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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总是赢得战争，却输掉和平。
”很久以来大家总是如此抱怨。
但这种说法的两个部分其实都不正确。
在1812年战争中，美国好不容易才免于沦丧国土。
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美国被迫与对手达成维持僵局的协议。
10年之后在越南，美国显然是输掉了战争。
1782年和1898年两次在巴黎，美国的谈判代表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才取得了显著的外交胜利。
然而，神话谬说依然流播不止，而且与之相伴随的还有美国人的一个同样大谬不然的观念，即美国人
自认为是一个和平的民族。
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充斥着冲突和暴力。
从革命时期到冷战时代，美国人一向是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信念和抱负而打仗的。
美国曾经为了各种目的而走向战争——1775年是为了独立，1812年是为了荣誉和贸易，1846年是为了
领土，1861年是为了国家统一，1898年是为了人道和帝国，1917年是为了中立的权利，1941年是为了国
家安全。
自1945年以来，这个国家在亚洲投入了两场结局可悲的有限战争；在中东发动了一场短暂的冲突，一
举击败萨达姆·侯赛因；又在伊拉克卷入旷日持久的斗争，以图镇压一场在穆斯林世界拥有广泛支持
的叛乱。
这部冷战史著作是旨在细致考察与美国介入对外战争有关的关键时期的一系列丛书中的一部。
自该书1967年初版以来，拉费伯尔教授已多次仔细修订，力求解释冷战从剧烈的危机和冲突的时期到
相对稳定的时代的整个过程。
在最近几版中，他对终结冷战的戏剧性事件给予特别关注，其中包括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柏林
墙的倒塌以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
他还考察了冷战终结以来十年间摩擦不断的美俄关系，敦促读者思考两个超级大国间长达半个世纪的
冲突如何给今日美俄关系造成困扰。
在这一版中，拉费伯尔教授考察了“9·11事件”对美俄关系的影响，并对乔治·w·布什政府发动反
恐怖主义战争的方式予以批判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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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初版于1967年，40余年里不断修订而畅行不衰，是冷战史的一部经典之作。
1980年商务印书馆引进翻译此书第三版，定名《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9，深受好评。

正如书名《美国、俄国和冷战9所揭示的，这是一本从美苏视角来解析冷战的著作。
它聚焦于冷战的两个主角，上溯19世纪两国的历史纠葛，下及2006年双方关系，以此论述了冷战的缘
起、演变、结束以及对今日美俄关系的影响。

本书强调两国国内政治对于冷战进程的重大影响。
美苏的意识形态、经济状况、领导人性格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对外政策。
美国在这一点上尤甚。
作者认为，美国在冷战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均具有主导性，故对其予以更为严厉的批判。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俄国和冷战>>

作者简介

沃尔特·拉费伯尔　　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先后获斯坦福大学硕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
1968年以来在康奈尔大学任历史学讲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美国的时代：1750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内和国外方面9(2nd，1994)，《不可避免
的革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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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蜜月期从未出现。
尽管美俄两国已经有了军事情报的交换，而且在租借法案下，已有价值110亿美元的物资被运往俄国，
但双方还是迅速爆发了关于大战战略与战后和平规划的冲突。
随着1942年纳粹在俄国领土上长驱直人，斯大林(Joseph Stalill)急切地要求罗斯福(Franklin D.Rooscvelt)
总统和英国首相温斯顿。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派兵进攻西欧，从而迫使德国军队撤军。
据一位观察家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W.Molotov)只会说四个英语单词：“yes”(是)，“no”(
不)，“sccond front”(第二战场)。
罗斯福两次许诺开辟第二战场，但他和丘吉尔却两次食言。
他们认为英美缺乏攻击西欧的实力，所以代之以在北非和意大利发起进攻。
这使得第二战场迟至1944年年中才得以开辟。
而那时候俄国人已经靠自己把纳粹驱赶出国境，尽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随着斯大林要求罗斯福和丘
吉尔同意这样一项安排，即战后的俄国应该囊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芬兰、罗马尼亚的一部分，斯
大林的猜忌加深了。
这些地区历史上曾经属于沙皇俄国，而且斯大林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也要求收回这些地区
的主权。
可是，1943年罗斯福的话却让斯大林不那么高兴了，他说因为有数百万波罗的海国家血统的美国选民
在，所以要他承认苏联对于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尽管他还补充道，他当
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走向战争”。
罗斯福希望战争结束之后再来讨论领土问题。
这个决定引发了严重后果。
1945年，红军横扫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
再者，世界政治形势与先前显著不同：盟国正在摧毁德国和日本，而它们正是阻挡历史上俄罗斯对欧
洲和亚洲扩张的两个国家，所以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得不商量一下斯大林的要求。
美国决策者随即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他们自己的政策是矛盾的。
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Hany S．Truman)都未能调和这些矛盾。
这一失败是冷战的主要原因。
这些矛盾包含了政治和经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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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沃尔特·拉费伯尔的《美国、俄国和冷战》（Amet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最初写于1967年，
在1980年，该书第三版为商务印书馆引进，翻译为《美苏冷战史话，1945一1975》（作者名译为沃尔
特·拉弗贝）。
此时美苏两国冷战正酣，包括本书作者在内，无人能想象十年后一个超级大国的轰然倒塌，以及二十
余年后美国人心中世界的颠覆。
但尽管世界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此书却一直居于国际冷战研究领域重要著作之列。
作为一本详尽介绍冷战起源过程以及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专著，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材料丰富
而叙事清晰。
作者广征博引各种原始资料，诸如美国外交档案、政府公文、当时的报刊记录、当事人回忆录等，以
及他人研究成果，依照时间顺序，有条不紊的将六十年的美俄关系一一道来，展现出经济、政治、文
化、历史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将如此繁复的资料有效整合在一起的，是作者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总体认识。
拉费伯尔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史专家，为威斯康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威斯康星学派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修正派”中的一翼，是对当时主流史学界“正统派”的反
动。
在美国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正统派与美国的官方立场一致，将冷战的爆发与延长归咎于苏联，声称美
国只是为了对战后国际体系“负责任”而不得已应战。
修正派则对美国对外政策持批判态度，虽非认为苏联完全无辜，但更多地认为美国负有重大责任。
修正派在60年代成为学界主流，此后又出现了融合正统派和修正派观点的后修正派。
拉费伯尔是“威斯康星学派中最令人尊敬的一员”。
他的学术研究的重大主题，在于从美国国内来寻求对外政策的动因，并且对美国外交持强烈的谴责与
批评态度。
《美国、俄国和冷战》鲜明的体现了他的这一观点。
它并未像另一些著作一样，从全球的角度来探析冷战，力求揭示推动美苏国际行事的更大的力量或时
代潮流。
相反，它明确的将视野聚焦于冷战的两个主角，认为苏美两国的内政决定了冷战的爆发和其后的发展
。
而美国在此过程中始终占据更大的主导权，故而对冷战的进程具有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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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第10版)》：冷战史的经典叙事史学大家的冷战史经典 作者沃尔特·拉
费伯尔是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对外关系史学者之一，美国历史学中激进的威斯康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
。
《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第10版)》第一版面世于I967年冷战正酣之际，40余年里历经9次修订再
版而畅行不衰，成为住史学界内外备受推崇、广为阅读的权威性、经典性的冷战史叙事文本．第十版
吸收补充了近年来冷战史研究中的新材料和新成果。
并增写了新的内容，从而呈现出历久弥新的风貌气象。
宏阔的历史视野 《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第10版)》以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为中心。
详尽而又从容地展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冲突的宏大历史画卷，揭示和解说了冷战多方面的
动力、内容和影响。
它将美苏双方的对抗上溯至两国在19世纪的历史纠葛，在主体部分讲述和阐释了冷战中的历次重大事
件和总体演变趋势，最后又把富含洞察力的史家眼光投向“后冷战”时代直至2006年的国际关系冲突
。
从而揭示了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以及历史和当代世界之问的深刻关联。
高超的叙事技巧 作者的如椽大笔之下，头绪纷繁、变动复杂的冷战史成为一幕幕贯穿着清晰线索的鲜
活灵动的历史活剧。
《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第10版)》不仅清晰详细地讲述了美苏两围高层在冷战中的危机和“热
战”、斗争和“缓和”中的决策活动，而且深刻揭示了双方对外政策与其各自因内政治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在美国方面，影响冷战决策的意识形态、民意波动、经济走势、领导人性格、官僚机构的冲突
、国会和总统之间的博弈等多种因素也得以不同程度的展示。
批判的锋芒 作为激进派史学家，拉费伯尔批判的锋芒在更大程度上指向了美国，他在《美国、俄国和
冷战,1945-2006(第10版)》小致力于揭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自私的动机、固执的意识形态偏见、对别国
的错误认知和估算，以及对自身和别国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书中不仅对政策精英的虚妄谬误厉声直斥，也不避对美国民众的短视盲从予以讽言讥评。
这部书，可以看成是一个历史学家对他的祖国发出的“以负责和诚实的方式来使用美国的权力”的恳
切有力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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