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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拉热窝到东京》

内容概要

《从萨拉热窝到东京:两次世界大战》内容简介：人类正在跨入信患时代，在新的时代里，科学技术知
识在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人们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认
识得比较充分，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
重视历史知识，把它看作是一种革命力量。世界历史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正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迫切需要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这既包括中国历史知
识，也包括世界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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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拉热窝到东京》

作者简介

吴伟，1957 年10月生。法学硕士，在读
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研究生导师。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常务
理事，华北分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世界现代
史、苏联现代史和对外政策史的教学科研工
作。发表的主要著作有］：《第二次世界大战
史》（合著）、《横扫千军――苏军卫国战争重
大战役纪实》、《勃列日涅夫传》。并发表论
文20余篇。现为北京市青年骨干教师，北
京市“百人工程”成员。
徐蓝，1947年11月生。历史学博士。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理
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
委员，长期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
关系、20世纪战争与和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著作论
文译著多种，主要有：《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年》、
《埋葬法西斯》、《英国与九一八事变》、《评1941年英美参谋
会谈》、《从“ADB”协定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在远东的
军事合作》、《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关于民族主义
的若干历史思考》、《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合
译）、《巨龙》（合译）等。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
津贴。1997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家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留
学回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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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拉热窝到东京》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萨拉热窝――贡比涅：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 、磨刀霍霍的列强集团
“阴暗的角落”与“阳光下的地盘”
一股股火药味在欧洲飘荡
二、萨拉热窝打响引燃战火的第一枪
巴尔干在“多事之秋”收获了一捆捆干柴
一阵枪响，打出一段疯狂与悲怆的历史
三、从速决战到持久战
打开“潘多拉盒子”
鏖战马恩河
俄军兵败坦能堡
四、1915和1916年：没有四季，只有战争东线的失利与胜利
后来的入伙者
凡尔登：一场几乎打了一年的血战
索姆河，仗越打越大
五、战火中的海洋不是蓝色的
海洋变成立体的战场
日德兰：网未破，鱼未死
六、震撼世界的俄国革命
最脆弱的链环
从二月到十月：走过的
不仅仅是时间
七、通往贡比涅森林的最后一段血路
法军蓝色的军服像一道道海浪
毒气和坦克各显神威
德军决心不让1918年的西线宁静
冤家聚首贡比涅
第二章 巴黎――纽约：短暂的和平梦
一、巴黎与华盛顿之间的一张偌大谈判桌
一幅新的世界政治地图
胜者的共识与各自的打算
聚集巴黎：三巨头？四巨头？五巨头？
《凡尔赛条约》与“凡尔赛体系”：胜者对败者的严惩
胜者之间的新角逐
华盛顿会议与“华盛顿体系”：胜者之间的交易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
二、鲁尔的不幸与道威斯的“药方”
赔款问题：悬而未决且愈演愈烈
危机在鲁尔爆发
“道威斯计划”：美国的“良方”
“杨格计划”与胡佛“延债宣言”：“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三、充满希望的洛迦诺
莱茵兰：关系各国安全之地
“日内瓦、议定书”：法国的一厢情愿
《洛迦锁公约》：战争与和平的真正分界线？
四、裁军与“非战”，但是国联的裁军：冗长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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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拉热窝到东京》

《非战公约》：一纸集体安全的原则声明
五、大危机打乱的不仅是国内秩序
大崩溃：人类经济史上的最强地震
世界政治大分野之一：民主制度的巩固
世界政治大分野之二：世界法西斯运动
第三章 日内瓦――华盛顿：战争的脚步声
一、“九一八事变”：战火在亚洲点燃
事变陡起：“协调外交”进坟墓
列强反应：姑息同情不制裁
“满洲国”：日本侵略新基地
二、纳粹德国：战争机器开始启动
“领袖国家”：阴谋、恐怖、独裁
重整军备：向战争迈出第一步
从斯特莱沙到莱茵兰：希特勒步步得手
三、墨索里尼：豪夺埃塞俄 比亚
战火在法英纵容下点燃
国联的制裁和美国的中立
“霍尔―赖伐尔协定”：绥靖的重要一幕
四、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从共和国建立到内战烽火骤起
外国的干涉与“不干涉”：意识形态与大国利益的冲突
美国与苏联：中立与国际纵队
五、卢沟桥：大战序幕 已经拉开
卢沟桥――广州：“对支一击论”
破产日内瓦――布鲁塞尔：西方无所作为
海关―租界―滇缅路：绥靖的轨迹
六、从维也纳到慕尼黑：绥靖的梦想
1937年：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和张伯伦的绥靖“总计划”
吞并奥地利：不流血的征服
《慕尼黑协定》：绥靖的顶峰
波兰危机：大战日益迫近
七、莫斯科：两场结局迥然不同的谈判
不成功的英法苏谈判
纳粹―苏联条约：战争的障碍终于排除
八、通向珍珠港之路
从“帕奈号”事件到废止《美日商约》
对日有限禁运与援助中国
华盛顿谈判：美日逐步摊牌
第四章 华沙――东京：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波兰再度亡国
“白色”的“闪电”
“静坐”的盟国打着
一场“奇怪的战争”
二、法兰西噩梦
挪威的海水是冰冷的
敦刻尔克，不幸与万幸
又一次“相聚”在贡比涅
三、不屈的不列颠战旗在空中、海上和沙漠里飘扬
“海狮”终于没能爬上英吉利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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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里的“狼群”
大漠狐烟
四、“巴巴罗萨”，血腥之剑指向苏联
巴尔干跳板让德国打滑
“台风”吹不透克里姆林宫红墙
五、恶浪排天太平洋浊流南涌
“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
西南太平洋的悲歌
六、以集团对抗集团
狼狈为奸的法西斯集团
捏紧拳头：从“ABC会谈”到“租借法案”
捏紧拳头：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家宣言》
七、开始的结束和结束的开始
北非的“火炬”与同盟国胜利的曙光
东线苏军打断了德军的脊梁
血与火的海洋
八、1943年：同盟国为战争摆下张会议桌
锯断轴心国的“长靴”
“霸王’，千呼万唤始出来
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分别上演的“三重奏”
九、东西夹击
诺曼底登陆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反攻
太平洋的落日
雅尔塔：三大国首脑的又一曲“三重奏”
十、最后的战斗
德国的垂死反扑
攻克柏林
日本投降
第五章 透过战争的硝烟：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与思想
一、人们为什么而战：两次大战的起源、目的与性质的比较
两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的共性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个性探讨
二、人们以什么方式而战：两次大战的方式、手段与规模的比较
用综合实力去抗衡
联盟战争与战略战术
三、战争留下了什么：两次大战的后果与影响的比较
两次大战的共同遗产：欧洲支配世界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雅尔塔体系”、冷战与世界多极化发展
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主要参考 书目
后 记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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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拉热窝到东京》

章节摘录

　　欧洲两大集团组成后，第一个几乎导致两个集团成员国之间兵戎相见的危机就发生在巴尔干
。1908年10月奥匈帝国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这两地根据奥匈帝国与土耳其1878年订
立的条约曾归奥匈帝国暂时管理。现在，奥匈帝国此举是对30年前条约的单方面废除，在国际上引起
巨大震动。同时它的复杂性还在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绝大多数居民属于南部斯拉夫民族中
的塞尔维亚族，早在1878年独立、1882年立国的塞尔维亚王国，一直为把上述两地并入自己的版图而
进行着不断的努力。奥匈帝国的兼并行动，使塞尔维亚此前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也给波斯尼亚、黑
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回归塞尔维亚人的国家的热望泼下一盆凉水。激愤的塞尔维亚人对奥匈帝国怨
恨异常，急切地转向俄国寻求帮助。在兼并波黑问题上，俄国先是与奥匈帝国达成秘密协议，指望以
同意奥匈帝国的兼并换取列强在黑海海峡地区对俄国利益的&ldquo;照顾&rdquo;。但这一如意算盘未
能成功。恼羞成怒的俄国通过对塞尔维亚人的声援与支持来发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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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粹世界史》丛书论述了世界从古代到现当代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精粹世界史》丛书具有
极高的权威性，由著名史学家齐世荣先生主编，各卷的撰稿人，均系研究该方面问题的专家。《精粹
世界史》面向一般读者，是通俗易懂的普及性历史著作。

Page 8



《从萨拉热窝到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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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