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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苏两党大论战，是一件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
直接和间接参与这场大论战的包括了当时世界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共产党，论战的时间长达10年之久
（1956-1966），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对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对当事国社会主义事业的
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苏大论战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我们今天以中苏大论战为选题进行研究，其意义何在？
首先，中苏大论战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中苏大论战？
论战的实质是什么？
论战中的是非曲直如何评价？
如何看待大论战的后果？
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由于研究者指导思想和所处地位的不同，还由于有些论战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
等多方面的原因，其结论也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左的。
时至今日，在有关中苏论战的不少问题上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许多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继续对
其研究的空间还相当大。
由此可见，对中苏大论战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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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苏论战是指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因在意识形态和对内对外政策以及国家利益等问题上发生意见
分歧而引起的争论。
中苏两党的这场争论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开始，至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
二十三人，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前后历时十年之久，所以又称“十年论战”。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中苏论战的发生和演变情况复杂，内容丰富，问题敏感
，现实性强。
在苏联已不存在、中国也在纠正严重错误后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联系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新
认识及对某些传统观念的重新思考，以更加广阔、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中苏论战中苏两党的这场争论，
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此，作者站在新世纪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国际共运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对中苏论战这一重
大事件进行总体上的综合评述，在中苏论战的过程、原因、内容、实质、影响、教训等几个方面都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是一部系统研究中苏大论战的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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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苏论战的由来和发展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到1966年3月的苏共二十三大，这是中苏两
党产生分歧、进行论战并最终导致关系破裂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历史又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到1960年4月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这是两党分歧产生、扩大并在内部进行争论阶段。
双方先是围绕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发生分歧，后来，双方又在国家利益、两国内政
和对外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在1959年10月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时发生激烈争吵。
在这一阶段，两党主要在内部交换意见，正面说理，尽量避免分歧和争论公开化。
第二阶段，从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到1963年3月中国发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七篇文章。
这是不点名的论战阶段。
双方主要围绕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莫斯科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及苏联撤回专家、中国公民逃往
苏联、中印边界冲突、加勒比海危机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吵，苏共多次纠集其他国家
共产党对中共进行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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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中苏大论战评析》的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的，也是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的最终成果。
这是我第一本独立完成的专著。
该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聂运麟教授。
聂先生学识渊博，为人正直，责任心强，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
先生还以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教给了我远比科学研究更有意义的东西，使我在
思想上和学业上都受益匪浅。
对我的博士论文，先生从选题立意、思路、结构和写作技巧等方面都给予了高屋建瓴的指导，对论文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阅，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为论文的顺利完成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使我感
念至深。
我还要感谓t华中师范大学科社所博士生指导小组的李会滨教授、俞思念教授、程又中教授、唐鸣教授
、徐勇教授、徐育苗教授、项继权教授，他们对我的学习和论文写作提供了不少帮助和宝贵的指导意
见，使我受到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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