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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论述的“日苏关系史”，主要从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
，到1991年12月2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这一时期内，日本对苏联关系的发展历史。
本书以该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为线索，集中论述“日苏关系史”的发展过程及发生变化的原因。
    本书研究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客观、公正地分析、论证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内日办两国关系中的演
变原因及过程。
本书按照日苏两国关系中发展演变过程中大的历史事件为线索，大体划分出九个阶段来进行具体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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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凡，男，1958年12月生人，吉林省吉林市人。
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生并获得学士学位。
1985年9月至1988年7月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为王贵
正教授，主要从事日本对苏联政策研究。
1993年9月至1996年7月在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彭树
智教授，主要从事日本对中东地区政策研究。
1996年7月至今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专业担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与世界当代史方面的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指导工作。
招收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方面的硕士研究生。
代表著作为《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1952-1996年》。
在《世界历史》、《军事历史》、《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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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从日本内阁上述决议可以看，其中心目的是把俄国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从俄国版图上分离出来，
最终达到由日本长期占领的目的。
为此，日本除派遣军队武力干涉外，又极力扶植当地白俄匪帮的傀儡政权。
在外贝加尔地区的要冲城市赤塔，日本扶植了谢苗诺夫政权；在阿穆尔州的海兰泡城(布拉戈维申斯
克)，日本扶植了里诺夫政权；在乌苏里江流域地区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城，日本扶植了卡尔米科夫
政权。
1918年10月，日本将价值达1000万日元的食品和其他商品，用密封的火车箱，经中国东北地区铁路，
转入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免税运到西伯利亚地区，并且在其开办的商店销售这些物品。
日本这种乘人之危，大量倾销商品行径，与其所宣称的出兵目的完全背道而驰。
为此，美国政府也提出强烈抗议。
1918年11月，在西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帝国主义国家又扶植了苏俄领土上最大的傀儡政权——高尔
察克政权，并且名义上统领已扶植起来的谢苗诺夫政权、里诺夫政权、卡尔米科夫政权。
日本政府对高尔察克政权给予极力支持，并率先予以承认，而且在1919年5月日本政府任命加藤恒忠为
临时特命全权大使，进驻鄂木斯克。
    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没能阻止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向该地区发展
。
帝国主义国家扶植的傀儡政权，也随着革命势力的到来而纷纷垮台。
1920年1月，嚣张一时的高尔察克政权在苏俄红军打击下垮台。
2月6日，帝国主义的走狗高尔察克受到正义的处决。
    在欧洲大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正式签署停战协议。
1919年1月18日，为调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欧洲的矛盾，召开了巴黎和会。
6月28日，巴黎和会各国代表正式签署《凡尔赛和约》，并于1920年1月20日正式生效。
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在欧洲大陆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解，各国开始“收拾
”战争期间被破坏的各自家园。
此时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残余，也纷纷向苏俄红军交枪，放弃抵抗，经海参崴港陆
续返回家园。
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问题的解决，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俄的借口消失了。
另外，各帝国主义国家鉴于武装干涉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毫无收获，加上各国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被
迫纷纷宣布撤军。
到1920年4月1日，美国完成了撤军后，在苏俄领土上仅剩下了日本干涉军赖着不走。
此时日本不撤军也直接反映出，其出兵不仅是为了镇压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另有企图。
P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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