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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百年潮》精品系之一，收录书的文章26篇，均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文章，即使关于台湾问题，
也仅涉及中美两国对台湾立场斗争，也指中美之间的外交。
在本书收录了朝鲜战争、志愿军入朝作战及战；中苏关系、毛泽东访苏，及中苏订约；中美关系、中
美建交，对台问题等等，均为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由当事人叙述亲历的事情，其可信度强，填
了正史之余的幕后历史资料，对了解正史所及的史实作了翔实的补充，也对正史的入了解起到了重要
作用，本书堪为部可信、翔实、通畅的历史读物，也是一部可珍藏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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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天石，祖籍江苏兴化，1936年2月15日生。
中国近代史专家。
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至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教书。
1962年1月，又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
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室)，从事专业研究工作。
1988年晋升为研究员。
1994年被聘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  杨天石以十多年的时间主持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出
版后在海峡两岸学界均获得好评。
1998年，他将多年来根据海外史料所写的论文、札记汇集为《海外访史录》，又将各类随笔汇集为《
横生斜长集》，分别出版。
杨天石在近年内还出版了《民国掌故》、《南社史长编》、《中华文化词典》(副主编)等著作。

　　自1997年起，他受邀出任《百年潮》杂志主编。
他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
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
》编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
1998年9月8日，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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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百年潮)精品系列》序 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1945年国民政府与苏联谈判内幕斯大林特使秘
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刘少奇秘访克里姆林宫——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中苏条约谈判纪事
——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朝鲜停战内幕——来自俄
国档案的秘密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内幕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与我方的秘密接
触关于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传闻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恢复中美华沙会
谈的起步关于“对台军售”问题的对话——中美“八一七”公报的产生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秘闻
轰动一时的英舰“紫石英”号事件英国投下对新中国的赞成票 ——1950年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斗争
中的一幕日内瓦会议的重要转折点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南抗法战争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起因和终结
段苏权出使老挝记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良好开端一我军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在陪伴西哈努克亲王
的日子里美国曾计划在台湾搞“政变” 台湾与苏联的秘密接触同舟共济还是同床异梦——肯尼迪与蒋
介石的关系内幕(一) “反攻大陆”的梦想与美国的“限制”术 ——肯尼迪与蒋介石的关系内幕(二) 
《(百年潮)精品系列》编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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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苏谈判中，旅顺问题是焦点之一。
按《雅尔塔协定》的规定，苏联得恢复租借旅顺港并为其海军基地。
但蒋介石对此反响强烈，他说，1898年旅顺曾被沙俄租借，中国人认为是民族耻辱，现在决不能再允
许租借中国土地。
谈判中，宋子文按此观点据理力争，并曾求助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
哈里曼却说，美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有特殊困难。
因为美国打算永久占领日本附近某些海岛，故无法拒绝苏联使用中国的旅顺。
俄方态度也十分强硬，不仅要求完全控制旅顺，而且要求旅顺周围100平方公里以内均列为港口腹地，
置于苏联控制之下。
 　　　　在双方争议不下的情况下，宋子文对斯大林说，蒋委员长无论如何不愿意再有租借地的名字
出现于中国历史，中国方面愿意将旅顺港规定为中苏共同使用，而不是由苏联租借。
斯大林表示，愿意照顾到蒋委员长的这一愿望，之后，遂推出了中苏共管即中苏对旅顺的行政管理权
共同拥有的方案。
宋子文坚持只能“共同使用”而不能“共同管理”，因为管理权事涉行政主权。
争议既久，最终达成的协定是旅顺军港由苏联管理，军港以外由中国方面管理；军港之内苏方可自由
决定一切。
文字上的表述是：旅顺军港由中苏共同使用，其军用部分委托苏联管理，共同管理之权交由中苏军事
委员会处理。
会谈最终达成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旅顺的协定文字是：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
该基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苏联政府在该基地内随意建置该基地之设备；旅顺之
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其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当局之同意为之。
一句话，中方除争得了免去使用“租借”一词而代之以“委托”之外，旅顺实际上依然是苏联可随意
支配的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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