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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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尼克松为了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曾多次向越南政府做出秘密承诺，只要对方

签署《巴黎协定》，美国可以在一段间隔期后默许越南政府以军事手段统一越南。虽然尼克松因

水门事件下台，但接任美国总统的福特实际上履行了尼克松的秘密承诺。福特在上台之初曾试

图为南越争取援助，以拯救南越的命运。但福特的这种努力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美国对南

越援助一减再减，这导致南越军队战斗力下降，在战场上接连受挫。美国的袖手旁观与南越军队

的惨败诱使越南扩大进攻，并最终在 1975 年发动总攻，统一越南。面对越南的军事进攻，福特放

弃了挽救南越政权的尝试，关注于撤离美国驻越人员，并坐视南越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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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1 月 27 日，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美国直接参与的越南战争就此结束，但越南的战争并未宣

告终结。从签署协定起，到1975 年4 月止，越南南北双方之间还有一场决定其各自命运的内战。对于这段战

争与历史，国内史学界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①在国外史学界也并非研究的重点。就美国学术界而言，其

对越战的关注大多要么到《巴黎协定》签署之时便戛然而止，要么便略述 1973—1975 年的这段历

史。② 从越南方面而言，在越南共和国( 为了便于叙述，以下简称“南越”或“西贡”) 灭亡后，有不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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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ekong Delta，1930 － 1975) ，M． E． 夏普有限公司 2003 年版。



论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及其影响

南越党政军要人出书或出版回忆录，解释南越灭亡的原因，但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诠释大多不够全

面。① 从最终统一越南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为了便于叙述，以下简称“越南”或“河内”) 方面来看，有

不少著作解释了其胜利的原因，但大多为官方性质较浓，而且侧重于战争进程，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则

语焉不详。② 这样一来，国内外学术界对福特总统任期内的美国的越南政策问题缺乏相应的研究。

本文主要依靠美国福特总统图书馆的部分馆藏档案与《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的相关文件，对福特上台后至南越灭亡这一时期内美国的越南政策进行相应的

论述。

一、尼克松的越南政策与福特上台之初对南越的安抚

为了结束越南战争，也为了确保在 1972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顺利连任，尼克松通过自己的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 1972 年 4—6 月多次通过中苏两国向越南做出秘密承诺: 只要河内签署和平

协定，那么美国就不再要求河内从南越撤军; 只要河内在美军撤离之后不立即进攻南越，而是留出一

段适当间隔，照顾到美国的面子，那么美国就可以默许河内在此之后用军事手段统一越南。③ 为了增

加说服力，在 7 月 19 日的美越秘密谈判中，基辛格直接向越南政府代表黎德寿、春水做出同样的保

证。基辛格还警告，河内任何企图利用谈判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行为都会使美国停止谈判，直到选

举之后。④

尼克松的秘密承诺对越南积极参与和谈，最终达成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协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并对美国与南越的同盟关系造成实质性破坏。由于美国与越南所达成的协议条款直接威胁到南

越的存亡，南越总统阮文绍对此坚决反对。为了迫使南越就范，尼克松软硬兼施，以断绝同盟关系、

切断援助作威胁，以经济、军事援助为诱饵，并承诺在南越遭到越南大规模进攻时进行干预，最终威

逼南越签署了协定。⑤《巴黎协定》签署后，越南问题便逐渐淡出美国政府的视野。直到福特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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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放的》( Hoang Van Thai，How South Vietnam Was Liberated，) ，河内世界出版社 2005 版。还有一些从个人角度叙述这段

历史的回忆录。陈文茶:《三十年战争终结》，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 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一个越南官员的回

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对尼克松的秘密承诺问题，笔者已撰文详述。邵笑:《论尼克松对北越的秘密承诺及其对越南战争的影响》( 未刊) 。对此，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所论述。邵笑:《论巴黎协定后北越实行“政治优先”政策的原因》，《东南亚研究》2007 年第 1 期。
刘文劳、阮英武:《黎德寿 － 基辛格在巴黎的谈判》( Luu Van Loi，Nguyen Anh Vu，Le Duc Tho － 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 ，

河内世界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5—247 页。
关于这一阶段的美国—南越同盟关系，以及尼克松为了签署《巴黎协定》，对南越做出怎样的承诺与威胁，笔者已经撰文详

述。邵笑:《从巴黎协定的签订看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 南) 越同盟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1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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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于南越局势越来越危急，越南问题才重新为美国政府所关注。①

为了促使南越签署《巴黎协定》，尼克松多次向阮文绍保证，美国会在战后继续给予南越足够的

军事与经济援助，其承诺却在协定签署后成为泡影。越南战争让美国饱受多年的战争创伤，有五万

多美军士兵在战争中死亡，这对美国社会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美国民众普遍厌恶越战，这使得美

国国会内部反对与南越保持任何关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国会为了避免美国再度卷入越战，拒绝履

行尼克松的援助承诺。在 1972—1973 财政年度，美国给予南越的军事援助高达 22． 7 亿美元，②而

1973—1974 财政年度，国会将政府要求的 16 亿美元削减至 10． 1 亿美元。③ 接着，1974 年 4 月 4 日，

国会将 1974—1975 财政年度对南越的军事援助由 10 亿美元削减为 7 亿美元。④

1974 年 8 月 9 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副总统福特接任美国总统。此时的南越形势已

不容乐观。尼克松辞职当天的一份美国情报评估认为，此阶段越南共产党在南越的军事活动与

1968—1969 年以及 1972 年⑤相比强度有限，但是与 1973 年停火后相比就处于较强的程度。报告认

为河内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会进一步提高军事行动的强度。“可能在 1975 年或 1976 年……河

内会发动一场更猛烈的总攻。”⑥

受美国政治体制的制约，副总统并不掌握实权，所以刚刚上台的福特对越南问题并没有相应的

心理准备。而福特决定继续任用基辛格作为国务卿，⑦这就使得尼克松与基辛格的越南政策对他造

成很大影响。就基辛格个人而言，作为尼克松越南政策的执行者与《巴黎协定》的缔造者之一，虽然

早已打算抛弃南越，但他仍然希望在美国不会再次卷入越南的前提下，尽量延续南越的存在。因此，

福特上台后立即对南越采取安抚政策，利用外交手腕增强南越政府对美国的信心，并试图在援助问

题上给予南越相应的帮助。8 月 9 日晚，福特向南越驻华盛顿大使陈金逢( Tran Kim Phuong) 保证，

“我们会继续我们的政策。”福特还保证会努力说服国会。⑧ 也是在当天，福特致信阮文绍: “这个国

家过去所做出的现存的承诺仍旧有效，并且会由我的政府所全力实现。”⑨

福特的确在说服国会一事上做出了努力。9 月 12 日，福特、基辛格与美国两党国会领袖召开外

援会议，试图说服他们同意美国的对越援助。基辛格表示: “如果我们撤离越南，这会影响我们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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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政策，第二部分，1969—1975》( U． S． Policy in the Vietnam War，Part Ⅱ:

1969—1975，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共收录各类文件 1576 件，而在 1973 年 6 月到 1974 年 7 月底的一年多的时间里

只有 4 个文件。美国福特总统图书馆收藏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档案: 会谈备忘录，1973—1977》(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Files: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1973 － 1977) 中，1973 年 1 月至 1975 年 5 月之间涉及越南问题的文件约有 90 件，在这一阶

段的只有 10 件，其中 1974 年上半年的只有三件。基辛格在自己的数本回忆录中，对这一时期的美越关系与美国越南政策

也是一笔带过，几乎没有任何描述。此外，《总统府档案》中收录了尼克松写给阮文绍的 27 封信，最后一封的日期为 1973
年 6 月 13 日。此后直至尼克松下台，再无信件。
尼克松:《不再有越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8—219 页。
菲利普·B． 戴维斯:《战争中的越南史》( Phillip B． Davidson，Vietnam at War － The History，1946 － 1975) ，希捷维克·杰克逊出

版社 1988 年版，第 742 页; 尼克松:《不再有越战》，第 219 页。
安东尼·詹姆斯·乔斯:《南越的战争，1954 － 1975》( Anthony James Joes，The War for South Vietnam，1954 － 1975 ) ，普雷格出

版社 2001 年版，第 135 页。
北越在 1968 年发动了“春节攻势”，在 1972 年发动了“复活节攻势”，均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
《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政策，第二部分，1969—1975》，档案编号: VW01250，第 2—9 页。
基辛格于 1973 年 9 月担任美国国务卿。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档案: 会谈备忘录，1973—1977》第 4 盒，《福特与南越大使陈金逢，1974 年 8 月 9 日》( August 9，1974 －
Ford，South Vietnamese Ambassador Tran Kim Phuong) ，第 2—3 页。
《福特致阮文绍的信，1974 年 8 月 10 日》( Letter 32． Ford to Thieu，August 10，1974) ，《总统府档案》，第 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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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与其他国家对我们的信任。”他认为削减援助会鼓励河内的军事进攻。① 但会议并无结果。

水门事件以及福特在 9 月 8 日特赦尼克松的做法遭到民主党的强烈抨击，民主党也因此在当年的众

议院中期选举与参议院选举中双双获得 2 /3 以上的席位，从而拥有了压倒总统否决权的票数。这使

得福特在支援南越问题上难以得到国会的支持。

为了证明美国仍然支持南越，福特采纳了基辛格的建议，于 9 月 13 日在白宫会见美国驻西贡大

使格雷厄姆·马丁( Graham Martin) 。马丁对美国官员们的态度感到担心:“官僚们觉得我们不应该

再插手越南了。”马丁认为，如果能够为南越争取 7 亿美元的援助，而且不附带任何行政性限制，那么

南越能够守住整个冬季。而在年底之前，至少需要 3 亿美元。但福特和基辛格对如何从国会获取援

助束手无策。最后，福特只能同意马丁告诉阮文绍，他本人会为所需要的一切而斗争。②

福特的口头保证未能让阮文绍放心。9 月 19 日，阮文绍致信福特，他在信中描述了南越目前的

困境，指责河内完全不愿意遵守《巴黎协定》。他再次强调美国对南越的承诺，并希望与福特会面。③

在福特于 10 月 5 日会见南越外交部长王文北( Vuong Van Bac) 时，这封信由后者交给他。这次会谈

非常短暂，前后不到 25 分钟。福特再次保证会给予南越全方位的支持，“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而

在于国会。”对于南越形势，王文北表示，南越不得不控制弹药的使用，军队伤亡也很大。对于经济，

王文北认为问题不大。“今年应该有好收成，我们石油的前景也很好。”“但是( 石油业) 不会解决我

们目前的困难。”最后王文北说，阮文绍听闻福特即将访问日本和韩国，想邀请福特顺道访问南越。

福特以时间紧张为由予以婉拒。④

在与王文北会谈之前，福特为南越争取更多援助的努力已经失败。9 月 23 日和 24 日，美国众议

院和参议院批准给予南越 7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扣除运费、某些不拨款项目、管理费用等开支后，

实际金额还不到 5 亿美元。⑤ 加之武器价格上涨了 27%，⑥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导致石油和商品

价格飞涨，对南越的军事援助实际上只等于禁运前价值的 1 /4。⑦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示对南越的

支持，福特于 10 月 24 日回复了阮文绍 9 月 19 日的信。福特在信中保证:“美国对越南政策在这届

政府保持不变。”“我给你坚定的保证，这届政府会竭尽全力继续提供你所需要的援助。”福特在信中

再次回绝了阮文绍提出的与其会面的要求。⑧ 福特数次拒绝与阮文绍会面，已经反映了美国政府在

越南问题上的立场。

由于国会没有满足福特的援越要求，福特等人不得不另辟蹊径，希望让其他国家弥补其中的

差额。11 月 18 日，福特访问日本。次日，福特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举行会谈。福特希望日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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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向南越提供 6400 万美元援助的基础上扩大次年的援助。田中角荣则表示，他不得不平衡日

本国会反对派的意见，但保证数额不会少于当年。为了增强田中角荣对南越的信心，福特在会谈

中多次提到中国南海的石油资源，认为这对南越帮助巨大。① 在 11 月 20 日的会谈中，福特再次表

示，希望日本能够给予南越尽可能多的援助，如果南越能够在 1974 年得到足够的援助，“在我们

所了解的石油发展潜力之下，南越会很好地走向经济、军事自立之路。”②让福特等人出乎意料的

是，在这次会谈仅仅 6 天之后，即 11 月 26 日，田中角荣就因为贪污腐败而被迫辞去首相和自民党

总裁职务。

由于南越无法从美国得到足够的援助，在中国南海发现的石油资源对其便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加之福特政府希望南越借助开发石油以获取足够的资金，也就推动了南越对中国南海石油资源的侵

占与掠夺。这自然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与国家利益。早在 1974 年 1 月中旬，中国海军就与南越

海军发生军事冲突。③ 而在这一问题上，河内的态度则显得暧昧。在越南统一的进程中，从 1975 年

4 月 10 日起，越南民主共和国海军在瞒着中国的情况下，相继攻占了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这为以

后中越矛盾的激化埋下了隐患。

对于南越的局势，福特、基辛格等人无计可施。他们既无法向河内施加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

强硬手段，也无法为南越争取到足够的援助，至于通过外交手段向河内施压更是缘木求鱼。现在

美国只能寄希望于一些象征性手段来威慑越南。1974 年 12 月 7 日，在早餐会议时，美国国防部

长施莱辛格( Schlesinger) 提到在南越部署航空母舰一事，基辛格认为应该尽早部署。④ 基辛格等

人考虑部署航空母舰还有可能是在目前形势之下，出于对美国在南越人员安全的考虑。12 月 13

日，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向国务院发来电报，认为从当年夏末秋初开始就有很多情报显示，越南共产

党制订了暗杀他们认为是伪装起来的美国军事顾问的计划。电报提醒华盛顿注意美国在南越人

员的安全问题。⑤ 随着南越在军事上的接连失败，如何撤离美国人员便成为福特政府在越南问题上

所关注的焦点。

二、越南的军事进攻与福特政府的应对

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于 1974 年 12 月 14 日发动“14 号公路—福隆”战役，并于 1 月 6 日占领福隆

省。这是越南第一次在南越境内完全占领一个省，其胜利对河内的决策有重大影响。就在战役进行

期间，1974 年 12 月 18 日至 1975 年 1 月 8 日，在河内召开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

次会议上，河内最终确定，美国不会重返越南。越南总理范文同开玩笑说:“给美国人摆上糖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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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来了。”①此外，会议还决定在 1975 年发动规模更大的军事进攻，并发动“西原战役”。1 月 9

日，越南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旱季的主要进攻方向为西原南部，关键目标为邦

美蜀市。②

就在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的当天，1 月 8 日，针对越南的进攻，福特、基辛格与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考克罗夫特( Scowcroft) 开会讨论对策。基辛格表示，除了能够象征性地部署一

些 B －52 轰炸机与一艘航母之外，别无他法。③ 两天后，陈金逢拜访基辛格，请求美国给予帮助。基

辛格保证美国政府会尽其所能支持南越，会向国会要求给予南越 3 亿美元的补充军事援助，还会提

供坦克登陆舰( LST) 和杀伤性地雷( Destruction Mines) 。此外，美国正通过外交手段，督促苏联对河

内施压，但目前毫无结果。④

然而，即便是象征性的军事调动也遭到国防部的反对。至于补充援助，马丁要求给予南越 7 亿

美元。考虑到南越局势，希望援助能够迅速到位，所以基辛格建议只提出 3 亿美元的要求。⑤ 1 月 15

日，斯考克罗夫特致信马丁，说福特于当天决定向南越提供 3 亿美元的补充军事援助。“拨款的确切

时间要与国会领袖商量后再决定。我们知道对南越的 3 亿美元补充援助要比你建议的少多了，但是

总统觉得这个数字已经是短期内能够获得的最高数额了。”⑥尽管马丁对这个数字不满，却也无可

奈何。⑦

除了福隆战役之外，越南已经在南方逐渐展开攻势。面对南越的严峻形势，阮文绍不得不再次

向美国求援。1 月 25 日，阮文绍致信福特。他在信中提醒福特，在临近巴黎协定签署两周年之际，注

意南越的严峻形势，还特意提到美国之前付出了 5 万人牺牲的代价。其言下之意是指责美国现在对

南越毫无作为。阮文绍强调，在河内从外界得到大量援助的情况下，南越必须依赖美国的援助。“在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受到的挫折仅仅是因为共产党大量使用武器弹药; 而我们的军队不得不计较每

一颗炮弹，以便维持军火。”⑧

面对阮文绍的恳求，1 月 28 日，福特、基辛格等人与美国两党国会领袖会谈。为了增加说服力，

福特说:“有许多讨论都要求提供 3 亿美元以上的援助。他们的确需要更多的援助。但我决定只满

足最低限度的需要。”对于国会议员关于美国对南越承诺的质疑，基辛格予以断然否认:“我们对南越

没有法律上的承诺，但是我们在他们独立意愿的基础之上，一定做出了道德上的承诺。有一个道德

上的义务，如果越南政府允许我们离开，并让战俘返回，国会会提供所要求的东西———尽管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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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大体争论内容是，我们愿意承担钱的义务，但不是生命。这是记

录所显示的。”①基辛格之所以极力否认，一是因为即便他承认了，对援越问题也毫无帮助，反而会遭

到批评和攻击，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二是因为尼克松向南越做出承诺本身并无多少诚意，这只是哄骗

阮文绍签署巴黎协定的手段，尼克松和基辛格所需要的只是一段“适当间隔”。在这种情况下，福特

的要求自然遭到众多国会议员的反对。

鉴于向国会争取援助困难重重，在 2 月 15 日与福特的会谈中，马丁建议，向南越提供一揽子的

三年援助，即美国连续援助南越三年，总金额为 65 亿美元，“其中 40 亿用于军事，22 亿用于经济，我

们就能在三年后撒手不管了。”②由于国会削减援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马丁所建议的三年援助计划

就成为福特等人争取国会批准的最后希望。3 月 4 日、5 日，福特、基辛格与多名国会议员会谈，希望

说服他们同意三年援助计划，但国会议员们依然不为所动。③

就在福特等人在援助问题上争取国会支持的同时，3 月 4 日，越南发动“西原战役”。3 月 10 日，

越南军队攻克西原重镇邦美蜀。尽管南越再次遭到重创，局势岌岌可危，但福特依然无法给予更多

的帮助。前美军驻南越总司令威斯特摩兰( Westmoreland) 在 3 月 13 日对福特说，河内“只理解武力。

如果我们能够在海防港布雷，轰炸河内，他们会立刻改变”。福特则表示: “很不幸，我们不能。”④美

国既无法以武力相威胁，又不能给予南越足够的援助，这就会诱使河内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在得到邦美蜀之战胜利的消息后，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黎笋万分兴奋，他向总参谋部提出: “你们

考虑一下，邦美蜀之战是不是我们大规模的总进攻的序幕?”⑤在又一次的重大胜利面前，被胜利所

鼓舞的河内开始计划在 1975 年获取最后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福特只能从心理上安慰阮文绍。3 月 14 日，白宫发了一封电报给马丁，要他以个

人名义交给阮文绍一封信，以增强其信心。信中说，福特政府争取在随后的几周内就援助问题达成

共识，建议南越军队发动一些进攻，但不要为了收复邦美蜀而消耗过多的力量。“我可以向你保证，

军需品会很快送到，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很好的公开的胜利以表明越南共和国军能够表现得非常

好，那么我们就会更快更多地得到( 援助) 。”“我可以向你郑重保证，总统、国务卿与国防部都决定，

在华盛顿的战争结束后，你会得到你需要的资源。”⑥

但是福特的安慰并不能改善南越的处境。走投无路的阮文绍决定实行战略收缩，防御重要地

区，放弃南越北部的绝大部分高原地区。3 月 16 日开始的撤军成为一场灾难，在越南军队的围追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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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之下，6 万南越军队中只有约 2 万人撤回。① 在这种情况下，3 月 18 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决定在 1975 年内解放南方。② 3 月 25 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进一步决定，在雨季到来

前( 5 月) 解放西贡和整个南方。③

鉴于南越的困境、阮文绍的恼怒与自己的无能为力，福特只能再次安慰阮文绍。3 月 22 日，福特

致信阮文绍:“我，就我个人而言，决心。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应该坚定地站在越南共和国这边。为

了在这种情况下肩负美国的责任，我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随时与我的顾问磋商应对局势可能需要

采取的行动以及法律的认可。关于向你的军队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一事，你可以放心，我会竭尽全

力满足你在战场上对物资的需求。”④福特的保证无法安抚阮文绍，更无法拯救南越的命运。这封信

也是《总统府档案》收录的福特致阮文绍的最后一封信。

三、福特政府对南越的抛弃与越南的统一

相对于福特而言，基辛格对支持南越政权较为积极，但这种支持是有限的。在 3 月 24 日的国家

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对于美国是否考虑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基辛格表示坚决反对: “这不可能。这

违法了。这会是一场灾难，一个错误。”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安抚南越，福特派美国陆军参谋长弗雷

德里克·C． 韦安德( Frederick C． Weyand) 将军访问南越，并在 3 月 25 日上午与其会面。⑥ 之后，福特

于当天中午会见南越代表团，表示会竭尽所能支援南越，并宣布韦安德访问一事。对此，南越代表团

抱怨道:“不管你做什么，快一点。”⑦不过由于南越重要城市岘港即将失守，所以基辛格于当天发电

报给马丁，指示由他自己判断何时从岘港撤离美国人员。⑧

越南在取得“西原战役”的胜利之后，立刻发动“顺化—岘港战役”，于 3 月 25 日攻克顺化，30 日

占领岘港。面对南越在军事上的溃败，基辛格认为，援助对挽救南越局势已经没有意义了。3 月 27

日上午，在福特、基辛格与斯考克罗夫特的三人会议上，基辛格认为南越损失惨重，“在这些情况下谈

3 亿美元没有意义。三年计划也没有意义———三年什么?”⑨福特采纳了基辛格的意见。在当天中午

福特与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会谈中，勃兰特率先表示，对于东南亚问题，“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

决定，都不会影响我们对美国及其机构能力的信念。”福特则表示:“现在局势困难，对支持约翰逊总

统与尼克松总统的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我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我的感情很强烈，也是在世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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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①换言之，福特的决定要依赖美国的世界战略，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南越。抛去意识形态

因素，美国没有必要在南越维持一个亲美的反共政权，更没有必要在越南继续流血。对于继承了尼

克松越南政策的福特而言，没有任何理由再度卷入越南战争。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在南越人员的安全问题便成为福特政府所关注的焦点。基辛格于 4 月 1 日

发电报给马丁，征求他对撤离美国人员一事的意见。② 次日，基辛格再次致电马丁，要他安抚阮文绍:

“在韦安德将军的评估之后，总统意图在这个周末做出公开的努力，以便为南越争取到补充援助。在

其讲话中，也许在 4 月 10 日，总统会督促国会在两周内就对南越提供补充援助问题做出积极行动。”

基辛格的这些话显然不会让阮文绍安心，因为他还在电报里指示马丁向阮文绍提出撤离美国人员的

要求。基辛格建议动用商业飞机和可以利用的军事交通工具，将撤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③

对于南越，福特已经完全放弃。在 4 月 3 日的会议中，福特说:“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准备在最近

实施紧急撤离———我已无能为力。”④6 天后，福特与两党国会领袖举行联合会议。福特在会上表明，

南越已经没有希望。对于有的议员就美国对南越承诺一事的质疑，福特反驳道:“这些消息完全符合

美国 /越南政府公报的实质。除了公开说的之外，没有其他承诺。”基辛格也否认尼克松与南越政府

之间有秘密承诺。“援助……是一项道德上的义务，我们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秘密

承诺。”⑤

福特在 4 月 10 日做出了最后的努力，要求国会向南越提供 7． 22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 2． 5 亿美

元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并要求国会在 4 月 19 日之前做出答复。⑥ 但福特的努力白费了，这个提

议根本没有进行表决，在国会委员会讨论时就被否决了。基辛格也于当天致电马丁，要求他以 1950

年的水平撤离美国人员。由于马丁不赞成迅速撤离所有美国人员，以免造成南越居民的恐慌，因此

基辛格强调，美国不能冒险，“立即缩减( 人员) 的命令来自于总统本人。”⑦几天后，基辛格于 4 月 14

日致电马丁，要求马丁将美国人员减少到 1500 人，期限是下周二( 22 日) 。⑧ 19 日，基辛格再次致电

马丁，要求在周二将人员减少到 1100 人。“这是我们估计能够在一批次直升机起飞的情况下撤走的

人员。”⑨由于形势危急，从 4 月 21 日起，美军出动 35 艘军舰、4 艘航空母舰，动用了几百架飞机，开

始进行大规模的撤离行动。
4 月 26 日下午，胡志明战役首先在西贡东面打响。到 4 月 28 日下午为止，越南军队摧毁了西贡

的外围防线，切断了西贡通往外界的主要公路。次日凌晨，河内对西贡发起全线进攻。此时的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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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及其影响

局势已经失控。4 月 21 日，阮文绍辞去南越总统，并在离职演讲中指责美国背信弃义。① 副总统陈

文香继任总统后没几天，由于南越政府希望与河内关系暧昧的南越将领杨文明挽救局势，4 月 27 日，

杨文明便当选总统。南越政局的变动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就在 27 日当天，基辛格向福特建议，应

观察南越新政府，当它改变其组成时，美国就应该立即全面撤离。② 基辛格的担心是正确的。杨文明

在当选的次日致信马丁，要求美国军事人员立即离开南越。③

从 4 月 29 日 11 时 15 分起，美军派出以“冒险者”命名的直升机群加紧撤离，以 13 栋高楼的楼

顶为停机坪，运送一千多名美国人和五千多名南越人员撤离西贡。美国大使马丁也于 4 月 30 日上

午乘直升机离开西贡。④ 4 月 30 日上午 5 时，河内各路部队向西贡发起最后进攻。当天中午，南越

总统府独立宫被攻克。⑤ 杨文明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越南战争就此终结。

在冷战转型之后，原有的冷战思维与多米诺骨牌理论不再主导美国的政治决策，现实主义重新

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在抛弃意识形态的束缚之后，越南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不再占有重

要地位。而且旷日持久的越战耗尽了美国民众的全部耐心，美国国会对越战的态度也由支持变为反

对。在民众极其厌恶战争，厌恶再与越南战争发生任何牵连的情况下，不管是从战略上，还是主观意

识上，美国都没有理由继续维持南越政府。虽然美国给予南越一定的援助，或许可以延续南越政权

的存在，但这对美国而言已没有任何意义。

在这种大背景下，对越南问题并没有清晰思路的福特由于尼克松的意外下台而接任总统一职。

因此，尼克松与基辛格的越南政策对他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基辛格继续担任国务卿，这不可避免

地影响到福特的外交政策。所以福特在上台之初向阮文绍表示支持，还在不与国会对抗的前提下，

尝试为南越争取援助。但由于越战对美国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以及水门事件的影响，在援助南越问题

上福特遭到国会的坚决反对。而且，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就已决定抛弃南越，加之美国缺乏对南越

的战略需求，福特无法也没有动力改变这一趋势。于是，美国国会不断削减对南越的援助。此外，虽

然福特、基辛格不断为南越争取援助，但很难说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诚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

态。不管是对于参与巴黎秘密谈判、确定巴黎协定具体内容的基辛格而言，还是对于面临名存实亡

的美越同盟的福特而言，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做出为南越争取援助的姿态，哪怕是在无法得到的情况

下，也要比熟视无睹的好。

由于福特政府时期美国继续削减对越援助，南越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面对河内的大规模进攻，南越军队一溃千里。在这种情况下，福特虽然继续为南越争取援助，但任何

人都知道，南越不会因为得到 3 亿美元而起死回生。福特政府在表现出这一姿态的同时，更为关注

美国驻南越人员的安全。因此，撤离美国公民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越南政策的重心。美国的不作为让

河内不再担心美国会再度干涉，开始加强对南越的进攻，南越局势迅速恶化。面对河内在军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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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节胜利，美国加大人员撤离的力度，并最终在越南军队完全攻克西贡前撤走全部美国人员。随着

南越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越南战争以美国的撤离与北方战胜南方而宣告终结。

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实际上是尼克松的越南政策的延续。尼克松与基

辛格所创造的《巴黎协定》从签字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南越的命运。尽管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意外

下台，但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并没有脱离尼克松所制定的轨道。在巴黎谈判期间，基辛格多次向苏

联和中国承诺，只要河内同意签署《巴黎协定》，释放美军战俘，让美军撤离，那么美国就会削减对南

越的援助，并可以在一段适当间隔之后默许河内以军事方式统一越南。尼克松在下台前完成了其承

诺的前一半: 美国不断削减对南越援助，美越同盟名存实亡; 而福特则完成了尼克松承诺的另一半:

在河内的军事进攻面前，坐视南越的灭亡。

［文本作者邵笑，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广州 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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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五千年犹太文明史》

《五千年犹太文明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爵士著，蔡永良等译，中文版由潘光作

序，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出版。全书由 141 封信组成，从五千年前犹太民族的起源一直讲到 20 世

纪与 21 世纪之交犹太民族和文明的最新发展，不仅叙述文化、宗教的发展，而且考察政治、经济的演

变，特别是细述犹太人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全书内容细微，资料翔实。书中披露的

一些史实，如关于匈牙利和印度犹太人、西班牙内战中的犹太人等方面内容，是以前不太为人们所知

的。全书具有相当的系统性，作者的点评尤为精彩，完全可以作为一本犹太史教材。作者长期担任

牛津大学教授，著有《丘吉尔传》和《20 世纪史》等，是研究犹太史和纳粹大屠杀的权威学者。( 潘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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