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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共建黨80周年，本欄兩篇文

章，所談都是中共歷史：一篇是季米特洛夫

日記的編譯和介紹，另一篇則F重於說明當

年毛澤東是如何看待今天人們研究得很熱的

「冷戰」問題，也都涉及到與蘇聯的關係。

發表日記，在本刊來說還是第一次。但

相信關心中共歷史的讀者對這位共產國際總

書記日記所披露出的不少中共黨史最新材

料，都會很感興趣。因為只要讀過這些日

記，我們就不會簡單地相信過去那些比較極

端的說法。比如說中共純粹是靠俄國盧布而

存在，它更多的只是莫斯科的工具，對莫斯

科只能言聽計從；或者說中共早在1935年遵義

會議毛澤東取得領導地位之後，對蘇聯就不

再言聽計從了，因此莫斯科在抗戰期間再沒

有給過中共甚麼幫助，反而把大量武器給了

國民黨。但季米特洛夫日記顯示，如果不是

由於軍事指揮上發生了問題，中共在1937年

初甚至可能拿到蘇聯提供的飛機大炮；事實

是莫斯科提供了相當數量的財政援助。

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關係，卻並沒有因

為這種援助而變得密切，反而越來越顯隔

閡。楊奎松用了相當多筆墨來分析毛澤東對

蘇聯態度變化的原因與過程。他認為，毛澤

東更關心的只是蘇聯的做法是否有利於他的

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成功。也正因為如此，

當蘇聯的做法符合中共的利益和意識形態

時，雙方關係就會好些；當蘇聯為了自身利

益而與中共的敵人美國接近或妥協時，雙方

關係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