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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

内容概要

《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册)》为上下卷，共二十一章。通过这些内容详细的介绍了18
世纪来来不同时期里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分别包括：俄罗斯早期对外政策与帝国轮廓显现（9-17世纪
），彼得一世与俄罗斯进入欧洲国际关系体系（1700-1725年），彼得对外政策的遗产及其管理者
（1725-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国战略：收获与耗费（1762-179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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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

作者简介

陈新明，1957年9月26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人。受教育经历：1979年9月—1983年7月，在兰州大学历
史系读本科，获得学士学位；1983年9月—1986年7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攻读世界近代史专业俄国史方
向硕士学位，师从李天祜、李建先生，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9月—1997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
中亚研究所攻读国际政治学专业俄罗斯社会发展方向博士学位，师从刘克明、吴仁彰先生，获得博士
学位。工作经历：1976年5月—1979年8月在甘肃张掖市蔬菜购销公司工作；1986年7月—1994年8月在甘
肃省委党校科社教研室任教；1997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导师、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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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

书籍目录

《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上卷）》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俄罗斯早期对外政策与帝国轮廓显现（9
——17世纪） 一 基辅罗斯王公对外政策 二 基辅罗斯的主要继承者 三 莫斯科公国崛起 四 帝国轮廓的
显现 五 王朝更替与对外政策进退 六 对俄罗斯国际关系行为体角色的评价 七 俄罗斯早期对外政策的基
本特点与生成条件 第二章 彼得一世与俄罗斯进入欧洲国际关系体系（1700——1725年） 一 北方战争
的序幕 二 北方战争关键之战——波尔塔瓦决战获胜 三 兵败普鲁特河 四 争取北方战争的最终胜利 五 
暂时搁置波兰问题 六 向高加索和中亚以及远东方向扩张 七 对彼得对外政策的评价 第三章 彼得对外政
策的遗产及其管理者（1725——1762年） 一 拉拢奥地利 二 俄奥联手对土耳其开战 三 伊丽莎白女皇与
别斯图热夫一柳明体系 四 伊丽莎白对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立场变化 五 18世纪中期欧洲“外交革命
” 六 伊丽莎白与七年战争 七 对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评价 八 对18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的总结 第四章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国战略：收获与耗费（1762——1796年） 一 第一次瓜分波兰 二 女皇的第一次对
土战争 三 女皇充当调停者 四 女皇的第二次对土战争 五 第二次瓜分波兰 六 第三次瓜分波兰 七 女皇对
法国革命的态度 八 对女皇对外政策的评价 九 对18世纪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总结 第五章 俄罗斯与拿破仑
的“反体系行动”（1796—1815年） 一 保罗一世政策变化无常 二 亚历山大一世政策变化 三 第三次反
法联盟 四 第四次反法联盟 五 提尔西特和约 六 爱尔福特会晤 七 卫国战争胜利 八 第五次反法联盟 九 
亚历山大一世对战后欧洲的看法 第六章维也纳会议与欧洲协调问题（1815年） 一 反法联盟各有打算 
二 维也纳会议 三 神圣同盟条约 四 巴黎条约 五 关于维也纳会议对欧洲问题协调的评价 第七章维也纳
体系与欧洲“持久和平”（1815——1853年） 一 维也纳会议后的大国关系 二 1821年东方危机与纳瓦林
诺海湾战役 三 俄土战争与亚德里雅那堡条约 四 1830-1831年欧洲革命与反对革命的君主联盟 五 1832年
东方危机与安吉亚尔斯凯莱西条约 六 1839年东方危机与伦敦协议 七 俄罗斯疏远法国 八 1848-1849年欧
洲革命 九 革命后欧洲国际关系相对稳定 十 关于维也纳体系对欧洲“持久和平影响作用的评价 第八章 
克里木战争与俄罗斯权势削弱（1853——1871年） 一 克里木战争导火索与外交紧张失控 二 克里木战
争开始 三 重启维也纳会议 四 巴黎和会与欧洲大国“演唱会落幕” 五 对于巴黎条约的评价 六 克里木
战争之后的大国关系 七 俄法在多瑙河两公国和巴尔干及意大利问题上的协调 八 俄法在波兰问题上决
裂与俄普联合行动协议 九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三场战争与俄罗斯的默认及支持 十 俄罗斯摆脱巴黎条约
限制性条款 十一 对1856—1871年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总结 第九章 俄罗斯与俾斯麦的联盟“网”（1871
—1891年） 一 德意志帝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意义 二 三皇同盟形成与俄罗斯立场 三 俄罗斯在远东和中亚
的扩张 四 1875年东方问题与俄土战争 五 圣斯特凡诺条约与柏林条约 六 弥合三皇同盟的裂缝：恢复三
皇同盟 七 亚历山大三世对新三皇同盟的立场与俾斯麦编织联盟“网 八 俄英在中亚的争端与三皇同盟
的庇护 九 保加利亚危机与三皇同盟态度 十 俄德1887年再保险条约 十一 对俄罗斯在俾斯麦时代的对外
政策的总结 ⋯⋯ 《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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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沃尔斯克拉河战争失败之后，维托夫特集中精力关注内部事务：恢复受损的军队和威望
。他将对外政策注意力转向西部，在这里与条顿骑士团的关系已经到了决定性阶段。维托夫特参加与
雅盖洛的军事联盟，于1410年波兰—立陶宛—罗斯三方军队联合打垮德国骑士，后者承认波兰国王的
最高权威。这次胜利不仅对于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很重要，而且对于巩固波兰更为重要，进一步促进
了立陶宛大公的殖民活动。以大公和地主及波雅尔为代表的立陶宛—罗斯社会精英来到波兰，所有一
切都令他们感到新鲜和着迷：不仅当地与众不同的文化，而且还有社会政治结构，受限制的王权，贵
族阶级享有广泛特权。波兰人的语言、习惯和天主教，开始成为有身份的能够体现贵族荣誉和独立地
位的象征。随着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罗斯人贵族之间日渐增多婚姻关系，开始出现了人口增加和教权
扩张。在立陶宛出现波兰人殖民者——地主和普通人。天主教会占据精神生活优势地位，但并非限于
此。除了宗教、教育和文化之外，波兰人的权势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由于免除赋税，波兰
人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聚敛巨额财富，积极干预国家事务。全面推行天主教和波兰人思想意识的做
法撕裂了社会，导致贵族阶级上层跟风追捧新时尚，而那些罗斯人——信仰正教的农民则认为，“波
兰性”“拉丁化”就是地主压迫与日俱增的同义语。 为了巩固国家需要非同一般精力和精神鼓励，事
实上波兰表现出拥护帝国政策的意愿。但是它的不幸在于因为缺乏真正有力的专制体制而不能承担起
这个重任。由于把朝东方向的扩张看得过于容易简单，波兰统治者重新评估自己“帝国”的潜力。他
们夺取越来越多的东正教土地，可是不能够借助于实用强有力的专制独裁力量将它们联结成为整体，
当然这一点恰恰是那些更有远见和更走运的君主们的鲜明特点，诸如俄罗斯、不列颠和奥斯曼帝王们
的所作所为。因为使普通居民和非天主教居民负担过重，同时又没有认真思考过要对波兰化和宗教统
一政策进行改弦更张，波兰就为日后尖锐的社会政治冲突并最终演化成国家民族灾难与悲剧准备了条
件。

Page 5



《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

编辑推荐

《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册)》主要用于教学之用，给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以及
研究者和爱好者之用。前言里讲四层意思：为什么要注重对外政策，为什么要研究俄罗斯对外政策，
关于研究俄罗斯完整对外政策的现有成果与贡献，《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册)》的体
例与叙述特点以及观点评价。

Page 6



《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

精彩短评

1、文笔不算流畅，时有语法错误，有种蹩脚译著的感觉。但内容很棒，视野开阔，角度新颖
2、　　一部俄国外交史宏著
　　——读陈新明教授《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
　　
　　萧 雨
　　
　　    俄罗斯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外交史。在俄罗斯国家兴起之前，这是一块“流动”的土地，
各种部落、民族征战不休，从西徐亚人到萨尔马特人，从哥特人到匈奴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足
迹。在俄罗斯国家建立之后，这块土地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栖身和“发展之地”，其边界不断地向外推
进，终于由欧洲边陲的一个小公国成长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帝国。对外扩张成为俄罗斯历史的主线，与
外部世界的互动构成了俄罗斯历史中最重要的主题。
　　    作为一部宏大的外交史著作，陈新明教授撰写的《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 以通贯的脉
络、丰富的史料、明畅的叙述、精当的评论，为我们展开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一幅长卷。它不仅有助
于我们了解这个巨大的邻国的历史及其对外关系的特点，而且有利于我们认识自己。历史能够引发我
们智识的兴趣，带给我们垂训和教益，更重要的是如柯林武德所说的，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 。我们研
究俄罗斯的历史，重要的是以之为镜，反观自身。
　　    目前国内学界撰写的俄国外交史著作还不多见，已知的主要有林军教授的《俄罗斯外交史稿》
，它在国内学界具有开创性。陈新明教授的这本书主要用于教学，是一部大学教科书，而不是专题的
研究著作，但是如此巨大的篇幅显然已经突破了教科书的规制。他虽然学识淹贯，下笔洋洋洒洒，但
构架的搭建极为坚实，材料的取舍非常适度，所发的议论和点评相当精彩。事实上，它不仅是一部可
读性强的教科书，也是一部厚实的学术佳构。
　　
　　一
　　
　　    这部书虽然名为《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但实际上是一部外交通史。从近代意义上
来说，俄国的外交始于十八世纪，即彼得一世时期。彼得之前的俄罗斯，主要致力于以莫斯科为中心
整合聚拢俄罗斯土地，完成国家的统一，同时摆脱蒙古鞑靼人的桎梏，以及克服混乱年代对国家内外
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只有从彼得开始，俄罗斯才进入欧洲国际体系，才谈得上近代意义上的外交
，因此该书明确了时间上的起始。但是为了铺垫，作者设立了一章，简要地回顾了基辅公国9～17世纪
的外交。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二十一章，其中上卷九章，下卷十二章。从大的框架而言，作者以俄罗
斯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的脉络：十八世纪之前俄罗斯尚未进入国际体系；十八世纪至二十世
纪初，作为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角色，俄罗斯在国际体系的中心和边缘徘徊；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自
动脱离了国际体系并自成一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重新开始融入国际体系。虽然作者在撰写体例上
按照王朝世系叙述对外政策，即按照在位的君主或者领导人展开，但是由于在位君主或领导人执政时
间长短不同、对外政策内容多寡各异，其历史重要性亦有区别，因此有的好几代君主和领导人缩为一
章，有的则用超过一章的篇幅尽情展开。这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利于集中详述某一
时期的对外政策，了解其来龙去脉。例如，作者用了三章（第五章至第七章）的篇幅，叙述俄罗斯成
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这一过程，将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三位君主都包
括了进去。俄罗斯在这一体系中的权势衰落则以克里米亚战争为标志，所以作者另辟一章，将尼古拉
一世后期的活动与前期的活动剖分开来。这里没有按照完全君主世系来划分，更加凸显俄罗斯与国际
体系这一主线。
　　    本书在史实的叙述方面很有特色。首先，对史实的叙述比较完整、全面，同时线索脉络非常清
晰。从章节的设计以及标明主题事件发展过程的小标题即可看出，作者不仅有大局观，能够驾驭纷繁
复杂的事件，对材料的取舍有了然于胸的把握，同时也不放弃那些使历史内容丰满的细节，并且不使
其琐碎、枝蔓。其次，作者使用的材料非常丰富，在叙述同一事件的时候引证和参照不同史家的说法
，并且作出自己的判断。再次，作者在处理国家的对外行为、对外政策、作为决策者的领导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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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动机等方面的关系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避免了史料的单纯铺陈和武断的判定，从而使历史呈现出
多维性、复杂性。作者基本上对每个决策者的性格偏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等多方面的个人因素进行
了分析，这方面的解读与评说相当精彩。例如，在述及保罗一世的对外政策时，针对保罗狂躁无常的
乖戾性格以及看似荒谬矛盾的对外政策，作者通过印证克柳切夫斯基的看法，同时对俄加入反法联盟
以及随后的俄法接近进行分析，指出保罗的政策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狂热兴奋，其中也充满了理性和
实用主义的考虑。他认为，保罗的行为意味着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看法行事，“而不是缺少理性思维的
能力”。对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历史学家有过经典的论述，忽视或过度拔高他
们的作用都不可取，他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最后，作者的叙述语言生动活泼，富有张力，在一种内
在的节奏之下，不仅提供充分的信息量，而且留给读者以思索的空间，避免了历史叙述的干瘪和枯燥
。这种可读性和严谨性的结合在当下的历史撰写中尤为可贵。
　　    另外，该书在涉及富有争议的问题时非常节制，有时避开直接的论断，而是通过史实叙述的取
舍保留争议的空间。例如，在第十九章第七节“苏美首脑频频会晤与冷战结束”中，作者叙及美苏首
脑在1985～1991期间自日内瓦到莫斯科的历次会晤，但并没有确定冷战于何时结束。关于冷战的结束
时间以及标志性事件，学术界历来分歧较多，意见不一 。对于这些观点，不必强求一致，也不可能达
成一致。作为教科书，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必加以繁琐的论证。
　　
　　二
　　
　　    如前所言，该书既然以教科书的体例来撰写，自然侧重于史实，俾使学者对于三百多年来俄国
对外政策的更迭嬗递、发展脉络，原原本本得其梗概。但是作者并不局限于在史实堆里打转，也通过
史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借此使全书的体系更加完备，也使全书具有思想的高度。作者的评论通过两种
方式体现出来。一是在每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介绍之后，作者会拿出一小节甚至几个段落的篇幅来进
行总体的评价。这种评论的方式，令人想起《史记》每一篇之后的“太史公曰”。作者谦称，这些评
价不能作为结论，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是否准确还需读者自行判断。但是这些评价极为出彩，或者
是综合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是发他人所未发，从而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这些评判，既显示出了作
者的史识，又有力地总结了所叙述的史实，引领读者进行思考。例如，作者在评价彼得的对外政策时
指出，彼得是俄国地缘政治传统的奠基者，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国家的属性上，彼得实质
上第一次提出了俄罗斯文明的认同问题。时至今日，何处认祖归宗，何处告老还乡，依然是困扰俄国
人的中心议题所在。在谈到彼得对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影响时，作者精当地指出，正是彼得奠定的基础
导致俄罗斯与其他竞争者发生冲突，并赋予俄罗斯以侵略扩张的形象，这是对追求地缘政治地位的新
手的不可避免的报复。最后，作者在评价中指出，俄罗斯国家的紧张状态在彼得时期达到极限，其后
继者已经无力维持，所以对人民的力量应该加以珍惜始终是俄国历史的一个忠告。事实上纵观历史，
俄国的起落与这种紧张状态直接相关，俄罗斯的专制制度与此联系紧密，而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
也与此密切关联。又如，在总结克里米亚战争后的俄国对外政策时，作者指出，俄国当时的地缘政治
地位已经不能用胜利者或失败者的概念来理解，西方虽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挫败了它，但由此带来的
问题比解决的还多；俄国的本质不在于争夺阳光下的地盘，而在于找到最适宜停下脚步的疆界。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中分布在每章之末的精彩论说。除此之外，在叙说史实的过
程中，作者的精到论说时时可见，不一而足。即使在前言后记中，这些评论也醒人心目。例如，作者
在前言中论及对外政策时，从历史的视角指出，在人类早期历史中，国内政策往往简单粗糙，发挥想
象力的空间极其有限，但统治者出于新奇的欲望以及对权势和财富的野心，往往在探索外部世界的过
程中获取实际的利益，并且藉此丰富国内政治。但是作者在论及俄罗斯时却强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
内容过于单调狭隘，过于关注使用武力以获得新的领土和人口，缺少经济、文化以及人文的交流。同
时作者还强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历来地位突出，即使是今天，俄罗斯国家的内部生活仍然是比较简
单粗糙的。这些“玩索所得”的见解，实际上都是作者多年来沉潜在俄罗斯历史研究中的积累，正如
他在后记中所言，这种探索“无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些评论也并非为评论而评论，而是在
史实的叙说过程中，由史实而发，反过来又加深对史实的理解。例如，在述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
混乱的秩序时，作者从历史的经验指出，俄国社会和国家不擅长从事经常性的、渐进的、点滴积累的
改良，既没有这方面的传统，也没有这方面的技能。正是这种“惰性”为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做法
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所以往往等到问题成堆时，再用极端的方式进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而变革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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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又造成惰性的回归。作者以此说明，俄罗斯历史上不乏惊天动地的变革，但是实际的效果并不
好。
　　    作者的这些论说谨慎、节制，不出尖，不偏颇，都是持平之论。究其缘由，乃是作者在研究的
过程中对于研究的对象充满了“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没有用政治和道德的“洁癖”来对
待，也不用简单和狭隘的意识形态来衡量。在述及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时，作者评论道，戈尔巴乔
夫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手里的好牌大牌有分量的牌一个不剩地全都出光，却不
知道索要大致相应的回报和让步”；“他将原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缓和、裁军、撤军、不干涉的光彩
事业，变成了灰溜溜的、令人迷惑不解和遗憾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仓惶撤退，像是被人抛弃一样”。  
这样的评说不仅生动形象，也非常到位，而且完全是就事论事，没有使用价值观色彩明显的褒贬之词
。
　　    以上所言，仅是本书之一端。总而言之，本书不仅提供知识，而且引发思考，是值得一读的俄
国外交史著作。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4期）
　　
　　
3、立场持中，以国际关系的专业视角进行撰史，摆脱了通史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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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部俄国外交史宏著——读陈新明教授《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萧 雨俄罗斯的历史很大
程度上是一部外交史。在俄罗斯国家兴起之前，这是一块“流动”的土地，各种部落、民族征战不休
，从西徐亚人到萨尔马特人，从哥特人到匈奴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足迹。在俄罗斯国家建立之
后，这块土地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栖身和“发展之地”，其边界不断地向外推进，终于由欧洲边陲的一
个小公国成长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帝国。对外扩张成为俄罗斯历史的主线，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构成了俄
罗斯历史中最重要的主题。作为一部宏大的外交史著作，陈新明教授撰写的《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
外政策》 以通贯的脉络、丰富的史料、明畅的叙述、精当的评论，为我们展开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一
幅长卷。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巨大的邻国的历史及其对外关系的特点，而且有利于我们认识自
己。历史能够引发我们智识的兴趣，带给我们垂训和教益，更重要的是如柯林武德所说的，为了人类
的自我认识 。我们研究俄罗斯的历史，重要的是以之为镜，反观自身。目前国内学界撰写的俄国外交
史著作还不多见，已知的主要有林军教授的《俄罗斯外交史稿》，它在国内学界具有开创性。陈新明
教授的这本书主要用于教学，是一部大学教科书，而不是专题的研究著作，但是如此巨大的篇幅显然
已经突破了教科书的规制。他虽然学识淹贯，下笔洋洋洒洒，但构架的搭建极为坚实，材料的取舍非
常适度，所发的议论和点评相当精彩。事实上，它不仅是一部可读性强的教科书，也是一部厚实的学
术佳构。一这部书虽然名为《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但实际上是一部外交通史。从近代意
义上来说，俄国的外交始于十八世纪，即彼得一世时期。彼得之前的俄罗斯，主要致力于以莫斯科为
中心整合聚拢俄罗斯土地，完成国家的统一，同时摆脱蒙古鞑靼人的桎梏，以及克服混乱年代对国家
内外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只有从彼得开始，俄罗斯才进入欧洲国际体系，才谈得上近代意义上的
外交，因此该书明确了时间上的起始。但是为了铺垫，作者设立了一章，简要地回顾了基辅公国9～17
世纪的外交。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二十一章，其中上卷九章，下卷十二章。从大的框架而言，作者
以俄罗斯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的脉络：十八世纪之前俄罗斯尚未进入国际体系；十八世纪至
二十世纪初，作为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角色，俄罗斯在国际体系的中心和边缘徘徊；十月革命后，俄
罗斯自动脱离了国际体系并自成一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重新开始融入国际体系。虽然作者在撰写
体例上按照王朝世系叙述对外政策，即按照在位的君主或者领导人展开，但是由于在位君主或领导人
执政时间长短不同、对外政策内容多寡各异，其历史重要性亦有区别，因此有的好几代君主和领导人
缩为一章，有的则用超过一章的篇幅尽情展开。这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利于集中详
述某一时期的对外政策，了解其来龙去脉。例如，作者用了三章（第五章至第七章）的篇幅，叙述俄
罗斯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这一过程，将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三位君
主都包括了进去。俄罗斯在这一体系中的权势衰落则以克里米亚战争为标志，所以作者另辟一章，将
尼古拉一世后期的活动与前期的活动剖分开来。这里没有按照完全君主世系来划分，更加凸显俄罗斯
与国际体系这一主线。本书在史实的叙述方面很有特色。首先，对史实的叙述比较完整、全面，同时
线索脉络非常清晰。从章节的设计以及标明主题事件发展过程的小标题即可看出，作者不仅有大局观
，能够驾驭纷繁复杂的事件，对材料的取舍有了然于胸的把握，同时也不放弃那些使历史内容丰满的
细节，并且不使其琐碎、枝蔓。其次，作者使用的材料非常丰富，在叙述同一事件的时候引证和参照
不同史家的说法，并且作出自己的判断。再次，作者在处理国家的对外行为、对外政策、作为决策者
的领导人的性格与动机等方面的关系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避免了史料的单纯铺陈和武断的判定，从
而使历史呈现出多维性、复杂性。作者基本上对每个决策者的性格偏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等多方面
的个人因素进行了分析，这方面的解读与评说相当精彩。例如，在述及保罗一世的对外政策时，针对
保罗狂躁无常的乖戾性格以及看似荒谬矛盾的对外政策，作者通过印证克柳切夫斯基的看法，同时对
俄加入反法联盟以及随后的俄法接近进行分析，指出保罗的政策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狂热兴奋，其中
也充满了理性和实用主义的考虑。他认为，保罗的行为意味着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看法行事，“而不是
缺少理性思维的能力”。对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历史学家有过经典的论述，忽
视或过度拔高他们的作用都不可取，他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最后，作者的叙述语言生动活泼，富有
张力，在一种内在的节奏之下，不仅提供充分的信息量，而且留给读者以思索的空间，避免了历史叙
述的干瘪和枯燥。这种可读性和严谨性的结合在当下的历史撰写中尤为可贵。另外，该书在涉及富有
争议的问题时非常节制，有时避开直接的论断，而是通过史实叙述的取舍保留争议的空间。例如，在
第十九章第七节“苏美首脑频频会晤与冷战结束”中，作者叙及美苏首脑在1985～1991期间自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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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莫斯科的历次会晤，但并没有确定冷战于何时结束。关于冷战的结束时间以及标志性事件，学术界
历来分歧较多，意见不一 。对于这些观点，不必强求一致，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作为教科书，在这样
的问题上不必加以繁琐的论证。二如前所言，该书既然以教科书的体例来撰写，自然侧重于史实，俾
使学者对于三百多年来俄国对外政策的更迭嬗递、发展脉络，原原本本得其梗概。但是作者并不局限
于在史实堆里打转，也通过史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借此使全书的体系更加完备，也使全书具有思想的
高度。作者的评论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在每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介绍之后，作者会拿出一小
节甚至几个段落的篇幅来进行总体的评价。这种评论的方式，令人想起《史记》每一篇之后的“太史
公曰”。作者谦称，这些评价不能作为结论，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是否准确还需读者自行判断。但
是这些评价极为出彩，或者是综合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是发他人所未发，从而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
。这些评判，既显示出了作者的史识，又有力地总结了所叙述的史实，引领读者进行思考。例如，作
者在评价彼得的对外政策时指出，彼得是俄国地缘政治传统的奠基者，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
、国家的属性上，彼得实质上第一次提出了俄罗斯文明的认同问题。时至今日，何处认祖归宗，何处
告老还乡，依然是困扰俄国人的中心议题所在。在谈到彼得对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影响时，作者精当地
指出，正是彼得奠定的基础导致俄罗斯与其他竞争者发生冲突，并赋予俄罗斯以侵略扩张的形象，这
是对追求地缘政治地位的新手的不可避免的报复。最后，作者在评价中指出，俄罗斯国家的紧张状态
在彼得时期达到极限，其后继者已经无力维持，所以对人民的力量应该加以珍惜始终是俄国历史的一
个忠告。事实上纵观历史，俄国的起落与这种紧张状态直接相关，俄罗斯的专制制度与此联系紧密，
而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与此密切关联。又如，在总结克里米亚战争后的俄国对外政策时，作者
指出，俄国当时的地缘政治地位已经不能用胜利者或失败者的概念来理解，西方虽然在克里米亚战争
中挫败了它，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俄国的本质不在于争夺阳光下的地盘，而在于找到最
适宜停下脚步的疆界。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中分布在每章之末的精彩论说。除此之外，
在叙说史实的过程中，作者的精到论说时时可见，不一而足。即使在前言后记中，这些评论也醒人心
目。例如，作者在前言中论及对外政策时，从历史的视角指出，在人类早期历史中，国内政策往往简
单粗糙，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极其有限，但统治者出于新奇的欲望以及对权势和财富的野心，往往在探
索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获取实际的利益，并且藉此丰富国内政治。但是作者在论及俄罗斯时却强调，俄
罗斯的对外政策内容过于单调狭隘，过于关注使用武力以获得新的领土和人口，缺少经济、文化以及
人文的交流。同时作者还强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历来地位突出，即使是今天，俄罗斯国家的内部生
活仍然是比较简单粗糙的。这些“玩索所得”的见解，实际上都是作者多年来沉潜在俄罗斯历史研究
中的积累，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这种探索“无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些评论也并非为评论
而评论，而是在史实的叙说过程中，由史实而发，反过来又加深对史实的理解。例如，在述及苏联解
体后俄罗斯国内混乱的秩序时，作者从历史的经验指出，俄国社会和国家不擅长从事经常性的、渐进
的、点滴积累的改良，既没有这方面的传统，也没有这方面的技能。正是这种“惰性”为激进主义和
极端主义的做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所以往往等到问题成堆时，再用极端的方式进行翻天覆地的大变
革，而变革的负面影响又造成惰性的回归。作者以此说明，俄罗斯历史上不乏惊天动地的变革，但是
实际的效果并不好。作者的这些论说谨慎、节制，不出尖，不偏颇，都是持平之论。究其缘由，乃是
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于研究的对象充满了“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没有用政治和道德的
“洁癖”来对待，也不用简单和狭隘的意识形态来衡量。在述及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时，作者评论
道，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手里的好牌大牌有分量的牌一个不剩地全
都出光，却不知道索要大致相应的回报和让步”；“他将原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缓和、裁军、撤军、
不干涉的光彩事业，变成了灰溜溜的、令人迷惑不解和遗憾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仓惶撤退，像是被人抛
弃一样”。  这样的评说不仅生动形象，也非常到位，而且完全是就事论事，没有使用价值观色彩明
显的褒贬之词。以上所言，仅是本书之一端。总而言之，本书不仅提供知识，而且引发思考，是值得
一读的俄国外交史著作。（《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4期）

Page 11



《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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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