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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三篇文章以大量新檔案史料，分別

討論影響二十世紀後半葉國際政治格局的幾

個重要事件。1958年8月，毛澤東是出於何

種世界全局觀考慮，決定炮擊金門？美國為

甚麼立即派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事先未被知

會的蘇聯，又是怎樣一方面不得不公開支持

中國，另一方面則對「不怕核戰爭、不怕打

爛仗」的中國深懷戒心，以致後來取消向中

國提供核技術？戴超武細緻地分析了在這次

台海危機時期，中蘇意識形態和外交路線的

衝突。實際上，即使是在所謂西方陣營，由

於各國歷史、觀念和利益的不同，在很多重

大問題上也難以做到行動一致。時殷弘分

析，1949-50年間，美國對新中國採取孤

立、圍堵政策，亟需得到英國和印度的配

合，但英印兩國則與美國有嚴重歧異，各行

其事，以及國際政治中的「中立主義」勢力抬

頭。張盛發則研究二戰後美、蘇、英、中四

國，簽訂解決安排和處置戰敗國日本的《舊

金山和約》的角力過程。美國為謀求其在遠

東的戰略利益，企圖單方面與日本媾和；而

蘇聯由於與日本的領土爭端和朝鮮戰爭爆

發，決定與中國聯手，共同抵制對日媾和。

由以上三篇文章可見：從二戰後到朝鮮

戰爭爆發前，在各國對華政策、新中國與世

界關係都尚未確定之際，意識形態對抗的美

蘇兩大國左右了國際局勢的變化；但是我們

並不可以據此勾畫出兩極對立的單一的「冷

戰」世界格局，東西兩大陣營內部在許多問

題上都存在X緊張與分歧；1958年的第二次

台海危機，也並不僅僅是中國內戰遺留問

題，其背後的中蘇衝突，深遠地影響到中國

由大躍進到文革的歷史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