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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苏
“

冷战
”

与德国的分裂
’

丫 , J卜 , 工

天 乃七 奋六

为了惩治战败 的德 国
,

美英苏三大国首脑在二 战还未结束时就 主张分 割德 国
。

随

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

他们又都放 弃了分割德 国的计划
,

一致 同意 由美英 法苏四

大国军队分区 占领德国
。

由于在战后战时大国合作逐渐走向分裂
,

并导致美苏之间

爆发
“
冷战

” ,

德 国问题便成为
“

冷战
” 的焦点

。 “

冷战
”

使德 国的分区 占领格局演

变成德 国的分裂局面
。

美英法和苏联为了分别控制西 占区
、

东 占区
,

各自都在本 占

领区内推行有利于本国利益 的政策
,

逐渐将两个 占领区发展成为两个不同的经济
、

政

治实体
,

并最后成立 了两个国家
。

德 国的被分裂
,

是大国的意志强加在德 国人 民头

上 的结果
,

完全是美苏
“

冷战
” 的产物

。

德国在二战后为什么被分裂成两个国家
,

就其内部因素而言
,

主要原因是因为德国法西

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

是法西斯酿成的后果
.

就其外部因素来讲
,

则是由于以美苏为首

的大国战时合作政策在战后逐渐走向对抗并导致
“
冷战

”
的产物

,

是外部力量施加于德国的

结果
。

本文主要论述美苏从合作到对抗
、

最后导致
“

冷战
”

的爆发及如何导致德国的分裂
,

探

析大国之间的政治斗争给一个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历史命运
。

战胜国对挑起战争的战败国进行惩治
,

防止其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
,

这是完全应该的情

理之中的举措
。

德国在本世纪挑起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
,

两度把人类拖入世界大战的旋涡
,

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
,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

几乎毁灭 了人类的数

千年文明
。

如何惩治战败的德国
,

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都对德国采取了严厉的处置措施
。

在这些措施中
,

都涉及到要求肢解和分割德国的问题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协约国为了惩罚战败国
,

于 1 9 1 9 年 1 月 18 日在巴黎召开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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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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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法国为了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
,

确立自己的欧洲霸主地位
,

提出了一

个肢解德国的方案
,

坚决要求从德国版图上夺 回莱因河左岸地区
,

以莱因河为界建立一个在

法国保护下的莱因共和国
,

并在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巴伐利亚共和国
。

英国为了继续保持在

欧洲的霸主地位
,

害怕法国强大
,

希望德国保持一定的实力 同法国抗衡
,

坚决反对法国的方

案
。

法国肢解德国的计划没有实现
。

经过讨价还价
,

英法美意 日等 27 国制订了对德和约条款
,

即 《凡尔赛和约 》
。

和会主席
、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把和约文本交给德国外长布罗克多夫— 兰

曹时说
: “

清算的时刻来到 了
,

你们向我们求和平
,

我们乐意给予你们和平
。 ’ ,①然而

,

这是一

副怎样的和平画面呢 ? 和约并没有触动德国原来的政治结构
,

发动战争的军官团被原封不动

地保留下来
,

战争罪犯没有受到惩罚
,

威廉二世避居荷兰
,

兴登堡反而成了民族英雄
,

后来

还当上了德国总统
。

和约 只是从经济上对德国进行罪恶的掠夺
,

要求德国承担全部的战争责

任
,

并规定了德国受奴役
、

受掠夺的地位
。

大量土地被割让
、

巨额的战争赔款
、

严格的军事

限制
,

像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压在德国人民的头上
。

《凡尔赛和约 》 的实施
,

不仅极大地刺伤了

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

而且在径济
、

政治上给新生的魏玛共和国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
。

《凡尔

赛和约 》 不但没有起到制裁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作用
,

反而使德国酿成了仇视战胜国
、

仇视民主的情绪
,

为法西斯兴起提供了土壤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凡尔赛和约 》对德国的制裁
,

实际上在德国种下 了一颗复仇的种子
,

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形成
。

应该说
,

一战

后战胜国对德国的制裁措施是失败的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如何惩治战败的德国
,

鉴于一战后制裁德国失败的教训
,

美

英苏三大国首脑在战争还未结束之前就在积极考虑这个问题
。

惩罚和处置德国的原则是在战

时三次三国首脑会议上逐步确立的
。

除了 目的旨在铲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而规定的

一些严厉处置德国的政治
、

经济原则和措施
,

以及规定德国支付 巨额战争赔款和向邻国割让

或转让部分土地外
,

三次首脑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

就是如何分割德国
。

在 1 9 4 3 年 n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召开的德黑兰 会议上
,

罗斯福
、

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如

何处置德 国分别陈述了各自的意见
。

罗斯福表示要从德国人思想上清除
“

帝国
”

( R e ic h) 这个

观念的痕迹
。

斯大林认为
,

仅仅将
“

帝国
”

这个词去掉还不够
,

必须使
“

帝 国
”
本身永远无

力再把世界拖入战争
,

并强调仅仅依靠管制德国和解除德国武装的措施
,

还不足以防止德国

帝国主义的复活
,

必须采取分割德国等更严厉的手段
。

为防止德国再度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

战争策源地
,

三巨头一致赞同分割德国
。

罗斯福提出了把德国分为 5 个部分的方案
。

这 5 个

部分是
:

普鲁士
、

汉诺威和德国西北地区
、

萨克森和莱比锡地区
、

黑森一达姆施塔特及黑森

一卡塞尔和莱因河南部地区
、

巴伐利亚及巴登和符腾堡地区
。

他建议这 5 个部分应当各自成

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

基尔运河区和汉堡地区
、

鲁尔和萨尔地 区也要从德国分割出来
,

置于联

合国的管辖之下
,

使德意志帝国再也不能威胁欧洲和世界的和平② 。

丘吉尔从维持欧洲的均势

政策出发
,

不希望在欧洲再出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 国
,

他建议把普鲁士从德国分割 出去
,

把

德国南部的各邦
,

包括巴伐利亚
、

巴登
、

符腾堡
、

帕拉齐纳特分离出去
,

与奥地利
、

匈牙利

等中欧多瑙河沿岸国家组成一个多瑙河联邦
。

斯大林认为丘吉尔意在为英国争夺更多的地盘
,

并把苏联同西欧隔离开来
,

借以孤立苏联
,

明确表示反对丘吉尔的方案
。

他说
,

既然决定分

割德国
,

就不应该成立新的联邦
;
匈牙利和奥地利应该各自独立

, “
一个多瑙河联邦是存在不

下去的
” ③ 。

斯大林态度谨慎
,

没有提出具体的分割方案
,

他反而担心把德国分成若干个 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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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完全落入美英的控制之下
,

对苏联不利
,

因此也没有完全支持罗斯福的方案
。

如何分割

德国
,

德黑兰会议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

在 1 9 4 5 年 2 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
,

三国仍原则

上主张分割德国
,

并各自继续陈述了类似于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分割德国的意见
。

罗斯福

为使美国能控制 中欧
,

防止德国东山再起
,

主张在德国实行
“

非中央集权化
” ,

仍主张把德国

分成 5 个或 7 个国家
。

丘吉尔
“

害怕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力量
’ ,
④

,

仍提出把普鲁士从德国分割

出去
。

斯大林从苏联的安全考虑
,

希望在欧洲建立一个
“

强大的波兰
” ,

也同意分割德国的意

见
,

并建议把分割德国列入无条件投降条款
。

然而
,

在战争临近结束时
,

苏联放弃了分割德

国的计划 ⑤
。

对德国领土究竟如何处置
,

会议未作最后决定
。

在这种情况下
,

雅尔塔会议 一致

决定
,

先 由三 国军队占领德国
,

并同意法国也参加对德国的占领
。

会议最后达成了把德国分

成 4 个占领区的协议
:

苏联占领德国东部
、

英国占领德国西北部
、

法国占领德国西部
、

美国

占领德国西南部
。

柏林由各国派军队共同占领
。

会议决定
“
成立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执行互

相协调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工作
,

这个委员会由三国的总司令组成
,

地点设在柏林
。 ’ ,

@在 1 9 4 5

年 7 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
,

三国首脑从各国利益出发
,

都放弃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分割

德国的原则
。

美英认为
,

分割德国不如用占领和控制的方法对自己有利
。

苏联也持同样的看

法
.

认为分割德国对自己也不一定有利
。

这样
,

三国首脑一致同意占领和控制德国
。

尽管三国首脑会议在战后处置德国
、

波兰边界
、 .

美英和苏联等国军 队对被解放的国家的

占领及分界线的划分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

目的是通过惩治战败国
、

划分彼此的势力范 围
,

继

续维护战后三大国的合作
,

进而维护战后的世界和平
。

然而
,

正是这种势力范围的安排和划

分
,

导致了战后世界两极格局的出现
。

这种情况在德国问题上体现最为明显
。

雅尔塔会议后
,

苏美英法四国军队按照雅 尔塔会议 的决议
,

各 自撤回到 自己的占领区
。

四国分区占领和控制

德国
,

实际上是在德国划分各 自的势力范围
,

为德国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

当然
,

分区占领德国也不一定意 味着德国就会被分裂
。

如果三太国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继

续保持战时的合作政策
,

德国的分裂局面也许就不会出现
。

然而
,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

三大国的战时合作逐渐走向分裂
,

以致最后发生冲突
,

爆发 了美苏之间的
“

冷战
” ,

而德国问

题便成为
“
冷战

”

的焦点
。 “

冷战
”

的爆发
,

使德国的分区占领格局最终导致德国的分裂局面
。

探讨德国为何被分裂
,

首先要分析美苏是怎样从合作走向对抗
,

最终走上
“
冷战

”

的道路
。

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
,

是 由于随着反法西斯战争逐渐接近胜利
,

三大 国赖以结盟的基础

— 共同的敌人法西斯逐渐消灭 了
,

战时突出的军事问题 日益让位于政治问题
。

美苏两国的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
,

只是由于在二战中双方面临德意 日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威胁而结成

了联盟
。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
,

美苏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对立问题 就突现出来了
。

在

如何处置战败国
、

安排战后世界和平等问题上
,

它们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
,

提出各 自的要求

和主张
,

这样必然导致摩擦和对抗的发生
。

而且
,

这种对抗也推行到各 自占领的国家和地区
。

斯大林曾于 1 9 4 5 年 4 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说
: “

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
,

谁解放的

领土
,

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
,

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 ’ ,

⑦

美苏从合作走 向对抗
,

除了社会制度不一样
,

也是由于美苏在战后的不同战略构想所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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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依仗在二战中经济军事实力的膨胀
,

制定了称霸世界
、

充当世界领导者角色的战略 目标
。

早在 1 9 41 年初
,

美国 《时代 》
、

《生活 》 杂志的老板亨利
·

卢斯抛出了 《美国世纪 》 一文
,

宣

称
“

20 世纪是 美国的世纪
” ,

他要美 国人认清
“
领导的全部机会都属于我们

” , “

我 们的主要 目

标
”

就是建立美 国在世界的统治地位⑨ 。

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
,

二战使美国有可能像拿破仑战

争之后的英国
,

成为在政治
、

经济和军事上都超过其他国家的头号强国
,

这是美 国半个世纪

以来实现美国领导世界宏 图的又一次大好机会
。

苏联因遭受战争创伤
,

经济军事力量远远不

及美国
,

其战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
,

增强军事力量
,

确保国家的安全
。

苏联在东欧

扶持建立亲苏的共产党政权
,

一方面固然也是为了壮大社会主义力量
,

同时另一方面更多地

是为了考虑苏联自身的安全
,

如建立亲苏的波兰政权
,

目的是将波兰作为防止西方国家入侵

苏联的一个屏障
。

苏联希望控制东德
,

也是出于这一 目的
。

美苏各自的战略构想在付诸实施

时
,

必然要发生碰撞
。

美国的统治者及其谋士们
、

尤其是杜鲁门及其幕僚们认为
,

苏联是在

乘机大肆扩张共产主义
,

是对美国世界霸权战略的威胁
,

要求对苏联采取不合作的强硬立场
。

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
,

也与罗斯福的逝世和杜鲁门上台有关
。

按照罗斯福对战后世界和

平安排的构想
,

实施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
,

还是应通过
“

大 国合作
”

政策来实现
。

苏联斯大

林也多次表示了继续合作的愿望
。

在罗斯福看来
,

只有维持战时的盟国合作
,

通过合作来控

制苏联和英国
,

使美 国充当合作的盟主
,

才能实现美国称霸的目的
。

为此
,

罗斯福及其谋士

们以
“

大国合作
”

政策为基础
,

设计了战后世界蓝图
,

如建立联合国
,

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

世界银行及关贸总协定
,

都是这一世界蓝图的组成部分
。

他企图通过美国控制这些组织
,

通过和平方式
,

在政治和经济上建立美 国的世界霸权
。

然而
,

罗斯福在其
“

世界蓝图
”

还没

有实现之时
,

于雅 尔塔会议结束之后不久便撒手 人寰
。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就开始大幅度调整

对苏联的方针
,

迅速地改变了罗斯福的
“

大国合作
”

政策
,

美苏之间矛盾 日趋恶化
。

例如
,

在

罗马尼亚政府和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上
,

双方态度各执一端
,

尖锐对立
; 在波茨坦会议

上
,

三巨头围绕如何处置德国
、

德国的赔偿
、

波兰疆界
、

对意大利及法西斯附庸国的政策等

问题上
,

争吵十分激烈
,

远没有前两次三 国首脑会议那种商讨的和谐气氛
。

为了实现美 国全

球霸权战略需要
,

美国制定了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
,

并将美苏关系推 向
“

冷战
”
的轨道

。

美国迅速改变与苏联的合作政策
,

这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是杜鲁门与罗斯福在个人性格和

气质上存在差异所致
。

杜鲁门傲气十足
,

加之他上台后德日法西斯先后投降
,

西欧各国及苏

联均遭受严重削弱
,

而美国又握有原子弹
,

因而更加不可一世
。

同时另一方面
,

苏联也没有

按照美国的愿望俯首帖耳
,

听从美国的摆布
。

美 国用贷款诱使苏联上钩的阴谋也没有得逞
。

在

组建联合国过程中
,

苏联和美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有过激烈的冲突
,

并经常发生争吵
。

苏

联虽然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

但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
。

显然
,

苏联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
,

不愿受美国的控制
,

并向美国的霸权提出了挑战
,

在欧洲及

其他地区形成了对峙局面
。

杜鲁门及其幕僚们认为
,

苏联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的外交战略
,

是苏联在扩张共产主义
,

因而视苏联为美国争霸世界的最大障碍
; 为实现争霸

世界的 目的
,

美 国应把苏联看作是对手而不是伙伴
,

必须运用各种对抗力量
,

包括通过援助

手段来调整与西欧盟国及德日的关系
,

培植反苏力量
,

在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对苏联扩张势

力加以遏制
。

基于这一考虑
,

杜鲁门政府制定了遏制苏联
、

通过援助盟友及建立各种政治军

事集团
、

重点控制欧洲
、

进而称霸世界的进攻 型战略
。

实行
“

冷战
”

是其遏制苏联采取的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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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要方式
。

美国借助于 1 9 4 6 年 3 月丘吉尔在美 国富尔敦发表的攻击苏联进行扩张威胁的
“
铁幕

”
演说

,

向苏联发出了
“

冷战
”

信号
。

在此之后
,

杜鲁门排斥反对与苏联对抗和孤立主

义两股势力
,

于 1 9 4 7 年 3 月向美国国会发表了一篇演说
,

大肆渲染美苏对抗
,

施放反苏烟幕
。

这篇演说咨文后来被称为
“

杜鲁门主义
” 。

随后
,

美国又抛出了
“
马歇尔计划

” ,

也称
“
欧洲

复兴方案
” 。

该计划通过有条件援助西欧
,

把西欧变为倾销美国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场所
,

借
“

复兴欧洲
”
为名

,

乘西欧之危
,

给困顿不堪的西欧经济
“

输血
” ,

达到控制西欧
、

遏制苏联

的 目的
。 “

杜鲁 门主义
”
和

“
马歇尔计划

”
构成了美国对外扩张政策

、

遏制苏联的基础
。

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
,

而
“

复兴欧洲
”
的重点是在西德

。

美国国会在审议
“

欧洲复兴计划
”

的议案时
,

一位众议员一针见血地指出
,

议案完全是一种复活德国的愿望引

起的 ; 密执安州众议员乔治
·

萨道斯基说
: “

要是没有 德国
,

也就谈不到有什么欧洲复兴计

划峋
。

复兴德国
,

是美国在改变了其控制德国政策
、

使德国成为一个农业国的
“

摩根索计

划
”
之后

,

在对外政策上一项重要内容和转折点
,

也是
“

杜鲁门主义
”

的具体实施
。

杜鲁门

指出
: “
我们打算使德国能够成长为一个体面的国家

,

并在文明世界中占有它的位置
。

,,@

美国为了从经济上复兴德国
,

首先破坏了三国首脑会议确定的德国赔偿原则
,

停止 了苏

联在美占区应得的赔偿
。

1 9 4 6年 5 月 3 日
,

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克莱将军宣布
: “
除了

先前已经预支作为赔偿的工厂外
,

将不再从美 占区提供赔偿
。 ’ ,

@这一规定使苏联从西占区获

得赔偿的要求不能完全得到实现
,

从而在赔偿问题上导致美苏在对德政策问题上的第一次冲

突
,

也是美苏在德国问题上
“

冷战
”

的开始
。

其次是致力于统一西占区的经济
。

1 9 4 6年 7 月

20 日
,

美英决定合并两个 占领区
,

美国代表在盟国管制委 员会正式提出合并占领区的建议
。

1 9 4 7 年 1 月 1 日
,

美英正式合并两国占领区
,

并签署 了 《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

定 》
,

根据协定成立了双占区行政管制机构
。

5 月 29 日
,

美英签订了 《改组双占区经济机构的

协定 》 ,

并根据协定成立
“

联合经济区
” ,

以及经济委员会
、

执行委员会和行政管理部门等机

构
。

经济委员会起着议会作用
,

并有某些立法权
。

1 9 4 8 年 2 月
,

法国同意将其占领 区合并
,

共

同成立
“

三占区
” 。

停止在美占领 区支付苏联的赔偿和合并西方三个占领区
,

是标志美国改变

了美苏的合作关系政策
、

实行
“

冷战
”
和导致德国分裂的重要步骤

。

针对美国复兴西德的计划
,

苏联莫洛托夫在 1 9 4 6 年 7 月 10 日巴黎外长会议上也提出了

“
复兴德国

”

的口号
,

强调要把德国改造成为一个民主与爱好和平的国家
。

与美国
“

经济统

一
”
相反

,

苏联提出首先实行
“

政治统一
” ,

建立一个全德中央政府
。

针对西方合并占领区
,

苏占区军事代表于 1 9 4 7 年 2 月 25 日发表声明
,

指出美英占领 区的合并
, “

并不只是经济性质
,

也是政治性质
” , “

双占区的协定可能对德国的未来政治产生严重的后果
’ ,
L

。

从 1 9 4 7 年开始
,

美苏之间的
“

冷战
”
日益激烈

。

3 月 10 日至 24 日
,

在莫斯科召开了美

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
,

全面讨论德国问题
,

中心议题是德国的政治统一和政治制度
。

苏联莫

洛托夫认为
, “

德国应成为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设有两院组成德国国会和全德政府

的民主共和国
’ , 。 ,

建议在柏林成立德国临时中央政府
,

先实现德国的政治统一
。

美国的乔治
·

马歇尔坚持地方分权的原则
,

建议实行联邦制
,

并强调德国的
“

经济统一
”
是成立德国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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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友法
:

战后美苏
“

冷战
”

与德国的分裂

府的基础
。

莫洛托夫指责双占区违背 了德国
“

经济统一
”

的原则
,

实际上造成了德国的分裂
。

由于双方在政治
、

经济上处置德国的观点尖锐对立
,

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

由于美英法和苏联在各自占领区内的军事管制机构是该占领区的最高权力机构
,

只对本
’

国政府负责
,

因而以执行本国政策为主
。

而美英法和苏联的社会制度不同
,

它们在各自的占

领区内推行不同的政治制度
、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

虽然盟国管制委员会规定涉及到整个德

国问题要由四国共同研究处理
,

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各自为政
。

对三国首脑会议一致通过的

处置德国的政策和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

它们都各自从本 国政策和利益出发
,

作出有

利于 自己的解释
,

并在各 自占领区内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实体
,

走上了不同的

道路
,

最后导致德国的分裂
。

从 1 9 4 8 年 2 月开始
,

美英法等西方六国在 伦敦召开外长会议
,

史称
“

伦敦六国外长会

议
” 。

会议筹划成立西德国家
,

并着手探讨西德国家的政治结构叭 并希望三国占领当局尽早

召开西占区各州总理会议
.

授权他们召开制宪会议和制定宪法
。

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攻势
,

苏联也采取了反击措施
。

1 9 4 8 年 2 月
,

苏联禁止西方代表前往柏林苏管区出席德国人的政治

集会
。

为抗议美英改组的双占区经济委员会
,

苏联驻军于 2 月 23 日发布命令
,

宣布改组苏占

区经济委员会
。

新改组的经济委员会由德国统一社会党重要成员担任
,

是苏占区最高立法
、

行

政和执行机关
。

3 月 20 日
,

苏联代表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要求了解六国伦敦会议全部协议遭

到拒绝后
,

当即遣责西方国家阻挠四国管制工作
,

并宣布退出管制委员会
,

四国管制机构从

此宣告结束
。

随后
,

西占区和东占区各自实行币制改革
,

并在币制改革问题上引发冲 突
。

西占区从实行币制改革时起
,

就断绝了与苏占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

苏联认为
,

西占区实

行的经济政策违背了波茨坦协议
,

是分裂德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

为表示抗议
,

苏联政府发表

声明宣布
: “

大柏林在苏联占领区内
,

经济上为苏占区的一部分
” ,

为了
“
保护苏占区居民和

该区经济利益
,

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
” ,

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道路实施
“

交通

管制
’ , 。 。

苏联切断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陆上
、

水上交通
,

并停止向柏林供应煤和电
。

苏联

封锁的目的是企图将西方三国赶出柏林
,

克莱将军发布命令道
: “

我们不离开柏林
,

我们将坚

守柏林
。

虽然我们不知道怎样解决 目前的问题
,

但我相信
,

美 国人 民将不会让德国人 民挨

饿
。 ’ ,。 面对苏联的封锁

,

美英在贸易上也对苏占区采取了反封锁措施
。 “

柏林封锁事件
” 导致

“

第一次柏林危机
”

的发生
,

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 “

冷战
”

骤然升级
。

从此
, “

冷战
”

在德

国无休止的进行
,

柏林成为德国
、

欧洲和世界矛盾斗争的焦点
,

成为战后美苏
“

冷战
”

对峙
、

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以及战后雅尔塔格局形成 的重要标志
。

“

第一次柏林危机
”

虽然最后通过外交谈判得以解决
,

但德国和柏林的分裂局面却无法挽

回
。

在
“

柏林危机
”

期间
,

西占区
、

东占区各 自加紧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成立西
,

东德国家
。

1 9 4 8 年 7 月 1 日
,

西方三国军事长官召集西占区 n 个州的总理在法兰克福开会
,

讨论成

立西德国家事宜
,

向与会者散发了
“

关于宪法决定的声明
” 、 “

宪法生效后军事长官权限的声

明 ” 、 “

关于改组州议会的声明
”

等三个文件
。

这些文件就西占区将来的发展
“

阐明了基本思

想
,

并为将来西德的国家机构及其职权范围定下了基本方针
” @

。

人们称这三个
“

法兰克福文

件
”
为

“

联邦共和国的出生证
’ , 。 。

会议就成立西德国家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
。

各州总理对

在西部建立一个德意志国家抱着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
,

害怕这一行动将导致德国永久分裂
。

然

而
,

他们又不能违背占领者的意愿
。

他们认为
,

要
“

尽力避免将国家性质赋予即将建立的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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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构哑
,

不 同意召开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
,

不同意将通过的宪法交全民投票批

准
。

经过与占领当局磋商
,

最后达成了妥协
,

即将成立的西德国家定为临时性质
,

改宪法为

《基本法 》
,

不召开国民会议
,

同意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
,

代表由州议会选举产生
,

通过的决

议不交全民表决
,

但必须提交州议会批准
。

随后
,

在西方占领当局的筹划下
,

成立了议会机

构— 西德议会委员会
,

并制定通过了宪法—
《基本法 》

。

19 4 9 年 9 月 20 日
,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宣告成立
。

在西占区筹建西德国家的同时
,

苏占区也积极筹建东德国家
。

1 9 4 8 年 3 月
,

苏占区成立了
“

德国人民委员会
” ,

作为临时常设代表机构
。

1 9 4 9 年 5 月
,

新成立的
“

德国人

民委员会
”
通过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 》

。

这部宪法和西德 《基本法 》 前言一样
,

明确要

求成为全德的模式
,

不希望德国永久分裂
。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
: “

德国是一个不可分裂的国

家
” 。

10 月 7 日
,

临时人民议院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从此
,

在德国的土地上分裂成两个国家
。 “
两个德国的成立并不是德国人民的意愿

,

它首

先是占领国的意志
。

,,@ 西方盟国和苏联都想在
“

不能把整个德国并入他们的势力范围
,

起码也

要确保他们已占领的那部分
,

以加强各自的国防力量
、

经济制度和潜在的实力
,

来削弱对

方
’
吻

。

德国的分裂
,

是大国的意志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结果
,

完全是美苏
“
冷战

”

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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