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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巴黎H幽宫舉行 

主席 Mr Juan Atiho BRAMUGLIA (阿根廷） 

出 ; r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傘 大 、 中 國 、 哥 侖 比 珏 、 法 蘭 西 、 钕 

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类 利 堅 

一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363) 

一 過議事日稃C 

二 法 蘭 西 、 关 5 

府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致祕書長之 

同文pi知書（S/1020及S/1020/Add 1)。 

二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稃通過0 

三法蘭西、美利堅合衆國與英瞄王 

國各政府一九四人年九月二十九 

日致祕書長之同文通知書（S八0 
20及S/1020/Add 1) 

Mr JESSUP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十 月 四 日 

安全理事會3論將柏林問題列入議事日稃之 

際，类國代表國即就此項吾人目前須予詳細 

審 議 之 嚴 重 問 題 ， 提 請 意 其 中 若 干 基 本 方 

面 C 蘇 聯 政 府 柏 林 强 施 钹 辦 法 ， 使 ; ^ 城 

與西德佔領1；隔絕，園截分德國爲二。對於 

蘇聯政府]&種行勸，美國政府與法國、英國 

政疳同耆，耍求安全理事會予W考盧。吾人 

認爲此項行勸構成在€章第七章之意義範阖 

內，對 IT和平之威脅，至^顚明，吾人是 

請求安全理事會 I J :據該章之規定處理此項 

問題。 

在上述致祕書長之同一文書中，美國政 

疳 指 出 其 & 遵 0 ^ 憲 章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之 義 

務 ， 儘 先 與 蘇 聯 政 府 直 接 商 I t W 尋 求 解 决 

m法。美國政府在其九月二十六日致蘇聯政 

府之脇會中稱一一茲引其原文——蘇聯政 

疳之用心至顯，不外陰損甚至破壤三國政；ff 

之 柏 林 佔 镇 國 權 利 W 爲 斛 除 自 始 即 屬 不 法 

而現仍施a之封黧之代價，似此情形鑕食此 

項 論 ， 於 事 無 補 0 該 會 之 副 本 已 分 送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SA020/Add 1] 0 

拳 國 一 如 英 法 兩 國 ^ , 有 駐 枉 拍 林 之 

權利，因而 î)r有維持& ^ 地 之 地 位 之 權 利 與 

贵任。本人當向安全理事會解釋何者確係吾 

人 在 柏 林 之 權 利 。 ^ 國 政 府 决 不 & 破 壤 憲 章 

所用之武力威脅下放棄權利。 

三 國 政 府 其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致 祕 書 長 之 

同文通知書中〖S/10 20]，引述各该國九月二 

十 六 日 及 二 卞 七 日 所 致 蘇 聯 政 貯 同 文 會 中 

之蘀明謂各國當保留'在此情 5 £ 下抹取 i l i 荽 

辦法W維持其在柏林地位之充分權利 0 

項 聲 明 之 性 賓 不 _ ^ 有 所 ^ 會 0 吾 人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K 此 問 題 3 ê 未 附 有 限 制 或 條 件 0 此 

項聲明自不妨礙安全理事會採取任何行動。 

此僅表矛在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前，吾人决 

心採取必耍措施以保證吾人在柏林之軍隊及 

依據四强協定吾人所負贵之人民之生活與安 

全。 

本人擬鄭重舉述其中一項措施，即西饍 



利聯檠之貴任。此後吾人採取其他辦法W履 

行贵任，自當符合吾人依憲章所負之義務。 

美 國 政 府 , 以 和 平 方 法 圖 解 除 蘇 聯 所 造 

成對和平之威脅，蓋威脅一日尙存,則其必爲 

自由協商不可克服之障礙。吾人之l>F諸安全 

理事會正係同一和平方法之進一步運用，且 

係 向 同 一 目 的 i l 進 0 至 於 偽 憲 章 之 行 爲 , 美 

國不屑爲之，亦不鼓勵爲之也0 

行將提出安全理事會之事實，可爲吾人 

佐證。各理事若欲參考其他事實，吾人可隨 

時 提 供 資 科 。 余 爲 事 實 證 明 吾 人 備 受 挑 

激仍2耐抑制。佘敢直截指陳，此項抑制乃 

由堅信吾人主張之正大而生，絕非軟弱之表 

示 。 本 國 國 務 卿 M r Marshall於九月二十三 

日對大會之演^1中有言 若 " 2 耐 ^ 爲 軟 

弱 ， 則 其 錯 誤 誠 可 悲 矣 0 

蘇聯政府九月二十五日之昭會稱願從事 

談判0今該政府使用武力榭立及維持封截,意 

圖防止本國政貯軍隊與由其負贵之德國人民 

之 糧 食 伊 給 ， 而 ; M 其 願 談 判 取 涫 吾 人 在 

柏 林 之 權 利 ， 此 豈 得 謂 爲 談 判 ? 

國 務 卿 M r Marsha l l於齒大會演^中並 

稱1 美利堅合衆國自願遨其棉薄，何在任 

適宜之議事場合中，對於引起現有緊張及不 

穩情勢之政冶糾紛，力求猹一稻極而和平之 

解 决 0 

本 人 明 白 申 言 上 述 聲 明 係 表 亍 美 國 政 

府仍準備與蘇聯政府輛論在任何適宜之蕺事 

場 合 中 談 判 兩 國 間 懸 案 。 任 何 適 宜 之 議 事 

場 合 一 辭 , 包 括 外 長 會 議 在 內 。 惟 吾 人 目 前 

所3論者係此種談判之障礙，即蘇聯封截柏 

林所造成對和平之威脅。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即 爲 3 論 此 項 和 年 威 脅 之 適 宜 議 事 場 所 0 吾 

人K此即在《iir論此事0 

憲 章 第 三 十 九 條 所 用 和 牛 之 威 脅 一 

^，所指爲何？ 一 國 便 用 武 力 或 威 脅 " 圖 遂 

其耍求，即造成對和卒之威脅。蘇聯政肝假 

武力威脅非法阻斷西方三國=â達柏林之行爲 

即造成和卒之威脅0舉世均知此係事實。今 

有人W武力威脅他人屈服於其單方之權利要 

求，而p1此受犧牲者如維護其權利而拒絕對 

侵略爲使首帖耳之服從則爲對和平之威脅， 

此種論辯,其誰信之？ 

憲 章 第 五 十 一 條 承 單 獨 或 集 體 之 自 衞 

權。在發生實際之武力攻擊時，憲章承認自 

衞之a i耍及權利。若其行爲係侵略拴及有使 

用武力之威脅，但未公然武装進攻者，則構 

1參閲大食第三屆會第一三九次全體會議正 

式紀錄。 

成侵略之行爲或對和平之威脅。依據憲章規 

定，會員國如遇此種情形應儘先尋求第三十 

三條所指之一切和平方法，是項努力如吿失 

敗則l»F諸安全理事會0今癸國之所以會同法、 

英兩國將蘇聯封截柏林事件提請安全理事會 

注 意 者 " 此 。 

三國政府在其提出此問題於安全理事會 

之 公 文 中 促 其 注 奮 一 事 即 蘇 聯 之 封 頷 不 僅 

直 接 影 響 佔 領 國 家 之 軍 隊 且 ' 便 柏 林 居 民 有 

饑 饉 、 疾 病 與 經 濟 崩 潰 之 虞 0 

蘇聯政府此種出K故意之行働，其一主 

要結果爲西德三佔領國負其癩利责任之柏林 

卒民直接受其影礬，故蘇聯政府或佯爲不斛 

何 " i 被 指 摘 爲 " 武 力 或 威 脅 對 付 美 法 英 

三國0剝奪幾近二百五十萬男女老幼之醫藥、 

食 物 衣 着 及 燃 料 ， 使 其 備 受 凍 餒 ， 罹 染 疾 

病，此種手段,或以爲問題微小。^在吾人， 

則所負责之人民之癩利至爲厳重。吾人對於 

任 何 國 家 億 萬 人 民 之 苦 痛 不 能 漠 然 無 動 於 

中，吾人旣Jbl佔領国地位，"保護其安全爲 

己任，尤難置之不問0 

吾人固知蘇聯當局曾K七月二十日提議 

供 應 柏 林 全 部 民 食 0 此 項 提 議 在 « 行 全 部 封 

鎖 殆 ̶ 月 後 提 出 。 彼 等 前 欲 採 饑 餓 政 策 爲 

工 具 " 達 其 & 政 冶 上 完 全 制 ; ; ^ 城 一 舉 旣 吿 

失 敗 目 下 7 5 " 糧 食 伊 應 之 政 冶 手 腕 圖 達 政 

治上之控制。實上，此項提議所附之條件， 

使柏林西部展域之居K縱欲委屈接受蘇聯之 

支 配 亦 於 事 實 上 有 所 不 能 。 蘇 聯 管 理 當 局 

第A十號命令所載之條例，將使柏林西部展 

域之多數居民每次購買食物時須" r i四十公 

里。此種蘇聯宣傳計剷之失敗，亦正如其封 

鎖之失敗。德国人民32識此乃政冶拴之賄賂0 

在九月內西部各展ri 二百五十萬人口中僅有 

五 萬 六 千 柏 林 民 登 2 其 食 糧 證 於 蘇 聯 佔 領 

展域。 

今者佔柏林人口三分二之二百五十萬人 

民 之 日 常 生 活 需 品 均 係 由 英 、 ^ 兩 國 g 軍 

負 责 , 應 。 飛 機 二 百 五 十 架 日 運 糧 食 、 燃 料 

及其他重要伊給品至柏林之西部各 l â。數千 

英 、 羑 、 法 ^ 國 男 女 致 力 於 此 g 中 橋 樑 之 建 

立，：if̂ 一 H 內 運 至 此 陸 上 封 镇 城 市 之 伊 i i 品 

幾達七千噸0安全理事會與柏林居民可視此 

項空運爲和^之象徵及和平解决之方法。 

參 加 此 項 鉅 大 成 就 之 男 女 其 勇 敢 與 機 

敏使柏林人民得免於蘇聯政府所欲强加於彼 

等之苦痛固係事實，椎此非謂和平之威脅經 

巳 解 除 。 安 全 理 事 會 諸 理 事 憶 M a r s h a l 

Sokolovsky爲圔阻止空運起見，完全漢視 

大秫元帥所頒之311令，堅持對柏林與西德區 



域間之 g 中運输加 w 新限制。蘇聯政府九月 

二十五日之Bp會，不惟未指斥Marshal Soko 

lovsky之行勸，反提出空中交^應守蘇聯指 

撣部管制之新耍求。 

再 者 蘇 聯 政 府 復 訴 諸 耍 挾 與 强 制 之 辦 

法，此種行爲不幸他人早已熟知矣。余所指 

者 即 " 饑 餓 與 疾 病 爲 武 器 之 封 截 ， 因 g 運 而 

未 能 遂 其 摧 毀 柏 林 人 民 志 氣 之 目 的 於 是 有 

組耩及受唆使之羣衆暴行遂起而反對柏林市 

政府矣。此政府乃一九四六年在四强監督下 

依民主程序所選出者。旣由人民意志自由表 

示所選出，故其並非共產主義之政府。旣非 

共產主義之政府，故有組織之黨徒與顦覆份 

子 乃 法 加 " 妨 礙 及 硖 壤 。 各 種 企 圖 均 吿 失 

敗，惟封敛辦法及其所造成之和平威脅，現 

仍存在。 

安全理事會理事有權猹知此項和平威脅 

之確實性賀及其起始之 f t形，與其目前仍繼 

鑕存在之情形0余擬將本案各項重要事實一 

加陳述0 

本人首擬說明吾人駐留柏林之權利及自 

由進入拍林之權利0其次，擬說明蘇聯於承 

迫吾人離開拍林之情形。其三，槪述美國與 

法 英 兩 國 政 府 完 全 一 致 ， 履 行 窀 章 所 規 定 

之 義 務 與 蘇 聯 直 接 談 判 達 協 定 所 採 取 之 種 

種步驟< 

利0美國爲柏林共同佔領國之權利，源於德 

國之全部戰敗及其無條件投降0德境佔領區 

議定書乃經蘇聯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歐洲諮詢委員會中所同意者，其第一條規 

定云 

德國領土依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3十 

一日之疆域，剷分爲三佔領區，由 s强各佔 

一區，柏林ji爲一特別區由三强共同佔領0 

上項協定(後經修改將法蘭西包括於內） 

確定柏林IS域爲一國際阁地，由四佔領國共 

同佔領及管理之0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盟國各總司令之 

代表通A確立盟軍司令國負資管治柏林之决 

議案。^司令團由一首席司令指揮，該職由 

四强軍事司令官輸流擔任。凡遇有關原則之 

問題或各佔領展共同問題發生時，首席軍事 

司令官當會商其餘之司令官行便拍林各區域 

之管理職资。食監察柏林地方政府起見，各 

盟國司令部應派遣代表一、二人附於德國地 

方政府之各科內0 

四 强 得 各 自 由 出 入 於 大 柏 林 區 域 之 權 

刹，隱含於協定中 0 此項權利不僅因 3 年來 

政府與其出席盟國駐德管治委員會代表間協 

定之主題。是項自由進入權，杜魯門總統一 

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致史大林元帥函中直接 

指明，該函同意將戰時爲美軍所佔領後剷爲 

蘇聯佔領區領土內之美國軍隊，撖至割定之 

區 域 界 錄 內 ， 但 " 各 軍 事 司 令 軍 訂 立 H 滿 辦 

法，"便美軍由鐵路、公路及空中自由到達 

柏林谅條件0 

茲引上述杜魯門總統文件中之一言曰 

'就德國而言，余準備311令所有美國軍 

隊於六月二十一日依據各國司令官間所商訂 

之辦法撖至其本區域內，各該辦法應規定各 

國衞戌軍隊同時進駐柏林，美國軍隊自法蘭 

克繭及布勒P3經由公路、鐵路與空中自由進 

入柏林0 

本人樂將該函全文提伊理事會。 

史tfc林元帥於一九四5年六月十六日覆 

文贊同是項計剷，惟日期一項稍有變更。彼 

保證依據^計割採取一切必耍之步驟。史大 

林元帥與邱吉爾先生二人間亦有類似之函件 

來往。史大林元帥於是乃同實西方佔領國應 

可 艇 由 空 中 、 公 路 與 鐵 路 自 由 進 入 柏 林 0 

所 謂 自 由 進 入 者 縱 在 俄 文 亦 無 封 锒 之 

四佔領匾之司合官K一九四五年六月二 

十九曰會議於拍林，5t論如何實施各國元首 

間之協議0 ^次會議中經議决西方各國由蘇 

聯TSi域撖退，:3Ë得無限制利用Hdmstedt與柏 

林間之汽車公路與鐵路，但須遵守蘇聯之普 

41交通規則。蘇聯司令Marshal Zhukov於其 

致美國代表General C lay之答覆中稱 

各種車輛均須遵守俄國之公路標識及 

憲兵之指揮，證件須予撿査，至其所載運之 

貨物則不加檢査̶̶ i 

若干，均非蘇聯所性意也0 

根锥上述a解，深入薩克森 (Saxony)與 

轺林吉亜（Tliunngia)及蘇聯佔領區之美國軍 

隊75撖退至其佔領IS內0同時，美国衞戌部 

隊亦移駐柏林。美軍駐於柏林之權利與蘇聯 

之在拍林均同出一源0就此地區之自由進入、 

佔領與管理而言，各佔領國之權利均相等。 

柏林非蘇聯佔領展域之一部而爲依據明 

文協定之國際圈地，顯係上述各項承诺之結 

果0四佔領國司令131意所爲之約定及盟國駐 

德管治委員會所達之協定及不可否^之習慣 

等等均證實美國參與管理柏林之基本權利及 

«屐行其爲佔領國之義務與责任而享有之自 



自 一 九 四 五 年 七 月 七 日 起 四 國 同 意 共 

同負食柏林*民福利所95之伊應品。在一九 

四五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四月間翮於糧食、 

固 體 燃 料 電 力 與 醫 藥 用 品 之 聯 合 伊 麿 業 經 

締結若干項四国協定。凡此各項協定自ai包 

括准許西方各佔領国家進入柏林之權利，而 

後始克將其所分擔之伊庖品運至^地。 

依據盟國管治委員會有關鐵路交通之協 

議，^用'&車經常來往於Helmsteck至柏林 

間之鐵路。蘇聯當局並未檢査，且自柏林地 

區 向 外 運 輸 需 蘇 聯 之 許 可 證 。 凡 經 査 驗 

適宜夂件證明所開荜輛麵Sfc後，即已符合交 

通 之 规 稃 在 此 期 間 ， 西 方 佔 領 國 家 均 認 此 

項辦法爲合理而完全接受。同樣，聯合國宽 

事人 f i l及其他美國公務人員均自由旅行於自 

柏林至he'msteck之鐵路或公路， JÈ不需蘇 

聯之簽證。 

西 镀 各 區 與 柏 林 間 之 空 中 走 廊 經 確 立 

险:！依飛《T之安全規則外，一切飛行均 

不限制。一九四五年T一月盟國管冶委員會 

中之四强協定確立此項走廊三條，W補充一 

九 四 i : 年 七 月 七 曰 四 盟 國 總 司 令 會 所 决 

定 之 單 一 K 時 空 中 走 廊 0 同 年 卞 二 月 ： 各 

走廊一致之安全規則，自是飛行即依據此項 

規則辦理。此項飛行規則復經同 f予"修正，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卞二日公佈實際上，西 

方三國軍航與民航飛機無限制飛 t r i ^此各走 

廊內，對藓聯1^局*未事先通知。 

, 、 蘇 兩 國 曾 締 結 有 賙 兩 佔 領 區 間 船 舶 

交A之甓邊協定。西方各佔領K與柏林間之 

郵務交;â、^5ft交通及德人遷徙事宜等項，在 

盟 國 管 治 委 員 會 中 a 辙 結 四 a 商 ^ 之 辦 法 ， 

在蘇聯未施行封傲辦法前，經順利執tTo 

是以荬國自由進入柏林權利之法律根據 

問題，或蘇聯之承認此項權利問題根本輛 

發生。 

吾 人 ! 權 利 問 題 一 項 a i 須 充 分 明 瞭 

美 國 爲 其 自 由 進 入 柏 林 之 基 本 法 權 經 明 

白 確 立 並 綞 蘇 聯 政 疳 之 承 認 。 夫 繊 路 公 

路 、 船 舶 航 g : 各 種 交 A 之 須 遵 守 一 ^ 稃 度 

之 管 理 凡 ^ 有 理 拴 而 實 | ! ？ 之 人 均 知 之 。 余 

請重引MarshelZhukov —九四五年六月二卞 

九日之聲明 

各種車軤均須遵守俄S之公路檁識及 

憲 兵 之 指 揮 ， 證 件 須 予 檢 査 至 其 所 載 運 之 

貨物則不加檢査——蓋所運何物及貨車 

若 干 均 非 蘇 聯 所 A 意 也 0 

美 國 同 章 此 項 立 場 ， 至 今 仍 吾 人 所 

謂自由進入即合理规則可付闕如之意。惟規 

則之意姦不得曲解爲强行限制，使自由進入 

之;？則完全破壞輯還。美國决不锥任由蘇聯 

政 府 利 用 合 理 規 則 之 原 則 陰 行 武 力 威 脅 之 

手 段 ， 使 美 s 放 棄 柏 林 而 由 蘇 聯 單 獨 控 

制。 

蘇 聯 政 肝 若 爲 西 方 = 國 政 府 a 喪 失 彼 

等過去爲人所承 s之權利，則其依據憲章所 

規定之義務而得採取之行動極爲明瞭。根據 

憲 章 ^ 國 須 ; Ç 諸 談 判 或 其 他 和 平 稃 序 " 决 定 

此問題。此旣爲權利問題，蘇聯政肝應已熟 

龐憲章第三卞六條第-項所宣怖之原則。此 

項 原 則 爲 凡 具 有 法 律 性 質 之 爭 端 ， 在 原 則 

> , 理 應 由 簋 事 s 依 国 法 院 規 約 之 規 定 提 

交 國 際 法 院 0 

蘇聯政肝酱知美國政府對於將此項權利 

間題提請聯合國司法機賙决定或由其他和平 

解决適翥方法< I F 决此案毫不躊躇 0 遇此 

形時，主張改鐽法律地位之一方，顚有提出 

和《解决辦法之義務。 

豈料蘇聯不但不遵依弯章所規定之稃序 

反5F諸威;é行動，欲强人依從其對於法律事 

件 之 單 方 解 釋 。 美 國 政 府 强 否 認 其 巳 放 棄 

在柏林之権利0 &此方面亦如在拍林爭端所 

牽涉之其他方面，蘇聯政府表現其立場之脆 

1%,其所採策略或可稱爲蚱艋式策略，蓋如 

蛑 锰 之 跳 躍 ^ , 毎 衣 均 落 於 薄 弱 之 草 葉 上 , 而 

須另躍新葉，而其立場之不穩如故0 

吾 人 滕 覽 事 件 紀 錄 未 能 發 現 由 於 堅 信 

本 身 主 醒 之 正 大 而 之 前 後 一 貫 性 0 吾 人 未 

能尋出其擬Wj&C和平解决程序之誠意。 

本人茲擬向安全理事會&述蘇聯所採之 

敵視與威#之措施，此種褚施後卒演爲柏林 

之非法封銪。 

本人前已指出關*^柏林與德境西部諸佔 

領 ! ^ 間 各 種 交 i l E 經 議 定 有 條 不 条 之 稃 序 ， 

& 一 九 四 五 一 九 四 六 及 一 九 四 七 諸 年 間 均 

已 遵 辦 理 ， 並 經 蘇 聯 當 局 與 西 方 三 佔 領 國 

家 贊 同 ， 並 無 異 議 。 直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初 蘇 

聯當局開始干涉柏林與西德間之交通，且陸 

續設限，苛例隨壻，迄一九四A年六月杪遂 

演爲柏林之完仝陸上封截0 

余 擬 提 請 注 f 者 ， 即 蘇 聯 限 制 與 煩 擾 之 

新計割，始於一九四八年一月。此日期具有 

重耍之實義，蓋蘇聯政府之立場更鐽層出不 

窮，其後竟稱其所Adl違反先前協定之辦法者， 

乃由於採取此種毫無理由之新步驟後復有種 

種事件發生也0 

演 齄 至 全 部 封 鎖 拍 林 之 蘇 聯 行 虱 始 於 

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蘇聯檢査員登往來於法 

蘭克齙與柏林間之美國軍用火車，耍求檢査 

德國旅客證件時。二月十一日蘇聯檢査員苒 



度登法蘭克繭與柏林間之火車，拒絕承認美 四月二十日蘇聯當局强行規定，凡欲綞 

旅客之辦法不時反對，實始«是 0 然前此面 

未笞势此辦法提異議也0 至西方 s 佔領國當 

局所發出之旅行證，僅限於各該锒籍人民之 

旅 行 綞 各 當 局 認 爲 係 3 1 佔 領 當 局 之 利 益 

者 。 

爲此«聯當局遂行耍求檢査此項旅客之 

證件，及此權力遭否認時乃從事延誤火車之 

敢行，一次，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竟將 

繫，將各該德人途返柏林。英國當局爲&事 

寧 人 計 费 蕃 聯 之 規 定 稍 予 遷 就 ， 發 耠 通 過 

其他佔領展域之;â過證與德籍旅客，從其於 

局査驗C 

墩證件及加蓋圖?d，且其行李須經過展域境 

界檢査站。美國之立場爲軍事旅行令即足爲 

證 ， 無 需 其 他 證 件 。 三 月 杪 ， 美 英 兩 方 之 

軍用列車停止載運糠國旅客，W免再行ft論 

此項事旗，及涫除蘇聯在橡査站之躭延0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蘇軍當局代理 

參謀長General Bratvin通知西方各國之軍政 

府，謂自次日起所有旅客列車連同軍用火車， 

其 中 行 李 與 文 件 均 應 於 蘇 聯 佔 領 區 域 境 界 

處受檢査0此外，凡運貨——包括軍用運翰 

在內——如無蘇軍當局所發證件不得由柏林 

運往西部各]So西方各盟國旣不承認蘇聯有 

權 强 施 此 種 完 全 新 ^ 限 制 ， 粽 果 軍 用 旅 客 

車之開行乃吿中止,旅客改乘飛機公共汽車 

或國睽北方快車(Nord Express)，由拍林外豳 

之軍用貨運亦改用飛機辦理。General Bratvin 

四月三日對美國&柏林抗議蘇聯行動稱，有 

權苜由及無限制利用各 a有之交A路線赴柏 

林 一 節 ， 提 出 答 辯 稱 豳 於 漫 無 秩 序 及 不 受 

限 制 之 客 貨 兩 運 通 過 蘇 聯 佔 領 I S 域 一 事 ， 

前此固未有所協議。彼一反蘇聯當局前所同 

盲之管制，認爲新管制條洌乃《聯佔領當局 

之 內 政 , 並 S i 無 改 變 新 管 制 條 例 之 可 

能。 

同時於四月一日美國之旅客列車因拒絕 

原處。英國之兩列車亦因同樣»形祈囘。 

由四月一日起，蘇聯不許載有包裹之郵 

車離柏林西開，並耍求塡具性资未綞釋明之 

其他表格0 —九四八年四月三日蘇聯當局封 

閉漢堡、柏林間及巴威與柏林間之鐵道，規 

定所有貨運通艇由Hdmstedt運往拍林0 

四月二十三1 

那 布 ( O s n a b r u i 

停止開行 

上同意恢復S項交; i，但其條件;g使用蘇聯 

@路緣時須拾付外躍。嗣洽商細節時，蘇聯 

當 局 所 提 條 件 絕 難 履 行 ， 該 條 件 爲 北 方 快 

&美元耠付，此 

項 耠 付 且 應 追 瀕 至 其 一 九 四 五 年 之 首 次 敗 

行。此蘇聯當局所謂合理管制條！5r之又 

—例也0 

五月二-

通證件之新規C 

六月九曰3 

設 法 妨 礙 柏 林 巿 內 美 區 鐵 路 局 停 車 場 之 工 

作。幸因美國軍事警衞到場，该項干涉得" 

制止0 

六月十二日蔷聯當局違反盟國管治委員 

會之JI令，單獨訂立德人旅行蘇聯展內之新 

規稃，耍求旅客領取特別許可證。 

同日，蘇軍當局在入口地無Hdmstedt停 

止所有東鼸之鐵道交通，惟]&!i次日即行侬復 

至柏林之交通。 

六月十四日，蘇聯當局令蘇區德方當局 

藉口修理工程封閉柏林與西德公路上之易北 

榇(Elbe Bridge) 0 类 國 旅 客 視 察 该 座 揖 壊 

之榇糅後宣稱，該榇兩端置障礙物，欞面數 

處 移 去 ， 其 下 之 整 段 大 糠 期 鋸 斷 ， " 致 

造成數痫0該榇封閉W後三星期間修理工稃 

尙未豳始，蘇軍當局A知某德國榇糅承造師 

謂申請包修工稃一事（此與該商行所承包之 

其 他 工 稃 相 似 ) 實 屬 徒 然 0 

六月十六日蘇聯代表圑退ffi柏林盟軍司 

六月十九日蘇聯當局停止東西兩區域間 

之所有截路客車交通0所有自西方各 IS域A 

邁蘇聯區域之公路交通，包括至柏林之公路 

交31亦吿停頓。進入之鐵路貨運因技術上程 

序 之 改 變 運 量 大 狨 ， 水 上 運 输 受 更 嚴 格 之 

六 月 二 十 3 日 蘇 聯 當 局 藉 口 柏 林 至 

H e l m s t e d t 間 鐵 路 線 之 技 術 困 難 ， 停 止 -

切旅客與貨物之鐵路運输0並根锥相同理由 

停止船舶運轍。馬德堡之德方鐵路當局亦宣 

稱因'技術上之困難 ' H d m s t e d t 與馬德堡間 

之鐵路線不再供給列車邋用。蘇聯當局旣未 

五 



開放其他通達西方區域與柏林之路線，故柏 

林 與 西 鐵 路 錄 實 際 上 S Ë f i i 斷 。 

作 爲 此 項 " 技 術 困 難 之 正 式 說 明 者 ， 則 

有蘇聯所授意之機構聲稱重大之修理實屬必 

要，且詳述修理工稃之重大準備，此種準備 

實,上包括丐德堡鐵路人員之更動，此項人 

員之被裁係因其將鐵路線實5£吿知向西方佔 

領國註冊登Sii之柏林報紙。惟蘇聯區域之慢 

車 何 W 黻 翳 開 行 所 稱 危 險 線 上 竟 達 距 ^ 界 

六哩之遙則未予W說明。 

六月二十三日將屆中夜之前，蘇聯當局 

頒發命令與位於蘇聯區域之柏林中央電力轉 

接管制站，矚其停送自蘇聯K域及蘇展工廠 

至西德區域之電力。據謂此項辦法之甩因係 

由於煤料缺少。 

六月十九日蘇聯當局頒交通限制令，於 

次星期繼"各項禁令。西開之鐵路交通一時 

曾准開行，椎須經蘇聯各檢査站之檢査0郵 

件包裹之運输則全吿停頓0六月二十四日美、 

英翥局不堪此種種限制，遂令各^]^域內開 

往蘇聯區域之一切貨運火車停開，東都開來 

之交:â仍繼績准予開行0 

六月二十四日蘇聯當局下令禁止將來自 

蘇 聯 區 域 之 伊 應 品 分 配 與 柏 林 西 部 各 1 ^ , 因 

而破壤聯合供應柏林之四强協定0 

同曰蘇聯當局停止一切自西部開往柏林 

六月二十九日Marshal Sokolovsky答费 

General Robertson之抗議耆中，表現蘇聯立 

場 之 另 一 豳 動 0 所 用 爲 藉 口 者 已 非 技 術 上 

之困難矣。General Sokolovsky目前描述各 

IS域間旅客交:《i之限制，謂與幣制問題有關， 

且宣怖重建鐵路設備W供德國人口之移勒。 

j f e ê — 週 " 前 即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 徇 西 方 

三國之請，曾*^柏林舉行四國財政與經濟顧 

問會議商5t柏林之貨幣問題。蘇聯代表堅稱 

柏林不得行使與四 A !蘇聯展域相異之貨幣。 

彼不同耆四國控制柏林之貨帑0會後蘇聯當 

局立頒命令改革^聯展及整個拍林之貨幣。 

鑒於每聯當局之拒絕同盲於四國共同管 

镧 柏 林 之 貨 ? 復 鏖 於 蕹 聯 命 令 整 個 柏 林 f B ^ 

制之改革，西方各盟國乃將擬於柏林西部諸 

羼 採 行 靳 德 國 馬 克 （ 其 上 加 蓋 表 柏 林 之 

B 字 母 〉 之 ， a 知 蘇 聯 當 局 0 並 於 六 月 二 

十三日發表公吿0 

吾人切當記憶者，西方新馬克之採用於 

柏林西部諸展，乃在蘇聯當局宣怖有意於全 

柏林採用東都«克之後，此僅係一防澳步驟0 

十 月 三 日 之 會 乃 倒 果 爲 因 、 曲 解 事 實 之 企 

Marshal Sokolovsky旋又藉脆弱之新口 

實進一步非法限制柏林進口。蕖宣稱汽車交 

之限制須予保持W防西德區域之貨幣私運 

柏林 0 彼謂鐵路線上之技術困難已&解决進 

稃中，彼信交31當可儘早恢復0彼復抗議英 

國停止蘇英兩區域間貨車之開行。 

General Robertson於七月三日答覆是函， 

重申商3柏林使用一種貨幣之意願0 

七月三曰General Robertson General Noi 

ret與General Clay拜訪Marshal Sokolovsky o 

Marshal Sokolovsky婉稱彼從未聲言截路交 

=1之停止乃由於技術W外之其他理由，是項 

技術理由現仍有效。最後，彼辯稱西方各盟 

國 於 其 儉 敦 會 議 後 引 致 蘇 聯 區 內 之 經 濟 混 

亂 ， 令 其 法 選 擇 他 項 途 徑 。 於 是 彼 又 囘 復 

其原來之口實，謂目前之停頓乃技術困難使 

m,彼亦並未保證在技術困難淸除後即輛其 

他之情形發生0 

當西方三國七月六日於莫期科正式抗議 

封鎖之際，蘇聯政府七月十四日覆文中未宵 

述 及 ^ 國 當 初 所 稱 封 镇 步 驟 乃 由 技 術 困 

難 而 生 之 解 釋 0 ^ 政 府 公 開 承 認 封 鎖 辦 法 

實際係對西方國家在其德國佔領區內所採行 

敷之報復，於此特强調西德各展域內之赘制 

改變0 

由是蘇聯政府首次提出柏林係德境蘇聯 

佔領區之一部份，此說與所有協定直接牴觸， 

蓋各^協定之規定(IL與此說相反。蘇聯之H? 

會末尾辯稱，柏林問題與牽涉全個德國之問 

題有不可分割之聯繋，欲求協商之有成效，惟 

有包括整個德國f舞勢於談判內此外，蘇聯政 

府不允將西德匾域與拍林間交通線恢復，而 

美國宣稱交通綠之恢復爲談判之先决條件。 

最後，在四强軍事長官最^舉行之會議 

中蘇聯當局全然滇視在莫^科所議决之；111 

示,竟耍汆柏林與西方交 = â 應加長期控制， 

即 西 德 佔 領 之 貨 幣 停 止 在 柏 林 通 行 " 後 亦 

當繼續控刺，蘇聯封镇柏林種種口實之空洞 

虛僞，於此暴露輛遺0蘇聯九月二十二日之 

會重提上項 I I求且最後證明（如此層尙有 

必耍）蘇聯之封镝辦法原在强迫西方三强在 

膠 下 放 棄 其 在 柏 林 之 合 法 地 位 。 

Pî^本人頃所描述之封翁外，蘇聯政府本 

相同之目的採取其他威:《Ê西方諸强之措施， 

其法圖暗中摧毀及破壊合法組成之拍林市政 

府 。 余 巳 言 之 ， 政 府 係 依 據 柏 林 k ; 時 約 法 

組 織 者 ̶ ̶ 該 文 書 曾 經 盟 國 管 治 當 局 之 批 

准 。 

余 擬 引 證 數 例 說 明 蘇 聯 之 破 壤 柏 林 市 

府0柏林蘇聯軍事當局攤派钫耩品皮鞋、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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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配 W 收 政 治 之 效 o 此 又 違 反 凡 此 類 商 品 

應 由 市 政 府 按 公 平 而 不 帶 政 冶 拴 之 原 則 加 

W分配之四强協定0礤聯軍事當局又拒允柏 

林代理替察長使用其在藓聯展之辦公多，使 

其不能執行其正常職務。員雖經市政府 I F 

式任命，而蘇聯當局因欲控制瞀界，遂單方 

提出將其撤換之要求。中央煤槳組織理事長 

亦在位於蘇聯IS之市政府內之辦公宰爲蘇區 

德警奉蘇聯軍事當局之命所逮捕。 

領美國執"？之德文判物屢遭蘇聯區德國 

瞀,之査抄，此實違反管治委員會第五十三 

號311令。柏林市內領蘇聯執昭之報紙卒日所 

印消g自僅限於藓聯當局應允者，各該報紙 

對 西 方 佔 領 國 及 選 出 之 柏 林 市 政 府 S 擊 益 

肆0 

其或允爲殿重者，蘇聯當局縱容及鼓勵 

拍林蘇聯區域之搔亂治安之行爲。此項不守 

秩序之行勤三次均 f 市議會開會期中在市政 

廳演爲羣衆暴行。六月二十三日八月二十七 

日及九月六日有組織之羣衆閟入市政廳，雖 

蘇 聯 內 之 德 警 阻 之 亦 不 果 ， 致 市 議 會 之 屆 

會或暫行停會或未能舉行0 

谷該行動之計割均採取類似方式0其計 

割 在 使 拍 林 市 政 府 威 信 全 失 政 令 不 行 ， 且 

造 成 市 內 之 秩 序 及 暴 烈 行 動 ， 其 結 果 破 壤 

西方各佔領國ÏE常參與四國共同治理柏林事 

宜0 

於此有數事至爲顯明（一)美國有權駐 

於柏林，（二)駐於柏林權包括進入及負貴維 

持;^地居民生活之權，（三）蘇聯政府依據特 

別協定及實施 î f形，三年來完全承認是項權 

利與责任，（四）蘇聯政府滕次藉脃弱之口實 

違背聯合國茧章所規定之義務，》«£法膨追美 

國 法 国 及 英 聯 干 國 放 棄 柏 林 及 其 在 ^ 地 之 

自蘇聯當局强施不法封鎖W還，美國政 

府即進行直接與堅决之不斷努力，欲與鏍聯 

政 府 共 同 調 整 柏 林 之 局 勢 使 造 成 威 脅 和 平 

之封鎖得"解昤，而此種威脅，安全理事會 

目前正予審理。 

爲達成此項目的計，美國政府始終願竭 

誠商訂可行之辦法，使蘇聯區域之德國馬克 

在適宜之四强管制下用爲柏林之唯一貨1^^= 

惟是美國政府不願在蔴聯封黧之强4壓力下 

放棄其對柏林或德菅志之權利與義務。吾人 

曾明白表亍此種强迫壓力之撖除可散談判其 

他有讕拍林與锒國懸案之円徑0此項立場吾 

人骨一再表矛始終爲美國政府之政策0 

本人頃所敍述最初致力之工作，係西方 

三 國 軍 事 長 官 在 柏 林 與 蘇 聯 軍 事 長 官 之 談 

判0但均吿失敗0西方三国政府75*!St :月三 

曰發動若干次之會談,最初係在莫斯科開始， 

繼轉至柏林，終則復囘至莫斯科。在是次會 

議中，一本諕實進行5t論之西方三a政府曾 

數度認爲或有獲致協議之可能。孰者若干^ 

顯巳獲致之^解竟又爲蘇聯政府毀棄。其間 

提 議 與 反 提 議 ， ^ 言 與 背 信 之 冗 長 ^ 稃 ， 足 

見 蘇 聯 政 府 心 中 缺 乏 a r t , 蓋 誠 意 乃 解 决 之 

先决條件也。 

余W爲於此概述吾人企圖fe=决此項問題 

之 經 實 有 0 ^ 耍 。 由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可 知 重 

行直接談判，於事辑補。且使舉世獲#吾人 

除 諸 安 全 理 事 會 外 別 無 他 策 之 故 。 

美國、法囝及英國政府旣番西方各國軍 

事長官就地解决柏林問題之一切努力無補於 

事 後 乃 於 七 月 六 日 分 別 " 內 容 類 似 之 B P 會 

向蘇聯政府提出正式抗議。 

碌聯七月十四日之覆文公開承認封鎖非 

由 於 前 所 藉 口 之 技 術 困 難 ， 而 係 對 西 方 各 

佔領國政府在其德境佔領區內所採行勸之報 

復。蘇聯政府竟抹钕其所參訂之協定，提出柏 

林 係 蘇 聯 佔 領 區 域 一 部 份 之 要 求 。 政 府 辯 

稱與西方諸佔領國政府之談判欲其有效，惟 

有談判範園包括整個德國局勢。該政府柜絕 

解!^封镇0 

爲 和 利 鑫 計 ， 西 方 三 國 政 府 仍 願 盡 一 

切可能之努力。彼等决定再對蔫聯當局爲非 

正式之接洽C 

各該國？ 

洛託夫氏時請求與史大林元帥晤談。^次晤 

談於八月二日舉行。 

Smith大使代表西方三國政府向史大林 

元帥提出口頭聲明，强調三國政府决不放棄 

其在柏林之權利。渠指出西方三国政府希望 

遏 制 柏 林 情 勢 之 更 趨 惡 化 , 龙 謂 若 封 鎖 辦 

法係起於技術上之困難，則補救之道鹰屬易 

事 0 

茲擬引述Smith大使當時之陳述，渠謂 

封鎖如與！^谰問題有關，則封鎖顯無必耍， 

蓋此項間題"前及現在 P L可由四强在柏林之 

代表加W調整0反之，若此種辦法意在使四 

强 之 談 制 得 舉 行 ， 方 同 樣 輛 此 必 耍 ， 蓋 英 

聯王國、美國及法國政府從未於何時反對與 

蘇聯代表商5 t有鬮德國之問題0 

S次會議所同盲者:g停止威=é後，即可 

進行談利其他有關拍林與德意志之S案。史 

大 林 元 帥 辯 稱 柏 林 與 西 部 運 输 及 变 A 之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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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拍林市 

行使特別之西方貨幣0西方各國代表明白聲 

稱，倘蘇聯赞同則於法蘭克繭最後制立之機 

構可與蘇聯展內之任何政府合併"組成德國 

中央政府0蓋德國之統一本食西方諸國政府 

之目的也。 

^次會談結束時，史大林元帥作下列提 

案，由Smith大使報吿本國政府 

一 柏 林 市 內 之 採 用 蘇 聯 區 域 德 國 馬 

克 以 代 替 西 方 B 字 馬 克 應 與 所 有 運 输 限 

制 之 撖 同 時 辦 理 。 

' 二 渠 不 復 要 求 延 緩 倫 敦 决 議 案 之 實 

施以爲條件，惟稱應將蘇聯政府之堅决願望 

一頮紀錄在案。渠解釋業已認識此項要求將 

三國代表經向史大林元帥說明彼等無權 

處理有繭幣制之問題，但同意向其政府建議 

彼時柏林事態之解决頗似具有可能。 

嗣後，Snmh大使奉命會同英法兩國同人 

努力擬具一項公報草案，載述與史大林元帥 

所 達 致 之 : 解 。 因 此 乃 與 莫 洛 I t 夫 氏 約 定 會 

商，事實上與其會議多次，各於八月六日、九 

日 十 二 日 、 十 六 日 舉 行 0 

西方三國代表向莫氏提出公報草案，其 

中規定立時撖除封鎖與維持運输與交A之自 

由。^草案：ÎË規定一俟四國軍事長官商定發 

行與管制之適宜辦法後即行採用蘇聯IS域之 

饍 國 馬 克 ^ 柏 林 A 行 之 唯 一 貨 幣 。 草 案 • 

定四國政府之代表應舉行會議審議有關柏林 

莫洛託夫氏提出另一公報草案，規定所 

解 除 之 交 通 限 制 僅 j y i 於 西 德 各 佔 領 區 宣 怖 

幣 制 改 革 後 即 六 月 十 八 日 " 後 所 戎 立 者 爲 

限，故在;^日前所實施之若干限制措施均當 

予 w 接 受 。 

抑尤有進者，莫洛託夫氏之、t案論及實 

施翻於西德意志之偷敦决議案之問題，但此 

問題茱經史大林元帥特別聲明不構成協定之 

條件。最後，莫洛IÊ夫氏、*案擬將柏林賑款 

之 管 理 事 宜 委 諸 由 蘇 聯 絕 對 控 制 之 銀 行 辦 

理，又柏林對外賀易之執行亦擬全继委諸蘇 

至是昭然若揭。 

西方三國政府若接受蘇聯草案，即等於 

柏林經濟生活之全部均由蘇聯控制，而放棄 

四强所同意之管制基磋0在其後各次會談中， 

西方三國政府於各次會談時始終聲明其 

基本觀^，即其拍林佔領軍係依據權利而駐 

其間，惟各;^國家均願14有秩序之方式涫除 

目前之危機，且願准許柏林全部使用蘇聯區 

之貨帑，但使用之條件須獲四強之同意且其 

使用須由四强共同管制0 

與莫洛 I t夫氏之其他若干次會議未能解 

决 本 人 適 間 所 述 之 問 題 。 是 " ， 三 國 政 府 議 

决請與史大林元帥苒行會議0此次會議係於 

八月二十三日舉行。 

史大林元帥證赏蘇聯政府所同意解昤之 

運输限制係包括在六月十八日前所施行者在 

內0彼並確認四國管制柏林市內貧幣之原則， 

且提議設立四强財政委員會對德國發行银行 

行使此方面之必耍權力。銀行 7 5受蘇聯之 

控 制 實 際 發 行 貨 幣 者 也 0 

闢 於 偷 敦 决 議 案 史 大 林 元 帥 建 議 紀 錄 

如次 

偷敦决議案包括組織西德政府之問題 

亦綞5t論。5t論係於互相;？解之空氣中舉 

行。 

Smi th大使宣稱將此提議向其本國政府 

報吿，惟在述明對此問題並未獲致協議"前， 

其本國政府不能接受髑於此項問題之任何措 

詞0否則，此言 J 

之-

且再度 

希窠協議或可有成。各该政府旋再，令其在 

莫斯科之代表0八月二十七日各代表與莫洛 

託夫及維辛期基會商擬定公報草案及發與各 

軍事長官之311令0當綞與莫洛託夫氏商定於 

八月三十日發出，令並飭各軍事長官於九月 

七H前就5t論之進展情形提具報吿0 

公報草案未猹最後協議，因莫洛SE夫氏 

仍堅持其中豳於掛敦决議案之一段0惟是同 

意此羝可延至各軍事長官完成會談後重行討 

論0 

A月三十一日四强軍事長官及其属僚首 

次在柏林會議，商定 J令之如何實施。渠等 

拍林談判之進行具有一項特徵，即蘇聯 

軍事長官未能遵守在莫斯科所達成之:?解0 

渠 要 求 空 運 應 以 伊 應 柏 林 佔 領 軍 之 需 要 爲 

限0前此並輯此項限制存在，亦未同意此項 

限制0發與四强軍事長官之3 1 1令耍求撖除 

限制而非增詖限制0 

蘇聯軍事長官否認四强財政委員會對於 

由蘇聯完全支配之拍林锒國發行銀行之笨務 

應加管制0此項立場使四國對柏林貸帑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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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歸於無效o此與史大林X帥八月二十三H 

之特g'i保證實相牴觭。 

柏林之蘇聯代表耍求;^政府應控制柏林 

與西德佔領展及其他國家之貿易0此項立場 

與 ; 3 1 1 令 四 國 軍 事 長 官 擬 定 圓 痫 之 貿 易 墓 

磋 之 3 1 1 令 亦 不 相 侔 。 

西方三國軍事長官於其所商定之九月七 

曰報吿內述及蘇聯軍事長官之此項館度。渠 

等 建 議 各 ^ 問 題 應 由 各 政 府 在 莫 斯 科 解 决 ， 

然後柏林方面始克有局部之進展0 

西方三國政府乃於九月十四日將各該問 

題提請蘇聯政府注意。九月十八日豫m政府 

繫此請求提出否定之答覆0 

四 曰 後 ， 西 方 三 國 政 府 致 同 文 會 與 蘇 

聯政府，提出彼等在三項原則問題上所取之 

是 後 立 場 。 鑒 於 蘇 聯 當 局 顯 執 行 莫 斯 科 所 

達協定之意願，三國政府並耍求蘇聯政府解 

除封截及確定辦理此事之曰期0是時非法封 

翁已施行三月餘矣。繼鎮商談顯属無益0必 

須實行者爲蘇聯政府放棄其W武力强逼順從 

之企圔0 

蘇聯政府九月二十五日提出不擓人實之 

答徵P該政疳甚至較Marsha l Sokolovsky更 

進一步，耍求由铩聯軍事司令部控制柏林輿 

西方間之空中交通0 

西方三國政府至此剁舞他途0彼等於九 

月二十六H及二十七日各對蘇聯政府提出同 

文萍會，通知該國政府謂依據聯合國憲章規 

定之義務，彼等須將此項對於和平之威脅提 

交安全理事會處理0柏林情勢之嚴重Bfe不僅 

與吾人有關且與全世界亦有蘭係，故吾人實 

鄭重提出一無。癱聯政府未嘗向35方諸國政 

府 提 出 任 何 具 體 提 案 j y i 便 消 除 其 所 咸 之 困 

難0 

外長會議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延 

會£1後，蘇聯政府於其非法封截柏林之舉實 

施0前，未瞀提出召集外長會議之提窠。反 

之,该政府退出管治委員會及盟軍司令圑，現 

存之四強機構之有效工作,由是遂吿停頓0且 

其行勒有違奄章第二條第四項之嫂定，该條 

如余十月四日會;â知安全理事會者，美 

國駐莫^科之代表於十月三H收接蘇聯政府 

關於柏林局勢之另一 1?會0本人目前不擬詳 

述 ; ^ 照 會 內 所 述 之 各 事 項 。 蓋 該 會 所 表 示 

之 蘇 聯 政 府 立 場 與 政 策 鮮 有 不 爲 世 人 所 知 

者0伹其對於本人頃所描述之整個談判綞逷 

頗有所補充。^BP會說明何以吾人W後之談 

判M 5^竭耋解决此案之可能性c 

此十月三I 

佔領區間空中航線之使用有所聲明 

夫德實 t東西各部旣有兩種不同之貨 

幣存在，則蘇聯最高指揮部必須設立防範，以 

防使用空航運输非法貨幣及綞營賀易，75極 

此種聲明將如何與巳往就此項空運問題 

所提之聲明相缚歟Î 

當柏林談判,中，蘇聯軍事長官耍求柏 

林與西德各佔領區間之空中交產應 i l伊給佔 

領軍隊之需要爲限0此種要求，勢將包括一 

切 ' 商 貨 與 旅 客 之 運 输 。 

蔴聯政府九月十八日備忘錄支持蘇聯軍 

蘇聯政府九月二十五日之照會對於空中 

運 输 是 否 限 於 佔 領 軍 需 要 一 層 未 予 述 及 。 ^ 

掙會對此問題未予囘答0其確聲明者爲蘇聯 

司 令 部 須 《 ^ 立 商 貨 與 ‧ 運 轍 之 管 制 0 

然則蘇聯政府對於此事之餱度如何？吾 

人所發現者乃朝三暮四之態度0惟發铪諸軍 

事長官之311令對此問題至食明白0該WII令所 

耍求者，除撖除交^限制外別輯他事0蘇聯之 

最後8?會對於願否遵從s項311令仍未述明。 

安全理事會當前所處理案件之特徵，即 

蘇聯封截現仍維持，因而延長其所造成對於 

和平之戚脅0 

圔内之和平威脅而提出於理事會之理由0就 

現所面臨之種種情形而論，若以其他名義稱 

此封鎖及其實際與可能發生之結果，實欠公 

允< 

理事會，非謂理事會不得再用窀章其他部分 

中所指之和平解决辦法。對於本案亦稱安全 

國宗旨，使用a*諸武力之班脅或便用武力0此 

種始則;0對交通113轍之干涉終則爲全部封 

截之行動,乃奉蘇聯軍事當局之命令而:S者， 

且有駐紮德境蘇聯區之蘇軍支持，彼等須臾 

之簡即可使用武力執行蘇聯所通柏林與西德 

K 域 間 停 止 交 S 之 禁 令 0 此 顯 : S 使 用 諸 武 

力 之 威 脅 對 付 西 方 佔 領 國 家 ， 而 其 使 用 之 

情形固與聯合國宗旨實不相符也。 

所負锥持和平之首耍责任，其行動至富彈性0 

吾人將此案提ffi於安全理事會，並無任 

何一成不變之解决公式。吾人所希望者爲安 

全理事會能協助解除此項對和平之威脅0過 

去所發生之事件宋嘗變更吾人對此問題之立 

場 0 封截— 

九 



主 席 苟 非 有 關 代 表 中 有 人 要 求 ， 即 不 

另 行 於 發 言 後 作 法 語 或 英 語 之 傳 , 。 

英聯王國與法蘭西代表均巳列於發言人 

名 單 上 此 時 a 係 午 後 十 二 時 十 分 ， 現 即 宣 

怖延會至午後三時重行集議0 

( 午 後 十 二 時 十 ^ 會 。 ） 

第三百六十四次會議 

一九四A年十月六日星期三 

午後三時在巴黎夏幽宫舉行 

主席 Mr Juan Atilio BRAMUGLIA(阿根廷)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 法 蘭 西 、 敍 

利 亞 烏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四繼鑌討論法蘭西、美利壁合衆國 

與英聯王國各政府一九四人年 

九月二十九日致秘書長之同文 

通知書（S八020及S/1020/ 

Add 1) 

Sir Alexander CADOGAN ( 英 聯 乇 國 ） 安 

全理事會今晨得脍美國代表暢述柏林一地存 

在已有相當時日至今仍未解决之危險唐勢。 

此種情勢之存在，係由於^聯政肝認爲宜對 

西德各佔領區與柏林之運输與交通加W限制 

而起。 

本人願對於美國代表之言完全贊同，並 

代 表 本 國 政 府 宣 稱 是 項 行 動 本 政 府 認 爲 與 

英 聯 王 国 在 佔 領 與 治 理 柏 林 方 面 之 權 利 銜 

突。然此事非本國政府將此柏林h?勢問題提 

出安全理事會之主荽理由。吾人之主耍理由 

蘇聯政府違背依聯合國窀章第二條所負義 

務之單方行動造成憲章第七章實義範園內之 

對於和平之威脅0 

余 發 言 之 始 ， 願 鄭 重 申 言 吾 人 現 提 出 

於安全理事會之問題，至爲單純。瘃聯政府 

訴 之 非 法 與 強 暴 手 段 " 遂 其 在 柏 林 之 t 願 。 

此 事 百 詞 莫 辯 0 爲 掩 蔽 事 實 之 眞 相 * 或 可 提 

出關於幣制之專門拴辯論及謂英美法諸國政 

府之行動已使其在柏林之法權失效，但此與 

國政府所譴責者即此封镇耳，在其所造成之 

威迫情形下絕無談判之可能0 

英王陛下政府之柏林佔領國地位，實與 

其他三佔領國相同，旣不佔優勢亦不處逆境0 

在一九四五年德實志輛條件投降之前後，英 

聯 國 法 國 與 蘇 聯 訂 立 協 定 將 德 國 割 食 四 

佔領區域，柏林市亦經劃爲四部份。此項铋 

定將柏林市置於四強管制之下，而由司令團 

司其事0 

英王陛下之軍隊於一九四五年六月開進 

柏林，彼時W還，^地英國當局即會同其他 

佔領國當局充分盡其本份執行 s 市之佔領與 

管理職责，及負责保護德國居!^之安全與繭 

利。 

英國當局履行其職貴時,享有由陸地、河 

上及空中往來柏林之權利0是項往來權利，苜 

然附羼於英聯王國政府在柏林英國展域及管 

理整個柏林市所具有之地位。英聯王國政府 

爲充分享受其佔領國之權利及適當執行其職 

責，此往來權利實屬 iÈJ要，且在暹輯上爲執 

行職责之結果0 

本年(一九四八年)三月蘇聯政府連績抹 

取若干措施，其終搔豸頃間所述之封截措施 

之實行0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B蘇聯軍事長官退 

f 盟 國 管 治 委 員 會 會 議 該 機 關 係 依 據 四 強 

協 定 ; ^ 以 冶 理 德 國 全 部 者 0 自 後 即 未 窜 行 

集議。 

各國之行動權利及拍林局勢諸項，從事談 

此議實難接受蓋此不啻承認針鎖之合理及贊 

同蘇聯W此爲 î t價還價之武器，實則英聯王 

與公路交通，翌曰當施行附則0英美二國之 

旅客列車自四月一日起即因未遵照蘇聯所通 

之規稃而铍阻，不得進入蘇]So 

自上述日期至六月十五日間德堉蘇聯當 

局對於西德佔領區與拍林間之銥路、公路及 

水上交通之干涉，繼增不巳。對於旅客及貨 

物 之 鐡 路 公 路 與 水 上 旅 行 證 件 ， 施 行 種 種 

苛待辦法。多數鐵路貨車均因蘇區以未合安 

全條例爲藉口而被;《Ê開囘0英展與柏林間之 

公路交^因易北河横鞣之封 W厳重受阻，英 

國當局提議铉修此項重耍榇工，但遭拒絕0 

本人至此擬請安全理事會切記蘇聯政府 

對於拍林與西德間運输與交通之限制，曾提 

出各種與前後矛盾之理由。彼等指稱此項限 

镧 之 所 j y i 必 要 , 乃 由 、 所 謂 ' 技 術 困 難 ， 或 

又 謂 食 對 於 西 德 與 柏 林 西 展 執 行 之 貨 幣 ^ 

所 造 成 « B î 而 取 之 防 锲 辦 法 。 惟 本 人 頃 

所敍述蘇聯之限制措施係施行於其他三佔領 

國 家 推 行 西 德 或 柏 林 西 區 貨 改 革 之 前 0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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