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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不同的理论框架 (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结构

现实主义、认知心理学、国内政治和认同等 )出发,以 5中苏关系史纲 6

提供的素材和数据为基础,结合国内最近解密的省级档案等史料,对

中苏分裂等核心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探讨。本文尝试从国际关系理论

出发审视中苏关系, 以期促进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的富有成果的

对话。

关键词  意识形态  关联政治  中苏分裂

从 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到 1991年苏联国家解体的 74年间, 苏联与中国

20世纪的革命和变迁息息相关。然而, 在 / -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

了马列主义 0的革命浪漫主义表述背后, 是中国与苏联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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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苏关系的变迁不仅决定了社会主义阵

营的命运,更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均势的变化和冷战进程。正因为如此, 长期以

来中外冷战史学界以及国际关系学界对中苏同盟的起源、中苏分歧的原因等中

苏关系重大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也构成了国际冷战史学界和国

际关系学界的对话桥梁,对国际冷战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

推动作用。

沈志华主编的5中苏关系史纲 ( 1917) 1991) 6 (以下简称 5史纲 6 )为 20世

纪中苏关系的变迁呈现了全景式的图卷, 是中国冷战史学界最重要著作之

一。¹ 5史纲6一书, 以丰富史料为基础, 对中苏关系变迁中的许多重大事件

做出了不同于以往官方史学的解释, 使人耳目一新。 5史纲 6融合了几位作

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精华, 如杨奎松对二战时期中苏外交、国共内战与中苏

关系的研究, 沈志华对中苏结盟和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研究、对苏联贷款以

及苏联援助中国核弹研制的研究, 李丹慧对伊塔事件、中苏援越矛盾以及中

苏珍宝岛冲突的研究, 等等。从史料运用来看, 5史纲 6真正达到了 /多边档

案研究 0 (mu lt-i archival research)的要求。可以说, 5史纲 6不仅是中国冷战史

学界的一部扛鼎之作, 也代表着中国冷战史学界对国际冷战史学界的贡献。

从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角度来看, 5史纲 6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与原始数据,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重大理论争论。诚如

时殷弘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 /建构者和研究者首先应当知道甚至比较熟悉历

史,同时对历史有理论化的思考,从中升华出历史的内在含义和具有历史共性

的道理 0。º 可以说,要成为一位合格的国际关系学者,学好专业领域的东西就

可以了,但要成为优秀的国际关系学家,则一定需要对历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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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主编: 5中苏关系史纲 ( 1917) 1991) 6,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7年版。

时殷弘: 5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 6,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5页。



训练和浸淫。¹ 真正优秀的历史学家 (当然主要指的是从事外交史、国际关系

史研究的 )的作品往往具备宏大的历史眼光和穿透力,蕴含深邃的国际政治思

想,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 如保罗 #肯尼迪、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等人的

著作。º

在笔者看来, 5史纲6对中苏关系的分析可以成为国际关系学者和冷战史

学者对话和交流的平台。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不同的理论框架 (意识形态、

国家利益、结构现实主义、认知心理学、国内政治和认同等 )出发, 并以 5史纲 6

提供的素材和数据为基础,结合国内最近解密的省级档案馆的史料, 对中苏分

裂等核心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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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 怀特 (M art inW igh t)认为国际政治的特性以及对外交

的关注更多的体现在历史著作中而不是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怀特甚至提出如下的简约公式:

/国际政治 =历史阐释 0。王逸舟认为持类似怀特见解的人往往是真正的 /智者和大儒 0,其著述 /突出
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显示了好的国际政治理论必备的历史属性 0。参见王逸舟:

5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6,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5引论 6第 7) 9页。怀特的观点见其发表

于 1966年的著名论文 5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 6, 参见 M art in W ight, / Why Is Th ere N o International

Theory? 0 in Jam es d er Derian ed. , In ternationa l Theory: Critical Inv est iga tion ( London: M acm illan, 1995 ) ,

pp. 15) 35。美国学者结合理论与历史的典范可参见小约瑟夫# 奈: 5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 6 (张

小明译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2年版; Deborah W. Larson, Origins of C ontainm en t: A P sycholog ical

Exp lanat ion ( Princeton, NJ: Prin ceton U n iversity Press, 1985 ) ; M arc Trach tenb erg, H istory and S tra tegy

( P rinceton, NJ: Prin ceton Un ivers ity Press, 1991 ); W illliam C. Woh lforth, Th eE lusive Ba lance: P ow er and

P ercep tion s in the Cold W ar ( Ithaca, NY: Cornel lUn ivers ity Press, 1993 ) ; Thom 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 versa ries: G rand S tra tegy, D om esticM obi lization, and S ino-Am erican C onf lict, 1947 ) 1958 (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 ivers ity P ress, 1996) ; Randall Schw eller, D ead ly Im balance ( New York: Colum b ia Un ivers ity

Press, 1998 )。

加迪斯自身也强调冷战研究对于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 参见 John Lew is Gadd is,

/ In tern at iona lRelat ion sTheory and th eE nd of the C oldWar, 0 In terna tional S ecurity, Vo.l 17, No. 3, 1992)
1993, pp. 5) 58。与加迪斯相呼应,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冷战史研究的重要性。参见张

小明: 5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 6, 5史学月刊 62005年第 5期,第 17) 19页;张曙光: 5冷战国际史与

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 6,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7年第 2期,第

7) 14页。

中国目前中央一级的档案馆 (如中央档案馆、各部委档案馆等 )对外仍然基本不开放。唯一例

外的是外交部档案馆。从 2004年 1月起,外交部档案馆经过数次解密,目前已解密到 1965年。此外,许

多省级档案馆近年来也解密了部分新中国时期的档案,有的解密步伐甚至快于外交部档案馆。笔者曾

经先后查阅了江苏省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西省档案

馆、吉林省档案馆等地的史料。各地档案馆解密时间段、侧重点各有不同,内容也不尽相同。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与其他地方相比,江苏省档案馆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历年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文件,其中有很

多中央领导人、各部门负责人的内部讲话。这些讲话, 因其是对内的, 很多时候比外交部保存的领导人

接见外宾时的谈话记录等档案,更能反映当时领导人在对外关系上的真实想法。本文使用的第一手史

料主要来自于江苏省档案馆以及北京市档案馆。



一、解释中苏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

(一 ) /国家利益 /权力0说与 /意识形态0说

  /意识形态0和 /国家利益 /权力 0的二元分析框架是外交史学界和国际关

系学界解释美苏冷战起源的主要理论取向。¹ 现实主义者侧重于从地缘政治

角度出发,认为冷战是美苏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二战结束和纳粹德国的崩溃在

东欧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观念主义者则认为,冷战主要

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 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

对抗。º

20世纪 60年代初期,随着中苏分歧的浮现与不断扩大, 中苏分裂的课题

进入外交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 第一批研究中苏分裂的学术著作开始

在美国学术界出现。尽管这一批学者对于中苏分歧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基本上

从 /意识形态 0和 /国家利益 /权力 0的二元分析框架出发审视中苏关系。

哈德逊 ( G. F. Hudson)、理查德 #罗文索 ( R ichard Low enthal)和罗德里

克 #麦克法考尔 ( RoderickM acFarquhar)在 1961年出版的著作中认为, 中苏意

识形态的分歧 ) ) ) 具体表现为中苏在去斯大林化、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事务上

的矛盾 ) ) ) 乃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 但在次年出版的第一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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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研究文献中,传统主义 ( trad itionalist)与修正主义 ( revision ist)、后修正主义

( post-revision ist)分别将冷战归咎于苏联的扩张主义、美国的扩张主义以及安全困境的悲剧,但就其理论

取向而言,皆不脱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权力范畴,二者成为不同派别学者阐释冷战起源的共同理论框

架。主要的传统主义者包括 A rthur Sch les inger、H erbert Feis、Adam U lam、Ph ilip M osely、G eorge Kennan和

H enry K iss inger等。修正主义者主要包括 G abrielK olko、W il liam A pp lem anW illiam s、Thom asM cC orm ick和

David H orow itz。后修正主义者包括 John Lew is Gadd is、Geir Lundestad、Dan ielYergin、Robert Pollard、M elvin

L ef fler和M arc Trach tenberg等。有关文献综述可参见 H ow ard Jon es and Randal lB. Woods, / O rigin s of the

C oldW ar inE urop e and theN earE ast, 0 Diploma ticH istory, Vo.l 17, No. 2, 1993, pp. 251) 310; M elvyn P.

L ef fler, / Interpretative W ars over the Cold W ar, 1945) 60, 0 in Gordon M arte,l ed. , Am erican F oreign

R ela tions R econsid ered, 1890 ) 1993 ( London: Rou tledge, 1994 ); Gadd is, / The Em erging Post-Rev is ion ist

Syn th es 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W ar, 0 D iplom aticH istory Vo.l 7, No. 3, 1983, pp. 171) 190。

R ich ard K. H erm ann and R ichard N ed Lebow, E nd ing th e Cold W ar: In terp retat ion s, Causa tion, and

th e S tudy of In terna tional R ela tions ( New York: Palgrave-m acm illan, 2004) p. 7.

G. F. H udson, R ichard Low en th al and RoderickM acFarquhar, The S in o-S ovie tDispute ( N ew Y ork:

Praeger, 1961) .



苏分裂的专著中,唐纳德#扎高利亚 ( Donald Zagoria)则认为, 共同意识形态和

制度联系是中苏关系的凝聚性力量, 相对来说, 民族差异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

歧是中苏关系的分离性力量。¹ 随后威廉 #格利菲斯 (W illiam E. G riffith)则进

一步发展了权力政治的观点,提出中苏分裂的根源在于中国试图成为大国的雄

心与苏联试图阻止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之间的矛盾。º 1968年约翰 #基廷

( John G ittings)则重新回到意识形态论的观点, 认为中苏分裂的主因是关于世

界革命正确道路的争论。»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爆发使国家利益论重新占据上风。两个共产主义

大国之间全面军事冲突的阴霾似乎使意识形态的因素变得无关紧要,学者们开

始关注中苏国家利益范畴之内的冲突, 包括中苏之间的历史冲突和边界争端

等。¼ 中苏珍宝岛冲突以及随后的中美和解, 使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解释和均

势理论更具说服力。

在冷战结束之后兴起的新冷战史学中,学者们展现出不同于早期中苏关系

研究者的取向与视角,开始广泛地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 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

性在文献中重新得到重视和强调。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新冷战史学的

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康奈尔大学教授陈兼。陈兼批评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和外交

史学界忽视意识形态因素对一国外交政策制定影响的重要性。在他看来, 研究

冷战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外交史学家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具有一

个共同特点,即基本上从物质的层面界定 /权力 0这一核心概念,而忽视观念的

力量。陈兼认为,新冷战史学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是 /意识形态很重要0。他

进而提出意识形态不仅是中苏结成同盟的原因, 也是使中苏分裂的决定性

因素。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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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ald Zagor ia, Th e S in o-S oviet Conf lict, 1956 ) 1961 ( Prin ceton, NJ: P rinceton Un iversity Press,

1962 ) .

W illiam E. Griff ith, S ino-Sov ietR ela tion s, 1964 ) 1965.

John G ittings, Surv ey of th e S ino-Sov iet D ispu te ( London: R oyal Inst itu te of International A ffairs,

1968 ) .

H arrison S alisbury, Wa r betw een Ru ssia and Ch ina ( New Y ork: Norton, 1969) ; T sien-hua Tsu,i The

S in o-S oviet B ord er D isputes in the 1970 s ( On tario, C anada: Mosaic Press, 1983) .

C hen J ian, MaopsC hina and theC oldWa r ( ChapelH il,l NC: The Un iversity ofNorth Carol ina Press,

2001 ) , p. 6.



(二 ) 意识形态的两重性以及意识形态解释的局限性

意识形态具有两重性,一是工具性, 二是真正的信仰系统。关于其工具性

的一面, 罗伯特 #艾克莱肖 ( Robert E cclesha ll)曾论述道: /意识形态是这样一

种领域 ) ) ) 人们在追求具有分歧性的利益时在这个领域里使他们的行为变得

清晰。0¹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则指出,国际政治的真正性质 ) ) ) 权

力斗争 ) ) ) /被意识形态的辩护和理性化所遮掩 0。º 同盟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乔治#利斯卡 ( George L iska)也认为,意识形态是同盟对其自身进行 /合理化 0

的基础;通过 /对过去的选择性记忆和勾画对未来的计划 0而为同盟凝聚力提

供主要的前提条件。» 作为真正的信仰系统,意识形态是一组界定社会应该如何

运作和组织的观念,是人类最为基本并且稳定的信念。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于阶

级斗争的学说,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视为敌对关系,认为

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必将被革命所推翻并被社会主义所取

代。从现实主义理论来看,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产生权力和安全的来源。通过在

国际体系中复制、推广其国内的意识形态,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可以增加直接

干涉和控制他国国内事务的程度、获得追随者的 /意识形态效忠0,而最终能够在

国际系统中提高其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力位置。¼ 意识形态的两重性有助于我们

理解中苏同盟产生与消亡的机制:中苏结盟时,双方看重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的信仰系统;中苏分歧时,双方利用的则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功能。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对于信仰者来说,马列主

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性, 马列主义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 0的

普遍真理,调和主义或修正主义都是信仰的敌人。同时, 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

专政学说相适应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的政治秩序。列宁的无产阶级政

党学说更是把建立具有高度觉悟、严密组织和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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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 ert Eccleshall et a.l , P oli tica l Id eolog ies: An In troduction ( London: H u tch inson, 1984) , p. 23.

H ans J. M orgen th au, P olitics Am ong Na tions: Th e S trugg le for P ow er and P eace ( B oston, MA:

M cGraw-H il,l 1948 ), p. 99.

George F. L iska, N ation s in All iance: The L im its of Interdep endence ( Baltim ore, MD: JohnH opk in s

Un iversity Press, 1962) , p. 61.

N igelGou ld-Davies, / Reth ink 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Internat ional Politics During th e ColdWar, 0
Journa l of Cold War S tud ies, Vo.l 1, No. 1, 1999, pp. 90) 109.



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秩序中,一

国之内有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先锋队居于领导地位, 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有一个共

产主义政党居于领导地位。

陈兼认为,中苏分裂 /并不是由于不可妥协的国家利益的冲突造成的, 而

是由对相同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导致的。0¹然而, 如果中苏分裂的原因

仅仅是由于 /对相同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0而不涉及任何利益的纠葛,

那为什么不能通过 /同志式 0的讨论心平气和地解决分歧, 达成共识, 或者 /求

同存异 0呢? º 如果对于意识形态的 /不同理解和解释0仅仅是观念上的分歧,

那中苏似乎都没有理由使这种分歧不断扩大以至影响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很

显然, 问题在于, 对于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关乎权力的控制、掌握与

安排。意识形态不仅为政策行为提供合法性, 而且本身也可能是行为的意义所

在。从意识形态的工具性来看,中苏分歧时双方都坚持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

义,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争论实际上 /遮掩0了中苏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

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以中苏论战的缘起和发展为例, 虽然表面上中苏论战是有关意识形态的争

论,是关于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战争与帝国主义等问题的争论,但背后是

关于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斗争,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话语权也就意味着

具备了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合法性。这也正是毛泽东决定在关于革命与战争

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与苏共展开论战的原因。

由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中苏都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观点,于是这场争论本质上便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对苏联来说,苏

联的和平共处政策 /是唯一正确的、有生命力的政策 0, 中方重复帝国主义侵略

性的观点是教条主义者的认识;而中国却认为修正主义 /被帝国主义的 -核讹

诈 .政策吓破了胆。它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力求贯彻 -和平共处 .的总路线,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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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同美帝国主义平分秋色。0¹面对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咄咄逼人的攻势, 苏联

对中共这一行为背后的意图以及所蕴含的意义心知肚明。科兹洛夫在关于布

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论断: /可以看出, 中国同志想做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观点 0。º 正如5史纲6评论的,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意图在于

辨清谁的对内对外政策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实质目的是事关社

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斗争。因为对于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实际上关乎权力的

控制、掌握与安排,一旦证明了谁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列主义观点,谁就有资

格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领导地位, 在国际共运中担当主角。»

中苏争论的主要当事人之一邓小平,在时隔近 30年之后, 于 1989年 5月

接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 中苏关系破裂 /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分

歧,我们同样也不正确0。回顾当时中苏意识形态的激烈论战,他认为主要原

因是因为 /苏联没有摆正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0; /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处在不平

等地位,感受到的是被蔑视和屈辱0。¼ 作为当事者, 虽然时过境迁, 邓小平的

看法仍不免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事实上, 5史纲 6的研究显示, 在中苏关系破裂

之前, 赫鲁晓夫非常小心翼翼甚至可以说有些委曲求全地维护与中国的团结。

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上大发雷霆,赫鲁晓夫马上飞到北京当面解

释并试图安抚毛泽东的情绪。在 1958年台海危机中, 赫鲁晓夫又积极表示愿

意提供空军和导弹部队支援中国收复金马外岛。当然, 赫鲁晓夫维护与中国的

团结有巩固其国内政治地位以及在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地位的考虑,这在赫鲁晓

夫与莫洛托夫、朱可夫等人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½

邓小平的评论暗示中苏分裂的原因在于, 苏联不愿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和

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位置,这比较接近格利菲斯 /权力政治 0的观点。但是,

反过来他的评论或许也说明,中苏分裂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中国试图挑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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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外办: 5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传达要点 6, 1962年 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案卷号:

145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 3124长。

沈志华主编: 5中苏关系史纲 6,第 265页。

同上书,第 265页。

沈志华主编: 5中苏关系史纲 6,第 450) 451页。在这些关键的苏联国内政治斗争中,毛泽东和

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巩固了其在国内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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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位置。

(三 ) 国家利益解释

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家利益作为学术概念被引入国内的国际关系研

究领域。以阎学通5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6一书的出版为标志, 中国政治学者和

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超越传统的阶级分析法, 引入 /科学主义0的范式来对国家

利益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¹ 学者们也开始运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来分析和解

释中苏分裂。º 从理论范式来看, 5史纲6对于中苏分歧的理论思考, 要比单纯

的国家利益决定论更加精细和复杂; 至于意识形态, 5史纲 6基本侧重于分析其

工具性的一面。

国家利益论虽然已经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和中苏关系研究领域占据重要

地位, 但仍然面临方法论上循环论证的困境与尴尬。如果两国交好, 这是由国

家利益所决定的;而两国交恶, 仍然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利益的解释于

是变成永远是后验的而不是先验的法则。在中苏关系的研究上,过分简单的国

家利益解释通常变成了循环论证的逻辑:中苏结盟是因为国家利益需要, 而中

苏走向分裂是因为国家利益冲突。国家利益决定论在解释中苏关系的变迁上

面临着许多困难。譬如,简单的用国家利益的分析, 并不能解释中苏从结盟之

初就具有的猜忌与不信任。从意识形态、战略和安全利益以及经济利益来看,

苏联需要新中国加入苏联集团,中国也需要与苏联保持联盟关系。然而, 中苏

同盟关系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并非一帆风顺, 这与斯大林的个性和特质有很大

关系。

在对斯大林的分析中,国际冷战史学界倾向认为斯大林是马基雅维利式的

精通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固执的意识形态者。新冷战史学的代表人

物之一,沃伊泰克 #马斯特尼 (V o jtechM astny)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 /尽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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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坚信其意识形态,革命对他来说毋宁是获取权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目标本

身。0¹马斯特尼的这一观点在 5史纲6的研究中也得到充分的佐证。当利益与

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斯大林这样的现实主义者通常会选择利益而不是意识形

态。以二战后期蒋介石政府与苏联谈判出兵东北为例, 为获取外蒙利益, 斯大

林与蒋介石政府达成妥协,承诺放弃援助其意识形态上的盟友中国共产党。º

这点在斯大林与毛泽东谈判5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的过程中也表现得

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自动带来 /温情脉脉 0的同志式友谊, /为友

谊干杯 0的觥筹交错背后则是利益计算的角力与争夺。苏联最初设想的新条

约和协定的各种草案完全沿袭 1945年签订的旧的中苏条约,意在维持苏联在

远东的既得利益和目标。在谈判过程中, 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上,中

苏双方反复拉锯,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从最后谈判结果看,尽管中国领

导人极力争取,但在苏联专家援华待遇、苏联对华贷款条件、成立合营公司等问

题上仍存在不平等和损害中国主权的情况。特别是苏联坚持中国东北和新疆

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 /在中国要了两个势力范围。0¼

毛泽东后来说他从斯大林那里 /虎口夺食 0, 此话虽不免带点毛式特有的夸张,

但应该离实情不远。½ 如果不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强硬立场,在这一中苏

同盟条约的签订中,中国的重大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势必遭受更大损失。

当然, 在中苏关系中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压过国家利益的时候。

以 1964年 2月至 8月中苏边界谈判为例,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出极端的意识形

态斗争作风。时任中方代表团团长的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在谈判中屡屡以火

药味浓重的发言尖锐指责苏联蚕食中国土地。如在 3月 16日和 27日的第三

和第四次谈判中,曾涌泉以激愤的语调斥责道: /占领我们的领土吧, 假如你们

有足够的勇气! 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 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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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jtechM astny, The C oldW ar and Sov iet Insecurity: The S ta lin Yea rs (N ew Y ork: OxfordUn ivers ity

Press, 1996 ), p. 12.

当然斯大林是否信守承诺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斯大林 /毫不含糊 0地答应蒋介石要求苏联宣布
不援助中共的条件,这说明在斯大林的考虑中意识形态的分量远不如利益来得重要。参见沈志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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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0; /但是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会承认你们的非法侵占是合法的! 0曾涌泉在

第四次会议的结束发言时语带威胁道,如果苏方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 中国

就要 /恢复0自己 /对于被占领土的历史权利0。¹

事实上,从中国当时的国际战略环境来看,不纠缠历史旧账,以求缓和的目

的和务实的态度争取解决边界问题, 应该说更符合中国战略和安全利益的政策

选择。这也是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曾有的思路, 但这种思路被毛泽东认为

是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毛泽东 7月 10日对日本社会民主党人进

行了一番著名的关于算领土账的谈话。这样一来, 边界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之后

一度出现的缓和局面再度激化。在 7月 30日重开的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在毛

泽东谈话精神的武装之下,再度转入攻势,摆出控诉的架势, 会谈充满政治斗争

的气氛。在毛泽东谈话的刺激之下, 苏方的立场也转趋强硬, 双方谈判已难以

为继。可以说,意识形态激进化对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破裂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5史纲6论证指出,中苏论战造成的意识形态激进化,使中国在边界谈判中

采取僵硬立场, /以进攻、好战的姿态,争所谓的正义、原则 0, 这 /突出反映了意

识形态斗争对边界事务的影响 0。º

那么,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个变量本身的关系如何? 两者的交互作用又

如何影响中苏关系的进程? 这些问题非常宏大,显然超过了本文能力所及。这

里只略作阐述。» 首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影响、限制和塑造了社会主义国

家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深层并不主

张国家利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和国家一样,都具有阶级性; 只

有统治阶级利益,没有抽象的超越阶级之上的所谓国家利益。而且共产主义理念

相信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可以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统一起来, 无产阶级掌权之

后,追求的是超越国家或民族利益之上的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或者说 /国

际利益0,这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世界革命理念的理论基础之一。

其次,仔细观察历史, 我们就会发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后,他们对于国家

利益的认知和理解会逐渐发生改变。随着世界革命冲动的消退和政权生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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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变化,执政的共产党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实质上涵盖在国家利

益和民族利益之中,于是国家利益也逐渐成为其战略思考以及外交行为上 (虽

然不一定在表述上 )的理性选择的重要依据。这种认知上以及反映在战略、外

交行为上的变化,在苏联大约发生于上个世纪 30年代, 中国则是在上个世纪

60年代末。

再次, 中苏的这种变化, 背后的机制是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所

说的国际系统的结构对单元行为体 (如国家 )的压力所造成的国家行为的趋同

效应。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单元行为体的行为受到系统结构性的约

束, /结构鼓励国家的某些行为,惩罚那些不响应鼓励的行为。0¹国家进入国际

体系时,可以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认知和偏好,但系统的结构压力 (如无政府

状态、自助、不确定性等 )通过社会化过程和竞争过程两个主要机制筛选、淘汰

不适应系统的国家行为,鼓励适应系统的国家行为,从而使国家行为最终趋同。

国家不管其国内属性 (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 )如何, 借助学习或模

仿等机制, 通过 /社会化 0和竞争的过程最终逐渐变成国际政治中 /同类

单位0。º

从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来看, 中苏分歧的根源很可能在于二者在国

际政治系统的社会化过程中处于不同阶段。» 苏联已基本完成社会化的过程,

随着意识形态激情的逐步消退和国际体系系统压力的存在, 苏联对国家利益的

界定和认知及其战略偏好逐渐发生变化,从主张世界革命、试图改变甚至推翻

现存国际体系的激进 /革命国家 0或 /修正主义国家 0逐渐变成要求维护现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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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lum b ia Un iversity Press, 2003) , pp. 15) 16。本文只是借用这一概念,限于篇幅, 并不准备对这一概念

进行辨析。

关于这点,沈志华有类似的分析。参见沈志华主编: 5中苏关系史纲 6,第 338和 475页。



际秩序的 /现状国家0。¹ 相对而言,中国仍是具有强烈挑战性、改变现存国际

秩序的冲动与意识的 /革命国家 0。中国被国际政治系统社会化的程度很低,

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这决定了中国的战略偏好和对国家利益的界

定与认知,仍深受世界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换言之, 按照结构现实主

义理论,权力分布的格局决定了中苏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权力位置, 从而决定

了中苏具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定与认知,进而导致不同

的外交政策选择。当时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

道: /我们反对的主要是美国, 苏联外交主要是对美国乞求妥协, 我要反, 他要

和,怎么会合得拢? 0º此话直观地反映这一深层动力机制。

表-1 中苏社会化程度、意识形态影响以及外交政策选择比较

单元行

为体  
权力分布

格局   
社会化

程度  
在国际体系

中的位置  
战略

偏好

国家利益的

界定与认知

外交政策

选择   

苏联 全 球支 配

性 超级 大

国

高 居于国际体

系中心

维持现状 受世界革命意

识形态的影响

和制约浅

缓和、和平

中国 地 区性 中

等强国

低 被排斥在国

际体系之外

改变现状 受世界革命意

识形态影响和

制约深

紧张、革命

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导出如下可证伪的假设: ( 1) 一个国家被国际政治系

统社会化的程度越高,其战略偏好越倾向于维持国际秩序的现状; ( 2) 一个国

家对其国家利益的界定与认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越深,其战略偏好越倾

向于改变国际秩序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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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 /修正主义 0概念指的是一国的战略偏好为 /改变现状 0,这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
域常说的修正主义不是同一概念。沃尔兹曾举苏联为例说明拒绝遵守国际惯例的国家最终被国际政治

系统社会化的过程。布尔什维克初掌政权时,深受激进意识形态影响,鼓吹世界革命,藐视国际规范和

外交惯例,拒绝接受社会化以适应国际体系。托洛斯基宣称,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外交部长,他 /会对各国
人民发表革命宣言,然后合上文件集离开 0。然而,国际政治系统的结构性压力是如此之大,一旦拒绝按

照国际规范和规则进行博弈,就会陷入不利境地,甚至 /冒自我毁灭的危险 0。沃尔兹指出,苏联外交立

即感受到这种压力。到外交部长契切林参加 1922年热那亚会议时,列宁告诫其 /不要说大话 0。这个时
候契切林已经更像一个传统的外交官而不是革命者, / 为了达成交易,不去使用煽动性的词语 0。参见
沃尔兹: 5国际政治理论 6,第 154) 155页。

5章汉夫同志第一次的讲话 (记录 ) 6, 1962年 11月 7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 145国务院外

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 3124长。



这里的假设具有普遍性,并不仅仅限于中苏关系,表明冷战史的案例可以

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推导与构建。从结构现实主义观察, 中苏关于战争与和

平、和平过渡等问题的论战既有意识形态差异的原因,更源于不同权力地位的

战略偏好和外交政策选择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对于中苏关系的案例来说, 我们

需要理解的是,中苏相对权力位置的变化是如何导致不同外交政策选择的冲突

并影响中苏同盟关系。这里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假设 (不妨称之为 /假设

30 ) :当中苏在意识形态化程度上的差异相对恒定时 ¹ ,中苏相对权力位置的变

化越快、越大,则中苏外交政策选择产生紧张和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中苏同盟

关系受到的冲击和削弱就越大。

从中苏关系发展的轨迹来考察, 假设 3似乎可得到验证:当中苏分歧在上

个世纪 50年代中期萌芽之际, 恰恰是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开始发生变

化之时。苏共 20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 动摇了苏联在

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相形之下, 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呈日益崛起之

姿,国内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使中国领导人充满自信,国际上成功参与处理波

匈事件则使中国领导人踌躇满志,尝到与苏联平起平坐的感觉。在这种背景

下,毛泽东 /感到他应该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 0, 开始提出意识形

态上的不同主张。º

这里的讨论显然是粗略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需要国际关系学者利用国

际冷战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解密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以中苏关系为

案例, 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从而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重大理论问题

做出具有原创性的分析和探讨。

(四 ) 中苏关系的认知性解释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 #杰维斯对错误知觉的机制进行了开创性的分

析,奠定了国际关系认知学派的基础。» 随着杰维斯的理论被引介入中国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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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它们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认知大约有 30) 40年的时间差一样,中苏对于马克思主义 (即

意识形态信仰 )的理解和认知也有时代的差距。

沈志华主编: 5中苏关系史纲 6,第 475页。

罗伯特# 杰维斯: 5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6 (秦亚青译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关系学界,错误知觉逐渐成为许多学者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行为的

一个新视角。¹ 运用认知理论研究中苏关系的文章尚不多见, 但如果我们考察

中苏关系嬗变的轨迹,也会发现错误知觉所起的重要作用。譬如,在中苏边界

谈判中,根据前驻苏联大使李凤林的回忆,对中方而言, 要求苏方确认中俄边界

条约的不平等性,并不是真的试图收回沙皇俄国从中国划走的土地。其实这只

是表面文章,目的是为了安抚中国国内可能会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º 更进一

步来说,对毛泽东而言,也有国内政治的考虑, 争取解决与苏联之间日趋紧张的

边界争端,提供稳定的周边环境,为计划之中的政治大革命的顺利展开提供保

证。» 然而,从苏联方面看来, /不平等条约 0是个 /套子 0。如果边界谈判的协

议建立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之上,则不啻于授人以柄,一旦两国关系恶化, 便可

能成为中国要求收回被割让领土的法律依据。¼ 毕竟,苏联人不是第一次上了

毛泽东的 /钩 0。在 1958年炮击金门之前, 赫鲁晓夫的秘密访华便成为毛泽东

棋盘中的一枚棋子。当时在毛泽东的坚持下, 赫鲁晓夫访华搞了一个公报,结

果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误以为 /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 0, /很可能是毛泽东

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行动。0½赫鲁晓夫对

此当然记忆犹新。

笔者这里探讨 /意识形态0和 /国家利益 0两种分析框架, 实际上在更大程

度上反映出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人的行为究竟是由利益还是由观念决

定。对此,马克斯 #韦伯有一个经典论述: /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 不是观念,

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但是, -观念 .造就的 -对世界的认识 .经常像扳道工

一样起到决定方向的作用, 使被利益驱动的行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0¾关于利

益和观念的讨论,也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外交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冷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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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领域运用杰维斯认知理论的实证性研究,参见王栋: 5超越国家利益:对 20世纪 90

年代中美关系的知觉性解释 6, 5美国研究 62001年第 3期, 第 27) 46页。认知理论在冷战史研究中的

应用,见张扬: 5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与冷战:兼论冷战的知觉错误与过度防御心理 6, 5美国研究 6 2005

年第 3期,第 119) 135页。

沈志华主编: 5中苏关系史纲 6,第 358页。

同上。

同上书,第 358、360页。

同上书,第 234页。

转引自杰维斯: 5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6,导言第 36页。



束原因的大争论。冷战的结束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个案,其

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激发了观念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复兴。¹ 如果

假定存在着客观的国家利益,那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决策者对于 /客观 0的

国家利益可能出现错误认知和判断。因此,错误知觉和意识形态都有可能成为

影响决策者外交政策判断的重要因素。

譬如,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第一手档案资料,就会发现中国高级领导人中对

于赫鲁晓夫的蔑视程度是令人惊讶的。彭真曾在 1961年初的一次内部会议

上,用 /与美国勾勾搭搭,替美国涂脂抹粉 0来形容赫鲁晓夫试图与美国缓和关

系的做法。º 彭真对赫鲁晓夫的这种知觉上的蔑视, 在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中很

普遍。不少领导人甚至直接在内部讲话中用了非常带有侮辱性的 /秃子 0来指

称赫鲁晓夫。» 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与毛泽东本人对于赫鲁晓夫的知觉性认识

直接相关。毛泽东本人极为看不起赫鲁晓夫, 认为赫鲁晓夫 /很幼稚 0、/不懂

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0, 并且习惯 /信口开河 0, /缺乏章法,只要有利,

随遇而变0。¼ 这种判断和认知,在什么情况下、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领导人

对于中苏关系中的国家利益的认知, 并进而影响了中苏分裂的进程和中苏关系

的走向? 这样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和理论涵义。究竟国家间关系是否

由客观的国家利益决定? 如果是,那么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并阐述客观的

国家利益。如果不是,而是决策者认知的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起到决

定性的作用,那么研究者就必须深入考察知觉性变量如何影响决策者对于国家

利益的认知和判断。正如杰维斯指出,如果 /历史学家采取不偏袒任何一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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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lliam C. Wohlforth, / The ColdW ar as aH ard Case for Ideas, 0 Journa l of C oldWa r S tud ies, Vo.l

7, No. 2, 2005, pp. 165) 173; S teph en G. B rooks andW illiam C. Woh lforth, / Pow er, G lobalizat ion, and

the End of the C oldW ar: Reevalu at ing a Landmark C ase for Ideas, 0 Interna tiona l S ecurity, Vo.l 25, No. 3,

2000 /01, pp. 5) 53.

5彭真同志报告 6, 1961年 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 122国务院外办第五次全国外事工作会

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 3124长。

5廖承志同志谈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一些问题 6, 1962年 2月 21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 147

国务院、外交部、对外文委中央首长的讲话及有关国家情况资料,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 3124

长;中央: 5关于形势的报告 6, 1963年 9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 1770中央首长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

告, 1963年 3月 ) 10月,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 3124长。

毛泽东: 5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6 ( 1959年 12月 ) ,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5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 6,第 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第 601页。



态度, 并且参考双方的文件0,就会发现错误知觉的心理动力机制在起作用。¹

应用到中苏关系的研究上,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重视和研究微观层面的因素如

错误知觉在中苏关系变化中的作用。

根据社会心理学,行为体普遍具有的 /受害者 0心理会产生一种自我正义

感,将自己的行为置于道德的高台之上, 使行为体倾向于高估对手行为的侵略

性,忽视自身行为在对手眼中的威胁程度。º 陈兼指出, 中国集体民族心理中

强烈的 /受害者0心理倾向的存在, 使中国在处理与外部关系中自我正义感的

表现特别突出。这种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受害者心

理,使中国对于外部的压力和威胁、主权和平等有一种过分的敏感。» 这不仅

表现在毛泽东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中的 /雷霆之怒 0, 也表现在中苏争

论中中方的咄咄逼人、得理不饶人的态度。

按照5史纲6的研究, 赫鲁晓夫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共

在世界工联大会上的 /突然袭击 0的反应。 1960年 6月 5) 9日世界工会联合

会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借机与苏方展开争论,并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 率先

公开中苏关于总报告的分歧,并积极向其他与会工会代表进行鼓动和宣传。这

种行为,在苏方看来不啻 /突然袭击 0, 引起苏方强烈不满, 也直接导致此后布

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式的反击。正是由于 /中

共不仅要在国际共运政党的讲台上树立自己的形象,而且还要在世界国际组织

的论坛上扩大自己的影响 0,使中苏两党失去以平和方式寻找到缩小分歧的结

合点的机会。¼ 有意思的是, 在当时中国的表述之中, 布加勒斯特会议是赫鲁

晓夫对中国的 /突然袭击0,这种表述也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传统看法。½ 当时毛

泽东有一段讲话指出, /我过去不了解赫鲁晓夫为什么急急忙忙开布加勒斯特

会议反我们,他们六七月开中央会议传达到支部, 不这样办不好办。0毛泽东的

结论是: / (他 )对我们三篇文章怕, 我们不怕-三无 . ,,三篇文章外国人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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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维斯: 5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6,第 67页。

同上书,第 62) 66页。

C hen J ian, Maops Ch ina and th eC old War, p. 282.

沈志华主编: 5中苏关系史纲 6,第 280页。

中国方面 /突然袭击0的表述,可参见: 5刘宁一同志关于反修斗争的谈话 (记录稿 ) 6, 1964年 4

月 10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 212中央首长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及本处对外宣传资料,全宗名称:

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 3124长。



好,三篇文章是革命的文章,赫鲁晓夫反对我们是他本身需要,对我估计错误,

以为用 -几手 . [就可以 ]把我们压下去。我们只批判修正主义, 没有说

苏联。0¹

毛泽东的解读显然忽视了赫鲁晓夫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刺激、挑战

苏联的反应。毛泽东的讲话从始至终渗透着一种自我正义感:赫鲁晓夫害怕我

们革命的三篇文章, 所以 /急急忙忙开布加勒斯特会议反对我们 0, 要把中国

/压下去 0。而且,毛泽东言下之意认为中国只批修正主义, 没有点苏联的名当

然是顾全团结大局的表现。很显然, 中国的自我认知和苏联的认知存在着巨大

的差异。这种错误知觉的存在对中苏之间相互敌意的螺旋式上升起到重要作

用:在自我正义感的驱动下,双方都忽视了自身政策和行为对对方利益的威胁,

夸大了对方反应的敌意程度,都认为对方充满敌意、蛮横无理。º 这种机制在

中苏关系史中反复出现,对中苏从部分分歧发展到全面分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

二、国内政治与中苏关系

在研究中苏关系的文献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分析

框架, 还有一小部分集中于分析国内政治在中苏分裂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部

分文献要么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和分歧角度考察中国国内政治对中苏同

盟产生的负面影响, »要么通过梳理后斯大林时代苏联国内的派别斗争以考察

苏联国内政治对中苏分裂的影响。¼ 譬如, 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

( Kenneth L iebertha l)认为, 毛泽东的反苏政策使他致力削弱 /那些没有全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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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对苏强硬立场的领导人的位置。0¹另外,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 ( Roderick

M acFarquhar)的三卷本经典之作 5文化大革命的起源6也对中国国内政治因素

在中苏分裂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证据。º

认为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行为密切相关的 /关联政治 0观点, 一直是国际

关系学界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 柯庆生 ( Thomas Christensen)曾令人信服地

论证指出,冷战时期的大国通过操控外交危机来动员本国民众以实现其国内目

标。柯庆生的分析以杜鲁门启动冷战政策和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两个实证

研究为基础。在对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中,柯庆生认为, 危机的根源

在于毛泽东有意制造并操控国际危机以便动员中国民众支持其激进的大跃进

政策。¼ 柯庆生的观点得到新冷战史学派的呼应。例如,陈兼认为毛泽东对于

/继续革命0目标的追求使他致力于制造外部敌人以对民众进行动员, 包括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½ 罗兹 # M.鲁塞 ( Lorenz Luthi)则进一步论证,在中

苏关系中毛泽东也不时动员国内政策以达到影响国际事务的目的。¾

虽然5史纲6的重点关注并不在此,但也对国内政治因素给予了考虑。譬

如,在 1958年炮击金门的研究中, 5史纲 6并没有如柯庆生或陈兼那样考察毛

泽东此举的国内政治因素,而是着重于分析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不同战略目标对

中苏协调立场以及此后中苏关系走向特别是苏联对华核援助的影响。通观全

书, 5史纲6既呼应了国内政治分析框架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对其一些主要观点

提出了挑战、质疑和补充。例如, 5史纲6呼应了鲁塞的观点, /关联政治 0中的

/国内政治0 ) /外交政策0的因果链条实际上呈双向运动: 政治领导人不仅通

过操纵外交危机动员国内民众以实现国内政治、经济目标, 也会通过国内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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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特定战略和外交目标。国内政治论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因果链条方向

的确定。以李侃如的观点为例, 究竟是毛泽东的反苏政策在先,导致其采取措

施反制反苏立场不坚的领导人 (如刘少奇 ), 还是反过来,由于其国内政治分歧

和斗争的需要,而导致毛泽东采取反苏立场? 李侃如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

清晰。 5史纲 6的研究显示,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两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强

化、相互渗透,可能比 /关联政治 0简单的因果链条远为复杂和微妙。

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修斗争如何渗入国家安全层面? 苏联如何成为中

国的假想敌? 反修斗争如何与中国国内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

5史纲6的研究揭示,进入 1964年以后,随着毛泽东对于苏联威胁的重估, 中国

开始调整对苏安全战略,反修方针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一起。中国的军事防

御战略方针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防备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

威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于对苏安全战略的再认识, 进一步影响到毛泽东

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 /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

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

的颠覆活动。05史纲6认为, 这一方面为毛泽东继续强化国内阶级斗争提供了

理论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安全的假想敌之列, 也有利

于毛泽东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 动员国内力量, 掀起一场反对党内苏联修正主

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¹ 1963年 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问题,强调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

阶级斗争。 1964年初接见外宾时, 毛泽东反复指出,中国党内有赫鲁晓夫的

/同志0。在 1964年 5) 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中国基层政

权有三分之一权力掌握在敌人手里的严峻判断。在 5月 27日政治局常委会

上,毛泽东指出, 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

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因此, 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

反修。毛泽东进而准备社会舆论和群众基础的铺垫,提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

15条理论、政策,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 0的理论即日后开展 /文

化大革命0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强调, /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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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0在 12

月底的讨论 /四清 0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在对 /四清 0运

动性质的评价上发生尖锐分歧。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刘少奇, 并指责北京出现两

个 /独立王国 0。 1965年 1月 14日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6明确宣布,运动的重点和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¹ 于是,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暗潮汹涌中,赫鲁晓夫修正

主义集团作为假想敌的论述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并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国国内政

治的发展相联系。

很显然, 5史纲6呼应了陈兼的观点,深刻地揭示出国内政治发展的逻辑和

需要如何影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轨迹。而5史纲 6对于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的

研究, 也显示出国内政治的逻辑在一定条件下会淹没甚至扭曲外交政策的战

略、安全利益需求。例如, 当苏联在中苏边界谈判上做出的让步使得中苏两党

两国关系出现有可能缓和的前景之时,毛泽东部分地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坚

持强硬立场,发表关于算领土账的著名谈话,使得矛盾激化、谈判破裂。毛泽东

的考虑是通过暂不与苏联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以示意边界军事冲突的前景来

维持中苏关系一定程度的紧张, 并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 调动和激发国内群众

的政治热情和对所谓中共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代理人的义愤,为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奠定群众和舆论基础。但中苏边界谈判破裂之后,苏联以中国有意收复

领土为由,加强与蒙古的军事合作,开始向远东地区增兵,客观上使得中国周边

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国逐渐走上相互敌对和军事对抗的道路。º

三、认同的向度

上个世纪 80年代末以来,建构主义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学重要的理论流派。

而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未能对冷战的结束做出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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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服的解释,这构成了建构主义兴起的背景。¹ 认同是建构主义的一个核心概

念。所谓认同,是一个国家 /行为体的 /构成 (国家 )对自我和他者的主体间理

解和期望。0º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一个国家的认同决定它是将另一国家视为朋

友还是敌人,从而决定国家间的相对力量差距是否具有威胁性。

运用建构主义研究中苏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 其中泰德 #霍普夫 ( Ted

Hopf)的文章属较有代表性的一例。霍普夫认为, 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 解释

中苏关系变化的客观性变量如地缘、进攻 ) 防御平衡以及军事威胁等基本上是

不变的,因而不能解释中苏关系从盟友到敌人的变化。另外, 中苏的共同威

胁 ) ) ) 美国的相对力量 ) ) ) 在中苏分裂的这一段时间里则不断增长。按照现

实主义理论,如势力均衡或者 /威胁均衡 0的观点,面对来自美国的共同安全威

胁,特别是美国在东亚以及越南的不断增兵,中苏应当结成更加紧密的同盟。

因此, 从社会建构主义来看,中苏分裂不是由于物质性的势力均衡的变化导致

的,而是由于中苏对自身以及相互理解的变化导致的。换言之,建构主义认为

中苏认同的变化是导致中苏从盟友到敌人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

建构主义的认同理论为中苏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理论框架和思考

角度。然而,建构主义理论家如霍普夫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 以证

明中苏认同的变化如何导致中苏关系的转变。从方法论上来讲,这样的实证研

究必须找出中苏认同变化的关键几个转折点, 并建立认同变化与中苏关系变化

之间的关联性和因果性。

以中方为例,中国领导人对于苏联的认同变化可以大致作如下划分:

老大哥 /兄弟 y半修正主义 y修正主义 /赫鲁晓夫集团y社会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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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中苏相对权力位置的认知则大体经历了如下变化:

以苏联为首 y以苏联、中国共同为首 y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

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对苏联的认同从老大哥到敌人的变化,中国在对

苏政策上也经历了从以苏联为首到与苏联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变化。

在 1960年 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发生严重的争执。但即使如此,

在中国领导人的此后表述中仍将苏联视为 /兄弟0。彭真在 1961年 1月的全国

外事会议上的报告说道: /苏联搞坏, 我们也没有面子, 没有光彩, 把苏联搞坏,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苏联出乱子,对我们、对世界革命都不好的。应该不出乱

子好。0彭真强调, /苏联不能离我们, 我们也不能离苏联。有的人说, 与兄弟国

家不好接触,与民族主义国家, 亚、非国家好接触,这不对,兄弟国家比敌人是好

呢? 还是坏呢? 总比敌人好。0¹ 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与苏方领导人针

锋相对、激烈论战,他的这番讲话很能反映出即使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中国

领导人对苏联的认同仍然是盟友和兄弟。

也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将赫鲁晓夫定性为 /半修正

主义0。º 这个时候,毛泽东仍相信赫鲁晓夫可以被转变过来。这个期望的破

灭是在 1961年 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此后,中共认为赫鲁晓夫已经变成

了 /修正主义 0。进入 1962年之后,苏联在新疆伊塔事件中的颠覆活动和中印

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的袒护和支持, 使中国对苏联威胁警惕起来。到 1962

年底, 中国领导人纷纷强调 /要充分认识到两个国家的性质变了。过去都是马

列主义,以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 0,但现在苏联 /对中国是一套武装叛乱、颠覆

活动, 无视我国主权, 领土完整和独立。这是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根本不同的路线, 是对抗性矛盾, 只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0。»

表面上,中苏 /闷头打官司 0,没有 /在报上宣布公开斗0, ¼但中国领导人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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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 /现代修正主义斗争越来越尖锐,中苏分歧实际已经公开化 0。¹ 中央外

事小组、国务院外办在 5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 6上做了如下阐述: /对

赫鲁晓夫集团的斗争。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 是敌我性质的矛盾、是不

可调和的。但是,为了争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 为了逐步提高中间状态人

们的觉悟,在目前仍应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我们同修正主义之间的

关系, 带有某种统一战线的性质。0º对此, 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进一步解释

道: /我们要明确地认清,赫鲁晓夫是叛徒, 不是无产阶级, 不要向他交底。对

他不能排除出反美统一战线, 但又不能当作阶级兄弟0; /对赫鲁晓夫来说,我

们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不能的,但利用他与美帝的矛盾, 拉着

他,是个策略。对苏联人民、国家,我们是认真的团结,不是策略;对赫鲁晓夫是

策略, 拉住他,利用他 0。»

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是 1962年 7

月黑龙江省委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黑龙江省委提

出: / (世界 )革命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亚、非、拉, 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已经转移到

中国0; 中共应当 /承担起世界共运的领导责任 0。¼ 面对来自党内的这样 /劝

进 0的声音, 毛泽东的反应倒是比较谨慎,仅仅将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转发各省,

毛泽东似乎认为此时公开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机会尚不成熟。当然,此举也

有试探一下党内风声的意味。但至年底党内已逐渐形成共识, 认为 /我们同修

正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0, 党内 /我们

要当仁不让,做左派的头子 0的呼声已经不绝于耳。½ 在公开提出与苏联争夺

领导权的同时,中共高层仍然注意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 特意强调 /要使人

家感觉到中国不是为了争夺领导权, 不是为了民族利益,不是为了称霸,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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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我国人民团体的国际活动问题:刘宁一同志在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6, 1962

年 11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 145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

宗号: 3124长。

国务院外办: 5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 6, 1962年 12月 17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 145

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 3124长。

5张彦同志讲话 6, 1962年 11月 26日上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 145国务院外办第六次全国

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 3124长。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6第 9卷,第 281) 282页。

5刘宁一同志的发言 (纪录 ) 6, 1962年 11月 6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 145国务院外办第六

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 3124长。



了侵略扩张来和苏联抬杠、争论。我们是真正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 全世

界人民的利益0。¹

1968年 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的震撼极大,中国领导人对于

苏联武装入侵的可能性更加警惕。在 8月 23日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国庆招待会

上,周恩来公开抨击苏联是 /社会帝国主义 0。º 这标志着中国对苏联身份的认

同已经公开变成敌人。这种将苏联变成 /帝国主义0敌人的重新定义, 也即陈

兼提出的中国意识形态 /微妙的结构性变化0。陈兼认为,这一变化为 /北京为

与美国实现关系缓和的辩护提供了迫切所需的意识形态空间 0。» 陈兼的分析

将意识形态视作变量而不是常量,意识形态内涵的变化可以导致外交关系上的

变化。然而,如果我们从认同变化的角度来看,更可以将认同视作变量。

这里做的回顾是非常粗略的,尚不足以充分检验建构主义的假设, 但可以

略约给我们一个概貌,即中苏的认同关系是如何转变的。进一步的实证研究需

进一步证明认同关系转变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方法论的

角度来讲,关于认同的实证研究还须注意的问题是, 如何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

题:即究竟是认同的变化导致了中苏关系的变化, 还是中苏关系的变化导致了

认同的变化? 如果中苏关系的恶化实际上也对中苏认同的变化产生了直接而

深刻的影响,那么就必须找出中苏关系和认同的初始条件, 然后考察对应的变

量变化。

四、对中苏分裂根源的一点思考

正如沈志华所指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多年以来这 /一直是

各国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专家关注的问题0。¼ 在5史纲6的代跋中,沈志华提出,

观察和理解中苏分裂很重要的一个对照物是当时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冷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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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5关于做好外宾接待工作的几个问题 6, 1963年 8月, 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 177中央首

长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1963年 3) 10月,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 3124长,第 72) 74页。

沈志华主编: 5中苏关系史纲 6,第 387页。有关当时中国领导人对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0的反应
和分析,可参见时任中国领导人主要罗马尼亚语翻译的蒋本良的回忆。蒋本良: 5给共和国领导人做翻
译 6,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75) 88页。

C hen J ian, Maops Ch ina and th eC old War, pp. 239) 244.

沈志华主编: 5中苏关系史纲 6,第 466页。



间,西方阵营中远非没有分歧和矛盾,事实上还时有激烈的冲突。美国霸权也并

非没有受到挑战,法美矛盾甚至导致法国退出北约。但是,尽管如此,西方阵营

并没有分裂,而是呈现出一种稳定性。与此相对, 社会主义阵营则呈现出非稳

定性。随着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最终也趋于瓦解。那么, 如何理解这种差

异呢?

国家 (安全 )利益似乎能够解释西方阵营的团结:冷战东西方对抗的战略

和安全格局,决定了西方国家必须通过相互妥协来保障西方阵营整体安全这一

根本利益。¹ 但问题是,同样的逻辑应该适用于社会主义阵营。为什么在同样

的战略和安全格局下,同样的国家 (安全 )利益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呢? º 这样看来,国家 (安全 )利益解释力并不充分。对这个问题, 沈志华认为

应该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殊性来寻找原因。在他看来,社会主义

阵营同盟关系存在某种 /固有的结构性弊病 0或 /政治范式的先天不足 0: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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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外部威胁与同盟内部凝聚力存在正相关关系是同盟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但这方面的经

验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威廉# 汤普逊和大卫# 拉普金对西方阵营 1951) 1973年的同盟行为的经验研

究表明,冷战期间西方阵营的内部合作行为与对苏联威胁的感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参见 W illiam

Thom pson and Dav id Rapk in, / Col laborat ion, C onsensus, and D eten te: Th e External Threat-B loc Cohes ion

H ypoth es is, 0 The Journa l of C onf lic tRe solu tion, V o.l 25, No. 4, 1981, pp. 615) 637。有关文献综述参见:

A rthur Stein, / C on flict and Cohes ion: A Rev iew of the L iterature, 0 The Journa l of C onf lict R esolu tion, Vo.l

20, N o. 1, 1976, pp. 143) 172。

研究同盟理论的学者几乎很少关注中苏同盟的案例,特别是中苏同盟的破裂。这一定程度上

可能与同盟理论更关注同盟的起源和管理而相对忽视对同盟解体的研究有关。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奥利

# 霍尔斯蒂发表于 20世纪 60年代的一组研究。霍尔斯蒂曾使用 /情景分析 0 ( con tent analys is )方法,以

中苏关系为案例检验外部威胁与同盟内部凝聚力存在正相关的假设。但霍尔斯蒂的研究方法存在局

限,主要在于其使用的经验数据全部是当时中苏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等资料,因而不免有偏颇

谬误之处。譬如,霍尔斯蒂通过经验数据的验证,发现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面对东西方两大阵营紧张

对峙局面,中苏对于美国政策的认知高度趋同,呈现压倒性的负面知觉;而当东西阵营关系相对缓和之

时,中苏对美认知的分歧则显著增强。由此,霍尔斯蒂认为同盟理论的假设得到了验证。但通过考察最

新解密的中苏档案,冷战史学者发现,在表面的一致对美之下,中苏分歧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其实是进

一步加大而不是缩小了。事实上,当中苏分裂不断加剧之时,美国对中苏的安全威胁程度并没有显著减

少,甚至可以说不断增加。参见 O le R. H o lst,i / E ast-W est Con fl ict and S ino-SovietR elations, 0 Journa 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 cien ce, V o.l 1, 1965, pp. 115) 130; / E xternal Con fl ict and Internal C onsen sus: The

S ino-SovietC ase, 0 in Ph ilip J. Stone ed. , TheG enera l Inqu irer: A Compu ter Approach to C on ten tA na lysis in the

B ehavioral S ciences ( Cam bridge, MA: M IT Press, 1966) ; / E xternalC on flict and In tern alCoh es ion: The S ino-

Sov iet Case, 0 in Jan F. T riska ed. , Commun ist P arty-S ta tes: C ompara tiv e and In terna tional S tud ies ( New

York: B obbs-M erril,l 1969 ) ; 沈志华主编: 5中苏关系史纲 6,第 321) 325页; Loren zM. Luth,i The S ino-

S oviet Sp lit: Cold War in the C ommuni stW orld, p. 13。



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 二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领导

和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主义

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弊病, 是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脆弱和不稳定的根本原因。¹

中苏同盟的分裂是在来自美国的外部威胁依然存在的前提下发生的,这是经典

同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而,沈志华试图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

殊性寻找对中苏同盟破裂的解释,无疑补充和完善了现有的同盟理论。º

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看, 东西方阵营稳定性的这种差异, 反映的是两种

霸权秩序的差别:美国霸权主导的西方秩序的稳定性,以及苏联霸权主导的社

会主义阵营秩序的内在不稳定性。冷战时期中国决策者普遍有夸大西方国家

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的倾向, /西方世界四分五裂 0这样的表述在中国领导人的

内部讲话和文件中比比皆是。» 这种倾向当然与意识形态有关,但也与对西方

秩序内在性质和动力机制的错误认知有关。

仅仅用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似乎不足以解释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西方秩序的

稳定性。冷战并不是维持西方秩序稳定的最根本原因。冷战后西方也曾面临

尖锐战略、外交利益冲突, 如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但美国与欧盟在

伊拉克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西方秩序。这说明即使没有冷

战时期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西方秩序仍然维持了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必须从西方秩序内在的性质和动力机制来寻

找答案。

关于这个问题,约翰 #艾肯伯里 ( G. John Ikenberry )有关国际政治的 /宪

政逻辑 0分析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艾肯伯里以 /结构自由主义 0来描述和解

释战后西方秩序的内在性质和动力机制。他认为, 战后美国主导下构筑的国际

秩序很大程度上是 /共识性的0和 /制度化 0的, 具有宪政特征。依附于这种秩

序之上的是美国 /开放式的、非等级制的霸权 0。艾肯伯里指出, 美国 /自由霸

权 0具有如下的机制: 共同捆绑的安全实践有助于缓解安全困境和降低国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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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主编: 5中苏关系史纲 6,第 471) 474页。

此处笔者感谢匿名评审的意见。

如中央: 5目前国际形势问题 6, 1963年 9月,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号: 177中央首长关于国内外

形势的报告, 1963年 3) 10月,全宗名称:省外事办公室,全宗号: 3124长; 5刘宁一同志关于反修斗争的
谈话 (记录稿 ) 6, 1964年 4月 10日。



治无政府状态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被渗透的霸权通过使美国的盟友参与、渗

透和影响美国的决策过程以增加盟国对美国霸权的认受性; 经济上的开放性以

达至相互依存的状态;还有所谓的市民认同即对一组核心规范和原则的共识,

包括民主政治、宪政政府、个人权利、在种族和宗教方面对多样性的宽容, 以及

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等,赋予了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西方秩序以内在团

结性。这种 /结构自由主义 0是战后美国霸权得以维持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

础。在艾肯伯里看来,这些机制构成的 /结构自由主义 0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

西方秩序保持内在稳定、区别于历史上大国权力政治斗争的最根本原因。¹

与西方阵营相对稳定的关系相反,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多有兵戎相向

的先例。这是否有 /两种秩序0根本属性上的差距? 比较来看,苏联构筑的 /国

际秩序 0或者说苏联的霸权不具有美国 /被渗透的霸权0的宪政特征。相反,苏

联的霸权具有传统霸权的等级制、刚性、零和等特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共

产党内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

与被领导的关系,这强化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 /等级性0, 也赋予社

会主义阵营内部等级秩序以合法性。

按照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于认知一致, 习惯, 以及 /或者社会压力等

原因, 国家倾向于 /外化0或者移植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安排。º 社会主

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等级制、刚性、零和以及缺乏妥协机制等性

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国内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逻辑在国际关系

层面的投射。根据艾肯伯里的观点, 美国国内政治具有的权力分散、决策透明、

开放性和具有妥协机制等特征, 则折射和反映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西方秩序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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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艾肯伯里的结构自由主义观点,参见 G. John Ikenberry, L ibera lOrd er and Imperia lAm bition:

E ssays on Am erican P ow er and W orld P olitics, Polity, 2006, especially chapters 1, 3, 4。国内国际关系学者

对于艾肯伯里的结构自由主义的介绍与评论,最早见王逸舟: 5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6,第 13章。

近来艾肯伯里的理论引起了国内国际关系学者更多的关注与讨论, 参见宋伟: 5结构自由主义的西方秩
序观 6, 5欧洲研究 62002年第 2期,第 45) 57页。

亚历山大# 温特: 5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6 (秦亚青译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年版, 第 349

页; Andrew M oravcsik, / L ib era l In 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A Scient ificA ssessm en t, 0 in Colin E lm an and

M iriam Fend iu sE lman ed s. , P rog ress in In terna tionalR elat ion sTh eory: Appra ising th eF ield ( C am bridge, MA:

M IT Press, 2003) , pp. 159) 204。



时殷弘在讨论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时曾提出,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启

示、/定焦0、梳理、总结和升华的功能;理论 /可以提醒和教导历史学家去洞察、

发现和把握无数历史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深层逻辑 0; /可以提示历史学家

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历史, 从而形成一种对于历史的全新理解0。¹ 本文

试图从国际关系理论对中苏关系主要的解释框架 (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结构

现实主义、认知心理学、国内政治与认同等 )出发, 以 5史纲 6的史料为基础,结

合最新解密的省级档案馆史料,对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进行探讨。当然, 本文

的目标更为有限。也许,本文提出的问题可能比回答的更多。笔者期望这些问

题可以促进对中苏关系研究议程的思考,从而有助于我们探寻中苏关系 /历史

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深层逻辑0。

本文是一个尝试,以期促进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的富有成果的对话。笔

者相信,国际关系理论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源和动力机

制;同样的, 有关中苏结盟和分裂的历史研究也能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

从中国冷战研究领域的角度来看, 随着更多第一手档案资料的解密, 中国冷战

史研究对冷战国际史做出原创性贡献的潜力不断增大, 5史纲 6即是一个典范。

而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之间的自觉对话, 也将有助于促进两个领域的交融、

反思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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