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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苏关系》

内容概要

中苏关系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办公厅成立的中央翻译组负
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作者作为翻译组组长，亲历了中苏关系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见证
了中苏两党、两国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珍贵史
料。全书资料翔实、细节生动、情感饱满，兼具史料性、思想性、可读性，是研究中苏关系、国际共
运史、党史国史等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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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苏关系》

作者简介

阎明复（1931-），辽宁海城人，1931年11月出生于北平。战乱年月从小随父母不断迁徙。抗战时期，
在重庆巴蜀小学、南开中学读书。1947年，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华全
国总工会从事翻译工作，1957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67
年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编译室定稿员，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
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1年，任民政部副部长。1997年至今，历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会长、
荣誉会长。

Page 3



《亲历中苏关系》

书籍目录

1. 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十年
2. 在全总工作期间我见证的中苏关系
3. 1952年随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
4. 随李富春赴苏商谈“二五”计划
5. 彭真率团访问苏东六国
6. 1957年形势与伏罗希洛夫访华
7. 随毛泽东赴苏参加莫斯科会议和十月革命庆典
8. 二十世纪国际共运史的一桩公案
9. 1958年随陈云参加经互会会议
10. 1958年炮击金门与葛罗米柯秘密访华
11. 忆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会谈
12. 随周恩来出席苏共二十一大追记
13. 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反应
14. 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的前前后后
15. 随康生参加华约首脑会议
16. 1960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亲历记
17. 随彭真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
18. 1960年莫斯科会议补记
19. 跟随周恩来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20. 跟随周恩来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21. 20世纪中叶国际共运公开论战的序幕
——随团参加东欧四国党代表大会
22. 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争
23. 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补记
24. 1964年罗共调停中苏关系始末
25. 忆周总理1964年访苏
26. 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27.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论
28. 邓小平与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的斗争
29. 中办翻译组成员眼中的杨尚昆
30. 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
31. 苏联官方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看法
32.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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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苏关系》

精彩短评

1、作者是中苏关系巨浪的亲历者，内容直率翔实。缺点是一些文章和观点存在重复，略微影响阅读
体验。
2、阎老作为翻译亲身经历了中苏两党两国从亲密到决裂的种种，文章内容翔实，细致，史料价值极
强。但本书似为以往发表过文章的集合，独家性略逊。在国际共产主义最美好的十年，中苏两个大国
不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全部投入无止境论战中，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内耗，走向分裂，直接
扭转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形势，也为如何正确认识大国大党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一句话：理论上
的争执从来都不只是因为理论上的分歧。
3、阎明复本人和采访编写者在写作过程中都有条件参考档案，因此还是有相当史料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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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苏关系》

精彩书评

1、全文以比较顺口和严肃的笔调回忆了那段过去的历史   重点在于中苏论战乃至后来的分裂的原因始
末解说  对于有兴趣于这段历史的爱好者而言能起到辅助参考旁证相关事实和缘由的效果   总之  是本
不错的书。作者本人作为阎宝航的后人  身处最高领导人周围   他所看到的东西自然和历史学家们是不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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