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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苏德战争爆发后ꎬ 美英等盟国向苏联提供了大规模物资援

助ꎮ 在数条运输线路中经由波斯湾、 伊朗抵达苏联的 “波斯湾走廊” 通道具有

很重要的作用ꎬ 盟国援苏物资中的四分之一左右经此运往苏联ꎬ 对苏德战争及欧

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影响ꎮ 美英苏三国在开辟和利用 “波斯湾走

廊” 运输通道过程中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ꎬ 大小矛盾分歧如影随形ꎬ 明显地体

现出大国关系的复杂性ꎮ 美英合作相对较为顺利ꎬ 但两国与苏联的合作则多行走

于猜忌狐疑之中ꎮ 美英苏因 “波斯湾走廊” 的开辟和利用同时出现在伊朗并因

此与其产生交集ꎬ 伊朗作为美英苏 “合作平台” 深陷大国矛盾之中ꎮ 各方 “合

作” 尽管伴有异议歧见和矛盾相向的情况ꎬ 但在反法西斯战争大背景下最终做到

了殊途同致合作共赢——— “波斯湾走廊” 运输通道在纵横捭阖的大国关系变化

中完成了其历史使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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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苏德战争之初遭受重创ꎬ 希特勒断言苏联 “已经崩溃且永远不会复

兴”①ꎮ 局势的确十分严峻ꎬ 若无外援相济则苏联所面临的倒悬之急有加剧之势ꎮ
出于对本国利益和反法西斯斗争的综合考量ꎬ 丘吉尔和罗斯福很快表示要尽其所

能地对苏联提供帮助ꎬ 因为苏联 “勇敢和坚强的抵抗” 在对德斗争中有着 “极
其重要” 的作用ꎬ“必须迅即行动起来以为将来有效分配两国资源而制定计划”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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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等盟国通过多条通道将大量物资运抵苏联①ꎬ 其开辟和利用情况各不相同ꎬ
各具特点ꎮ 运送援苏物资的北方航线受到极大威胁ꎬ 黑海地区通往苏联的运输条

件也十分不利ꎬ 虽然在土耳其保持中立的情况下黑海在理论上能够保持开放ꎬ 但

轴心国占据爱琴海一带后该通道实际已被阻断ꎮ 德国控制西欧和法属北非后ꎬ 盟

国货运船只难以自由通行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水域ꎮ 在此情况下ꎬ 经由波斯湾、 伊

朗抵达苏联的 “波斯湾走廊” 运输通道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ꎬ 其所承担的援

苏物资运量占总比近四分之一②ꎬ 对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与其他通道相比ꎬ 这条路线在开辟和利用过程中涉及更多的大国关系问题ꎬ 本文

试以论之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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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看ꎬ 援苏物资运送主要通过五条路线实现: (１) 美国西海岸到苏联西伯利亚的 “北冰洋航
线”ꎬ 由于交通不便及封冻期过长等因素ꎬ 此路线作用较小ꎬ 战间总计约 ５０ 万吨物资经此运抵苏联ꎬ 其中
航空燃料运量比重较大ꎮ 参见: Ｔ Ｅ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ꎬ “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ꎬ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２１ꎬ Ｎｏ ２ (Ｊｕｎ ꎬ １９５５)ꎬ ｐｐ １３６ － １４６ (２) 美国西海岸港口经北太平洋到苏联远东港口的 “北太
平洋航线”ꎮ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 年西方国家对苏援助达到 ２ ８０３ 艘次、 约 １ ７５０ 万吨物资ꎬ 其中 ９００ 多万吨租借物
资经由北太平洋通道运抵苏联ꎬ 占苏联接受美国租借物资总量的 ４７％ ꎮ 分别参见: Ｆｅｒｎ Ｃｈａｎｄｏｎｎｅ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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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１１０ (３) 美国港口经大西洋到苏联北方港口摩尔曼斯克、 阿尔汉格尔斯克的 “北方
航线”ꎬ 是美苏之间距离最短的物资供应线ꎬ 二战间美英等盟国将 ４００ 多万吨 (其中 １１０ 万吨来自英国)
盟国援苏物资经此通道运抵苏联北方港口ꎮ 参见: Ｈｕｂｅｒｔ Ｐａｕｌ Ｖａｎ Ｔｕｙｌｌꎬ Ｌｅｎｄ － Ｌ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Ｗａｒꎬ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ＰｈＤ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４５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２ 年间通过该通道
运送的援苏物资占总比的 ９０％以上ꎮ 参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ｉｌｌ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ｅｎｄ Ｌｅａ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Ｗａｒ Ｅｆｆｏｒ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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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湾到苏伊 (朗) 边境的水陆联运线——— “波斯湾走廊” 通道ꎬ 相对最为安全且可长年通行ꎬ 援苏物资
运送量介于上述两条通道运量之间ꎬ 其中援苏汽车总量的 ４５％ 经由此通道实现运输ꎮ 参见: Ｆｒａ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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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德萨等苏联黑海港口的 “黑海航线” 是开辟最晚的一条供应线ꎬ 仅发挥五个月左右的作用而后随战事结
束而停止使用ꎮ 关于 “五条路线” 的研究还可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ｈｎ Ｊｏｎｅｓꎬ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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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аперно А Л Ленд － лиз Тихий океанꎬ М: Терраꎬ １９９８ Ｃ １０ꎻ Красноженова Елена Евгеньевнаꎬ
Трансиранский транспортный маршрут в период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ꎬ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ꎬ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ꎬ Т ８ꎬ № 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Ｃ ２７

在国内研究中ꎬ «战时合作中美苏阿拉斯加—西伯利亚空中走廊研究» (孙向宇ꎬ «求是学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二战中伊朗航线与库尔德问题» (孙向宇ꎬ «西伯利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及 «二战期间美
国对苏实施租借法案之北太平洋航线研究» (刘佳楠ꎬ «西伯利亚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是具有代表性专题
研究成果ꎮ 在国外研究中ꎬ «波斯湾走廊与对苏援助» (Ｔ Ｈ Ｖａｉｌ Ｍｏｔ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ａｎｄ Ａｉｄ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１９５２) 是关于 “波斯湾通道” 的专题论著ꎬ 也是
“二战中美国陆军史” 系列成果中唯一关于中东战场的著作ꎮ «通往俄国之路: 美国对苏实施租借法案»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ｈｎ Ｊｏｎｅｓꎬ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ｅｎｄ － Ｌｅａｓｅ ｔｏ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ꎬ Ｎｏｒｍ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９)、 «环北太平洋的秘密战争» (Ｏｔｉｓ Ｈａｙｓꎬ Ｊｒ Ｗａｒ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ｉｍꎬ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ａｓｋ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 «租借法案: 胜利的武器»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ｔｅｔｔｉｎｉｕｓꎬ Ｊｒ ꎬ Ｌｅｎｄ －
Ｌｅａｓｅ: Ｗｅａｐｏｎ ｆｏｒ Ｖｉｃｔｏｒｙꎬ ＮＹ: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４４) 和 «给北极熊提供给养: 美国对苏援助ꎬ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 (Ｈｕｂｅｒｔ Ｐ Ｖａｎ Ｔｕｙｌｌꎬ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ａ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ꎬ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５ꎬ Ｓａｎｔ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ＡＢＣ － ＣＬＩＯꎬ １９８９) 以及 «波斯湾司令部: 伊朗和伊拉克的二战史» (Ａｓｈｌｅｙ Ｊａｃｋｓｏｎꎬ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ｒａｑ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 也具代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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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刀过竹解”: 相对顺利的美英两方合作

美国于二战爆发前在中东地区的影响非常有限①ꎬ 商业利益主要以在沙特的

“阿美石油公司” (Ａｒａｂｉａ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为代表ꎬ 在巴林、 科威特和

卡塔尔的石油利益初现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 ４０ 年代②ꎮ 美国和伊朗 “结缘” 起初并非

因为石油ꎬ 根本原因是在二战大背景下所作的一种战略选择ꎬ 直接原因则是美国

对苏实施 «租借法案» 使然ꎮ 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远早于美国且影响大ꎬ 两

国为满足运送援苏物资需要而在该地区走到一起ꎮ 美英双方在苏德战争爆发之际

便表示要对苏联予以全面援助ꎬ 罗斯福认为此举 “与美国国家防务相关联”③ꎬ
因此要 “给予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④ꎮ 美英之间在波斯湾走廊开辟和利用中虽

有矛盾ꎬ 但并未成为合作的严重羁绊ꎮ
在美英商讨开辟波斯湾走廊通道之际ꎬ 英国自身在从埃及到印度的补给线也

面临着巨大威胁ꎮ 在埃及和利比亚边境地区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与德国的 “非洲军

团” 在激烈地进行着拉锯战ꎬ 德军还从高加索方向威胁着英国在两伊地区的石油

生命线ꎬ 英国第十集团军为此需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严密布防ꎬ 同时还要防备

德军从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等地突入伊朗ꎮ 英国在中东地区近乎面临当风秉烛之

境ꎬ 希望美国能助力其在该地区的活动ꎮ 罗斯福派特使哈里曼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Ｈａｒｒｉｍａｎ) 于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赴伊拉克英军基地进行考察ꎬ 由于英国当时在伊拉

克的活动限于维护安全和保持交通及通讯联络方面的任务ꎬ 因此美国最先也是在

这些方面向英国提供了一些援助ꎮ
英苏两国在 １９４１ 年 ８ ~ ９ 月间出兵伊朗后ꎬ 英国就着手改进波斯湾地区的港

口和伊朗境内陆路交通设施ꎬ 以便有效向本国军队、 向伊朗和苏联提供物资援

助ꎮ 伊拉克的巴士拉当时在波斯湾港口中发展程度相对较好ꎬ “英伊石油公司”
发挥主导作用ꎮ 在向苏联运送援助物资初期ꎬ 伊朗西南的阿巴丹港在英国的计划

３３１

①

②
③

④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几乎只限于传教士方面的事务和一些美商石油资源开发相关的事务ꎮ 参
见: Ｈｉｌｔｏｎ Ｐ Ｇｏｓｓꎬ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 Ｔｈｏｍａｓ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ｉ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１９５９ꎬ ｐ ２４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６６ꎬ ＧＰＯꎬ １９８７ꎬ ｐ 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 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ｄｔ)ꎬ Ｊｕｎｅ ２８ꎬ １９４１ꎬ

ＦＲＵＳ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ꎬ Ｖｏｌ Ｉꎬ ＧＰＯꎬ １９５９ꎬ ｐ ７７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ｎｄ － Ｌｅａｓ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 Ｓｔｅｔｔｉｎｉｕｓ)ꎬ Ｎｏｖ ７ꎬ １９４１ꎬ ＦＲＵＳ １９４１ Ｖｏｌ Ｉꎬ

ＧＰＯꎬ １９５８ ｐ 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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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用于接收和组装飞机以及处理其他港口无法装卸的大型设备ꎬ 该港口主要用

作石油运输ꎮ 伊朗的霍拉姆沙赫尔港 (Ｋｈｏｒｒａｍｓｈａｈｒꎬ 下略为 “霍港”) 和沙普

尔港 (Ｂａｎｄａｒ Ｓｈａｈｐｕｒꎬ 即霍梅尼港) 也是主要港口ꎬ 但未改造前分别只有一个

大型泊位ꎬ 阿瓦士 (Ａｈｗａｓ) 是霍港以北的小型港口ꎬ 波斯湾东北的布什尔港

(Ｂｕｓｈｉｒｅ) 规模很小但优势之处在于它有通往德黑兰的公路ꎮ 伊朗铁路缺少大马

力机车、 仅有几百个载重车厢且很多路段是单线ꎬ 铁路需要经行数百座桥梁、 在

伊朗中部地区平均每两英里就需穿越一处隧道ꎬ 铁路交通信号设施也非常落后ꎮ
卡车数量极为有限ꎬ 从海湾地区通往德黑兰及其以北地区的道路有很多情况下只

适合骆驼和畜力车通过①ꎮ 在 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ꎬ 英国从其本土、 加拿大和印度获取

火车机车和车厢ꎬ 暂时缓解援苏物资运输困难问题ꎮ 英国对波斯湾港口通往德黑

兰的伊朗铁路实施军事管制ꎬ 动用数千人的军队来维持其基本运转ꎮ 美国 １９４２
年秋逐渐全面接手援苏物资运输相关任务前②ꎬ 英国在伊朗所面临就是上述状

况ꎬ 若不改善伊朗港口和内陆运输条件则无法达到最终目标ꎮ
伊朗境内的运输设施需要大力改进才能满足其自身及向苏联运送物资的需

要ꎬ 单靠英国一己之力难当此任ꎮ 随着英国在伊朗南部地区影响的增强ꎬ 美国的

活动范围和内容也随之扩大ꎮ 在英国要求下ꎬ 美国两个代表团在 １９４１ 年秋赴伊

朗和埃及进行调查ꎬ 并很快同意在改进伊朗通讯设施等方面向英国提供帮助ꎮ 罗

斯福下令组建了 “伊朗军事行动处”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③ꎬ 委派拉蒙

得维勒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 Ｗｈｅｅｌｅｒ)④ 上校负责具体事务并直接向战争部部长史汀

生进行汇报ꎬ 陆军工程兵部队也很快出现在当地ꎮ 波斯湾走廊的效率一直受到伊

朗境内低劣的陆路运输条件的限制ꎬ 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伊朗港口及铁路的援苏物资

运量每月仅 ６ ０００ 吨ꎬ 大抵相当于一艘船的载货量⑤ꎮ 尽管在 １９４２ 年初波斯湾通

道已实现少量过货ꎬ 但伊朗内陆运输瓶颈仍未突破ꎬ 美英苏之间的协商直到同年

夏一直持续着ꎮ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国负责对苏租借事务的斯退丁纽斯认为ꎬ 几乎不能将 “霍港” 和 “沙普尔港” 称之为 “港”ꎮ
另外ꎬ 关于交通条件的情况可一并参见: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ｔｅｔｔｉｎｉｕｓꎬ Ｊｒ ꎬ Ｌｅｎｄ － Ｌｅａｓｅ: Ｗｅａｐｏｎ ｆｏｒ Ｖｉｃｔｏｒｙꎬ ｐｐ ２１３ －
２１４

直到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ꎬ 在伊朗铁路上才出现完全由 “美国元素” 组成的援苏物资运输活动: 扩建的
铁路、 火车机车、 车厢、 所运物资、 机车工程师及消防人员等均来自美国ꎮ

该机构是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成立的 “波斯湾司令部”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Ｃｏｍｍａｎｄꎬ ＰＧＣ) 的前身ꎮ
到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末ꎬ 其职务由唐纳德  辛格勒 (Ｄｏｎａｌｄ Ｓｈｉｎｇｌｅｒ) 上校取代ꎮ 同年 １０ 月后辛格勒又

被唐纳德克诺利 (Ｄｏｎａｌｄ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取代ꎮ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Ｃｏａｋｌｅｙꎬ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ａｓ Ａ Ｒｏ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ｉｄ ｔｏ ＵＳＳＲ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Ｓ Ａｒｍｙ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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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英国在伊拉克巴士拉港综合区建设的支持ꎬ 美方在 １９４２ 年春承担了

巴士拉以南伊拉克乌姆卡斯尔港 (Ｕｍｍ Ｑａｓｒ) 的建设任务ꎬ 这时美方人员数量

不多但也标志着美国大规模改进波斯湾运输设施活动的开启ꎮ 美国承担的主要任

务是港口和公路建设ꎬ 但英军方和英国商业公司一直控制着交通运输方面的活

动ꎮ １９４２ 年年中ꎬ 英国在巴士拉港口的改扩建工作依然落后于计划目标———目

标吞吐量计划增至战前水平ꎬ 但实际上却低于前一年的平均量ꎮ 巴士拉是当时伊

拉克在波斯湾港口中最活跃的ꎬ 然而其过货量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是流向苏联

的ꎬ 余者均为供给英国第十军的物资ꎮ 美方的首要任务是使援助物资顺抵苏联而

非援助英国在伊拉克等中东地区的活动ꎬ 对伊朗境内项目的改扩建任务优先于在

伊拉克的同类任务ꎬ 所以美方的工作重心很快从伊拉克的乌姆卡斯尔港转向了伊

朗境内的霍港等工程上来ꎮ
由于苏联主要倾向于通过摩尔曼斯克等北方港口接收援助物资ꎬ 波斯湾

走廊运输通道建设进程到 １９４２ 年春依然无明显进展ꎬ 所以作用也非常小ꎬ
苏联主要通过该通道接收一些卡车和飞机ꎮ 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认为有必

要提高援苏物资运送速度和效率ꎬ 罗斯福在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表示说ꎬ 伊朗对美

国防务而言 “至关重要”①ꎬ 这也表明美国将加强在伊朗的活动ꎮ 盟国最初低

估了德国对苏联北方航线的干预程度ꎬ 盟国运输船只尤其在挪威沿海地区经常

遇袭而蒙受严重损失ꎮ 从英国和冰岛经北海、 挪威海到巴伦支海方向的援苏物

资运输船队的护航任务主要由英国承担ꎬ 当 １９４２ 年春德国在这些水域加大海

空打击力度情况下ꎬ 若增加兵力加强对这条通道进行保护ꎬ 则会削弱英国本土

及冰岛等地防御能力ꎬ 或可招致德国的打击ꎮ 英国对此十分不安ꎬ 这也是英国

积极推动开辟波斯湾走廊等运输通道的原因ꎮ １９４２ 年春ꎬ 在安迪梅斯克

(Ａｎｄｉｍｅｓｈｋ) 和沙普尔港的卡车组装工厂和阿巴丹飞机组装厂同样由于缺乏足

够港口空间和陆路运输条件差而十分低效ꎮ １９４２ 年 ５ ~ ６ 月间原计划通过北方

航线的 ２４ 艘船改道波斯湾ꎬ 然而由于伊朗港口和陆上运输条件并未有多大改

善ꎬ 即便只有 ２０ 多艘船的物资也颇费时日才处理完毕ꎮ 美国为完成与苏之间

业已达成的租借协定不断增加运输量ꎬ 大批来自美国的援助物资滞留在冰岛和

英国港口ꎬ 美国也希望尽早开辟通畅有效的运输通道ꎮ 苏联起初不愿通过波斯

５３１

①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ｎｄ － Ｌｅａｓ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 Ｓｔｅｔｉｎｉｕ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０ꎬ １９４２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４２ꎬ
Ｖｏｌ ４ꎬ ＧＰＯꎬ １９６３ꎬ ｐ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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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走廊接收援助物资ꎬ 但在北方航线所受威胁日甚一日情况下其态度也发生变

化ꎬ 转而同意通过波斯湾方向接收援助物资ꎮ 隆美尔军队于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突入

埃及ꎬ 对苏伊士运河和中东油田形成新的安全困境ꎬ 德军同时还逼近了高加索

地区进而从另外一个方向威胁着中东油田ꎮ 同期欧洲战场上的苏军依然处于被

动地位ꎬ 而要保证苏联在对德作战中扭转局势ꎬ 盟国必须不断地向其提供各类

物资援助ꎮ 由于盟国在北方航线的船只和物资损失严重ꎬ 英国主张暂时中止使

用此条运输路线ꎮ
美国最初在伊朗与英国的合作并不十分积极、 甚至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亦

然ꎬ 其在伊人员数量到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仅千余人ꎬ 军方人员不过两百人①ꎮ 美国并非

英苏伊协定缔约方ꎬ 所以只能将在伊行动限制在对英支持层面上ꎬ 苏德战争爆发

前这种支持和援助也是通过物资租借形式进行ꎬ 这样既援助了盟国又保持了美国

的 “中立”ꎮ 英国在中东地区有较大利益ꎬ 积极支持在中东地区开辟新的援苏通

道ꎮ 丘吉尔指出ꎬ 尽管苏联尚未与日本进入敌对状态ꎬ 但从美国西海岸向苏联符

拉迪沃斯托克大规模运送物资会造成诸多外交不便ꎬ 唯一可选的替代路线就是

“南部通道”ꎬ 即波斯湾走廊通道ꎮ② 负责协调对英、 对苏援助事务的美国总统特

使哈里曼在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提出由美方接管伊朗铁路ꎬ 罗斯福旋即表示同意ꎮ 的确ꎬ
伊朗铁路运输效率非常低下ꎬ 这使援苏物资运量不可能提高ꎮ 伊朗铁路运量到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还不到 ３ ６ 万吨ꎬ 而且其中援苏物资仅为 １ ２ 万吨③ꎮ 鉴于此ꎬ 美英

双方就扩建铁路问题做了进一步磋商并取得进展: 由美国接管伊朗南部铁路、 伊

朗波斯湾港口和公路运输改扩建任务ꎬ 丘吉尔在一天后正式表示认可、 罗斯福在

三天后便要求美国战争部做出相关计划④ꎬ 美英两国首脑的这种反应是双方合作

积极态度的表现ꎮ
英国于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将其控制的伊朗铁路连同连接铁路的波斯湾港口转交美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到 １９４３ 年后ꎬ 美方人员数量最多时将近 １０ 万人ꎬ 其中军员 (ｕｎｉｆｏｒｍ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３ 万人、
非军员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 约 ６ ５ 万人ꎮ 参见: Ｅｍｍｙ Ｆｒｅｎｃｈꎬ Ｄａｎｎ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ｎｄ － Ｌｅａｓ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ｍ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ｒｇ / ｔｈｅ － ｐｅｒｓｉａｎ － ｇｕｌｆ －
ｃｏｍｍａｎｄ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ｌｅｎｄ － ｌｅａｓｅ － 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ｔｏ － ｔｈｅ － ｓｏｖｉｅｔ － ｕｎｉｏｎ － ｄｕｒｉｎｇ － ｗｏｒｌｄ － ｗａｒ － ｉｉ / ꎬ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８

Ｄｗｉｇｈｔ Ｊｏｎ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ꎬ Ｌｅｎｄ － ｌｅａｓｅ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ꎬ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ｅｄｉ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ｅｆｅｎｓｅｍｅｄｉａ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ｌｅｎｄ － ｌｅａｓｅ － ｔｏ － ｒｕｓｓｉａ － ｔｈｅ － ｐｅｒｓｉａｎ －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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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①ꎬ 美方代表不久向苏联作了非正式通报但后者并未明确表态ꎬ 而几乎与此同

时美英再次取得一致: 如果苏联北方航线损失惨重局面依然持续ꎬ 那么完全依靠

波斯湾航线或成为必要②ꎮ 英国在与美国积极协商的同时也对两伊地区的交通运

输设施和项目进行了改扩建活动ꎬ 在 １９４２ 年完成了阿瓦士连接霍港的铁路支线ꎬ
使该港在援苏物资运输上的作用很快超过巴士拉港ꎮ 巴士拉港设施充足的深水泊

位只有 ６ 个ꎬ 英国掌控该地区以后又增辟 ６ 个ꎮ 美国接管伊朗在波斯湾地区部分

港口时ꎬ 阿瓦士、 阿巴丹以及伊拉克的巴士拉由英国控制ꎬ 到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英国

将阿瓦士港交与美国ꎮ 为进一步提高波斯湾走廊的运输效率ꎬ 美方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初任命唐纳德科诺利准将 (Ｄｏｎａｌｄ Ｈ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为海湾地区美方负责人ꎬ 其

主要使命是保证不断增加的援助物资能够源源不断运抵苏联ꎮ 虽然美英采取了一

些实效措施ꎬ 但在波斯湾通道启用之初如何尽快卸船以及临时妥置租借物资这个

紧迫的基本问题依然未能解决ꎬ 两伊在波斯湾的全部可用港口在五个多月时间里

都处于船只和货物拥塞状态ꎮ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末到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下旬ꎬ 美国运输船平

均往返时间多达 ５５ 天③ꎬ 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租借物资运输效率ꎮ
美英在伊朗境内进行的改扩建工作比较注意协调完善合作机制ꎬ 双方于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在德黑兰签署了协调在伊活动的共同协议ꎮ 英国最初对美方人员活动的指

挥权、 军事运输管理权以及经伊朗对苏援助物资数量的确定等权力都转交美方ꎬ
这些新的合作进展为美国有效地向苏联运送物资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ꎮ 为减少

苏联的疑虑ꎬ 丘吉尔要求美方只限于通过伊朗向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活动ꎬ 且须

在英国 “伊朗 －伊拉克司令部” 监管下行事④ꎮ 这项协定在多个方面对美英双方

的权责作了划分ꎬ 极大提高了波斯湾 － 伊朗通道的效率ꎬ １９４３ 年春以后的双方

合作总体上表现出较为融洽的特点ꎬ 因此有美国学者称之为美英之间在波斯湾走

廊 “成功合作之典例”⑤ꎮ 这种和谐关系在一些具体项目建设中表现很明显ꎬ 比

如双方在 “信号联络处”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框架下的合作就比较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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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５９ 艘船只在高口停留 ４０ 天以上ꎬ ４６ 艘在 ５０ 天以上ꎬ ３３ 艘 ６０ 天以上ꎬ 在 ９０ 天以上的也
有 ５ 艘ꎮ 经过相关方共同改进以后ꎬ 同比时间缩短到 １９４４ 的不到十天ꎮ 参见 Ｔ Ｈ Ｖａｉｌ Ｍｏｔ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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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ꎬ 合作中美方发挥主导作用ꎮ 主要信号建设工程到 １９４４ 年初均已完工ꎬ 在合

作高峰时期的 １９４４ 年夏参与人员逾千人 (其中在德黑兰总部人员达 １５０ 人)ꎬ 合

作成果包括 １１ 个固定的无线电站、 １５ 个电报站以及有 ４０ 多条线路的 １７ 个电话

交换台ꎬ 同时还完成了 ５００ 英里的线杆架设、 线路布设以及总长 １ ２ 万英里的线

路维护任务①ꎮ 美英分别负责公路和铁路沿线通讯线路维护维修任务ꎬ 英方在这

项工作中依然发挥主导作用ꎬ 它负责美各营地之间的线路维保任务ꎬ 理论上将美

军的同类责任限定在美方接管范围内ꎮ 在机场使用与建设方面ꎬ 美国在波斯湾地

区的空中运输被置于 “空运指挥部” (Ａｉ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ꎬ ＡＴＣ) 管辖下ꎮ 经

与英国协商ꎬ 指挥部可使用阿巴丹机场ꎬ 机场人员及飞行活动均可由其控制ꎮ 此

外ꎬ 该指挥部对位于德黑兰和加兹温的几个机场也有不同程度的使用权ꎮ 德黑兰

的库尔蒙盖机场 (Ｑａｌｅｈ Ｍｏｒｇｅｈꎬ 即梅赫拉巴德机场) 在苏联控制之下ꎬ 指挥部

只能在取得苏联同意后方可使用该机场ꎬ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两国在伊合作自然

终止之时ꎮ 美国 “空运指挥部” 还获得了苏控加兹温机场使用权ꎬ 但仅限紧急

情况下使用且不得有美国人员参与活动ꎮ
美英之间的合作相对较为顺利ꎬ 但 “无平不陂、 无往不复”ꎬ 它们之间也并

非在所有相关问题上始终 “异口一言”ꎬ 双方在公路修缮维护等方面就是合作与

矛盾并存ꎮ 美英双方曾议定ꎬ 霍港到安迪梅斯克之间的公路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初之

前由美方负责ꎬ 安迪梅斯克到伊朗西北部的加兹温 (Ｋａｚｖｉｎ) 之间的道路维保任

务在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前由双方共同承担ꎮ 然而ꎬ 从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后英国就将霍港到加

兹温这段道路上的洪害治理及滑坡处理和除雪等任务交给了美方ꎮ 在 １９４３ 年大

部分时间里ꎬ 美方负责的伊朗北部公路建设任务仍然处于紧张施工中ꎬ 英国此际

将大量维保任务甩给美国工程兵部队ꎬ 虽然体现了 “合作” 精神ꎬ 但也着实为

美方增添了极大负担ꎮ 此外ꎬ 在伊朗内陆水运权及美国能否派出黑人士兵等问题

方面ꎬ 美英之间也出现过分歧ꎬ 但同样没有达到影响全局的程度ꎮ
在二战期间与英国合作 “一直是美国政策的基点”②ꎬ 与英国在伊朗的合作

是这种政策的一种实践ꎮ 英国在伊朗等中东地区负责战略防御责任ꎬ 而美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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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英国 “指挥” 和 “建议” 下、 在不违背英苏伊 “三方协议” 条件下展开活

动ꎬ 美英之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合作的态度ꎬ 偶有分歧但都不关碍大局且

最终都迎刃而解ꎬ 英法的合作态度对于波斯湾走廊通道的开辟和有效利用发挥了

决定性的作用ꎮ

二　 “多怀顾望”: 疑猜相伴的美英苏三方合作

在二战爆发前美英苏等大国之间就存有猜忌ꎬ 这既是美英与苏联在社会意识

形态上的差别而引起的ꎬ 同时也是其 “各从其志” 真实心理的表现ꎬ 这种情况

在波斯湾走廊的开辟与建设问题上同样存在ꎮ 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曾表示说ꎬ 如果德国向伊朗运送货物ꎬ 在伊朗政府主动提出要求且使用中立国船

只运输条件下ꎬ 即便是战争物资英国也不会加以阻止或收缴①ꎮ 二战初期战局的

发展客观上要求英苏在伊朗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ꎬ 而英国的上述表态难免给苏联

留下心理阴影ꎮ 美国对苏联也有戒备心理ꎬ 它对 «苏日中立条约» 的缔结感到

“失望” 和 “焦虑”②ꎬ 因为这等于 “使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中放开了手

脚”③ꎬ 严重威胁到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ꎮ 以上枚举之例并非个案ꎬ 美英

苏之间相互猜疑的心理在二战期间常有体现ꎬ 其间矛盾与竞争在伊朗的合作中反

映明显ꎮ
二战爆发前ꎬ 英法对德推行 “绥靖政策” 使得苏联在战略上非常被动ꎬ 加

剧了苏联对英法的不信任ꎬ 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苏德双方的接近ꎮ 历史上看ꎬ 苏德

两国关系 “为友为敌ꎬ 翻覆无常ꎬ 几乎不可捉摸”④ꎬ 直至苏德战争前苏联与德

国还有经贸往来ꎬ 英法对此充满疑虑ꎮ 英国在 “苏德经济关系” 和 “禁止将

(通过英苏贸易获得的) 英货运往德国” 等问题上要求苏方做出保证ꎬ 苏联回复

道ꎬ “与德国发展经济关系是苏联本国事务ꎬ 且将继续按照与德国签署的条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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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来履行义务苏联政府从英国进口的物资是用于满足自身需要的”①ꎮ 苏联

驻伊朗大使费里莫诺夫 (Ｆｉｌｉｍｏｎｏｖ) 于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就苏联对伊政策提出四点主

张ꎬ 其中第二点明确表明要 “清除英国在伊朗的任何影响”②ꎮ 苏联努力扩大在

伊朗北部地区的影响ꎬ 英国非常担心并称伊朗是被德国 “出卖” 给了苏联ꎬ 而

德国驻伊朗大使则指斥英国这种官宣是为了 “在德伊之间制造麻烦、 在苏伊之间

培植不信任的种子”③ꎮ 尽管斯大林称丘吉尔是自己的 “战友”④ꎬ 但双方合作也

同样是在矛盾中进行的ꎬ 即便在伊朗地区达成若干一致但也屡现疑信参半之例ꎮ
罗斯福曾在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初暗示将对那些被轴心国困扰的国家提供援助———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和平一旦被打破ꎬ 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就会处于危险之

中ꎮ”⑤ «租借法案» 实施后ꎬ 罗斯福首先批准向英国等国进行援助ꎬ 不久又在多

个场合表示将对苏联实施该法案——— “因为英联邦国家以及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

３５ 个国家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⑥ꎮ 苏德战争爆发前ꎬ 由于 «苏德

互不侵犯条约» 的签订以及苏芬战争的爆发ꎬ 美国民众对于本国援英做法能够理

解但却很难认可对苏施以援手ꎬ 美国政府对苏联表现出猜疑并保持远离的态度ꎮ
美国副国务卿威利斯 (Ｓｕｍｎｅｒ Ｗｅｌｌｅｓ) 指出ꎬ 从苏德条约签署到苏德战争爆发前

的美苏关系 “几乎是不存在的”⑦ꎮ 在租借法案适用于苏联之际ꎬ 美国民调显示

依然有 ５４％的受访者反对向苏联提供援助⑧ꎬ 许多国会议员也反对并在听证会上

对租借物资管理局负责人斯退丁纽斯进行了质询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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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进攻苏联前ꎬ 苏联、 轴心国以及法国维希政府都是盟国经济制裁的对

象ꎬ 美国在苏德缔约后也采取多种方式反对苏联ꎬ 美国财政部在德国进攻苏联前

一周就冻结了苏联在美数千万美元资产 (但苏德战争爆发后两日便解冻)ꎮ 苏联

对于美英两国在伊朗的活动存有疑虑ꎬ 这不仅是对英政策考虑的结果ꎬ 也是回望

英俄之间历史嫌怨的结果ꎮ 英俄两国在近代围绕伊朗等中东地区曾进行过激烈角

逐ꎬ 此时英苏间依然存在竞争关系ꎬ 双方在伊朗的矛盾也从未彻底化解ꎬ 不过较

之于此间的苏德矛盾则位列其次ꎮ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末提出利用

波斯湾—伊朗通道运送盟国援苏物资的建议ꎬ 霍普金斯于次月末抵莫斯科与斯大

林就租借物资等问题进行了会商并就相关问题达成一致①ꎬ 但从苏联随后的表现

看它并不十分积极ꎮ «租借法案» 此时尚未正式对苏生效ꎬ 直到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美苏

双方才签署援助协定②ꎬ 但为了便于向苏联运送租借物资而在伊朗所作的准备工

作此前已经开启、 一定数量的物资也已通过不同通道运往苏联ꎮ
美英双方合作相对较为顺利但两国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却矛盾频现ꎮ 从理

论上说ꎬ 在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ꎬ 盟国间的合作应表现为 “交洽无嫌” 的状态ꎬ
但事实上 “自厝同异” 的局面也不罕见ꎮ 苏联在与美英在中东地区进行 “合作”
之初对于开辟波斯湾走廊的计划持消极态度ꎬ 它有其自身的考量ꎮ 通过波斯湾—
伊朗通道运送物资距离远、 耗时长ꎬ 而且伊朗陆路运输能力十分有限ꎬ 这些因素

会对援助物资的运量产生极大限制ꎬ 这对于对德作战前线而言是缓不济急ꎮ 斯大

林起初明确表示不同意使用这条线路ꎬ 他认为连接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

的航线是 “更安全更快捷的方式”③、 是 “最切实可行的” 路线ꎬ “波斯湾走廊通

道由于伊朗铁路公路运力有限必然导致整体运输能力低下”ꎬ “且尚不知伊朗政

府就此问题的态度如何”④ꎮ 的确ꎬ 波斯湾走廊通道最初的过货量确实少ꎬ 就运

送援苏物资而言没有发挥应有作用ꎮ 美方主要承担援苏物资运输任务ꎬ 但对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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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ꎬ Ｖｏｌ １ꎬ ＧＰＯꎬ １９５９ꎬ ｐ ８２２

斯大林这时也不赞成 “北太平洋符拉迪沃斯托克路线”ꎬ 他认为这个线路距离欧洲战场太过遥远
且随时有被日本切断的危险ꎮ 参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ｒｒｙ Ｌ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ａｎｄ Ｍｒ Ｓｔａｌｉｎꎬ Ｊｕ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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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运输迟滞局面有些无能为力ꎬ 因为它既不能要求苏联如何又不能对英国发号施

令ꎮ 美国军事代表团最初打算赴苏以便向苏联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援助以有效利

用租借物资ꎬ 但这时苏联似乎并不在意这方面问题ꎮ 该代表团在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中

经由巴士拉抵达德黑兰ꎬ 由于苏方存有顾虑而未签发签证使之不能入境苏联ꎬ 所

以美方人员只能在德黑兰尽其所能协调加速向苏联运送物资ꎮ 在英苏分据伊朗将

近一年时间里由于苏联对利用波斯湾走廊的 “消极态度” 而使合作迟滞不前ꎬ
援苏物资的运送主要还得依靠充满危险的北方航线进行①ꎮ 苏方的这种态度主要

是因为斯大林对美英在伊朗活动心存狐疑ꎬ 他不愿意看到美英在与苏联领土毗邻

的伊朗境内频繁活动ꎬ 担心美英借此机在伊朗建立据点等不虞之事出现ꎬ 这是苏

联不愿在伊朗与美英进行 “合作” 之要因ꎮ
经北方航线运送援苏物资的 “ＰＱ － １７” 船队在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遭受严重损失

后②ꎬ 丘吉尔向罗斯福提出关于另觅援苏物资运输通道的问题ꎬ 罗斯福表示同意

但斯大林的态度则相反ꎮ 丘吉尔向斯大林指出ꎬ 继续使用北方航线将不会为苏联

带来更多好处而只能给 “共同的事业” 造成更大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ꎬ 斯大林

“措辞十分强烈地予以断然拒绝”③ꎮ 在提出暂停使用北方航线向苏联提供援助物

资建议的同时ꎬ 美英还商定在北非地区实行 “火炬行动计划”ꎬ 这也加重了苏联

的疑心———因为这与此前美英对苏联作出的尽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的许诺不

符ꎬ 苏联所受的来自德国的直接压力也不会因停用北方航线而得到缓解ꎮ 美英暂

停了 １９４２ 年 ７ ~ ８ 月通过北方通道运送援苏物资的计划ꎬ 但由于战局的发展及在

苏联要求下ꎬ 英国于 ９ 月恢复护航任务———代号 “ＰＱ － １８” 的运输任务由 ４０ 艘

船只组成ꎬ 尽管加强了防护能力但也损失了大概三分之一的货船④ꎮ 苏联持续要

求盟国提供各类物资援助ꎬ 斯大林在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和 １０ 月致信罗斯福要求盟国

“尽快” 提供物资援助ꎬ 尤其 “急需” 飞机ꎬ 罗斯福在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向斯大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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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将 “立即” 将飞机送往苏联前线①ꎮ 他还同时向斯大林提供了一份阶段性援助

清单ꎬ 并提出要 “不遗余力地使所有运输通道完全运转起来向苏联运送援助物资

以实现美国对苏承诺”②ꎮ 然而ꎬ 实际情况并未达到罗斯福的预期ꎬ 英国在 “火
炬行动计划” 实施之初既无法确保苏联北方航线护航任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ꎬ 于

是丘吉尔和罗斯福最终决定取消 １０ ~ １１ 月的运送计划ꎮ 苏联此际仍然倾向于继

续使用北方航线ꎬ 苏联驻伊朗大使馆在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末明确告知美方ꎬ 苏方将只

通过波斯湾走廊每月接收 ２ ０００ 辆卡车和 １００ 架轻型飞机的物资援助ꎬ 其余所有

援助物资通过北方通道进行运送③ꎮ 可见ꎬ 波斯湾走廊运输通道未得到快速发

展ꎬ 与大国间的分歧有直接关系ꎮ
从诸多史实来看ꎬ 美英苏三国在 １９４２ 年年底之前在波斯湾走廊问题上的合

作主要处于理顺关系的阶段ꎬ 三方合作发展缓慢ꎬ 次年初进入短暂的平流缓进阶

段ꎬ 而后很快进入快速发展时期ꎮ 苏联北方航线持续受到德国的威胁并由此使盟

国不断遭受巨大损失ꎬ 这是波斯湾通道加快建设速度的主要外部推动因素ꎮ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ꎬ 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详细说明了给苏联北方航线造成巨大威

胁的德国海空力量的情况ꎮ 他指出ꎬ 德军势力在北欧北部迅速扩展ꎬ 盟军护航

军舰不得不将护航任务延至巴伦支海海域ꎬ 护航船队将在 ５ ~ ６ 天时间里完全

暴露在德国海空军打击范围之内ꎬ 如果德国动用重型军舰ꎬ 那将对盟军护航船

队产生 “灾难性的影响”ꎬ 英国 “无法向巴伦支海派遣主力舰队ꎬ 所以护航船

队极易被德国水面舰只摧毁”ꎬ “两天内损失 １７ 艘船的事实明显说明我们的护

航作用事倍功半ꎬ 英国海军所遇到的压力正在变得难以忍 (承) 受”ꎬ 因此在

盟军西西里登陆作战的 “哈士奇计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ｓｋｙ) 完成之前 “应直

接而彻底地中止北方航线运输活动”④ꎮ 停用这条通道并非意在中断对苏援助物

资运输ꎬ 苏联依然急需盟国物资援助ꎬ 美英和苏联都需要尽快开辟有效的具有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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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作用的运输通道ꎮ
美国这时在伊朗地区的活动比较突出ꎬ 它于 １９４３ 年初接管了霍港ꎬ 美方组

建的 “汽车运输处” (Ｍｏｔ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从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起渐趋活跃且一直

持续到次年 １２ 月初ꎬ “军事铁路运输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接管的伊朗

南部铁路建设和运输任务也很有效ꎬ 到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下旬交还英国之前其铁路运

输效率始终保持上升势头ꎮ 美方通过 “波斯湾走廊” 向苏联提供各类飞机援助ꎬ
其中阿巴丹港在运输高峰年份的飞机组装及运量在所有通道运输总量中占比三分

之一ꎮ 美国国务卿赫尔 (Ｃｏｒｄｅｌｌ Ｈｕｌｌ) 在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指出ꎬ 美英苏三国在伊朗

事务上应完全相互理解并进行合作是 “绝对必要的”①ꎮ 为了避免刺激苏联敏感

神经ꎬ 美国进入伊朗的军事力量在英国掌控的地区、 在英国监管下开展活动ꎬ 美

方在运输和安全等具体操作环节也接受英方指挥②ꎮ 英国驻伊朗代表在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末指出ꎬ 在美国人接管伊朗南部铁路之初英国就通知了在德黑兰的苏联代表ꎬ
但在当时苏方并未作出反应③ꎮ 苏联对美英两国在伊朗的联合行动表示怀疑ꎬ 英

国于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再次就此问题作出说明: 在英苏伊三国协定框架下英国无必要

事先将美国接管伊朗南部铁路的做法告知苏联ꎬ 美国不在伊朗建立独立的指挥

部ꎬ 而是在英国的 “伊朗 －伊拉克司令部” 框架内接管伊朗南部铁路④ꎮ １９４３ 年

年初以后战局对苏联而言出现转机ꎬ 但其各种物资依然匮乏ꎬ 在推进波斯湾通道

建设问题上的态度发生变化ꎮ 美国在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初向苏联明确了美国的伊朗政

策ꎬ 葛罗米柯在不久后给赫尔的信中也表明了苏联的态度ꎮ 葛罗米柯指出ꎬ 美苏

驻伊外交代表之间应保持最密切的接触与合作ꎬ 苏方在这一点上与美方 “完全”
一致ꎬ 并同意向美方提供苏伊关系方面的信息ꎬ 在执行具体任务产生分歧时美苏

驻伊代表应 “坦诚和充分地” 进行讨论⑤ꎮ 美苏合作关系变得顺畅情况下ꎬ 为使

苏联能尽快获得美国的租借物资ꎬ 美方在 １９４３ 年夏非正式建议苏联允许美军直

接将租借物资运抵苏联境内指定地点⑥ꎬ 从后来实际情况看苏联并未同意但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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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此产生摩擦ꎮ 至此ꎬ 苏联的态度在大国合作中发生了很大改变ꎬ 逐渐使蜗行

牛步般的三方合作得到快速推进ꎮ
美英苏之间矛盾与合作并存ꎬ 有些的确是无关痛痒的琐事ꎬ 比如驻苏大使斯

坦德利抱怨苏方缺乏对美援的宣传ꎬ 而莫洛托夫言其本人和斯大林都已尽力①ꎮ
如此分歧常有但合作是主流ꎬ 即便在三方合作进入相对融洽阶段时ꎬ 它们之间围

绕租借物资数量、 运输途径、 物资破损等问题的矛盾也时有出现ꎮ 在卡车问题

上ꎬ 在美国装运过程中有少量破损外ꎬ 在波斯湾港口卸货装配及当地司机在运送

过程中的粗鲁操作而造成的损坏较重ꎬ 这使苏方很是不满ꎮ 苏方的抱怨从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起不断增加ꎬ 在安迪梅斯克和霍港进行组装的斯蒂庞克、 福特和雪佛兰汽

车在苏联使用时持续出现故障ꎬ 美方进行调查承认是由于 “活塞” 问题造成的ꎮ
苏联机械师验收环节很细致ꎬ 车辆有 “微小瑕疵” 也会被拒收②ꎮ 面对诸多问

题ꎬ 美方在接收物资方面加强管理ꎬ 苏联在这方面的抱怨也逐渐减少ꎮ 总之ꎬ 美

英苏三国出于各自利益考虑在波斯湾走廊通道开辟和利用中时现疑猜ꎬ 但在主要

矛盾面前能短期内达成一致并取得积极合作效果ꎮ

三　 “吴越同舟”: 错综复杂的美英苏伊四方合作

苏维埃政权自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美英等国的威胁ꎬ 两种力量表现出势不

两全之势ꎮ 二战爆发后ꎬ 国际政治中的主次矛盾易位ꎬ 美英苏走向 “合作”ꎬ 伊

朗在其间成为三国 “合作” 的舞台ꎮ 英苏这两个宿敌实现 “合作”ꎬ 其默契之一

就是在分占伊朗问题上达成一致ꎮ 伊朗当然反对英国在伊扩大影响ꎬ 英驻伊朗大

使在一定时期内 “几乎天天抱怨伊朗的反英态度”ꎬ 苏联客观上承认英国在伊朗

的优势地位但也在 “寻机对伊朗以暴力形式实施某些计划”③ꎮ 美国在战前主张

保持伊朗 “独立”ꎬ 它还向在伊朗有很大影响的德国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ꎮ 美国

“应邀” 承担在伊朗 “英占区” 开辟援苏物资运输通道的任务后ꎬ 其军事人员和

工程技术人员才开始大量出现在伊朗ꎮ 由于美国与伊朗之间不存在类似英苏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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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ｏｌｄ Ｊ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ꎬ ｐ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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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协定规定的关系ꎬ 也就是说在苏联和伊朗正式被美国确认为援助对象之前ꎬ 美

国需以 “援英” 名义向苏伊两国提供援助ꎮ 在租借法案尚未正式对苏生效、 英

伊苏三方存在条约关系情况下ꎬ 美国在伊朗境内进行的对苏援助物资运输活动通

过英国进行是比较实际的选择ꎬ 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美国援苏活动的 “合法

性” 显得模糊ꎬ 并由此在交通建设和物资运输环节产生诸多麻烦ꎮ 总体而言ꎬ 美

国在伊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 短暂的 “配角” 时期———辅助英国在两伊地区的

活动ꎻ 从 １９４２ 年秋起它在运送援苏物资相关事务中的地位得以提升ꎬ 美认可苏

联在对德战争中的 “英勇贡献”①ꎬ 加强了援苏力度并很快成为 “波斯湾走廊”
通道的主角ꎮ

苏伊关系在二战爆发前就已出现矛盾ꎮ １９３５ 年苏伊两国曾签署过经济协定ꎬ
伊朗在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提出异议并要求修订但未并未达到目标ꎮ １９３９ 年年初的苏伊

关系因 “莫斯科经济谈判” 破裂而进一步恶化ꎬ 二战爆发后苏联对伊朗的态度

发生巨大转变ꎬ 这也是不久即将到来的与英国 “分占” 伊朗的前奏ꎮ 德国驻德

黑兰大使馆在苏英 “分占” 伊朗之前就作出了预言ꎬ 德方引用 «真理报»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苏联官方说法——— “在帝国主义强国发动生死存亡斗争的时代ꎬ
任何关于 ‘他国针对弱小国家的活动是否合法’ 这一问题的争论都是天真

的” ———来影射苏联并预言即便在英法不入侵伊朗情况下苏联也会将上述想法在

伊朗付诸实践②ꎮ
英苏在伊朗问题上关系紧张ꎬ 除这两国与伊朗的矛盾外ꎬ 德伊关系变化也是

其中原因之一ꎮ 德国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曾表明要通过苏联从伊朗等国家和地区进口

原材料ꎬ 苏联到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已向德国供应了价值 ３ 亿德国马克的物资 (约三分

之一为谷物)ꎬ 而且德国当时与伊朗、 阿富汗、 日本、 伪满以及南美等地进行经

济联系的 “唯一” 通道是过境苏联实现的③ꎮ １９４１ 年 １ 月ꎬ 苏德两国签署商业合

作协定ꎬ 客观上拉进了两国关系ꎬ 苏联同意德国从太平洋地区进口的货物经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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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语出罗斯福ꎬ 他在莫洛托夫 １９４２ 年 ５ ~ ６ 月访苏期间对苏联如此评价ꎮ 参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ａｒ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Ｍｏｌｏｔｏｖ)ꎬ Ｍａｙ ２９ꎬ １９４２ꎬ Ｈａｒｏｌｄ Ｊ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ꎬ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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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过境苏联①ꎮ 苏德战争爆发前夕ꎬ 苏联特使赴德向德国表明

克里姆林宫的态度: 苏联同意与德国结成 “完全的军事同盟”ꎻ 作为回报ꎬ 在取

得胜利以后苏联可在欧亚两洲进一步扩大自己的 “权益”: 苏联 “完全控制达达

尼尔海峡”、 “在两伊地区自由行动”、 “掌控沙特、 波斯湾和亚丁湾以及获得进

入红海的权利”②ꎮ 德国认为苏联的价码过高不能接受ꎬ 苏联未得到满足自然也

就没有与德国 “结盟”ꎬ 但却明显地暴露了其领土野心ꎮ 美国获取相关秘密信息

后ꎬ 加大了对苏联的猜忌程度ꎮ 如此事例既是大国之间复杂关系的表现ꎬ 也是大

国在涉及各自国家利益时戒备心理的反应ꎮ
二战爆发后ꎬ 英国希望继续在伊朗驻军ꎬ 礼萨汗国王对此持异议态度ꎮ 英

苏要求伊朗政府驱逐境内德国人ꎬ 伊朗称己方为主权独立国家且为 “中立国”ꎬ
在其境内包括德国人在内的外国人 “对伊朗国家发展提供了许多帮助且与其他外

国人一样都处于警方监控 (督) 之下”ꎬ “因为伊朗国家需要这些外国人ꎬ 所以

对英国政府提出的 (驱逐德国人) 建议不予考虑”③ꎮ 的确ꎬ 当时同为中立国的

美国和瑞士等国也未驱逐其境内的德国人ꎬ 这也是伊朗所强调的理由ꎮ 德伊关系

在二战爆发前就非常密切ꎬ 尤其是在 “德伊经济协定” 下的双边经贸 “合作”
非常活跃ꎬ 在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之后德国和伊朗计划过通过苏联实行过境

物资运输ꎬ 而且在二战爆发前伊朗还考虑同意大利和日本进行贸易ꎮ 伊朗官方代

表在 １９３９ 年曾表示ꎬ “尽管处于战争条件下ꎬ 但伊朗政府还是坚持与德国的正常

贸易活动ꎬ 而且会在可能情况下进一步扩展双边贸易”④ꎮ 伊朗这些表现在特殊

国际环境下很容易被视为 “亲德” 举动ꎬ 加之英苏还担心伊朗有可能被诱导去

进攻伊拉克ꎬ 因此两大国对伊朗非常不满ꎮ 在伊朗境内散居着大量德国人ꎬ 他们

当中存在着对英国在伊利益产生威胁的因素⑤ꎬ 而且德军逼近苏伊边境地区对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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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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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要求在与德国合作 “胜利” 后应得到的 “领土” 范围除了上述地区之外还包括欧洲一些国家
和地区ꎬ 如波兰苏占区、 波罗的海三国、 卡累利阿地峡、 比萨拉比亚、 东喀尔巴阡山脉和德涅斯特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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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中立地位和英国在该地区的安全都增添了更大的不确定性ꎬ 在伊德国人等同于

一支 “第五纵队”ꎬ 在这一点上英苏立场一致①ꎮ 伊朗巴列维政府公开拒绝英苏

提出的 “驱逐德国人” 和 “向盟军开放伊朗铁路” 的要求ꎬ 加之德国在同期表

示 “伊朗不会加入德国敌对方阵营、 伊朗只有与德国保持最密切的合作才能看到

其国家幸福的未来”②ꎮ 德国拉拢伊朗的态度明显ꎬ 因此德伊关系也成为盟国对

伊朗放心不下的原因ꎮ
英苏于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下旬发起 “赞同作战计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ｎａｎｃｅ)ꎬ 两

国为了 “伟大的民主战争” 而对中立国家发动了军事侵略活动③ꎮ 军事行动以

后ꎬ 英苏两国分别在设拉子和大不里士建立了双方占领军总部ꎬ 大不里士后来成

为苏联接收转运租借物资苏方的主要据点之一ꎮ 达到预期分占目标后ꎬ 丘吉尔致

信斯大林表明要在伊朗开通新的物资运输通道的想法ꎬ 他说英国进入伊朗的目的

除保护油田以外还要开辟一条通往苏联的 “不能被切断的运输通道”④ꎮ 英苏很

快达成协议ꎬ 分别接管伊朗北部和南部ꎬ 中部地区保持未占领状态但受英苏影响

程度极大ꎮ 为在伊朗加强与苏联的关系ꎬ 英国在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正式放弃此前坚持

的 “禁止苏联飞行器飞越伊朗境内英控空域” 的禁令ꎬ 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苏联

对英国的疑虑ꎮ 同期ꎬ 英苏两国与伊朗签署了三方协定ꎬ 英苏据此可在必要时无

限制使用伊朗境内的铁路、 公路、 河流和港口ꎮ 盟军获得在伊朗驻军权ꎬ 盟国可

利用其领土向苏联运送援助物资ꎬ 英国主要在南部进行港口建设和通讯设施建

设ꎬ 苏方开始对大不里士和里海沿岸的伊朗港口进行改造ꎮ 这个三方协定为推进

新的援苏物资运输通道建设提供了极大便利条件ꎬ 英苏在伊朗地位的加强提高了

增辟新运输通道的可能性ꎮ 三方协定将伊朗军事力量的作用限定在维护国内安全

方面ꎬ 这种限制有效地防止了伊朗卷入战争的可能ꎬ 而且英苏可以与伊朗合作来

维护波斯湾—伊朗运输通道的安全和秩序ꎮ
美国于 １９４１ 年秋在英国 “请求” 下先是在伊拉克而后主要在伊朗与英苏展

开密切 “合作”ꎬ 英苏接管跨伊朗铁路建设工程ꎬ 德黑兰至波斯湾沙普尔港的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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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南部铁路线由英国接管ꎬ 苏方接管德黑兰到里海方向的北部铁路线ꎬ 跨伊朗铁

路是盟国主要关注点①ꎮ 英国在该地区面临着很大困难ꎬ 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保证

自身供给需要更无法完成向苏联运送物资的任务ꎮ 英国在中东地区的物资给养已

然出现捉襟见肘的局面ꎬ 维持英军第十军的补给问题和英方同期进行的巴士拉港

改扩建这两项任务之间经常出现矛盾ꎬ 所以英国在中东地区也急需外援ꎮ 在英国

要求下ꎬ 美国在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向中东地区派出两个代表团: 其一以雷蒙德维勒

准将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ｈｅｅｌｅｒ) 为首前往伊朗ꎬ 另一个以卢塞尔麦克斯维尔准将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Ｌ Ｍａｘｗｅｌｌ) 为首前往埃及ꎬ 主要目标是使租借物资供应计划能够有效开

展ꎮ 由于美英之间已达成 “默契”ꎬ 英国准许美国在英控范围内活动ꎬ 但在某些

具体合作中也引起伊朗政府的不悦ꎮ 由于美国不在英苏伊三方协定框架内ꎬ 当首

批美国后勤部队事先未告知伊朗政府情况下出现在霍港时ꎬ 伊朗政府立即向美国

驻伊朗大使德雷福斯 (Ｌｏｕｉｓ Ｄｒｅｙｆｕｓ) 提出质疑ꎬ 同时也将此情况向苏联方面进

行了通报ꎬ 苏方警觉程度一度提升ꎮ 后来美伊关系由于美国的主动做法趋于缓

和ꎬ 伊朗在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也正式获得租借物资受援国资格ꎬ 美国随后还向伊朗派

出了军事顾问ꎬ 同时还助力发展伊朗警察部队ꎮ 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美伊

“合作” 关系的形成ꎬ 从而也使美国成为开辟波斯湾走廊合作的四方成员之一ꎮ
以伊朗来看ꎬ 在大国势力同时出现在其领土的情况下它很难独善其身ꎬ 波斯湾

地区此时是大国势力纠集之所ꎬ 它在英苏伊三国协定签署后便处于一种 “非正式占

领的占领状态” 之中ꎬ 当伊朗 “看着两个大家伙在自家室内往复穿梭时它只能是

微笑着欣赏”②ꎮ 这种特殊的 “占领” 状态给伊朗自身发展造成极大障碍ꎬ 其南

北两部分已无法实现物资的自由流通ꎬ 美英苏三方驻伊人员占用大量物资ꎬ 伊朗

国民的面包、 肉类及其他主食供应则极为短缺ꎮ 伊朗在食物供应等很多问题上经

常面临 “两大之间难为小” 的尴尬局面ꎬ 时有不满表达但却于事无济ꎮ 伊朗对

于大国在其领土上的活动心存疑虑ꎬ 但更多表现出合作的意愿ꎬ 这是伊朗在大国

间极力争取本国利益举动的反映ꎮ

９４１

①

②

早在 １９２４ 年年初ꎬ 美国尤伦 (Ｕｌｅｎ) 公司曾经就修建跨伊朗铁路与伊朗时任首相拉扎尔进行协
商ꎬ 这是伊朗铁路网建设的 “第一个实质性步骤” (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ｅｐ)ꎮ 详见: Ｖｏｎ Ｃｙｒｕｓ Ｇｈａｎꎬ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Ｒｅｚａ Ｓｈａｈ: ｆｒｏｍ Ｑａｊａｒ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ｔｏ Ｐａｈｌａｖｉ ｒｕｌｅ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３０７ 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ꎬ 伊朗在
礼萨汗国王主导下开始大规模铁路建设ꎬ 长约 １ ４００ 英里的跨伊朗铁路工程为重要内容之一ꎮ 以德黑兰
为中心把波斯湾和里海沿岸地区连接起来ꎬ 在美英改建扩建基础上该铁路线成为对苏运送租借物资的重要
通道ꎬ 最大不足之处是单轨铁路ꎮ 参见: “Ｔｈｅ Ｗａｒ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ｇ Ｔｈｒｅｅ”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Ｍａｙ ６ꎬ １９４５ꎬ ｐ Ｂ５

Ｔ Ｈ Ｖａｉｌ Ｍｏｔ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ａｎｄ Ａｉｄ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ｐ ４３６ꎬ 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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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伊朗波斯湾港口过货能力非常有限ꎬ 罗斯福派其私人代表威廉姆布里

特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Ｂｕｌｌｉｔ) 进行了实地考察ꎮ 布里特确认了港口运转效率低下的事实

并通过 “伊朗军事代表处” 提出这个问题ꎬ 但并未得到积极回应ꎮ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ꎬ 美方正式向伊朗提出接管波斯湾到德黑兰的铁路①ꎮ 原在英国掌控下的伊朗

南部铁路由美国接管ꎬ 苏联在美英在伊朗 “换岗” 问题上以及美国势力 “合理

地” 出现在伊朗的事实备感不安ꎬ 因为它 “在伊朗的任何地方都不欢迎美国”②ꎮ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上旬ꎬ 经与英国协商后赫尔致电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德利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Ｓｔａｎｄｌｅｙ) 说ꎬ 美国已同意正式接管波斯湾到德黑兰之间的铁路和伊朗南部地

区原英控其他交通路线和港口ꎬ 强调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加速向苏联输

送物资”③ꎮ 对于美国接管伊朗南部铁路及相关问题ꎬ 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应事先

通知苏联ꎬ 但伊朗驻苏大使在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表态说ꎬ 铁路交接问题是伊朗内部

事务ꎬ 因而无需就此通知苏联方面ꎮ 斯坦德利指出ꎬ 伊朗驻苏大使曾在多种场

合 “强烈建议” 将整个跨伊朗铁路全部置于美国掌管之下ꎬ 他还说已向伊朗政

府提此建议但伊朗政府认为 “时机未到”④ꎮ 伊朗驻苏联大使受命在 １９４３ 年 ６
月提出让苏联正式表态ꎬ 同意美国接管伊朗南部铁路ꎬ 同时伊朗政府还提出将

苏控伊朗北部铁路一并转交美国管理ꎬ 但该建议遭到苏联拒绝ꎮ⑤ 苏联本已担

心美英在伊朗南部的活动ꎬ 因此不可能再将伊朗北部地区的铁路交通运输权力

交出ꎮ 然而ꎬ 苏联国内各类物资供应持续紧张ꎬ 因此在担心不减的同时不得不

改变主意并于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正式表示有条件同意ꎮ 苏联进一步明确ꎬ 美国进入

伊朗的工程技术部队不得单独享有军事 “编制” 且应在英国 “伊朗 － 伊拉克

司令部” 统一指挥下活动⑥ꎬ 且 “美方主要责任是向苏联运送物资”⑦ꎮ 美国在

伊朗 “立脚” 后便着手扩大在伊朗事务上的影响ꎬ 美国国务卿赫尔在 １９４４ 年年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国人员在 １９４２ 年末进入伊朗ꎬ １９４５ 年底到次年初撤出ꎮ 整个期间约有 ３ 万美方人员ꎬ 主要是
负责伊朗境内用于运输援苏物资铁路公路维护保养ꎮ

Ａｓｈｌｅｙ Ｊａｃｋｓｏｎꎬ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ｒａｑꎬ ｐ １３１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 Ｓｔａｎｄｌｅｙ)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８ꎬ １９４３ꎬ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４３ꎬ Ｖｏｌ ４ꎬ ＧＰＯ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４３８
Ｔｈｅ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ｌ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Ｆｅｂ １２ꎬ １９４３ꎬ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４３ꎬ

Ｖｏｌ ４ꎬ ＧＰＯ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４４２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ｉｎ Ｉｒａｎ (Ｄｒｅｙｆ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Ｊｕｎｅ １４ꎬ １９４３ꎬ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４３ꎬ Ｖｏｌ ４ꎬ ＧＰＯ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４５０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Ｇｒｏｍｙｋｏ)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Ｊｕｌｙ ２７ꎬ １９４３ꎻ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ｉｎ Ｉｒａｎ (Ｄｒｅｙｆｕ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６ꎬ １９４３ꎬ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４３ꎬ Ｖｏｌ ４ꎬ ＧＰＯꎬ １９６４ꎬ ｐｐ ４５１ － ４５２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ꎬ Ｓｅｐｔ ６ꎬ １９４３ꎬ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４３ꎬ

Ｖｏｌ ４ꎬ ＧＰＯ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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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明了这层意思: 美国倾向于在英苏合作中 “能在伊朗确立自己的地位”①ꎮ
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此前不久也都认为ꎬ 实施租借法案是在

为美国的安全进行 “投资” 且已获得 “红利”②ꎮ 这种表态明示了美国通过伊朗

进行援苏活动的同时是另有他图的ꎬ 这是大国 “合作” 中为一己利益各不相谋

的表现ꎮ
除政策性和原则性的矛盾以外分歧在四方合作中也不断产生ꎬ 但都通过协商

方式得以缓解或解决ꎮ 向苏伊边境地区运送援助物资需要对铁路和公路基本运输

路线进行改进、 新建和扩建ꎬ 因此需要大量劳工及工程技术人员ꎮ 在众多的工程

项目中ꎬ 除美英工程兵部队和一些顾问外ꎬ 更多情况下需要利用当地劳动力完成

某些具体任务ꎬ 比如在哈马丹 (Ｈａｍａｄａｎ) 地区超百座建筑以及安迪梅斯克北部

公路的建设任务都是由当地承包商完成的ꎮ
伊朗经济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ꎬ 通胀和商品匮乏现象严重ꎬ 尤其是 １９４２

年夏在阿瓦士和安迪梅斯克出现了因食物短缺引发的骚乱并造成了伤亡事件ꎬ 这

些不安定事件的出现使公路建设所需劳动力骤减ꎮ 美英共同努力在食品供应等方

面通过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使混乱局面在同年 ９ 月得以平息ꎬ 从而使当地劳动力

供应得到恢复ꎮ 伊朗生产领域中劳动力本已十分匮乏ꎬ 而美英联合开展多种建设

工程与伊朗自身生产之间形成 “争嘴” 情况ꎬ 因此在各方劳力使用中保持相对

协调的关系也是四国非常在意的问题ꎮ 美英在 “薪资报酬” 及 “雇工原则” 等

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合作ꎬ 英方制定了报酬标准等严格的雇佣政策ꎬ 美方表示接

受ꎮ 在伊朗国家铁路、 英伊石油公司等盟国在伊机构及英苏军事机构中的雇佣人

员一旦从一家被解雇则不能再被其他部门录用ꎮ 为维持与伊朗政府的友好关系ꎬ
美方后来提出ꎬ 若无伊朗官方出具的 “放行证明” 则美方不录用曾受雇于伊朗

官方的人员ꎮ 在提供卡车援助时需要大批驾驶员ꎬ 由于美英苏都无法解决这一问

题ꎬ 只能在伊朗当地人中雇佣ꎬ 而很多人没有驾驶经验和经历ꎬ 因此得成立 “驾
校” 对其进行培训ꎬ 事实证明这方面的合作产生了积极效果ꎮ 在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召

开的联席会议上美苏之间在工资标准方面出现了分歧ꎬ 在协商后最终取得一致ꎮ
很多伊拉克人在 １９４３ 年下半年进入伊朗南部地区ꎬ 英方从保证边境安全角度出

发采取封闭边境的措施ꎬ 除来自伊拉克的特殊技术人才以外一律不准入境伊朗ꎮ

１５１

①

②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Ｉｒａｎ ( Ｆｏｒｄ)ꎬ Ｊｕｎｅ １ꎬ １９４４ꎬ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４４ꎬ Ｖｏｌ ５ꎬ ＧＰＯꎬ
１９６５ꎬ ｐ ３７９

“Ｌｅｎｄ － Ｌｅａｓｅ Ａｉｄ Ｅｘｃｅｅｄｓ １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ｓ ｉｎ ３３ Ｍｏｎｔｈ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２ꎬ １９４４ꎬ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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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代表提出异议ꎬ 美英双方在这个小问题上的歧义直到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才弥合ꎮ
美方与所雇佣的伊朗当地人之间也有矛盾ꎬ 当地普通工人对美方使用的考勤制度

充满抵触情绪ꎬ 随之出现伪造佩戴名卡、 考勤卡 “失踪” 或 “买卖” 的情况ꎬ
偷盗物资现象也相伴相随ꎮ 在美方要求下违规者受到拘捕ꎬ 但伊朗警方却很快将

这些人予以释放ꎬ 这造成美方的不满ꎮ 苏联对己方在伊人员的管束相对严格ꎬ 偶

有偷盗伊朗当地人财物及强奸活动等行为的士兵都受到严惩①ꎮ 另外ꎬ 美国在伊

朗铁路系统中雇佣了一定量的伊朗穆斯林女性雇员ꎬ 到 １９４５ 年年初已逾百人ꎬ
这与伊朗穆斯林风俗习惯是相悖的ꎬ 这也是美伊矛盾的内容之一ꎮ

英苏伊之间通过三方协定相互联系起来ꎬ 美国 “应邀” 来至伊朗开辟和维

护援苏物资运输通道ꎬ 于是伊朗便成了四方合作的中心ꎬ 也是当时美英苏三方人

员 “唯一肩并肩行动之所”②ꎮ 到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初美英苏在对伊关系问题上基本

达成一致ꎬ 三国表示在战后要保持伊朗领土完整、 独立与主权ꎬ 用于接收和运输

援苏物资而需要改进的大型建设项目到 １９４３ 年末均已完工ꎮ 美英苏伊四方 “联
手” 开辟的波斯湾走廊运输通道的发展及其利用步入快轨ꎬ 期间尽管当事国在

“苏联是否向伊朗转卖和挪用租借物资”③ 等琐碎问题上分歧频现ꎬ 苏联不置可

否的态度以及美国 “不予深究” 的做法能够使 “合作” 得以维系ꎬ 这也是大国

此间矛盾 “合作” 的独特表现ꎮ

余　 论

援助物资的生产相对较易但运输过程则困难重重ꎬ 美国每美元战争开销中平

均约有 １２ ~ １５ 美分用在了生产和运送租借物资上④ꎬ 运送一辆坦克的难度往往比

生产一辆坦克难上十倍”⑤ꎮ 苏联通过波斯湾接受的援助物资和设备等主要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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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美分” 为截至 １９４４ 年 ３ 月统计数字ꎬ “１５ 美分” 为一年后数据ꎮ 分别参见: (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ｍｙꎬ Ｌｅｎｄ － Ｌｅａｓｅꎬ Ａｒｍｙ Ｔａｌｋｓꎬ Ｖｏｌ ＩＩꎬ Ｎｏ １３ꎬ ｐ １６ (２)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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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围绕波斯湾走廊援苏物资运输通道的国际合作　

美国ꎬ 同时还有来自英国、 非洲国家和印度援助物资ꎬ 伊朗也向苏联提供了大约

５０ 万吨石油制品ꎮ 俄历史学家指出ꎬ 租借物资占当时苏联生产总量的 ３０％ ①、 是

苏联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的 “决定性因素”②ꎬ 其中 “波斯湾走廊” 运输通道承担

了大量援苏物资的过货任务ꎮ 随着战事的发展ꎬ 美方在安迪梅斯克和霍港的活动

到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已明显减少ꎬ 因为战线快速地朝远离波斯湾—伊朗通道方向推

进ꎬ 盟军重获地中海水域通行权ꎬ 于是在黑海水域开辟向苏联提供租借物资运输

通道具有了可行性ꎮ 沙普尔港作为运送援苏租借物资过货港作用在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中止ꎬ 霍港同样的作用在 １９４５ 年 ６ 月初结束ꎬ 波斯湾走廊运送租借物资的历史

使命也随之终结ꎮ 波斯湾走廊通道的开辟和利用过程中ꎬ 当事国之间既有同谘合

谋的情况ꎬ 亦有龃龉不合的表现ꎮ 换言之ꎬ 波斯湾走廊通道之所以能够发挥积极

作用ꎬ 在极大程度上是通过矛盾不断磨合的 “边谈边建” 的形式实现的ꎬ 这也

正是大国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美英两国在开辟波斯湾伊朗通道问题上最早达成

共识ꎬ 双边合作较为顺利ꎻ 苏方急需开辟新的通道以便接收租借物资ꎬ 但从战略

角度看它对美英在伊活动焦心而忧思ꎻ 在三方协定缔结后ꎬ 伊朗极力为自己争取

话语权和回旋空间ꎬ 然而在大国因素作用下却往往是身不由己ꎮ 伊朗在运输通道

相关问题上能 “当家” 却不能 “做主”ꎬ 尽管与三大国之间常有分歧ꎬ 但多表现

出 “温良忍让” 的态度ꎮ 然而无论怎样ꎬ 此间存在的各方矛盾在反法西斯战争

的重大使命面前均下降为次要矛盾ꎬ 波斯湾走廊通道还是最终得以开辟和有效

利用ꎮ
甲国 (美) 和乙国 (英) 在乙国 (英) 处于丙国 (伊) “势力范围” 内运

送援助丁国 (苏) 对抗戊国 (德) 的援助物资ꎬ 这是一种比较奇特的历史现象ꎬ
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ꎮ 自协约国干涉苏俄之日起ꎬ 美英等国与这个政权之间就

呈 “冰炭不同器” 之状ꎮ 苏德战端开启后ꎬ 主动也好被动也罢ꎬ 美英苏步入

“吴越同舟” 之境ꎬ 在 “同舟共命” 的经历后复至 “同舟敌国” 的地步ꎬ 即战后

三大国间围绕伊朗、 波兰和朝鲜等问题的另一轮角逐随之出现ꎮ １９４５ 年罗斯福

总统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在苏伊士运河的美舰上举行会晤讨论ꎬ 也正是

从这时起在海湾地区和阿拉伯海水域有了美国海军力量ꎬ 并在 １９４９ 年建立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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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司令部ꎬ 原英国在巴林贾法勒 ( Ｊｕｆａｉｒ) 的基地成为美海军母港ꎮ 也就是说ꎬ
波斯湾地区自 １９４９ 年起出现了美国永久性海军基地ꎮ 美国试图阻止苏联扩大在

中东地区的扩张ꎬ 来自美国的压力是使苏联在战后撤出伊朗的推动力量之一ꎮ 杜

鲁门在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在国会演讲时指出ꎬ 尽管有持续不断的来自苏联的压力ꎬ 但

伊朗仍能保持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ꎬ 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对其进行的强有力支

持①ꎮ 二战后ꎬ 英国逐渐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撤出海

湾地区ꎬ 进而使美国在海湾地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ꎬ 也进一步加剧了美苏之间在

中东地区的竞争ꎮ 要而言之ꎬ 相关国家在波斯湾走廊通道开辟和利用过程中合作

与分歧是并存的ꎬ 是同期大国关系演绎的缩影ꎮ 盟国为争取共同目标的实现使合

作成为主流ꎬ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取得胜利ꎮ 在波斯湾走廊运输通道开辟和利

用过程中ꎬ 盟国间在矛盾中谋合作、 在合作中求发展ꎬ 大国围绕这条 “胜利之

桥” (Ｂｒｉｄｇｅ ｏｆ ｖｉｃｔｏｒｙ)② 的复杂历史体现了合作共赢之理ꎮ 美国也就此机会完成

了在海湾地区的角色转变ꎬ 即由二战初期的配角发展到战后的主角之一的地位并

迁延至今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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