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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站在国际政治的大角度，以**次国共合作、黄埔军校的创办、北伐战争、中山舰事
件、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经国从
苏联回国、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重庆谈判、新中国的成立、中
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等一系列重大的错综复杂的事件为线索。客观、真实地叙述了*、蒋
介石和斯大林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共产国际、斯大林对国共两党、对中苏的态度和交
往等等，还原三人之间真实的世界。

 

内容简介

 蒋介石派陈立夫密访斯大林，亲自出马谋求结盟；斯大林让小蒋回到老蒋身边。
斯大林是否武器给了蒋介石，书籍给了*？
斯大林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坚定了蒋介石抗战决心。
*在斯大林鼓动下出兵朝鲜。

作者简介

作者袁南生，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教授，高级经济师。现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著有《感受印度》、《民国十大特工王》、《外交舞
台上的湖湘人物》、《走进非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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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莫斯科为毛泽东发的讣告
1930年3月20日，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正式发表了一份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
、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
建前线逝世。
谁也不会想到，莫斯科为毛泽东误发的讣告竟是共产国际第一次系统介绍毛泽东生平的
文献。这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讣告是谁起草的？又是谁签发的
？
既然后来知道毛泽东仍然健在，莫斯科为什么不发文纠正、澄清？
第二章斯大林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崛起
目光敏锐的列宁，晚年已觉察到，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关系有可能危及党的团结，如不
采取重大措施，党将很可能发生分裂.列宁在遗嘱中道出了他对斯大林的担心：“斯大林
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明确提到斯大林不适宜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建议调整总书记的人选。
列宁逝世而留下的权力中空随之带来了激烈的党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力挫群
雄而成为俄共（布）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共产国际新的最高领袖。第一部曲是击败
托洛茨基。第二部曲是击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第三部曲是击败布哈林、李可夫、
托姆斯基。
第三章蒋介石对苏俄的秘密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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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访问苏俄期间，最具意味的事情是维经斯基劝说蒋加入共产党，蒋介石的发迹同
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分不开，但苏俄和共产国际绝没有料到，他们一手扶持起来的蒋
介石，在羽翼丰满后，反戈一击，成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死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死
敌，成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死敌。
第四章联合吴佩孚还是联合孙中山
吴佩孚举起的屠刀宣告了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反对张作霖政策的终结，宣告了
苏俄、共产国际与北京政府签订“东方拉巴洛条约”构想的终结，宣布了越飞推动孙中
山与吴佩孚合作这一使命的终结。
从此，苏俄和共产国际变南联孙中山、北联吴佩孚的政策为联合孙中山、反对吴佩孚的
政策。
第五章毛泽东、陈独秀、蒋介石与国共合作 第一章莫斯科为毛泽东发的讣告 1930年3月2
0日，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正式发表了一份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
队的创立者、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
。 谁也不会想到，莫斯科为毛泽东误发的讣告竟是共产国际第一次系统介绍毛泽东生平
的文献。这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讣告是谁起草的？又是谁签发
的？ 既然后来知道毛泽东仍然健在，莫斯科为什么不发文纠正、澄清？
第二章斯大林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崛起 目光敏锐的列宁，晚年已觉察到，托洛茨基和斯
大林的关系有可能危及党的团结，如不采取重大措施，党将很可能发生分裂.列宁在遗嘱
中道出了他对斯大林的担心：“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
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明确提到斯大林不适宜担任党中央总书记，
建议调整总书记的人选。 列宁逝世而留下的权力中空随之带来了激烈的党内斗争，在这
场斗争中，斯大林力挫群雄而成为俄共（布）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共产国际新的最
高领袖。第一部曲是击败托洛茨基。第二部曲是击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第三部曲
是击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 第三章蒋介石对苏俄的秘密访问 蒋介石访问苏俄期
间，最具意味的事情是维经斯基劝说蒋加入共产党，蒋介石的发迹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
支持分不开，但苏俄和共产国际绝没有料到，他们一手扶持起来的蒋介石，在羽翼丰满
后，反戈一击，成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死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死敌，成了斯大林和
毛泽东的死敌。 第四章联合吴佩孚还是联合孙中山 吴佩孚举起的屠刀宣告了苏俄、共产
国际联合吴佩孚、反对张作霖政策的终结，宣告了苏俄、共产国际与北京政府签订“东
方拉巴洛条约”构想的终结，宣布了越飞推动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这一使命的终结。 从
此，苏俄和共产国际变南联孙中山、北联吴佩孚的政策为联合孙中山、反对吴佩孚的政
策。 第五章毛泽东、陈独秀、蒋介石与国共合作 拿到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的“尚方宝
剑”的共产国际“钦差大臣”马林，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在
国共合作的问题上，陈独秀的内心也并不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
在党的三大上的崛起，同他在会上全力支持“国共合作”是分不开的。正是通过这次大
会，毛泽东从党的地方负责人一跃而为仅次于陈独秀的党的领袖人物之一，成为国共两
党共同瞩目的一颗重要的政治明星。 对马林提出的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
成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建议，蒋介石内心不赞成，但出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他在
行动上追随孙中山，接受和支持了这个建议。 第六章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 国民党“一
大”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而蒋介石没有被选上。此时的蒋介石心里是几分
不平，几分恼怒，几分消沉，几分无奈，甚至对孙中山有几分不满。重要的是，从当时
情况来看，无论声望、资历还是人缘，毛泽东都无法与蒋介石，相比为什么毛泽东能后



来居上，担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在后来兼任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呢？ 黄埔军校
创办时，经费毫无着落，苏联援助黄埔军校的枪支就达8000支。后来又援助黄埔军校的
军费达10万卢布。苏联和共产国际出钱出人出武器，帮助孙中山组建革命的军队，这对
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斯大林的援助也为蒋介石的迅速崛起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第七章冯玉祥政变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新重点 选派学生去苏联学习的消息
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经过考核，选拔委员会选拔了350名学生，其中有20名是鲍罗廷亲自
推荐的，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这年15岁，也由于其父的特
殊地位而被鲍罗廷所推荐。于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成为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
命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内心反共的蒋介石为什么愿意让自己的长子到莫斯科去学习共
产主义，这也许是一个难解之谜。 作为苏联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维护苏联的安全
和稳定无疑是第一位的考虑，因而，主要从苏联利益出发，斯大林对连国民党员都不是
的冯玉祥进行了大量的援助，其援助的规模、数量远远超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
第八章蒋介石的崛起和斯大林的支持 没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蒋介石就不可能迅速
崛起，在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上，他很可能始终只是一个次于汪精卫、胡汉民等国
民党元老的二流、三流角色。蒋介石的崛起因苏联援助建立的黄埔军校奠定了基础，而
布勃诺夫使团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则为蒋介石的崛起进一步铺平了道路。为了切实
夺得领导权，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利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怕统一战线破裂的心理
，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陈独秀、中共中央同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陈独
秀再次提出的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引起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注。为了拉住蒋介
石，斯大林、布哈林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对蒋介石让步，同时或多或少牺牲了中国共产党
的利益。 第九章斯大林为挽救大革命而做出的努力 在蒋介石的屠刀已经举起、正待砍下
的紧急关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然对蒋介石抱有希望，仍然不赞成与蒋介石分裂。斯
大林在莫斯科干部会议上称赞蒋介石“遵守纪律”；布哈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说
蒋介石正“在积极指挥着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的政党
可以支持蒋介石”。就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在赞许蒋介石的同时，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
仁、白崇禧、李济深、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尽快完成对中共
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 第十章莫斯科关于中国大革命的尖锐争论 斯大林等在大革命失败
以后，抛弃了对于国民党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改变了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某些错误
观点，指示中共用苏维埃战略取代国共合作的战略。这一转变，对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
失败以后，制定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对于中共坚持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建立和
发展工农红军、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对于毛泽东等人开辟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
路，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没有这一转变，中国共产党就很难建立一支又一支的红军，创建一个又一个的苏区，
而且，也很难想象，毛泽东等人能够开创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第十一章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工农苏维埃战略 当中共许多高级领导人在莫斯科就党的重大
问题进行讨论研究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领导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
斗争。中共六大虽然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但斯大林、布哈林对毛泽东所代表的
正在起的苏维埃运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前途持怀疑的态度。 布哈林在中共党的代表大会
上公开要求毛泽东、朱德等党的高级干部离开红军。离开红军到哪里去呢？布哈林说，
调他们去学习。1布哈林的这段话最典型地说明了斯大林、共产国际当时对毛泽东的态度
。 第十二章斯大林和蒋介石角逐中东路 苏联和共产国际并不认为中东路事件的解决是冲
突的结束，而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开端。于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继续要中共实行“



武装保卫苏联”的策略，发动工农总罢工和进行武装暴动，实现工农斗争的配合和统一
，让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于是，中国共产党内以冒险为特征的第二次“左”倾错误便应
运而生了。 李立三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
划。坚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李立三，对坚持“以农村为中心”的毛泽东，颇有看法。
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名道姓地对毛泽东作了尖锐的批评。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的李
立三，也许无论如何没有料想到，他的计划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十三章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另眼相看 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泽东的政治地位
不断上升。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毛泽东当选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后被选为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这说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抵制到支持的过程
同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影响逐步扩大、在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最后取得最高领袖地位
的过程是一致的。 林育英对毛泽东的支持，再一次体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
态度。当时无论是张国焘的资历、地位，还是张国焘当时的“实力”，应该说是可以与
毛泽东“抗衡”一下子的，如果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排斥、打击毛泽东，其密使就不可
能在关键的时候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第十四章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幕后的角逐 蒋介石和斯大林这时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
就是日本。这一点使得两人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发生纠纷时，也没有忘记为改善双方关系
进行试探。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面前，蒋介石鉴于对国联和西方大国干预的失望，
不得不在对苏关系调整上，采取主动。三思之余，蒋介石心血来潮，忽然想跨过签订中
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同斯大林谈判建立中苏抗日军事同盟的问题。 西安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欢欣鼓舞，共产国际、苏联对西安事变表示愤怒，他们毫不犹豫
地谴责了张、杨。就在苏联谴责西安事变的这一天，毛泽东对如何处理蒋介石的考虑和
态度发生了变化。他由主张“罢免”、“审判”蒋介石，转为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这就是说，仅仅过了两天，毛泽东就改变了如何处理蒋介石的态度。显然是因为斯大林
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对毛泽东处理西安事变的影响。
第十五章斯大林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毛泽东当然清楚，王明的话并非仅仅他个
人的意见，在王明的背后，站着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等不可小觑的人物。他知道，按照
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意见办，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促进国共两党的日益接近
和合作，促进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即为了与蒋介石国民
党建立友好关系，不惜牺牲共产党的利益。这不仅会给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共产党以可乘
之机，而且会促成中国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滋生和发展。 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的班
子典型地说明了莫斯科已首肯毛泽东正式担任党的最高领袖，而无意于让王明掌舵。因
为，如果莫斯科打算让王明担任党的最高领袖，王明决不会同意他的名字排在毛泽东之
后。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更加坚定了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主张。
第十六章毛泽东与莫斯科在皖南事变问题上的矛盾 正是因为摸到了斯大林不赞成毛泽东
与蒋介石国民党翻脸这个底牌，蒋介石才敢于贸然发动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发生，不
仅引起了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极大愤慨，而且引起了毛泽东等人对共产国际的不
满。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忍无可忍，决定立即结束政治上的温和态度，“发动政
治上的全面反攻”，在“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莫斯科再次干预了毛
泽东的做法。对这一严重的反共事件，莫斯科姑息迁就，主张采取息事宁人的立场，反
对毛泽东采取同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政策。
第十七章盛世才：斯大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拉拢的对象 以斯大林“钦差大臣”自居的



王明以及康生回延安途经新疆，受到盛世才空前热烈的欢迎。盛世才向王明、康生提出
：加入中国共产党！盛世才的要求肯定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重视，中共中央政治
局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经新疆赴莫斯科，受到了盛世才
的热情接待。在会谈中，任弼时告诉盛世才：中央政治局同意接受盛世才入党，但由于
多年来新疆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此事非请示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不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没有同意盛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却出人意料地批准盛世才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也许，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盛世才，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第十八章斯大林和毛泽东上下级关系的终结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一方面认定自己有足够
的能力和经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另一方面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同莫斯科之间存在
着重大分歧，按照莫斯科的指挥棒转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要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
命，就必须摆脱莫斯科的消极影响和支配。 于是，毛泽东开始发动整风运动，以便在全
党范围内扫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主观主义和教
条主义的影响，进一步破除人们对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指挥中心”的迷信，促进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整风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
产党摆脱莫斯科的干预，彻底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十九章共产国际解放后的三强角逐（上） 毛泽东虽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赴重庆与
蒋介石进行了谈判，但他内心对斯大林始终有看法。特别是电报中关于“如果发生内战
的话，中华民族将有毁灭的危险”这句话，整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10多年。在毛泽东
雄心勃勃要与蒋介石逐鹿中原、一决雌雄，并希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与援助时，斯大林
心目中能统一中国的最佳人选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 当毛泽东在憧憬趁抗日战争胜
利的东风，争取斯大林的援助，以与蒋介石一决雌雄的灿烂前景时，斯大林与蒋介石却
已达成外蒙古独立，支持国民党，牺牲共产党利益的幕后交易。这是不是历史开的一个
苦涩的玩笑？ 第二十章共产国际解散后的三强角逐（下） 由于斯大林改变了对华政策，
支持中共夺取政权，这就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联的首先承
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与声援，打破了美国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孤立图谋。新中国诞生
后，中苏关系出现了崭新局面，也使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在原来单纯的世界上两个最大
的共产党领袖之间的关系，发展成了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斗争中，斯大林对新中国的支持，对毛泽东来说是
非常宝贵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内心里，对斯大林是十分感激的。 毛泽东因朝鲜
战争的爆发而不得不将解放台湾的计划搁置深感不快。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不止一次
地在这个问题上埋怨斯大林。他肯定地说：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极大
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毛泽东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未能完成统一祖国的大
业，他为此而终身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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