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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党际关系研究的动态追踪与前瞻

陈立中，赵梦瑶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准确把握２０世纪中苏党际 关 系 的 脉 动，对 于 推 进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具 有 重 大 意 义。中 苏 关

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发展进程、影 响 因 素、历 史 特 征 三 个 方 面。由 于 共 产 国 际 主 要 是 在 苏 共 的 领 导 下

运行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实质上体现了中苏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党际关系中也

包括了中苏党际关系。进一步深化对 中 苏 党 际 关 系 的 研 究，需 在 三 个 方 面 进 行：一 是 研 究 视 角 和 方 法 创

新；二是进一步拓展研究内容；三是进一步丰富新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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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国

共产党也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站在临近百年的

历史门槛上，回 顾 一 个 世 纪 来 风 云 激 荡 的 世 界

大局，世 界 社 会 主 义 运 动 可 谓 是 跌 宕 起 伏，而

２０世纪中 苏 两 党 关 系 的 发 展 又 是 其 主 流 和 焦

点。因此，准确 把 握 中 苏 党 际 关 系 发 展 历 程 及

研究成果，更能把握２０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脉

动，对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推进世界

政治格局的 发 展 和 世 界 秩 序 的 重 建、推 进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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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际关系的界定及相关概念辨析

关于党际关 系 的 概 念 界 定，国 内 学 术 界 有

几种不同看 法。有 学 者 认 为，广 义 的 党 际 关 系

是指政党与 政 党 之 间 的 关 系，其 包 含 国 际 和 国

内两个层面［１］（Ｐ２－３）。也有学者认为，党际关系作

为一个具有 特 定 含 义 的 名 词 术 语，是 指 一 国 政

党与世界各 党 派 之 间 的 联 系、交 往 与 合 作 关 系

的总称［２］。还有学者把党际关系称为对外党际

关系、党的对外工作，甚至称之为党际外交［３－４］。

但在政党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党

建等研究领域，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党际关系是

指中国共产党与他国政党或政党集团之间为增

进彼此了解而进行的交流交往。这也是我们所

认同的。中苏党际关系是指中国共产党与苏联

共产党或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之间为增进了

解而进行的交流交往。

如何正确认 识 和 处 理 同 国 外 政 党 的 关 系，

是事关我党发展壮大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自

建党伊 始，就 注 重 与 国 外 政 党 发 展 党 际 关 系。

新中国成立 后，中 国 共 产 党 对 外 党 际 关 系 成 为

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开

展对外党际 交 往 虽 然 至 今 已 有 近 百 年 历 史，但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与党政

关系，使得学 术 界 通 常 将 关 注 焦 点 放 在 国 家 关

系上，这样就掩盖了党际关系的特殊性。

为深化对党 际 关 系 的 认 识，有 必 要 区 分 党

际关系与 国 家 关 系 两 个 概 念。在 我 国 理 论 界，

党际关 系 与 国 家 关 系 既 彼 此 纠 缠 又 有 明 显 区

别，良好的党 际 关 系 可 以 有 效 推 动 国 家 关 系 的

改善和发展，反之则可能产生负面的制约作用。

从范畴上看，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党际关系

的对象是“一 切”愿 与 我 党 交 往 的 各 国 政 党，而

国家关系的主客体必须为主权国家。从内容上

看，国家关系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涉及国家间政

治、经济、社会 各 个 领 域；而 党 际 关 系 主 要 是 政

党间就共同 关 心 的 问 题 交 流 各 自 的 思 想、主 张

和看法，可 以 不 涉 及 处 理 具 体 国 家 事 务。从 目

的上看，国家 关 系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维 护 国 家 主 权

与国家利益；而 党 际 关 系 重 在 谋 求 各 国 政 党 间

的相互理解 与 合 作。从 历 史 发 展 看，中 苏 两 国

在新中国成 立 后 的 较 长 一 段 时 间 内，没 能 将 党

际关系与国 家 关 系 区 分 开 来，使 党 际 关 系 的 好

坏影响到国 家 关 系 的 发 展。因 此，不 管 在 理 论

上还是在实 践 上，都 必 须 正 确 理 解 与 区 分 党 际

关系与 国 家 关 系，以 保 证 国 家 关 系 的 正 常 发

展［５］。

深化对党际 关 系 的 认 识，还 需 对 党 际 关 系

和政党外交两个概念进行甄别。在我国学术界

及外交实践 中，党 际 关 系 和 政 党 外 交 常 常 一 起

使用。有学者 认 为，政 党 外 交 是 指 一 国 之 合 法

政党与他国 政 党 或 政 党 国 际 组 织，为 促 进 或 影

响国家关系、维护本国利益而进行的国际交流、

对话与合作［６］。这一表述指明了政党外交所具

备的基本要 素，即 政 党 外 交 的 主 体 必 须 是 一 国

之合法政党，政党外交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

作用是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而党际关系包括

的国际间政党交往所处理的党际关系事务更加

宽泛［７］，除了体 现 服 从 服 务 于 国 家 关 系 和 国 家

利益的这一部分党际交往，还包括如党务联系、

维护政党 自 身 利 益 的 交 往 等。也 有 学 者 认 为，

党际关系和政党外交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活

动在 不 同 年 代 的 不 同 称 谓。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初，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党际关系开

始向政党外交 转 型，进 入２１世 纪，政 党 外 交 开

始成为中国 共 产 党 对 外 交 往 活 动 的 代 名 词［８］。

因此，在当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和维护国家利

益越来越成 为 党 际 交 往 的 主 轴，党 际 关 系 和 政

党外交这两个概念就其所对应的对象和内容来

说，己经在很大程度上重叠。

　　二、中苏党际关系的研究动态追踪

尽管国 家 关 系 与 党 际 关 系 存 在 一 定 的 分

野，但由于较长时间内，中苏党际关系与国家关

系搅在一块，因此，我们在把握国内外学术理论

界关于中苏 党 际 关 系 的 研 究 动 态 时，也 将 中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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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纳入其中加以考察。
（一）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

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中 后 期 开 始，随 着 大 量

原始文献、档 案 史 料、回 忆 录 等 相 继 问 世，国 内

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著述渐多。综观这些研究

成果，主 要 集 中 在 中 苏 关 系 发 展 进 程、影 响 因

素、历史特征三个方面。

第一，中苏 关 系 的 发 展 进 程。沈 志 华 教 授

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多视角和全

方位的研究和探讨，论述了苏联与中国革命、中

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

等重大事件［９］。另外，刘志青的《恩怨历尽后的

反思———中苏关 系 七 十 年》、罗 志 刚 的《中 苏 外

交关系研究》、曲星的《中国外交５０年》、孙其明

的《中苏关系始末》等著作对中苏关系演变的起

因始末、发 展 轨 迹 进 行 了 描 述。２０１９年，中 俄

建交７０周年，李静杰、王海运、李永全、左凤荣、

刘显忠等学 者 对 中 俄 关 系 进 行 了 回 顾 和 展 望，

都认为中俄关系７０年，经历了从结盟到对抗再

到正常化、关系持续深化的曲折历程，指出中俄

两个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我们需要从历史

中汲取智慧，把现在和未来的中俄关系维护好、

发展好［１０－１４］。

第二，中苏关系的影响因素。于洪君认为，

革命战争年代 及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初，中 苏 两 党

因志 同 道 合，虽 不 无 芥 蒂 但 彼 此 支 持；２０世 纪

５０年代中期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中苏因意

识形态分歧 导 致 两 党 关 系 紧 张，最 终 由 于 理 论

纷争与利 益 冲 突 交 织 引 发 大 论 战；２０世 纪６０
年代中期到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初，两 党 关 系 破 裂

导致两 国 关 系 全 面 恶 化；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中 期

苏联内外政策 全 面 调 整，但 由 于“三 大 障 碍”难

以解决，中 苏 关 系 正 常 化 道 路 步 履 维 艰；直 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苏联风雨飘摇，中苏两国才

最终实 现 关 系 正 常 化［１５］。部 分 学 者 着 重 对 中

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分

析，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对外战略

的不同、国家 利 益 的 冲 突、领 导 人 之 间 的 好 恶、

两国关 系 上 的 不 平 等 等［１６－２４］。也 有 学 者 认 为，

冷战时期形 成 的 战 略 思 维 框 架、朝 鲜 战 争 与 波

匈事件、苏共二十大路线、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等

因素对中 苏 关 系 的 走 向 造 成 了 一 定 影 响［２５－２９］。

另外，孙艳玲指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

初，中国外交 政 策 的 调 整 对 中 苏 关 系 正 常 化 有

着重要的推动作用［３０］。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特征。有学者认为，

１９４９年 至１９９２年 期 间，中 苏 关 系 的 基 本 特 点

是高开低走到最 后 正 常 化［３１］。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中苏关系凸 显 出 浓 厚 的 革 命 理 想 性、鲜 明 的 统

战策略性、高度的哲学思辨性等特征［３２］。中俄

建交７０年来，立足时代发展潮流和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纲领，以
政治互信为基石，以元首战略引领为动力，构建

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宗旨的双边

关系［３３］。

苏联与俄罗斯的学者则侧重于从历史纠纷

和现实利益的 矛 盾、权 力（领 导 权）博 弈 等 角 度

来解释中苏关系的演变。如Ｂ．Ｔ．库利克认为，

苏中两党分歧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不 同，而 双 方 领 导 人 都 没 有 注 意 到 这 一

点［３４］。列·别·杰留辛提出，各国共产党在夺

取政权时期 利 益 的 一 致，并 不 意 味 着 这 些 党 成

为执政党后，其 阶 级 使 命 和 奋 斗 目 标 也 仍 然 一

致［３５］。奥· 鲍 · 鲍 里 索 夫 等 的《苏 中 关 系

（１９４５－１９８０）》、Г．А．阿 尔 巴 托 夫 的《苏 联 政 治

内幕：知情 者 的 见 证》、А．М．列 多 夫 斯 基 的《斯

大林与中国》、Н．Ф．费德林的《毛泽东与斯大林

赫鲁晓夫交往录》等著作，也对特定时期的中苏

关系进行了研究。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俄罗斯学

者对这个问 题 的 研 究 逐 渐 减 少，但 也 有 相 关 成

果。如阿尔兰·梅 里 克 塞 托 夫 等 认 为，斯 大 林

对中国 共 产 党 能 否 掌 权 持 谨 慎 立 场 和 怀 疑 态

度，同时，出于 对 苏 联 国 家 利 益 的 维 护，莫 斯 科

对国民党作出了让步［３６］。Н·Л·玛玛耶娃等

认为，决定苏 联 向 中 国 提 供 有 效 支 援 的 原 因 当

中，最重要的 是 考 虑 到 日 本 可 能 向 苏 联 发 起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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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的实 际 威 胁［３７］。谢 尔 盖·Ｎ·贡 恰 罗 夫 认

为，斯大林拒 绝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进 攻 台 湾 提 供 直

接的军事援 助，使 得 中 国 共 产 党 对 台 湾 的 登 陆

作战极端困难［３８］。

西方学者对 中 苏 关 系 的 研 究，主 要 集 中 在

冷战史领域。有学者从中苏同盟内部的结构性

变化及美、苏、中 三 角 关 系 变 化 来 解 读 中 苏 关

系，认为美国为分裂中苏同盟，有意对中国相继

采取接 触 政 策（在 北 京 和 莫 斯 科 之 间 打 入“楔

子”）、极 限 施 压 政 策、核 武 器 压 力 等［３９］。也 有

学者从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联来解释

中苏关系的演变［４０－４２］。还有学者侧重于从意识

形态与国家利益冲突的角度来分析中苏关系的

演变，如Ｌｏｒｅｎｚ　Ｍ．Ｌｕｔｈｉ、Ｊａｍｅｓ　Ｗｈｉｂｌｅｙ与 琼

斯、凯维尔等认为，许多因素导致了中苏同盟瓦

解，但意 识 形 态 因 素 最 为 重 要［４３－４５］。英 国 学 者

谢尔盖·拉 琴 科 于２００９年 出 版 的《两 个 太 阳：

中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１９６２－１９６７》一书中认

为，中苏同盟 破 裂 的 原 因 是 双 方 争 夺 国 际 共 产

主义运动领 导 权。美 国 学 者 高 沃 龙 指 出，抗 战

时期，苏联对 华 政 策 的 目 标 是 寻 求 一 个 强 大 而

统一的中国 站 在 自 己 一 方 对 抗 日 本，而 中 国 一

方面需要苏 联 对 抗 战 的 援 助，另 一 方 面 又 担 心

被人利用而 不 愿 与 苏 联 形 成 过 密 的 战 略 关 系，

这些对中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４６］。日本神

田丰隆等 学 者 则 认 为，１９６０年 代 的 日 本 对 美、

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虽然影响甚微，

但田中角荣的亲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秩

序乃至推动中国融入西方都产生了影响［４７］。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的研

究

由于共产国际主要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

下运行的，中 国 共 产 党 与 共 产 国 际 的 关 系 实 质

上体现了中苏党际关系。

郭德宏、曹军、黄修荣等国内学者全面阐述

了共产国际 与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关 系，评 价 了 共 产

国际的功过 是 非［４８－５０］，其 研 究 有 助 于 了 解 中 国

共产党早期 对 苏 联 的 交 往 活 动，理 解 中 国 共 产

党对苏联交往的思想渊源和行为方式。李景治

指出，共产国 际 在 指 导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国 革 命

过程中“功过兼有”，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 在 中 国 的 传 播，推 动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的成立，为中 国 共 产 党 早 期 的 生 存 与 发 展 壮 大

提供了巨大 的 帮 助，积 极 支 持 和 指 导 中 国 革 命

运动，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但是，共

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过程中也

犯有教条主义错误［５１－５２］。王庭科等学者着重探

究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积极

影响，认为共 产 国 际 帮 助 中 国 共 产 党 明 确 了 中

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手段和前途，指导了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方针的制

定；对毛泽东 农 村 包 围 城 市 道 路 理 论 的 产 生 具

有促进作用；延 安 时 期 共 产 国 际 给 予 中 国 共 产

党以经费与物质援助［５３－５５］。还有学者则着重探

究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消级

影响。向青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期间，共产国

际在统一战线 上 犯 了“右”倾 错 误；第 二 次 国 内

革命期间，共 产 国 际 在 政 治 和 组 织 上 犯 了“左”

倾错误，导 致 中 国 革 命 几 乎 陷 入 绝 境［５６－５７］。也

有学者提出，共 产 国 际 对 中 国 革 命 的 指 导 没 有

形成一条完 整 的 路 线 且 领 导 体 制 高 度 集 中，导

致中国革命 屡 屡 受 挫；抗 战 时 期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的认识严重 脱 离 中 国 共 产 党 实 际；抗 战 初 期 对

中国革命形 势 估 计 过 高，忽 略 民 族 矛 盾 上 升 的

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要影响［５８－６０］。

苏联学 者 从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中 期 到８０年

代中期，在阐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

则一味肯定共产国际的活动。到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下半期开 始，才 注 重 从 客 观 的 历 史 角 度 而 非

主观的 意 识 形 态 立 场 探 讨 共 产 国 际 的 功 过 是

非。总的来看，主 要 集 中 在 以 下 方 面：首 先，编

辑出版了相关档案文献。如俄罗斯科学院通史

研究所等机 构 于１９９４年 与１９９８年 编 辑 的《共

产国际 与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档 案 文 件 集（上 下

册），部分函电与中国共产党直接有关。俄罗斯

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机构于２００２年合编的《联

６６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５卷



共（布）、共 产 国 际 与 中 国（１９２０－１９４３）》，公 开

了与中国有关的共产国际档案文件。这些档案

资料被陆续 翻 译 成 中 文，为 中 苏 党 际 关 系 研 究

提供了极大 帮 助。其 次，出 版 了 部 分 领 导 人 与

外交官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记述了他们本人

的生活实践、当 时 中 国 所 发 生 的 大 事 件 或 不 同

历史阶段 的 中 苏 关 系。如С．Л．齐 赫 文 斯 基 的

《我生活中的中国（１９３０－１９９０年代）》；Б．Ｈ．韦
列夏金的《在 旧 中 国 和 新 中 国———一 位 外 交 官

的回忆》；Ｈ．Ｃ．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 回 忆 录》；

Ｍ．戈尔巴乔夫的《莫斯科和北京“结束过去，开

辟未来”》等。再次，开展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

产党的研究。有 学 者 认 为，共 产 国 际 代 表 和 苏

俄驻华代表机构工作人员的努力，极大地促进

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６１］；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

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联共（布）、共产国际

影响了中国 共 产 党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路 线、方 针 和

政策 的 制 定，如 国 共 抗 日 统 一 战 线 的 建 立

等［６２］。А．М．格里戈里耶夫在《联共（布）和共产

国际的对华政策（１９２０－１９３７）》一文中认为，莫

斯科推行“左”倾对华政策造成国共第一次合作

失败、大革命 失 败 以 及 中 国 共 产 党“左”倾 盲 动

主义行动［６３］。

此外，美国学者肯尼思·休梅克的《美国人

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记述了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４５
年间中国国 内 发 生 的 重 要 政 治 事 件、国 共 关 系

与美中关系等重大问题。赫尔穆特·格鲁伯的

著作《斯大林 时 代 共 产 国 际 内 幕》，英 国 研 究 者

Ｊｏｈｎ　Ｗ．Ｇａｒｖｅｒ发 表 在《中 国 季 刊》上 的 文 章

《中国共产党 与 苏 联 共 产 主 义 的 崩 溃》等，对 共

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也进行了研究。
（三）关于对外党际关系中的中苏党际关系

研究

由于中苏党际关系很多体现在与其他国家

党际关系之 中，学 界 对 此 也 进 行 了 研 究。国 内

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研究了党际关系的思想与理论。如朱

建田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党际关

系思想，并以 实 践 观 照 的 形 式 总 结 出 马 克 思 主

义党际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６４］。佟静、郑蕊等

学者分 别 着 重 介 绍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际 关 系 理

论，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在马

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

政党之间的 关 系，这 也 是 邓 小 平 党 际 关 系 思 想

提出的基本依据［６５－６６］。

二是编辑整理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史

实纪要。中共 中 央 对 外 联 络 部 汇 编 的《中 国 共

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与《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

概况》系列书籍，综合整理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

往重要事件的史实纪要，内容详实，中国共产党

与苏联共 产 党 交 往 的 历 史 也 被 编 其 中。此 外，

当代世界出 版 社 史 料 组 编 写 的《历 史 瞬 间 的 回

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纪实》、王家瑞的《中国

共产党对外交往９０年》、郭业洲的《长风破浪会

有时———中 国 共 产 党 对 外 工 作９０年 纪 实》等，

按照时间维 度 纵 向 开 展 研 究，从 历 史 层 面 描 述

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发展历程。杜艳华梳

理了中国共 产 党 成 立９０周 年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与

世界各国无 产 阶 级 政 党 交 流 的 重 大 事 件，认 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党际交流对中国共产党

认识世界、走 向 世 界 以 及 探 索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建设道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１］（Ｐ１９－２３）。

三是在探究与资本主义国家党际关系中论

及中苏党 际 关 系。黄 宗 良 等 主 编 的《共 产 党 和

社会党百年关 系 史》、舒 新 的《中 国 共 产 党 对 外

交往的理论与实践》等，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

与当代西方 社 会 民 主 党 之 间 的 关 系，总 结 了 关

系发展的经 验 与 教 训。李 丹 慧 提 出，在 中 苏 分

裂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相互

支持，形成了反修同盟［６７］。

四是研究了 与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党 际 关 系。

有关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关系的研究成果

相对较多，如 吴 冷 西 的《十 年 论 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年中苏关系回 忆 录》、蒲 国 良 的《走 向 冰 点 中 苏

大论战与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 的 中 苏 关 系》等，在 回

顾历史的基 础 上 对 中 苏 两 党 关 系 进 行 了 论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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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的 伊 士 健、王 秀 娟 与 毛 泽 华 在 导 师 余

科杰的指导 下，分 别 论 述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与 越 南

共产党、古巴共产党、朝鲜劳动党的党际关系的

历史演进。金龙则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中老建

交后与老挝人民革命党党际关系的历史发展。

五是探索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党际关系。有

学者认为，当 代 中 国 推 动 了 亚 非 拉 民 族 解 放 运

动的发展，中 国 共 产 党 与 亚 非 拉 建 交 国 政 党 外

交呈现出 全 方 位、多 领 域 的 良 好 格 局［６８－６９］。还

有学者强调，中 国 共 产 党 对 亚 非 拉 民 族 解 放 运

动的支持，为 中 国 恢 复 在 联 合 国 合 法 席 位 赢 得

了支持，中国 特 色 政 党 外 交 为 服 务 党 和 国 家 中

心任务与国家总体外交作出了重大贡献［７０－７１］。

国外学者很早就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

展开研究，部 分 成 果 涉 及 对 苏 联 党 际 交 往 工 作

的历史 侧 面 和 片 段。如 美 国 学 者 沈 大 伟 在 其

２０１１年发表 的 文 章《中 国 的“静 悄 悄 外 交”：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就着重介绍了中联部的

角色、历史沿革、组织结构和活动。也有学者认

为，虽然中国 的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得 到 了 苏 联 的 帮

助，但俄罗斯 在 中 国 的 殖 民 统 治 扩 张 为 双 方 埋

下了互不信 任 的 种 子，这 个 因 素 导 致 新 中 国 成

立后两 国 必 将 走 向 分 裂［７２］。还 有 学 者 对 中 国

共产党在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中 实 行 的 对 外 政 策，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政策展开研究。如俄

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季塔连柯与波尔加科

夫分别在其文章《中 国 的 文 明 与 改 革》与《邓 小

平与中国改革政策》中提出，邓小平强调爱国主

义、对外开放和努力学习所有国家，特别是经济

发达国 家 的 先 进 经 验 和 同 它 们 进 行 平 等 合 作

等，是一 位 具 有 远 见 卓 识 的 政 治 家 和 战 略 家。

美国学者傅 高 义 认 为，邓 小 平 对 国 家 有 着 出 于

本能的忠诚，具 有 战 略 眼 光 且 坚 定 维 护 国 家 利

益［７３］。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在２０１１年

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则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国外交 战 略 的 制 定 和 决 策 机 制，且 对“一

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等重大外交事件进

行了深度解读。

　　三、进一步深化中苏党际关系研究的前瞻

已有研究为 我 们 了 解 中 苏 党 际 交 往 活 动、

理解中国共产党处理中苏党际关系的思想渊源

和行为方式 提 供 了 直 接 材 料 和 相 关 依 据，但 仍

有很大深化空间。国外部分学者的研究虽然比

较细致，研究手段和方法运用灵活，有一些不可

忽视的真知 灼 见，为 我 们 从 不 同 角 度 研 究 带 来

了启发。如，他 们 比 较 重 视 我 党 领 导 人 思 想 渊

源的研究，比 较 注 意 从 文 化 视 角 来 研 究 我 党 领

导人，而国内 学 者 更 多 的 是 从 政 治 视 角 来 展 开

研究。但同时，由 于 历 史 纠 纷 和 现 实 利 益 的 影

响，大部分国 外 学 者 在 对 事 件 的 描 述 和 评 判 方

面带有较大 的 片 面 性 和 鲜 明 的 意 识 形 态 色 彩；

一部分海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存有缺

陷，甚至是 严 重 错 误，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其

结论的科 学 性。如 中 苏 关 系 的“权 力 斗 争”说，

把中苏两国两党的分歧说成是为了争夺对第三

世界的控制权（Ｌｏｒｅｎｚ　Ｍ．Ｌｕｔｈｉ，２００８）等。总

的来说，国外 学 者 的 研 究 和 认 识 带 有 先 验 论 倾

向，或多或少 根 据 本 国 的 发 展 模 式 来 看 待 中 国

的历史和中国所走过的道路。

国内学者对 于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际 关 系 史、党

际关系理论 的 研 究 有 了 良 好 开 端，但 目 前 的 研

究成果还比 较 分 散，理 论 支 撑 也 不 够。进 一 步

深化对中苏 党 际 关 系 的 研 究，需 在 以 下 三 个 方

面进行新的探索。

一是从研究视角和方法进行创新。学界已

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大大丰富了中苏党际关系的

内容，但目前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处 理 中 苏 党 际 关 系

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等

的视角，而中 国 共 产 党 其 他 领 导 人 处 理 对 外 党

际关系的思 想 与 实 践 的 研 究 不 多 见，更 少 从 中

国共产党作 为 一 个 领 导 集 体 的 角 度 进 行 探 究。

另外，对此方 面 的 研 究 主 要 从 国 家 关 系 的 视 角

进行探究，较 少 从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和 党 史 党 建

的角度来研 究；研 究 方 法 主 要 侧 重 文 献 综 述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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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分析，还 需 综 合 运 用 多 种 方 法 进 行 学 理 研

究：（１）比 较 研 究 法。一 方 面，纵 向 比 较 中 国 共

产党不同历史时期处理中苏党际关系的指导思

想、方式方法和实践过程，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处

理中苏 党 际 关 系 的 影 响 因 素 和 特 征。另 一 方

面，横向比较 中 苏 两 个 执 政 党 在 处 理 中 苏 政 党

关系上的差异性思维方式、行为方法，从总体上

明确 和 把 握 中 苏 党 际 关 系 发 展 的 特 殊 历 程。

（２）文献计量统 计 法。就 特 定 时 期 中 苏 党 际 关

系的历史发 展 设 置 若 干 要 素，进 行 数 量 统 计 分

析，显示出其 发 展 的 大 趋 势，从 中 发 现 问 题、概

括特点、总结经验、揭示规律等。研究过程既尊

重党际关系 发 展 的 一 般 规 律，也 要 遵 循 党 际 交

往自身的发 展 规 律，从 而 使 党 际 交 往 的 实 践 及

研究与时俱进。

二是进一 步 拓 展 研 究 内 容。目 前，学 界 主

要是分 段 式 研 究 中 国 共 产 党 对 党 际 关 系 的 处

理，新中国成 立 至 改 革 开 放 前 这 段 时 间 的 研 究

比较薄弱，尤其没有系统整体地研究２０世纪中

国共产党处 理 中 苏 党 际 关 系 的 历 史，没 有 系 统

梳理和挖掘 期 间 的 经 验 教 训，并 对 应 党 的 思 想

理论、政策主 张 每 一 条 经 验 进 行 深 入 的 理 论 阐

释，以 资 当 前 发 展 党 际 关 系 借 鉴［７４］。此 外，中

国共产党处理中苏党际关系的学理和实践仍有

进一步发掘 的 空 间，部 分 具 体 问 题 无 论 在 学 界

和政界都仍留有商榷的余地。如新中国成立至

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苏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

问题、国家 利 益 与 意 识 形 态 问 题 等。有 些 问 题

则有进一步 探 索 的 必 要，如 中 苏 党 际 关 系 的 制

约因素、对国家关系发生作用的途经等。

三是进 一 步 丰 富 新 的 研 究 资 料。梳 理２０
世纪中国共 产 党 处 理 中 苏 党 际 关 系 的 历 程，研

究材料除了依据两党主要领导人关于双方交往

的论述以 及 党 的 决 议、决 定 外，还 需 扎 实 研 读

《中国共产党对 外 工 作 大 事 记》《中 国 共 产 党 对

外工作概况》《人 民 日 报》以 及 中 联 部 网 站 上 的

相关资料，并 尽 可 能 对 第 一 手 历 史 资 料 进 行 认

真挖掘，吸收 和 参 考 中 苏 两 党 一 些 重 大 事 件 的

当事人的回 忆 录、双 方 党 和 政 府 新 近 解 禁 的 机

密文件档案 等。此 外，在 研 究 观 点 上 也 应 当 参

考他国学者，特 别 是 苏 联 与 俄 罗 斯 学 者 的 相 关

观点与成果，依 据 两 党 两 国 在 具 体 历 史 问 题 上

的真言实行 与 方 针 政 策，厘 清 中 国 共 产 党 相 应

方针政策的 演 变 过 程。如 此，则 可 以 进 一 步 取

得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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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兴起（１９４９－１９６５）［Ｍ］．［美］费 正 清，编．谢 亮 生，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４２］［英］罗德里 克·麦 克 法 夸 尔．文 化 大 革 命 的 起 源［Ｍ］．

魏海生，艾平，译．北京：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９．

［４３］［美］Ｌｏｒｅｎｚ　Ｍ．Ｌｕｔｈｉ．中 苏 分 裂：共 产 党 世 界 的 冷 战

［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４］［英］琼斯，［英］凯维尔．中苏关系内幕纪实１９４９－１９８４

［Ｍ］．郭学德，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４．

［４５］Ｊａｍｅｓ　Ｗｈｉｂｌｅｙ．Ｎｏ　Ｏｎｅ’ｓ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Ｗｅｓｔ，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Ｒｅ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ｕｒｎ［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３（１９）：１１５－１１７．

［４６］［美］高 沃 龙（Ｇａｒｖｅｒ，Ｊｏｈｎ　Ｗ．）．对 手 与 盟 友［Ｍ］．刘 戟

锋，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２６．

［４７］［日］神田 丰 隆，陈 洪 运．中 苏 分 裂 与１９６０年 代 日 本 的

对华政策［Ｊ］．冷战国际史研究，２０１７（１）：９２－１０８．

［４８］郭德宏，主 编．共 产 国 际、苏 联 与 中 国 革 命 关 系 研 究 述

评［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９］曹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研究［Ｍ］．西安：陕

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０］黄修荣，黄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探源 全２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５１］李景治．实事求是评价共产国际历史地位和贡献［Ｊ］．理

论视野，２０１９（６）：８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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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刘淑春，佟宪国．共 产 国 际 与 中 国 共 产 党 关 系 评 析［Ｊ］．

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９（１０）：１５１－１５８．

［５３］王庭科．共产国 际、斯 大 林 与 中 国 革 命［Ｍ］．成 都：成 都

出版社，１９９２．

［５４］张喜德．共产国际对 毛 泽 东 农 村 包 围 城 市 道 路 理 论 形

成的促进作用［Ｊ］．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０（９）：２５－３０．

［５５］张俊国．延安时期共 产 国 际 与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关 系 及 其

援助［Ｊ］．上海党史与党建，２０１５（７）：９－１２．

［５６］向青．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Ｊ］．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７９（６）：２６－３９．

［５７］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Ｊ］．

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０（４）：９２－１１６．

［５８］吴明刚．试论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消极 影

响［Ｊ］．福建党史月刊，２００３（１１）：３７－３９．

［５９］孙泽学．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 的

认识［Ｊ］．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９（９）：７１－８０．

［６０］王新生．试探九一八事变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 策

及对中国共产党 的 影 响［Ｊ］．中 国 延 安 干 部 学 院 学 报，

２０１５（５）：８３－９４．

［６１］［俄］Н·Л·玛玛耶娃，王利亚，杨丽萍．在研究中国共

产主义运动中作为历史文献史料的“俞秀松个人档案”

［Ｊ］．上海党史与党建，２０１９（８）：１３－１７．

［６２］［俄］根·安·久加诺夫，刘淑春．共产国际的宝贵经 验

［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９（５）：２６－３２，９３．

［６３］［俄］А．М．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

策（１９２０－１９３７）［Ａ］／／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

产国际史（１９１９－１９４３）［Ｍ］．莫斯科，２００２：２９８．

［６４］朱建田．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研究［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７．

［６５］佟静．试论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提出的基本依据［Ｊ］．中

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４（３）：１１－１５．

［６６］郑蕊．党的三代领导 集 体 对 党 际 关 系 理 论 的 探 讨 与 实

践［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２）：１１－１４．

［６７］李丹慧．中 苏 分 裂 与 中 日 两 党 反 修“同 盟”———１９６０－

１９６５年中共与东亚共产党党际关系研究之一［Ｊ］．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２）：６８－９１，１８５．

［６９］余科杰．论当代中国 对 拉 美 非 建 交 国 政 党 外 交 的 历 史

发展和基本特征［Ｊ］．当 代 世 界 与 社 会 主 义，２０１３（６）：

１１５－１２１．

［６９］肖枫．新中国７０年 党 的 对 外 工 作 的 历 程 和 经 验［Ｊ］．科

学社会主义，２０１９（６）：２４－３０．

［７０］周余云．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中国共产党 对

外交往９０年［Ｊ］．新远见，２０１１（７）：５０－６０．

［７１］石晓虎．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实践 与 理

论创新［Ｊ］．当代世界，２０１９（７）：４－９．

［７２］Ｂｒｕｃｅ　Ａ．Ｅｌｌｅｍ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１７－

１９２７［Ｊ］．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９（１）：

２８０－２８１．

［７３］［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Ｍ］．冯克利，译．北京：生 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２１－２２．

［７４］陈立中．十八大以来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研究评述［Ｊ］．长

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３）：４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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