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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后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围绕德国问题展开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角逐集中体现了冷战时期的各种基
本矛盾，堪称冷战的缩影。
本书全面系统地勾画了这段历史，详细分析了有关各方在各个时期有关德国问题的战略策略意图，为
读者提供了一幅战后德国问题及相关大国关系的全景画。
通过这幅画面，可以对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获得清晰的认知。
尽管以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为标志的冷战早已结束，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战后
德国问题的历史已成为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
这段对欧洲乃至世界影响深远的历史是不应被忘记的，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如果考虑到在冷战结束近20年后的今天，冷战的后遗症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冷战思维的幽灵仍然顽固
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重温这段历史就有了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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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48年2月召开的西方六国伦敦会议关于在西占区建立单独国家的决定，以及西方三国拒绝向四
国管制委员会提供伦敦会议情况的态度，促使索科洛夫斯基宣布：“作为实现四国管制德国的最高权
力机关的管制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存在了。
”在此之后，美英法于6月18日宣布在西占区单独实行币制改革，随后又把这一决定扩大到西柏林，从
而引起了苏联更加强硬的反应。
6月23日苏联宣布断绝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水上交通，第二天又断绝了铁路交通。
美国则以架设“空中桥梁”来回答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
至此，美苏自波茨坦会议以来在历次外长会议上唇枪舌剑的斗争终于发展成剑拔弩张的直接冲突。
不过，双方并不真想使这场“冷战”升级为“热战”，而只是想利用这场危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美国人企图用行动证明西柏林属于西方，而苏联人则试图通过封锁的手段迫使西方三国放弃西柏林，
或者至少迫使西方三国重新回到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桌上来。
1948年7月14日苏联致美英法三国政府的照会就体现出这两个意图。
照会首先指出：“关于管制柏林之协议是与四大国共同管制全德国的决议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美、英、法三国政府单方面的行动破坏了四国管制制度⋯⋯也就破坏了保证他们参加管制柏林之权利
的法权基础。
”接着，照会针对美国愿意谈判柏林问题的表示强调说，“四大国谈判必须不仅限于管制柏林的问题
才能有效力，因为这个问题是不能够和四大国管制德国的总问题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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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战缩影:战后德国问题》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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