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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字面上看，东欧是一个区域性的空间概念，对它的解释有两种。
从地理位置角度说，东欧是欧洲的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之一，指的是欧洲东部地区。
从地缘政治角度说，东欧或东欧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约定俗成的称谓，指的是那些战后建立
起人民民主制度并且随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
地理位置上的东欧和地缘政治上的东欧并不完全重合。
在地理位置分布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德国属于中欧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是东南欧国家。
本书所探讨的是地缘政治上的东欧。
东欧国家都属于中小国家，领土面积加在一起才127万多平方千米，人口总数为1.4亿左右。
这些国家之所以被称为东欧或东欧国家，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二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在政治上将欧洲一分为二，形成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而它们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南斯拉夫后来与苏联闹翻离开了“阵营”，但并没有离开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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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东欧从古到今都是各大国势力称霸欧洲和称霸世界的重点或起点；但是它们在划
定势力范围和构建世界体系的时候又极少考虑东欧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与诉求，多半将它们当做大国之
间讨价还价的筹码或争夺和控制的客体。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东欧为什么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少，而受制于人或任人宰割的时候多？
东欧有没有自己不间断的社会发展？
影响东欧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
从这些问题出发，本书在大国和大国关系的框架内对东欧的整体社会发展过程进行了研究，时间跨度
从东欧民族形成、早期国家建立到迄今为止尚未完结的重返欧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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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1958年4月生，黑龙江省密山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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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著作有《克拉拉-蔡特金评传》、《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大国背景》、《历史瞬间——20世
纪重大事件的起源及其影响》、《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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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东欧主要民族的形成东欧地区的民族成分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它们出现的过程和方式
不一样，有的直接由当地的土著居民发展而成，有的是外来民族逐渐演化而成，更多的则是由二者融
合而成。
由于东欧处于古代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中古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交汇点，要么是属于某种
文明的边缘地带，要么深受几种不同文明的影响，因此，这里的主要民族形成的前后时差比较大，过
程长短也不一样。
它们形成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分裂的时候，受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影响比较大，从一
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文明冲突的十字架。
第一节 西斯拉夫民族一、斯拉夫人的第一次分化无论民族还是国家都离不开特定地理位置，但民族、
国家与特定的地理位置并不是锁死的，在不同时期可能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出现幅度大小不一的位
移。
就时空的总体而言，民族、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相对固定的，有很强的传承性。
观察、分析和研究东欧民族的形成和最早国家的建立，仍可以它们现在的地理位置作为基点。
如前文所述，东欧从地理位置上说由中欧和东南欧两部分组成。
其中，中欧的国家主要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在这四个国家中，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余三国的主要民族主体都属于西斯拉夫人。
西斯拉夫人是斯拉夫人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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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2005年北京大学立项教材。
我为本科生开设有关东欧的专业课已超过15年了，而在其他相关课程中涉及东欧问题的时问就更早了
。
既是出于生计也是出于兴趣，在过去的20年间，我断断续续写过十几篇有关东欧的论文和短文，1999
年出版了《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大国背景》一书，指导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写的学
位论文也多半与东欧的政治与历史相关。
其中，郭洁的《纳吉·伊姆雷与20世纪50年代的匈牙利政治发展》还获得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
一届章文晋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项佐涛对米洛万·吉拉斯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也引起重视。
这些都为我写这部教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真正全力着手写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
纵向几千年，横向七八个差别极大的中小国家，要把它们如何诞生、怎么曲折发展和演变写清楚，还
要说明与此有关的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原因，真的是很不容易。
除了知识积累厚度和宽度不够以及天资愚钝之外，我也没有语言天赋，对东欧国家的语言一窍不通，
所需文献除中文的之外都局限于英文和俄文。
另外，我到过俄罗斯，也去过西欧，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去过夹在它们之间的东欧，对这里
的国家缺乏直观的了解。
幸运的是，在本书最终定稿时我访问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以及与这些国家历史联
系极为密切的奥地利，所见所思以及与一些学者的交流，对本书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无论如何，书稿终究写出来了。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不必说，因为这绝对是应该的。
可是，许多“无辜”的人也被我拖了进来。
没有他们的热心帮助，我也很难完成此书，或者能完成也不知要到猴年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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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欧政治与外交》：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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