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
《最後的「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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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查 詢
電話：+852 3943 9800
傳真：+852 2603 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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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 年 7 月 18 日 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東翼二樓會議室

合 辦 單 位： 主 辦 單 位： 

敬 備 茶 點 ， 免 費 活 動 ， 座 位 有 限 ， 先 到 先 得 ． 講 座 以 普 通 話 進 行

沈志華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主任、周邊國家研究院院長、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

者中心資深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是國際學術界冷戰史研究領域最受

關注的學者之一。研究方向為冷戰史、蘇聯史，特別是中蘇關係和中朝關係。著有多種學術論著，代表作有：《毛澤東、斯大

林與朝鮮戰爭》《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

聯專題史研究（1917-1991）》《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等，並主編

多卷本檔案集：《蘇聯歷史檔案選編》（34卷本）、《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3卷本）、《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

（1948-1976）》（8卷本）、《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2卷本）。

講者︱沈志華教授      主持︱徐國琦（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1950年10月，中國出兵朝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儘管中朝正式簽訂《友好互助條約》是在1961年7月， 

但此時雙方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同盟關係，在整個冷戰時期， 
中國與朝鮮之間始終維持著這種同盟關係。

作者帶領讀者一起探討如下問題：

•同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內其他國家之間的同盟關係相比
	 中朝之間的同盟關係具有哪些特性，為什麼會具有如此特性？

•中朝同盟關係是什麼時候、又是如何終結的？



最後的「天朝」
	—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

（簡體字版，上下兩冊）

蜚
聲國際的中蘇關係史、國際冷戰史專家

沈志華教授，積數十年之力，對中、俄、

美、韓和東歐各國相關檔案、公私出版物以及

部分口述史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等堪稱海量的

歷史檔案做了廣泛搜集和深度解讀，梳理了

1945至 1976年間中朝關係的豐富變奏，破
解中朝友誼「堅不可破」這種歷史誤解。

在書中，作者以毛澤東、金日成兩位領導人的

平行視角來展開論述，兩位政治領袖各自的縱

橫捭闔與你來我往的角力，造就了特殊的中朝

關係：中國領導人仍帶有傳統的中央王朝觀念，

把包括朝鮮在內的周邊國家都視為同一陣營或

2017 年 7 月．229 x 152 mm．860 頁

978-988-237-019-7．平裝．港幣 360 元

可能聯盟中的被領導者，試圖打造一個革命的

「天朝」，而金日成一生的奮鬥目標就是謀求

朝鮮的獨立地位和個人（及家族）的專制統治。

儘管毛澤東理想中的「天朝」最終還是在他去

世後走向了終結，但是毛澤東和金日成的政治

巨手合力確定的中朝關係的「基調」，在他們

兩人身後，仍然不斷地影響著後來中朝之間的

每一次歷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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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2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