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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隧道+的修建与冷战期间
美国对苏联的情报战
!

高文知

摘
!

要!)柏林隧道-

Q.;H;8<+)Q-));<

.+"""即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和修筑的一

条由西柏林通往东柏林的秘密通道%是冷战早期震惊世界的一桩情报活动&在)柏林隧

道+的主要运作期%中情局获得了关于苏联军事'政治等方面有价值的情报%对艾森豪威尔

政府的冷战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柏林隧道+被发现后%苏联尤其是东德的政府和媒

体都非常震惊&)柏林隧道+被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赫鲁晓夫向西方发出最后通牒以

及东德修建柏林墙&

关键词!)柏林隧道+(中情局 (情报战(冷战

情报活动在冷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获取他国的情报%美国在全世界展开了

一系列的情报活动%

!2$5

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是美国开展情报活动的主要机构&中情局

在当时的冷战前沿城市柏林展开了一系列的情报活动&这些情报活动主要是要获取苏联

的军事和经济'政治情报以及在同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对抗中获得优势&为了

达到这个目的%中情局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在柏林建立柏林行动站作为开展情报活动的

据点等等&而在
1"

年代修建的)柏林隧道+工程%是这一时期中情局采取的一项最有野心

的情报活动&

关于)柏林隧道+的研究成果%国外主要是把)柏林隧道+放在整个冷战中中情局在柏

林的行动中进行研究或是放在中情局与克格勃的对抗中进行研究或是分析 )柏林隧道+

的来龙去脉&近年出现了论述)柏林隧道+的成功与失败等方面的论文&整体上来说%对

)柏林隧道+的作用与影响的分析还显得有些薄弱&国内对)柏林隧道+的关注也比较多%

但主要是一些介绍性的论文%对)柏林隧道+缺乏深入的分析&

)柏林隧道+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情报通道%美国又通过它获得了哪些政治'军事等方面

的情报%对当时的冷战形势产生了什么影响()柏林隧道+被发现后%苏联和东德如何回击

和应对美国的情报战, 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柏林隧道+%这样一

桩情报活动的作用与影响%对我们认识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情报战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美国修建)柏林隧道+的原因

情报对抗同冷战的起源和发展息息相关&冷战开始后%随着对德国的分区占领%美'

英'法把情报活动指向了德国%尤其是柏林&柏林是美苏冷战的前沿战场%尤其在冷战早

期%柏林是东西方冲突的焦点&由于柏林的分裂%也使它成为高层情报活动'间谍'间谍交

换活动的焦点&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在东'西柏林%在广泛的领域展开了情报活动&在

东柏林苏联的情报据点是卡尔斯霍斯特-

]D8</.@8/>

.%有广泛的组织机构%其触角深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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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柏林的医院'商店等&

作为冷战的主要一方%美国的情报活动自然比较活跃&二战后%美国在柏林的情报活动最初由战略

情报局-

a\\+(;@\[>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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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a[[

.负责%但为了适应战后冷战的需要%

!2$5

年%美国重组了

情报机构%成立了中央情报局%主要负责对国外的情报工作&中情局成立后%其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探测

苏联的冷战政策和目标以及挫败苏联在全世界的影响&后来在柏林开展的一系列情报活动主要是由中

情局负责组织的&中情局在柏林开展间谍行动的主要方式是建立柏林行动站-

H;8<+)a

E

;8D>+@)HD/;

.&

通过该行动站的运作%中情局获得了苏占区交通'食品供应'土地改革'公共舆论'工业生产条件等方面

的情报(获得了德国科学家被苏联政府带到了苏联的情报&除此之外%中情局还知道了斯大林决心利用

东德的铀资源建造原子弹!

&

随着作为)冷战蓝图+的
Y[J&%

号文件的出台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需要扩展其情报行动%并

且需要更多的和更确切的关于苏联的情报"

&除此之外%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加剧也是促成美国加强情

报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210

年
!!

月
!

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成功试验了第一个氢弹%其当量为
!"$"

万吨梯恩梯%比投掷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当量大
!"""

倍&在美国对此感到沾沾自喜之时%

!214

年
%

月%就在美国试验氢弹
2

个月后%苏联也进行了首次热核试验%实验成功氢弹&随即苏联领导人宣布%美

国已不再拥有对氢弹的垄断权&这让美国既意外又担忧&总之%随着苏联核势力的增强以及核武器的

毁灭性等因素促使美国政府迫切渴望得到关于苏联原子能计划的科学家的情报以及在东德开采铀资源

的铋-

=+/C->.

.公司的情况%还有苏联的核政策&

除此之外%斯大林死后苏联国内形势的不明朗%也促使美国加强对苏的情报行动&美国政府想知道

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的政策行动%包括赫鲁晓夫的国内政策以及对德国和欧洲的政策&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之前光靠柏林行动站获取情报的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美国政府的要求&因

此中情局要寻求更大胆的情报搜集方式&通过开凿)柏林隧道+来获取苏联的通信情报%则是这时最大

胆的情报搜集方式&为何要在柏林开凿)隧道+%是由柏林的地理位置决定的&除了作为冷战的前沿城

市%柏林也是欧洲最大的通信中心之一&在
0"

世纪
1"

年代%柏林仍是从法国西部深入延伸到苏联和东

欧的运输和通信网络的中心%比如%从莫斯科'华沙'布加勒斯特之间的电报通信要经过柏林&监听柏林

的通信可以大大提高美国获取苏联和东欧的情报的能力&当然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在
!21!

年初将无

线通信转变成加密的固定电话线%固定电话线以两种形式存在!电线杆架线和地下电缆&这两种形式都

传输加密的信息和一些容易被窃取的语言通信&

在
!210

年%中情局查明了这个形势%并且判断地下电缆会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因为它们埋藏在

地下%并且不会受视频监控(如果在恰当的位置秘密安装一个水龙头%将可以通过水龙头来获取情报&

这就是美国打算在东柏林修一条隧道以获取苏联的军事情报的想法的来源%

&

!214

年春天%中情局验

证了这个想法%并且掌握了驻东柏林的苏联军事和民事机构都大量运用地下电缆进行通信这一情况&

每天在
04

点至凌晨
0

点的这个时间段%东柏林电话交换台的特工会对苏联的电话交通进行修补%利用

这个时候%中情局的技术人员可以窃取苏联的通信情报&后来%中情局认为%即使在午夜%他们获得的情

报仍具有极大的价值&于是中情局总部决定把秘密修建)柏林隧道+的想法付诸实施&

&

实际上%英国也参与策划了这个计划&上述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成美国这一代号为)金子行动+计

划///修筑)柏林隧道+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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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柏林隧道+的运作与情报收集

中情局在经过实验和搜集技术资料'选址'寻找更好的掩饰方法之后%)到
!21$

年
%

月
!5

日的时

候%基本的设备和人员都已经就位%准备实施隧道修建工程66隧道彻底完成的时间是在
!211

年
0

月

底%其中的自来水室是在一个月后完成的&三条电缆是在
!211

年
1

月至
%

月完成的%电缆铺设后%录音

就开始了&工程的总花费是
&5"""""

美元&+

!

从
!21$

年
%

月%)柏林隧道+开凿后不久%监听设备就开始截听电话了%直到
!21&

年
$

月
00

日隧道

被苏联发现&在这段时间%这个)隧道+给美国和英国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苏联的情报%这些情报的种类和

质量是从
!2$%

年以来%其他获取情报方式获得的情报都不及的&这些情报是美国了解苏联的冷战早期

目标%尤其是在欧洲的目标的来源&实际上%直到斯大林去世%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的很多情况还不是很

清楚%而)柏林隧道+则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来源&

从
!211

年
0

月底%在)柏林隧道+竣工后%每个星期中情局会把窃取的电话通信送回华盛顿%经过翻

译后%供分析人员研究&大约
1"

名精通俄语和德语的人员%挤在一间只有
01

平方米的密室里从事翻译

工作%而为了防止克格勃窃听%这栋房子周围用铁板裹得严严实实%而且没留窗户&人们给这个房间起

个绰号!)袜厂+

"

&总体来说%通过)柏林隧道+%中情局获得了
1""""

盘磁带的录音内容%

$$4"""

全转

录的谈话-

4&%"""

个谈话来自苏联%

51"""

谈话来自东德.%

$""""

小时的电话交谈%

&""""""

小时的

电传通信%

!51"

份情报报告%

&

通过)柏林隧道+中情局获得了苏联的政治'军事'科技方面的情报&比如军事上%美国通过)柏林隧

道+获得了极具价值的苏联和东德地面部队的训练'组织和装备'操作的情报&这些情报也是掌握苏联

战斗命令发布的一个重要渠道(而掌握苏联战斗命令发布是中情局的一个重要任务&中情局还掌握了

苏联计划利用#华沙条约$来加强苏联同东欧的军事合作%但在公开场合苏联宣称会削弱军事力量&苏

联会在东德加强苏联空军的核打击能力(并且重新装备在东德的苏联空军%包括利用新式炸弹'带有机

载雷达的双喷拦截器等&对在东欧的大概
!""

个苏联空军设施以及苏联建在东德'波兰的飞机制造厂%

中情局也掌握了如何对它们进行识别和定位&

&

三')柏林隧道+的作用与影响

在
!2$5

年%中情局成立时%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就说过!)我不管中情局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所需

要的是它们
0$

小时留心苏联的攻击&+

'实际上%冷战开始后%美国一直担心苏联会对西柏林发动突然

进攻(担心苏联会对美国和西方盟国发动一场整体战&因此%中情局要掌握部署在东德的苏联军队-

>.;

W8@-

E

@\[@:+;>U@8(;/W;8CD)

P

%简称
W[UW

.的情况以及东德的军事和交通状况&不管采取什么样的

情报方式%中情局要第一时间获得关于苏联的战斗命令的情报&在)柏林隧道+运行期间%它成为一个非

常有价值的该方面的情报来源&

据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估计%如果苏联要发动一场整体战%则首要的目标是在西德%然后再扩展到西

欧其他国家&而发动对西德的攻击%最有可能的力量是苏联驻扎在东德的部队&窃听苏联驻扎在东德

的部队的电话%中情局则可提前获得这支部队是否要发动战争的情报&在)柏林隧道+运行的
!4

个多月

的时间%美国通过窃取到的情报%分析出苏联不会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除此之外%通过窃听的情报%中

情局也掌握了%东德的铁路线和部分车辆仍处于失修状态%而苏联要运输大规模的武装部队%必须依靠

这些铁路线&这也让美国人感到松了一口气%苏联没有对西柏林突然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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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隧道+运行期间%美国人始终担忧一个问题%及上文提到的苏联会对美国和西方盟国发动整

体战&这个问题通过)柏林隧道+窃听的电话内容%美国人获得了保证%也就是苏联没有发动整体战的计

划&当然%美国通过)柏林隧道+还获得了其他的情报&

在政治方面%

!21$

年底%中情局截获了一个重要信息!苏联军方传达克里姆林宫指示%要求驻东德

苏军保持良好纪律%不可破坏和谐气氛%配合苏联政府同西德改善关系&中情局分析人员根据这份情报

做出判断!柏林战争状态有望结束&果然%

!211

年
!

月%苏联宣布与西德结束战争状态%

2

月
!4

日双方

正式建交&

通过)柏林隧道+窃听的内容%中情局在这段时间及时地掌握了苏联对柏林的政策%对这时发生在柏

林的每一起事件都能知道其背后的原因&中情局掌握了%虽然有不断的来自东德的压力%这个压力即东

德方面宣称他对东柏林和整个东德的主权%但苏联在面对美'英'法时%仍然不会放弃其对东柏林的特

权&这让美国感到幸运%因为此前美国一直担忧%苏联会把东柏林的控制权交给东德&而如果东柏林的

控制权在东德手上%东德有可能如斯大林先前的做法一样%封锁东'西柏林的通道&通过)柏林隧道+提

供的情报%美国了解苏联此时完全承认了东德%并且允许东德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些通信情报还显示%

苏联和东德官员处理东柏林发生的涉及西方市民的事件时%都是很没有准备'混乱'优柔寡断的!

&

中情局获得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情报是苏联决定利用二十大诋毁斯大林&斯大林死后%美国一直非

常关注苏共二十大的情况&美国一直希望苏联东欧内部发生演变%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国内政治的变化

使美国看到对东欧实施演变战略时机成熟&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为二十大前后苏联发

生的一些变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苏联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美国的政策制定都有参考作用%因

此%对这一变化 %美国必须认真考虑&在杜勒斯看来%赫鲁晓夫及其他苏联领导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艾

森豪威尔总统赞同杜勒斯的判断"

&当然关于
!21&

年
0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的情报%)柏林隧道+起了

很大的功劳&至少%通过)柏林隧道+%美国知道了苏联决定利用二十大来诋毁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诋毁%迅速在苏联国内很多领域产生了影响%其中一个就是对其核计划的影

响&苏联核科学家长期以来对所受到的高压政治控制非常愤怒%他们想利用赫鲁晓夫诋毁斯大林的机

会获得更多的自由&而这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他们只能绝望的控制这些科学家&对于苏联的这次事

件%)柏林隧道+提供了详尽的信息%据此%美国掌握了几百名参与苏联原子能计划的苏联核科学家的信

息%

&

中情局通过窃听)柏林隧道+中的一条通信电缆///这条电缆是克格勃安插在东德的铋公司的人员

和克格勃东德基地总部通信的线路///掌握了铋公司的组织和行动&铋公司开采的铀资源主要运往苏

联%用于制造核武器&除此之外%通过窃听)柏林隧道+中的通信电缆%美国获得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

即)参加苏联原子能计划的上百名德国科学家的信息%还有一些相关的武器发展的信息&+

&而其中的一

批被称作)

!"45

-

E

.+团队的科学家///这个名字是以他们在苏联的邮件通信地址命名的///是苏联原

子能计划的核心人物%这些科学家被美国锁定为目标%希望他们为美国政府所用%给美国提供关于苏联

核武器发展的情报&美国甚至利用优越的工作和住房来吸引他们%在
!211

年夏天的时候%美国从一些

跟他们合作的科学家那里获得了一些苏联核武器的情报信息'

&

这些科学家提供的情报信息%尤其是一些关于苏联核计划的比较难获得信息%反过来需要进行检

验%而)柏林隧道+提供的通信信息又是一个好的检验渠道&

当然%)柏林隧道+提供的情报极其丰富%这里分析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情报是艾森豪威尔政

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中情局通过)柏林隧道+窃取的情报%在)隧道+被发现后%仍然被分析%用来作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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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知!)柏林隧道+的修建与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情报战

考&通过)柏林隧道+窃取的情报%在)柏林隧道+被关闭两年后%对柏林行动站-前文对该行动站进行了

介绍.而言仍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那么)柏林隧道+的被发现%远不止一桩情报活动被发现这么简单%

它对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和柏林墙的修筑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柏林隧道+事件也激发了苏联采取进一步措施%促使西方三大国撤出柏林&

!21%

年%赫鲁晓夫就

向西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西方承认东德对东柏林与西方的通道的控制权%否则%他将同东德签订单独

的合约&如果苏联同东德签订单独合约%那么这将极大地危及西方在柏林的地位&

)柏林隧道+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柏林墙的修筑&就柏林墙而言%东德和苏联决定关闭东'西柏

林边界%修筑柏林墙%他们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保持东德政权的稳定%阻止难民逃往西柏林&但这不是惟

一目的&开放的柏林使东德处于大规模的间谍'颠覆活动中%西方的间谍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西

柏林的自由通行(关闭东'西柏林的通道%使西方在柏林进行间谍活动变得更加艰难%可以保障东德共产

主义政权的安全&当然%美国中情局想再实施)柏林隧道+这样的窃听行动也变得更加不可能&而实际

上%修筑柏林墙大大阻止了西方情报机构的秘密颠覆活动%也使西方将西柏林作为监视东德的基地变得

不大可能&

修筑柏林墙是斯塔西-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反间谍和反颠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西方情报机构

也明白了%由于赫鲁晓夫发布最后通牒%以及柏林墙的修筑%他们再难以采取 )柏林隧道+这样的情报方

式获取情报&从赫鲁晓夫发最后通牒%修筑柏林墙来看%反间谍和反颠覆的目的是一个重要方面&当

然%反过来%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寻找其他的间谍和颠覆方式&

四'从)柏林隧道+看冷战中美国对苏联的情报战

如上所述%虽然)柏林隧道+运行了一段时间%美国也从中获得了丰富的情报&但实际上%苏联在中

情局谋划实施 )柏林隧道+计划的初期就对该计划有所了解&后来的解密档案证明%)虽然美国方面采

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但苏联的克格勃很快就知道了这个4隧道5的计划%这主要是通过其英国秘密情报

处-

[;(8;>̂)>;<<+

A

;)(;[;8:+(;

%简称
[̂[

.的人员///乔治*布莱克-

W;@8

A

;H<D*;

.获得的&+

!乔治*布

莱克是克格勃安插在英国秘密情报处的人员&苏联在知道)柏林隧道+的情况下仍然使用原来的通信线

路%这最主要的原因是克格勃出于保护乔治*布莱克的需要&

在
!21&

年早期%这个)隧道+虽然仍在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而西方不知道的是%赫鲁晓夫和布尔

加宁已经在思考怎么更好地关闭这条)隧道+了&赫鲁晓夫希望把这条通道的发现作为一个主要的事件

来进行冷战宣传&

!21&

年
$

月在东柏林郊外的索恩法尔德公路上%一小队苏联通信兵发现了这个)隧

道+&随后莫斯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柏林隧道+的被发现是当时震惊世界一时的事件&

时任东德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乌布利希派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这个事件%调查证明%)柏林

隧道+无疑是美国的一桩间谍行动&紧接着乌布利希带领着宣传队伍来到了)柏林隧道+所在地%马上又

有很多人来参观)隧道+&东德的媒体对在东'西柏林之间的这条)隧道+反应激烈&认为这是一件非常

严重的事件%是一桩国际丑闻%也违反了国际法(呼吁东西柏林联合起来&#新德国$评论这次事件%是美

国情报机构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强盗行为+&#新时代$认为没有什么词语够以形容这桩邪恶的行动&所

有的评论都呼吁柏林联合起来%终止北约的这种行为%将冷战的乌云赶跑%改变柏林作为间谍的前沿城

市的现状%使柏林的形势正常化"

&

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和东德的抗议不予理会%艾森豪威尔否认授权中情局修筑这个隧道%

&

但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他为失去)柏林隧道+这个重要的获取情报的有效渠道感到惋惜%但实际上%他也

知道)隧道+的被发现是不可避免的&据艾森豪威尔的秘书安德鲁*古德帕斯特-

R)F8;,W@@F

E

D/>;8

.

回忆%)柏林隧道+的被发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情局和总统的关系&也许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是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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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疏忽引起了东德的注意%因此艾森豪威尔对中情局所有的在其他主权国家的活动加强了限制!

&

苏联政府利用美国的)柏林隧道+这一情报事件达到它的宣传目的后%在
!21&

年
&

月底封闭了)隧

道+&)柏林隧道+是冷战中美国对苏情报战的一个缩影%从这个缩影%我们可以看到情报深刻地影响着

冷战中各国政策的制定%美国等也采取各样的情报活动%来获取他国的情报%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柏

林隧道+的主要执行机构///中情局%是冷战的产物%同时也是执行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机构&成立伊

始%中情局的主要职能就是给杜鲁门政府提供苏联的军事'外交'政治方面的情报(后来中情局的职能更

加扩展%包括执行心理战'文化冷战%甚至隐蔽行动等(这些职能都是为美国的冷战政策服务的&中情局

的存在也是为了与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进行对抗&冷战早期%克格勃几乎在全世界都开展了情

报活动&美国要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取得优势%必须在情报战领域获得优势&

从)柏林隧道+的修筑背景来看%它也是冷战发展的产物%也是美国对苏情报战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冷战开始后%随着四大国对柏林的占领%情报活动也激烈地展开&冷战后的柏林就是一个间谍的战场%

难民也成了美国发展间谍的对象&四大国在柏林建立间谍活动基地&如前所述%美国的柏林行动站是

在柏林开展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苏联的卡尔斯霍斯特也是其在柏林开展情报活动的据点&美国迫切

需要苏联的军事%包括战斗命令'核武器等方面情报以及政治方面的情报&

)柏林隧道+提供的情报给美国的冷战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苏共二十大后%美

国所采取的对东欧'苏联的政策上面&美国通过各种情报方式获得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情报%根据掌握的

在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诋毁斯大林的情报%更进一步的加大了对苏联'东欧的演变政策%煽动东欧国家叛

乱%加大自由化政策的力度&)解密的情报和国家安全备忘录明显显示%情报在形成艾森豪威尔政府的

自由主义战略%和对东欧的整体政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只是情报对美国冷战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的一个方面%中情局在美国冷战外交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随着档案的解密%情报战在冷战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关注&情报战是另一种冷战%也是冷

战的一个重要方面&情报战对我们认识冷战中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深刻认识冷战国际关

系%对我们了解美'苏等国政策的制定%认识冷战的本质%都是不可或缺的&)柏林隧道+被发现和公开于

众之后%美国加强了对其情报活动的调整%情报活动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直至今天&

!#

作者地址!高文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50

&

9CD+<

!

44"$!!054

$`̀

#(@C

&

!#

责任编辑!桂
!

莉

$

*

$0!

*

!

"

7D:+F[>D\\@8F#7

5

*"#("/"$'-(")&*/#N@)F@)

!

I@.)V-88D

P

N>F

%

0""0

%

E

#!&1#

I+C VD8(.+@#

)

M;/+/>D)(;B@>;)>+D<D)FM@<<OD(*

!

b[+)>;<<+

A

;)(;D)F>.;9+/;).@,;8RFC+)+/>8D>+@)

5

/B@<+(+;/>@,D8F9D/>;8)

9-8@

E

;

%

!2143!21&

+%

./'"&&*

=

"/C"$/0A$'*4/$&7"C1)*'

E

%

!221

%

!"

-

0

.%

E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