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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冷战史研究的里程碑

[ 作者：赵学功 | 转贴自：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 点击数：347 | 更新时间：2005-6-21 | 文章录入：美

国史研究会 ]

2004年底，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办、李丹慧教授担任主编的《国际冷战史研

究》第一辑已经正式出版与学界同仁见面了，这是中国第一份也是目前惟一的研究冷战史的专业学术

刊物，标志着国内冷战史研究者从此有了自己的一块园地，它为展示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流

学术信息，推进中国国际冷战史研究的发展构筑了一个极好的平台。据介绍，本学刊今后将每年出版

两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标志着战后近半个世纪以东西方对峙为主

要特征的冷战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冷战史研究的高潮。

各国学者对冷战的起源、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冷战的结束以及冷战的影响等进行深

入探讨，重新反思，特别是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不断涌现，使冷战史研究成为国际史学界发展最为迅

速、学术成果也最为丰硕的学科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欧美学者在冷战史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相继建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学术期

刊，开办网站，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一领域的研

究和发展方向。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要数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

者中心主办的“国际冷战史研究项目”。该项目不定期地出版《国际冷战史研究公报》，并免费向全

世界的研究者提供，到目前已经出版了15期，每期都有一个总的主题。该期刊以登载、翻译有关前苏

联、东欧以及中国、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文献为主，旨在为研究者提供冷战的“另一

面”即社会主义阵营的有关原始资料。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主要着眼于学术研究，从1999年开始出

版季刊《冷战研究杂志》。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也设有冷战史研究项目，2000年开始编辑出版《冷战

史》，开始一年三期，目前已改为季刊。  

随着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学者也开始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一些重大历史

事件特别是有关中国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并在国际史学

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冷战史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2001年2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

战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目前国内惟一以冷战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机构。应感谢沈志华、李丹

慧、杨奎松等诸位教授的不懈努力，该中心不仅建立了“中国冷战史研究”专业网站，并创办了高水

平的《国际冷战史研究》学刊，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国际冷战史研究》学刊有着阵容强大的编委会，这就保证了该学刊的学术水准和价值。成员除了中

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学者外，还包括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等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冷战史专家，其

中不乏冷战史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人物，编委会的组成具有明显的“国际化”色彩。该学刊的栏目主要

包括特邀专论、专题论文、档案文献和书评等。在注重对国际冷战史进行研究的同时，学刊特别注意

刊登冷战时期有关中国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论文和档案资料，这或许是学刊的一个最为

鲜明的特色。  

在本期的特邀专论中，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梅尔文•莱夫勒的《冷

战是如何开始的》为人们理解冷战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该文系莱夫勒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所

做的学术报告，篇幅虽然不长，内涵却极为深刻，提出的观点也颇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作者认为，

冷战是发生于美苏两大国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集团及制度之间的一场非暴力竞争，这是两种对立的政治



经济体系、意识形态之间的机关内政，其中的每一方都把对方制度存在的合法性提出了带有根本性质

的置疑，并因此而把对方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作者从五个方面深刻评论了冷战的起源问题，即：

（1）国际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大国均势问题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德国问题和日本的复兴。（2）美苏

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3）原子能革命和核武器的出现，这是导致冷战产生，进而影响并决定其进程

的最重要原因之一。（4）全球范围内非殖民化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革命民族主义对现存国际秩序

的挑战。（5）作为国际行为机制构成因素之一的领导人的个人作用，特别是几个大国领导人的作用。

莱夫勒教授特别强调，这五方面因素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不论对于理解冷战的起源还是冷战的结束都

非常重要，通过对这几方面问题的深入探讨，把思想、意识形态、文化和传统的地缘政治、权力、经

济等因素整合起来，就可以揭示出冷战的复杂性和冷战发生、发展的基本背景，进而使人们对冷战历

史有一个新的更为全面地理解和认识。  

以原始档案为主，在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这是国际冷战史研究的新趋

势，也是《国际冷战史研究》的最为鲜明的特点。专题研究栏目所刊登的三篇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论

文即体现了这一点。崔丕教授的《美国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的形成与英国》利用大量美英两

国的档案资料，全面考察了美国亚太安全体系的形成与英国的关系问题，剖析了英国在东南亚冷战发

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揭示出东南亚地区冷战起源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向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冷

战史观提出了挑战。沈志华教授的《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则以丰富的俄

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为基础，系统阐述了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方针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及合

理性，并透彻地分析了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李丹慧教授的《同志加兄弟：1950年代

中苏边界关系》利用大量中国的档案文献及口述历史资料，集中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边界问题，

客观地勾勒出这一时期中苏两国边界关系的大体情形，填补了学术界对该课题研究的空白。  

档案文献部分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笼，是

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中极有意义的重大课题。学刊选编了19份有关文件，展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提

出、酝酿和准备的过程。另外，还选登了1956年10月波兰危机期间中国领导人对危机的反应和立场

以及中波关系状况3份波兰档案；1958-1959年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在中

国档案部分，披露了云南省档案馆所藏的有关云南省与援越抗美的32件解密文件。毫无疑问，这些档

案文件的整理、翻译并发表（绝大部分为在国内首次发表），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研究

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本辑的链结区：冷战年代的中国栏目刊登的《一场继续还是中止“文革”的角力》论述了1971-1973

年间毛泽东、周恩来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和看法，颇有新意，值得一读。另外，还刊登了3篇书

评，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冷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国际冷战史研究》的创刊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喜事，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促进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为中国的国际冷战史研究走向世界做出切实的贡献。  

（赵学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天津，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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