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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淹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对华畋策的实质

乔 毅 民

从共产国际解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斯大林始终不相信中国革命会取得胜利,

因而也始终没有放弃同蒋介石国民党的合作。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其实质是

要保持在中国取得的特殊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决定了战后

世界格局:美国想称霸世界,苏联想继承沙皇衣钵。美苏对峙,两大阵营形成。在美苏争霸

中。以牺牲中间地带为代价。在远东则是以牺牲中国为条件 ,‘ 相互争夺'相互利用:《 雅尔

塔协定 》就是美、英、苏背着中国所作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一笔交易,是大国强权政治的

丑恶表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企图继承沙俄在中国的利益。因为
“
俄国世

世代代就以统治亚洲各国人民为目的,其统治中国北部人民的企图最为坚持不懈。苏联继续实

行这种政策,企图扩展它的势力,甚至想外蒙、内蒙、新疆和满洲脱离中国。”
C)美国长期

企图独霸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步形成了美国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进而控制中国的局

面,致使苏联在中国问题上的打算受到严重威胁。因此,美羁与苏联在中国争夺权益形成尖

锐的矛盾。为达到各自的目的,美苏都想依靠蒋介石国民党来控制中国。

美国的对华政策只承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抗战胜利后,美国给予蒋介

石以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用 以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以便把中国拉到美国^边
,

来对抗苏联。杜鲁门总统19厶 8年 3月 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声称: “
美国政府是帮助蒋

介石应付它所面对的情况,⋯¨如果可能做到的话。我们不愿意在中国政府中或任何其它地

方的政府中有任何共产党人。”②《芝加哥太阳报》在呼吁国会抵制军事援华法案时指出:

“
全世界都认为,这个法案将把中国置于美国,的 军事保护之下,使中国成为反对俄国武装集

团的一个组成部份,事情的实质就是这样的。
”③苏联同样也把希望押在蒋介石国民党身上。

苏联认为战后中国的统治者必然是蒋介石,理所当然地合作的对象是国民党。1945年 2月 ,

斯大林与罗斯福谈话时指出:共产党应接受蒋介石领导。1945年 4月 ,斯大林发表了如下声

明:(1)赫尔利大使向他申述的美国对华政策,他无条件地表示同意;(2)苏联政府将支持

逑个政策;(3)尤其对立即采取行动从事于统一中国武装军队并完全承认蒋介石委员长领导



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我们将有他的完全支持一点⋯⋯”o1945年 5月 ,斯大林与哈利 ·霍布

金斯在莫斯科的讨论中再次声明: “
蒋委员长是中国唯一有资格担负起统一Ⅱ呻l国 的领袖;中

共的领袖不如他或不够资格负起责任。
”0因 而,苏联政府19姓 5年 8月 6日 通知蒋介石派人

到莫斯科紧急磋商对日宣战和实施波茨坦会议条款等问题。蒋介石立即派出行政 院 长 宋 子

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等前往莫斯科。在这次会议中,斯大林以承诺不支持中共,承认中国只

有一个军队、一个政府为条件,换得蒋介石在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及其他协定中承认外蒙

独立,中苏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租借大连港等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接着,苏联

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换文中指出:苏联政府同意予以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物质之

援助 ,此项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⑥。于是乎,蒋经国1945年 12月 25日 至19姓 6

年 1月 14日 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访苏。蒋介石之所以派自己的儿子访苏,是 因为要对斯大

林表示亲善。对于蒋介石对苏的亲善态度,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同蒋的关系,因此,斯大林又

于1945年 12月 、1946年 5月 两次邀请蒋介石访苏。.蒋介石在离开美国寸步难行的情况下,很
害怕美国认为他

“
挟俄自重

”,因 而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

中国内战爆发后,苏联仍把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国民党。直到19硅 8年 1月 ,苏联还
“
希望

结束目前的内战,并在委员长 (蒋介石 )的领导下恢复和平。
”

并承认蒋介石是能够实现这

一目标的唯一领袖。因而
“
苏联政府已通知最辽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将军非正式 地 向 政 府

的某些领袖建议苏联可出任斡旋9以 使目前的内战得以协商解决。
”C这充分表明,苏联出

面调解结束内战,其 目的是要使国民党控制整个中国,幻想从美国怀抱中拉走蒋介石,有一

个睦邻友邦。这是因为
“
苏俄最害怕的莫过于英美势力在苏俄边界扩张。⋯⋯假若与苏联接

壤的幅员辽阔,资源富饶的满洲,一旦落于一个第三大国的势力范围之中,就将大大加剧他

们的不安。”
⑧

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 图建立

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

的斗争,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努力。然而,苏联则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

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在 《论十大关系 》一文中所说: 
“
解 放 战 争 时

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 们 半 信 半

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这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

大。
”C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什么采取如此态度,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应当指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万变不离其宗,这个
“
宗

”
就是竭力维护苏联的利益。

战后j斯大林不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也是为了生怕
有损于苏联的既得利益。如上所述,苏联通过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已经从蒋介石手

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益,他 当然不愿再看到爆发一场有可能导致失去这些利益的内战。 《罗斯

福与美口对外政策 》一书指出: “
斯大林担心中国发生内战,共产党丿

`可
能毁灭而囤民党人

将会采取反对苏联对满洲和外蒙古的要求的立场;或者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从雨也可能对苏
联的边疆要求和对苏啭在全世界苯产丰义运动的领寻权提出靼1战 。因此,他欣然完全赞同戍

了Q



立联合政府。”G因 而,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三国外长一致

认为: “
必须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的统一和民主;必须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国民

政府的一切机构并停止内战。
”

Θ斯大林还致电中共中央,要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和国民党

谈判,以避免内战和实现
“
统一”

。并声称,如果打内战,中 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Q。 如果

照此办理,哪里有共产党人的自卫权利?哪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

当蒋介石发动的向解放区的全面避攻和重点进攻被粉碎,解放战争的形势正朝着对入民

有利的方向发展时,斯大林仍试图运用臼己的影Ⅱ向迫使我党交出武装,求得在蒋介石领导下

的
“
统一”

。在1948年 2月 他还认为ρ中共武装没有前途,应解散自己的军队,统一手国民

党。中国共产党人抵制了这一妥协的逆流,抓住有利的战略时机,进行了战略决战。三大战

役后,解放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以北广大地区,蒋家王朝面临土崩瓦解。就在这 样 的形 势

下,斯大林却奉劝中共军队停止于长汪一线,划江而治,形成
“
南北朝

”
的局面。因为在斯

大林看来,中共渡江,必然引起美国干涉。而美国的干涉,将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打

瞀隽{∶∶i芦鼋攮詈查逶差鼋翕簇蓍:∶∶∶∶i∶∶莒:逆

且‘;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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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苏联之间有密切联系,也不相信苏联是在支持中国共产党。
”

⑩

对于斯大林这种
“
划江而治

”
的劝告,毛泽东同志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给予了有力地

回答。他指出: 
“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

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入民的意志,接
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9使国民赢党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

受外国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

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 1949年 4月 21

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

师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国 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千里汪防 ,

立即土崩瓦解。23日 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中国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是
“
铁托式的胜利

”
。南京解放后,就连支持蒋介石打

内战的美国大使馆鄱留在南京的情况下,苏联大使馆竟然尾随蒋介石南下广州。这最能说明

斯大林对于蒋介石政权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从而暴露了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 不 信 任 态

度。因为中国革命胜利,苏联再也没有理由在中国倮持雅尔塔会汉所确定的特权了。这就是

苏联怀疑中国革命是
“
铁托式的胜利

”
和19硅 9年情报局加紧反对南斯拉夫的

“
民族主义”

的

真正原因。

斯大林对于中共的不信任态度,在 1949年至1950年的中苏最高级会谈中表现 得 十 分 突

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世界政治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巩圃人民民主和世界和

平,中苏两田应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囚而,毛泽东同志亲白到英斯科与斯人林会淡,准各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Ι助条约。 10∶‘9年 12月 ,毛泽东访问苏 l沃。一开始`毛泽东就表示想同苏



联搞一个
°
既好看又好吃”

的东西。当时,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下的新生的人民中国薷要苏

联的援助,这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的这句话,应该说已经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斯

大林却一个劲地故意装糊涂。当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打算请周恩来到莫斯科谈判具体问题的时

候,斯大林还说: “
如呆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什么?” ⑩其后几经

周折,斯大林才同意周恩来去莫斯科签订新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以取 代 苏 联 同

蒋介石签订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是
“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

重要发展
”

。但是, “
承认外蒙独立仍为新条约的基本精神

”
⊙。也就是说,苏联仍要维护

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不但如此,苏联还要求十月革命后白俄在我国东北开办的企业收归苏

联国有。同时,谈判还涉及苏联在我国新疆的利益问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苏联在新疆开办了

几个公司,有民航公司、石油公司和有色金属公司等。其中有色金属主要是铀,是制造原子

弹的重要战略物资。苏方要求这些公司由中苏双方合管。苏方还要求在东北和新疆除了苏联

外,不允许有第三国的势力存在。另外,苏方还将卢布的比值定得很高,而将人民币的比值

压得很低。所有这些,当 时我们从大局出发,都同意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联的大国主

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于1954年访问中国,毛泽东同志曾问他: “
当

年你们在东北和新疆要了两个势力范围,现在还要不要?” 赫鲁晓夫说不要了。①

既然苏共、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如此恶劣,为什么中苏关系又能得以发展呢?这主要是

中共竖持了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统一战线,断然采取了
“
一边倒

”
的外交

政策,把独立自主原则同国际主义的联合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苏共在历史上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讲了: “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

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
”这样促成了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苜,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局面。这对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胜利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巩固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 ,∶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

联合,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不把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统一起来 ,而

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就不能不犯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

人民的爱国主义相结合。正因为如此,中共为了顾全大局,作 出了最大的忍耐和牺牲,才使

得中苏关系能得以保持并有所发展。

总之,抗 日战争胜利后口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缺乏信心,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打

败蒋介石而夺取政权。为了确保苏联已经获得的在华特殊利益,寄希望于蒋介 石国民党,始

终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关键时刻甚至不惜牺牡中国入民的利益为代价,作了不少既违背社会

主义的原则,也违背国际公理的事情,暴露了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正如

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不破哲三所说,斯大林
“
把自己摆在沙皇政府继承人的位置上。

”
C)这就

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实质。

注释 :

① 《艾奇逊回忆录 》第232页 。

② 《中苏关系资料汇编 》第一辑316页 。

③ 《苏联 〈真理报 )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三辑578页 。

④同②,笫 161.162页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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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顾维钧回忆录 》第485页 。

⑨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28s页 。

⑩该书下册第734页 。

①同③笫5G9页 。

②《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笫180页 :

⑩《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908页 。

⑧师哲《陪同毛主席访苏 》。

⑤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

⑩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ˉ中苏关系之一页 》,《

⑩《斯大林与大国主义 》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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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铸自编《庆湖遗老集》

大  明

北宋若名诗人贺铸生前曾白编其诗某。据《庆湖遗老粜》前附《庆湖遗它诗集序》,记其七岁学诗 ,

至哲宗元祜三年 (置 088),二十年间得诗不下五、六千篇。以为多妄作而多次烧掉。后
“
哀拾其余而缮写

之
”
, 

“
后八年仅得成集九卷

”
。是为《庆湖遗老前集》,而将元符三年 (1099)以 哀的诗作 编为 《后

集。》。此事叉参其子方禀所撰跋文 (在宜秋馆刊《宋人集》乙编《庆湖遗老集》附《后集补遗 》)。 而

《前柒》编成的时问,学术界有的订为哲宗绍圣二年 (1095),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
“
贺铸

”
条即如

此说。今案:《 前集》所编诗作,多 自注赋诗年月日。依据这些时日可知贺锘自编其诗 终 于 元 符元 年

(1093)。 前引《庆湖遗老诗集》云
“
后八年

″
,乃指作《序 》时是元祜三年之后八年 (绍圣丙子,公 元

1096年 ),此后继续编诗,而终于元符元年⊙据是集卷四之末《和滔豳老汉上属日》诗,自 注: “
戌寅四

月江夏赋。
”
此年即元符元年。卷九之末《题诗卷后》,自 注; “

戊寅三月江夏赋
”
,疣

`为
元行元年; 而

曰
“
题诗卷后

”
,即指所编《前集》也。而此集之编成,又在元侍二年 (1100)。 卷五之末为《寄题盱 眙

杜子师东山草堂》诗,自 注云: “
丙子(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 )二 日临淮赋,偶亡之。庚辰十月再道临

淮,复得于子师,因附卷末。
”
由此可知铸成《前集》乃在庚辰 (元符三年,公元I100)十月之后,故 有

将此诗
“
阝H卷末

”
之说。所谓《前集》编成于绍圣二年 (1095)之说,应该据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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