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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孙子说兵者是国之大事。孙子所言之兵，应为今天所说的国防。国无防不安，居安而思危。大国
崛起，民族复兴，社会和谐，都与国防息息相关。　　《和平年代?周末开讲》节目的推出，正是源于
这一理念。本其初衷，借助电视手段，办一个“讲武堂”，为兵学名师提供一个话语平台，谈兵论道
，使国民更好地了解国防人文思想、权威的军事学术报告，从而达到提升国民忧患意识，高扬国防理
性，构建和谐社会之目的。亦如节目主旨：权威军事讲坛，感受兵家智慧。　　于是，便有了高科技
与现代战争的《战争的高度》；战争无处不在，各种因素并存的《战争的焦点》；战争不让女人走开
，美女与战争共舞的《女性与战争》；谋天谋地谋人，谋国谋家谋事的《战争与谋略》；知荣明耻重
话百年沧桑，谈兵论道感悟今日国防的《战争的句号》等等系列讲座。《和平年代·周末开讲》汇集
国内兵家名师，从多角度、多侧面，系统地对每一个主题进行个性化的解读，越来越受到了广大观众
的青睐，开播仅一年，便成为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的一个品牌。　　兵家文韬武略，谋勇兼备。古今
中外诸多典范，仍需感悟。《和平年代·周末开讲》所表达的智慧，皆与军事、国防相系。在智慧的
背后，蕴含着一个民族积蓄千年的梦想、渴望和光荣。　　值此《和平年代·周末开讲》节目开播周
年之际，恰逢纪念建军八十周年之时，将兵家名师讲稿汇编成册，以飨读者。欣然！　　黄国柱解放
军电视宣传中心主任、总编辑（少将）　　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总监制　　崔福兴解放军电视宣传中
心政委（少将）　　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总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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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平年代》每周一至周六22：37、17：30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军事节目播出。周一至周四设专题版
，“讲述军民故事”，主要表现军旅生活、军政军民关系、民兵预备役、复转军人等人物故事。周五
、周六设周末版，以“周末开讲”的形式，打造“权威军事讲坛，感受兵家智慧”的话语平台，解读
人们关心的国防现象、热点话题。每期时长30分钟。

战争古而有之，条约则不过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法律与秩序由国内向
国际层面扩展的产物。战争与条约是国家兴衰荣辱的见证，几乎每一场战争都要用条约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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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俄边境战争与《尼布楚条约》鸦片战争与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天津条约》、《北
京条约》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乌得勒支和约》北方战争与《尼斯塔特和约》七年战争与《巴黎和约》拿破
仑战争与《维也纳议定书》普法战争与《法兰克福条约》俾期麦的结盟体系与同盟国的诞生日俄战争
与《朴次茅斯和约》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凡尔赛和约》绥靖政策与《慕尼
黑协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第二天世界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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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689年7月底，中国使团先到达尼布楚。使团共有官兵不到3000人。这个时候，俄国代表戈洛文还
停留在贝加尔湖东岸，迟迟不来尼布楚。他一方面在征伐喀尔喀蒙古，强迫蒙古各部“归顺”俄国；
一方面又在加强尼布楚的军事力量，企图利用谈判现场的武力优势迫使中国使团就范。　　戈洛文人
虽然没到，影响却到了。他多次派遣信使到中国使团的驻地，进行指责和刁难，对中国代表大打心理
战。戈洛文指责中国使团没有谈判的诚意，违反国际法准则。说什么中国使团带来的人太多，是不是
要来打仗？如果真心想要讲和，恐怕不会带这么多的队伍同来。又说中国士兵行为粗暴，杀人行凶的
事情屡有发生，在路经雅克萨时杀死了两个俄国人，还提出中国使团的驻地离尼布楚城太近，要求退
往额尔古纳河口。戈洛文的做法无非是要先声夺人，给中国人一个下马威，想在心理上占据优势。　
　对于这些无端的指责，中国使团耐心地说明了自己的和平意愿，也驳斥了俄方的谰言。索额图说明
，自己仅带了侍从以及派遣使用的官兵；另外，我驻防东北的将军萨布素等人，专门负责管辖黑龙江
等地，在中俄勘界事宜完毕之后，边防的任务将交付他们管理，所以他们也由水路从雅克萨来到尼布
楚；使团此行不是为了打仗，而是抱着缔结永久和约的目的而来；中国使团所带军队不到3000人，而
尼布楚的俄军也有2600人，谈判现场的军事力量大体上相当，中国方面没有兵多压人的意思。索额图
还指出：“你前年来文内称：带官员五百、兵丁五万人前来议事”。可见虚张声势，摆出一副打仗架
势，想以兵多压人的恰恰是俄国。中国使团已严令官兵遵守纪律，所谓雅克萨两名俄人被杀之事，与
中国无关。其实这完全是戈洛文捏造的。至于戈洛文要求中国使团撤到额尔古纳河口，更是十分荒谬
，因为额尔古纳河口距尼布楚城约有900里，中俄使团相距如此遥远，怎能谈判？中国使团指出：“既
然你我以和好之礼相会议事，住于近处，也仅为便于行走议事，并无恶意。”这样，戈洛文在谈判前
夕提出种种指责和刁难都被中国使团顶了回去。　　1689年8月19日，戈洛文使团姗姗来迟，谈判从8
月22日开始。在当天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索额图和戈洛文之问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戈洛文一口咬
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可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其实他所说的“自古以来
”不过是指40多年以前哥萨克的入侵活动，沙俄本身到达远东也不过才半个世纪的时间。戈洛文还倒
打一耙，指责中国突然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制造流血事件，挑起战端，要求中国政府赔偿俄国的
损失，惩办有关的人员。索额图通过追溯沙俄对华挑衅与入侵，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无理指责，说明
黑龙江一带，沙皇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湖东面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如鄂嫩河、尼布楚都是我
蒙古喀尔喀茂明安等部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猎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这些土地上的居民
一直向中国政府纳税。经过这番交锋，大家都感到只谈过去无济于事，所以话题就转到划界标准上了
。　　8月23日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戈洛文坚持以黑龙江划界，他施展了种种手段，时而气势汹汹，
时而甜言蜜语，但中国使团不为所动。最后，戈洛文故作姿态，假装让步，提出以牛满河（今天俄罗
斯的布列亚河）为界，这个方案仍把黑龙江上游和中游的北岸划归俄国，中国使团当然不会同意。可
是索额图等人误以为俄国使团已在让步，立即提出了以尼布楚为界的新方案。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
天朝大国自居，过去都是和藩属国打交道，高高在上，没有与平等对手进行外交谈判的经验，不知道
谈判是要逐步退让的。结果，面对老谋深算的戈洛文，使团一退到底，一下子就把康熙指示的底牌摊
了出来，把尼布楚让给了俄国，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戈洛文听到中国政府肯于让出尼布楚，心中十分
高兴，因为俄国政府预定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勒索更多的利益，他故意和中国使
团继续纠缠，拒绝中国的划界方案。　　中国使团当然搞不懂戈洛文的表演，看到自己的最后方案被
拒绝，以为谈判已经破裂，准备返回北京。其实戈洛文也担心自己空手而归，并不想谈判破裂，所以
通过在中国使团的两名外国翻译劝中国使团继续留在尼布楚谈下去。从8月24日至9月6日，两个传教士
奔走往来于中俄使团的驻地，进行会外活动。戈洛文在徐日异和张诚的帮助下，把中国使团拴在尼布
楚，一方面使谈判不至于破裂；另一方面又迟迟不肯达成协议，在一切问题上死缠滥打、讨价还价，
极尽哄骗讹诈之能事。中国使团急切希望谈判成功，除了已经让出尼布楚以外，又作了以下的让步：
第一，中国使团已提出中俄中段边界，即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和俄国的划界问题，戈洛文害怕在中段
划界会影响俄国正在向南扩张的势头，因此极力反对。中国使团为了迅速划定东段边界，同意了戈洛
文的要求，暂时搁置了中段边界的划分。第二，中国使团将黑龙江上游北岸的分界线退让至尼布楚以
东约四五百里的格尔必齐河，这已超过了康熙的指示。据传教士说：“钦差大臣奉有中国皇帝的最后
谕旨，即沿绰尔纳河划定边界，而钦差大臣已越过其君主的谕旨，把边界划到了绰尔纳河后面的格尔
必齐河。”第三，中国使团又将黑龙江上游南岸的分界线让到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口距尼布楚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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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这一广大地区有银矿、盐湖以及大片耕地、牧场。由此可见，外交谈判就是一个持续的心理较量
过程，外交技巧的高低虽然不会对谈判的结果造成根本的改观，但确实可以在局部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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