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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引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如当年苏联情报工作内部密电、当事人
回忆和现有的国际科研成果，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解开了一些过去人所不知的谜团。介绍了
苏联在中国建立情报机构的过程，苏俄对中国共产党的资助，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与国际方面的联系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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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罗斯）维克托·乌索夫 译者：赖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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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
序言
第一章 苏联对外情报机关
1．共产国际
2．工农红军司令部第四部(情报部)-工农红军情报总局
3．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
4．中国人在俄罗斯的训练
5．20世纪20—30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注释
第二章 中国局势和苏中关系
1．西安事变
2．抗日战争
3．苏中条约准备与签订过程
4．“z”运输线——中国的“生命之路”
5．“头等大事是飞机”
注释
第三章 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1．驻中国的苏联顾问
2．中共中央特科的成立及其活动
3．在上海的苏联情报机关
4．里哈德·佐尔格小组1930年至1932年期间在中国的工作
5．牛兰案件
6．中国共产党人1934年在上海遭到的几次重大挫折
7．驻哈尔滨苏联情报机关
“火枪手联盟”
俄罗斯情报员民族组织
帝制正统主义者联盟
远东军人协会
俄国法西斯党
帝制联合会
俄国侨民事务局
8．在新疆的工作
9．革命的延安
注释
结束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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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1929年8月30日决议要求改善杂志的工作，强调该杂志应该
成为更加卓有成效的机关刊物，在刊登政论文章的同时，刊登有关时事、共产党活动的材料，对各国
共产党刊物进行简评，更加关注青年共产国际的问题，等等。 后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决议，杂志出版期数少了一些——俄文版每月出两期，包括中文在内的其他文种（德文、英文、法文
、西班牙文）版本每月出一期。境外版被视为应该首先出版的主要刊物。俄文版的编辑要“有特色，
并且要在其中刊登为境外版撰写的部分文章，此外，还要刊登有关境外运动的尽可能全面的消息”。
1938年，杂志的境外版以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出版。这些版本在境外都应有由相应国家的党
中央政治局任命的责任编辑。杂志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停刊。 1928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成立
了翻译处。起初，翻译外文的工作由各编辑部完成，随后，此项工作被集中到报刊局进行，再后则由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出版局（翻译局）进行。但是，新的翻译局不时收到翻译质量差的抱怨
。1935年6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通过《关于改善翻译局工作》的专门决
议，其中批评了一直存在的不重视翻译局工作的现象。文件强调，“不能把此项工作看成简单的技术
性工作，因为翻译局高质量的译品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极为重要。” 决议建议采取措施
，改善工作条件，包括该局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还
成立了专门的调研处。调研员被视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的政治工作人员。根据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1935年3月21日决议，他们“应该系统研究本国（或国家集团）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及共产党的全
部工作：党的政治路线，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党的地下工作和群众工作，进行这
些工作的方法和样式，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缺点，等等”，“努力发现本国政治、经济状况及共
产党和其他组织的工作中出现的新现象，及时写出具体建议和决定草案，并将其提交各地区书记处领
导人讨论”。调研员还要就各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为政治委员会准备简要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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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由维克托·乌索夫所著，《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据中、俄两国已解密的历史档案和资料撰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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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和之前的一本20世纪20年代，了解俄国在天朝的一些外围材料，可以通过这些外围逐渐接近事
实
2、虽然是高加索人写的历史,但我好想再回到那个年代好好体验一下
3、很多有意思的爆料——
4、分三章.第一章是苏俄对外情报机关的组织构成,领导接替简介,感觉苏共的机关叠床架屋,裁撤和新
建十分频繁混乱.中国人在苏俄的训练除了专业情报机构训练,另外就是中山大学那帮书呆子.另外说了
一下共产国际对外金援情况,也是混乱无序,全凭领导主观.第二章是苏俄参与中国大事务.在西安事件上
支持KMT,反对CCP冒进羁押蒋的建议.其次是在抗战前期拿乔,拖延与蒋的谈判.在日对华作战日益紧急
后,推出从新疆援华的Z运输线,还派出飞行员和飞行教官.第三章是重头戏,讲了苏俄情报机关在华事务,
主要是在上海帮助CCP搞特科和上海局保卫工作.另外则是协助佐尔格在华情报工作和营救牛兰夫妇.
之后叙述了苏俄在哈尔滨情报工作(这部分不如叫哈尔滨白俄反苏组织简介),以及在新疆和延安(康生打
击所谓"托派")的工作.全书黑材料很多.
5、1、苏联支援蒋介石抗日那段很有启发，解答了我看《毛泽东传》和《周年谱》后的疑问，张戎说
蒋在湘江边放走毛是为了蒋经国，大陆学界说是为了把国民党势力深入西南，都对又都不对，事实上
，蒋的目标是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对抗日的支持，不得不说蒋在其他方面不怎么的，但是在
抗日上功不可没，他没有一党之私放到国家之上，值得肯定；2、毛签的那个字条不是3亿金卢布，而
是三十万美元，证据确凿；3、事实上，蒋没法剿灭共产党，即使张学良听命，共产党也可以去新疆
，蒋介石毫无办法，更何况张学良早就和共产党和苏联达成协议了，所以，也不全怪少帅，蒋不逢
时~
6、意料之中。叙述（翻译）比较隐晦⋯⋯隐约的更加事件化的描述。里面有一段说的不错：“你不
能说他们不讲信义，信义是站在相同立场才讲的东西⋯⋯他们把这叫彻底的革命。”
7、书早就收到了，还来不及细细阅读，粗粗翻了下，内容相当震撼，十分难得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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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的笔记-第184页

        為數一萬支步槍的第一批武器於1924年10月由“沃洛夫斯基”輪船運到廣州。這批武器原是為黄
埔軍校和組建廣州政府軍隊第一個突擊師提供的。後來蘇聯又連續不斷地提供武器。據軍事顧問卡利
亞金回憶，僅在1926年10月，莫斯科就提供了24架飛機、157門野戰炮、48門山炮、128門迫擊炮、295
挺重機槍、73993枝步槍、11萬枚手榴彈、1.24億發步槍子彈、5萬發炮彈、500普特火藥。根據卡利亞
金的資料，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符合當時的最高標准，具備優異的技術性能，在許多方面超過了軍閥
部隊的同類武器。比方說，中國各軍閥部隊在那些年根本没有飛機，剛剛開始學會使用重機槍。同時
一艘艘輪船滿載汽油、煤油、重油、煤炭、木材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巴統運到廣州。蘇聯政府還向廣
州政府貸款一千萬元用以開辦中央銀行。

2、《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的笔记-第89页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15日通過一項專門決議《在中國的軍事政治工作及其近期必須進
行的改造》。該決議十一條指出：“考慮到過去的經驗，必須向作為全部軍事工作領導人的武官提供
機會，使其能夠在中央和全權代表機關所制定的總政治路線範圍內，根據該國軍隊內部形勢独立確定
開展軍事工作的方法和完成既定任務的途徑。

3、《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的笔记-第90页

        這樣，從這項工作細則看，武官本身通常就是情報部的諜報站長。那些年中，誰當過駐中國武官
呢？駐北京第一任武官（1922-1925）是阿納托利·伊裏奇·黑克爾。1923年，他和越飛一起在上海同
孫中山進行會談。

4、《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的笔记-第86页

        這樣，從1925年春季起，蘇聯在北京組建了一個協調並領導在華全部工作（顯然也包括情報工作
）的“中心”。中國委員會還決定：“運送部分武器歸加拉罕同志支配，無償地援助將軍們”。溫施
裏希特通知，業已運出的武器數量是日本造步槍和德國造步槍各二千支，以及相應數量的子彈。准備
運出的子彈相應價值估計為七百七十一萬盧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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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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