还是有些出入
的。尽管档案资料没有记载，但是苏联的行为却时时处处无不表现
出欲让新疆独立的一些做法。怎么来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要从双方
的史料和档案中继续去搜寻。另一方面，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现
有各种史料良莠不齐，有些回忆录存在偏颇和疏漏，有些档案资料
的公布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学者也据此流露出不同的观点倾向，有
的完全依据现有档案资料，做出否定原来一切观点的判断，有的仍
然固守着僵化的观点。从史料方面讲，需要对一些盲点和缺乏佐证
之处进行拾遗补阙，开辟利用资料的新途径，重视各类档案资料的
挖掘整理，对现有的档案资料进行对比与甄别。同时，我们也期待
着俄罗斯、中国 ( 包括台湾地区) 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更多相关
档案解密和面世。

其次，我们发现既往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我国和苏联对这一段
历史的研究，大多沿袭了一种以意识形态对历史进行阶段划分，从
而使得研究的线索或视角显得过分单一，最终导致对两国关系史本
身特性的忽略。例如，在关于中东铁路事件的评判上，大多数学者
将之诿过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对于东北军的失
败认为是咎由自取，而否定了当时执政者基于国家整体利益的考
虑。①

再次，战时苏联对华政策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对相关事
件的专题以及一些细节问题的研究还是带有相当的敏感性，因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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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这种情况在近年来有所改观。有学者一改过去的那种对中东
路事件的消极看法，而认为中东路事件的起因是中国为收回主权而非向苏联
挑衅这一更为客观的观点。( 冯国民: 《评中东路事件》，《世界历史》，1986
年第 12 期。)



国的文献解密难免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二、本书的相关思考

( 一) 本书的时间跨度
本书的研究论题是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战时苏联对华政

策”，因而在此有必要对“战时”这个时间加以界定和说明。本书
所言“战时”，即指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
时间，史学界并无太大的分歧，即都将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
件投降作为战争的终结，本书也不例外。但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开
始时间，学术界尤其是中外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西方学者将
1939 年 9 月德国闪击波兰作为反法西斯战争 ( 即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开始，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 1931 年 “九一
八”事变爆发算起更为合理。另外，关乎日俄重要利益的中东铁
路问题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时既已成为苏中关系的一个焦
点，因此本书将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界定在 1931 年的 “九一
八”事变到 1945 年日本投降这一时间段内，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
握这一时期的苏中关系。当然，这一时间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
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与明晰，一些背景介绍可能会超越这一时限，
这一点在专题研究部分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 二) 本书的历史分期
正如本书所写的那样，战时苏联对华政策是波澜起伏的，充满

了艰难与曲折。首先是 “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对日本的防范，苏
联与中国进行了艰难的复交谈判，尽管其中有过蒙古等问题的波
折，但两国最终以 1937 年 8 月 21 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为标志进入了“蜜月期”。该条约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对华政
策调整的标志性事件。正是以该条约为法律基础，苏联分别通过三
次对华信用贷款向中国提供了合计约 2. 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中
国后来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资保障，也由此开始了反法西
斯战争期间苏联对华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的历史阶段。

其后，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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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4 月 13 日与日本签订 《苏日中立条约》，苏中关系因此而
受到了巨大冲击，同时加之苏援减少和美援增多，以及苏联对中国
新疆的干涉与插手，遂造成苏中关系不断恶化。

再后来，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苏联扭
转了西线的不利形势，再次将目光转向远东，它对于对日参战问题
的关注不断加大，在经过莫斯科外长会议等多次试探之后，最终在
1943 年 11 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提出了对日参战问题，并与英美达成
某种默契。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的历史分期以本书所涉及的研究时限分为
四个阶段分别加以阐述。

( 三) 本书的结构
本书采取历史顺叙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体例，全书分为两大部

分，第一部分是历史脉络的概述 ( 1—4 章) ，第二部分是专题研究
( 5—8 章) ，并在此基础上附加一个引言和一个综论。之所以进行
这样的结构安排是基于以下考虑。

我们在进行研究之前，对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大量查阅，
发现对于这一时期历史脉络的研究已有多项成果问世，如前文所述
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罗志刚的
《中苏外交关系研究 ( 1931—1945 ) 》和李嘉谷的 《合作与冲突:
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等。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研究，本书
的第一部分仅仅是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脉
络进行了史实性的陈述与说明，而将重点放在第二部分的专题研究
上，力图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新疆问题、东北问题和外蒙
古问题置于整个苏联对华政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俾使读者对这
一阶段苏联对华政策的历史脉络以及相关的专题有一个较为深入的
了解。

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使得对一些问题的
研究不断地深入，推陈出新。作为历史研究，促进创新的因素不外
乎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创新、新史料的发掘等，本书在这方面做
了一些探索。

第一，本书及时、充分地利用了俄罗斯最近几年解密的相关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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