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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冷战期间美国对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
　
白建才

摘　要：隐蔽行动战略是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实施的主要战略之一。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

一部分，冷战期间美国为了遏制所谓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对中国 西 藏 也 实 施 了 这 一 战

略，并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即：持续时间长；以隐蔽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辅之以

隐蔽的宣传战；与印度情报机构进行了密切合作，并力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这一战略行

动虽以失败告终，但也给中国留下了棘手的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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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行动战略是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实施的主要战略之一，是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一

个重要子战略①。为了维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遏制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赢得冷战

胜利，美国不仅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这一战略，也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第

三世界国家实施这一战略，进行了大量隐蔽活动，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其中

对中国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尤以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最具代表性。关于美国对中国西藏的

隐蔽行动，迟至２０世纪末，还是“冷战中一个极少有人知道但最不寻常的行动”②。２１世

纪初，随着美国有关档案的逐渐解密，国内外一些学者就此展开了深入研究，出现了不少

有分量的成果③。这些成果考察了美国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演变，揭露了美国对西藏的秘

密活动，但从美国冷战战略角度的剖析尚显不足。本文将主要依据美国政府解密档案资

料，借鉴已有研究成果，试图就美国对中国西藏隐蔽行动战略实施的特点作一探讨，以期

管窥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深化对美国冷战战略的认识。

一、特点之一：持续时间长

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首要特点是持续时间长。美国对中

①

②

③

关于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及 其 与 遏 制 战 略 的 关 系，详 见 笔 者《论 冷 战 期 间 美 国 的 隐 蔽 行 动 战 略》（载
《世界历史》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大战略、遏制战略与隐蔽行动等诸战略———美国的冷战战略析论》（载《陕西师范
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新华文摘》２００６年第４期）、《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问题析论》（载《世界历史》
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等论文。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Ｆｒｅｎｃｈ．“Ａ　Ｓｅｃｒｅｔ　Ｗａｒ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ｒｉ　Ｌａ”，Ｔｈｅ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ａａｔａｎｅｔ．ｏｒｇ／ｓｈａｄｏｗｃｉｒｃｕｓ／，２００３－０１－０８．
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如美国学者克纳斯的著作《冷战孤儿》（Ｊｏｈｎ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ｎａｕｓ，Ｏｒｐｈ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９９９），其论文《官方政策与隐蔽
计划：美 国 国 务 院、中 情 局 与 西 藏 抵 抗 运 动》（“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ｈｅ　Ｕ．Ｓ．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Ｉ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３，５（３），ｐｐ．５４～７９），康博埃和
莫瑞森的著作《中情局在西藏的 秘 密 战》（Ｋｅｎｎｅｔｈ　Ｃｏｎｂｏｙ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Ｔｈｅ　ＣＩＡ’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Ｗａｒ　ｉｎ　Ｔｉ－
ｂｅ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２００２）等。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有李晔：《２０世纪美国西藏政策述
论》（载《西藏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胡　岩：《美国 对 中 国 西 藏 政 策 的 历 史 演 变》（载《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学 报》２００２
年第１期）；郭永虎、李　晔：《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的准军事行动新探（１９４９—１９６９）》（载《当代中国史研
究》２００６年第９期）；程早霞的系列论文，如《５０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载《史林》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秘密 战———美 国 中 央 情 报 局 与 中 国 西 藏（１９６０－１９７２）》（载《学 习 与 探 索》２００７年 第２
期），及其博士论文《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西藏（１９４０ｓ－１９７２）》（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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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西藏的隐蔽行动实际上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即已开始，一直持续到７０年代初，长达２０余年，是冷战

期间美国实施时间最长的隐蔽行动之一。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冷战对抗的展开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以遏制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扩张为大

战略的美国政府改变了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英国策动

西藏独立的立场。在美国一些政要看来，“如果共产党真正控制了中国，西藏就将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

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西藏将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①“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

“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企图将其作为在“亚洲遏

制共产主义的屏障”②。因此，杜鲁门政府在不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同时，开始实施隐蔽行动战

略，秘密与西藏分裂势力勾结，在１９５１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前，主动提出为西藏分裂势力提供援助，阴谋

阻止共产党接管西藏；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制订并实施“洛伊计划”，积极策划鼓动达赖喇嘛外逃，力图

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破坏中国的国家统一。

艾森豪威尔是冷战期间美国历任总统中最热衷于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总统之一。作为二战期间的

盟军总司令，他深知盟军的秘密活动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的巨大作用，因此在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

接连批准了３份绝密的政策文件，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隐蔽 行 动 的 指 令》（ＮＳＣ５４１２、ＮＳＣ５４１２／１、

ＮＳＣ５４１２／２），加强了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对我国西藏自然也不例外，在其任内秘密援助西藏分

裂势力，为其培训特工，空投武器，成功协助达赖喇嘛外逃，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在尼泊尔木斯塘建立武装

和基地。根据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资料，艾森豪威尔任内多次召开高层会议，讨论西藏问题。１９６０年２月

４日，艾森豪威尔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的高官再次讨论了西藏问题，在会上中情局长艾伦·杜

勒斯汇报了中情局支持西藏叛乱武装的行动，请求批准继续实施支持西藏叛乱武装的计划。经过讨论，

总统同意继续实施支持西藏叛乱武装的有关计划③。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继承了其前任的衣钵，继续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６日

中情局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隐蔽行动的核心机构“３０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对西藏实施隐蔽

行动的备忘录，概述了中情局对西藏行动计划的目标、对目前计划的评估、行动的协调、费用等。文件列

举了“３０３委员会”之前批准的重大决定，其中涉及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有：“１９６１年２月１４日，批准

继续实施隐蔽行动计划；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３日，批准训练西藏游击武装；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０日，审查并批准继

续实施隐蔽行动计划；１９６５年４月９日，批 准 重 新 安 置 西 藏 准 军 事 武 装；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 和１１月２５
日，批准隐蔽的准军事计划（原文件有一行未解密）”④。这就表明，肯尼迪、约翰逊任职时期，美国政府对

我国西藏的隐蔽行动并未减弱，几乎每年都要批准实施一些隐蔽行动计划，以期如该文件所说：“削弱中国

政权的影响和能力，形成能够阻止西藏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发展的抵抗力量，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⑤

１９６９年尼克松上台后，鉴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为了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联中抗苏，开始

着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据此也调整了对中国西藏的政策，逐渐减少了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援助，但并未

立即停止其隐蔽行动。正如２００６年美国政府解密出版的尼克松政府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国》卷的编辑

所说，“在第一届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政府继续对达赖喇嘛及其同伙”进行支持，“包括政治行动、宣传

以及准军事活动”⑥。直至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５日，即尼克松总统第一任期行将结束之际，其领导隐蔽行动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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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ｂｙ　Ｍｉｓｓ　Ｒｕｔｈ　Ｅ．Ｂａｃ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ｐｒｏｕｓ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ｃｉｔｅｄ　ａｓ　ＦＲＵＳ），１９４９，Ｖｏｌ．９，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ＵＳＧＰＯ　１９７４，ｐ．１０６５．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Ｍｅｒｒｅｌｌ）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Ｍｅｒｒｅｌｌ）”，
ＦＲＵＳ，１９４７，Ｖｏｌ．７，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ＧＰＯ　１９７２，ｐｐ．５８９～５９２．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ｒ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ｎ　Ｔｉｂｅｔ”，ＣＩ０１３７７，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ｃｉｔｅｄ
ａｓ　ＤＮＳＡ），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３０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ＲＵＳ，１９６４－１９６８，Ｖｏｌ．３０，Ｃｈｉｎ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３４２，ｈｔｔｐ：／／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ｏｖ／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ｆｒｕｓ１９６４－６８ｖ３０／ｄ３４２，２０１２－８－１７．
Ｉｂｉｄ．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Ｎｏｔｅ”，ＦＲＵＳ，１９６９－１９７６，Ｖｏｌ．１７，Ｃｈｉｎ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７４，ｈｔｔｐ：／／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ｆｒｕｓ１９６９－
１９７６ｖ１７／ｄ２７４，２０１２－０８－１７．



白建才：论冷战期间美国对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

的核心机构“４０委员会”还批准了中情局在１９７３财政年度对中国西藏实施预算为４３７　０００美元的隐蔽

行动计划，比上一财年花费的５５７　０００万美元减少了１２万美元①。１９７４年，随着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
加之美国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特别是对西藏分裂势力武装的支持成效甚微，尼克松政府又被“水门事

件”搞得焦头烂额，美国政府暂时停止了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
由上可知，美国政府从杜鲁门时期开始直至尼克松政府末期对西藏的隐蔽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持续

时间达２０多年，这大大有别于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的隐蔽行动。１９５３年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的“阿贾

克斯行动”，或１９５４年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行动”，加上中情局的早期准备活动，也都只有

３－４年。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在印尼实施的秘密支持外岛叛乱和消灭印尼共产党的隐蔽行动和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援助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反击苏联入侵的准军事行动，前后也都不过９年时间。这反映了在美国的

全球冷战战略中，中国以及中国西藏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最高决策机构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

西藏，西藏将会成为共产党中国向印度施加影响的基地”②，“因而会对南亚地区（特 别 是 印 度）构 成 威

胁”③。因此，除非国际冷战格局及美国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是不会放松对中国的隐蔽行动的。
同时，这也是因为美国碰到了一个远非伊朗、危地马拉等国所能相比的实力强大的中国，所以，尽管耗费

时日，终究无果而终。当然，美国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的隐蔽行动持续时间更长，这是由于苏联始终是

美国的主要对手，加之美国实力地位的下降需要联中抗苏，因此被迫中止了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

二、特点之二：以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

根据冷战爆发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７日通过的确立对外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

ＮＳＣ１０／２号文件，隐蔽行动战略包括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宣传战和准军事行动④。但冷战期间美国

对各国实施隐蔽行动战略时并未让这４个子战略同时进行，而是依各国国情及美国战略目标的不同有

所侧重，如对苏联东欧，主要采取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和宣传战，对意大利、智利等国主要采取隐蔽的

政治战和宣传战，对伊朗、危地马拉、阿富汗、安哥拉等国主要采取隐蔽的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冷战期

间美国对中国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则以隐蔽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辅之以隐蔽的宣传战。
隐蔽的政治战是美国对西藏最早实施并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５日美国国家安全委

员会通过的一份重要文件《美国对远东的政策》（ＮＳＣ５９１３／１）中明确指出，美国对远东的政策目标之一

是“阻碍亚洲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中共政权的发展；削弱亚洲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中共政权的实力；降低亚

洲共产党政权特别是中共政权的威信”⑤。这其实是新中国成立后至６０年代末美国历届政府的政策目

标。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美国政府对中国西藏首先实施了隐蔽的政治战。其最具代表性的做法就

是秘密鼓动达赖喇嘛出逃。

１９５１年３月２９日，就在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之际，美国驻印度大使洛

伊·亨德森致绝密函给国务院南亚事务署主任马修斯，汇报了其业已开始的鼓动达赖喇嘛出逃的计划，
请求获得批准⑥。美国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该建议⑦。之后，美国驻印使馆与达赖喇嘛的代表频繁接触，
竭力鼓动达赖外逃，还为达赖制定了详细的外逃计划。该计划包括３种选择：１．达赖带着忠实随从乘黑

夜悄悄离开（西藏）来到印度；２．命令ｘｘｘ（人名未解密）护送他偷偷离开来到印度；３．在亚东附近与海因

里希·哈里尔及领馆翻译乔治·帕特森接头，由他们护送他越过边界进入不丹一个茶园的简易机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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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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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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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Ｃｈｉｎ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８０，ｈｔｔｐ：／／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ｆｒｕｓ１９６９－１９７６ｖ１７／ｄ２８０，２０１２－０８－１７．
郭永虎、李晔：《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的准军事行动新探（１９４９—１９６９）》，第８６页。
ＦＲＵＳ，１９４９，Ｖｏｌ．９，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ＧＰＯ　１９７４，ｐ．１０７２．
ＦＲＵＳ，１９４５－１９５０：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２９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ｗｗｗ／ａｂｏｕｔ－ｓｔａｔｅ／ｈｉｓ－
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ｌ，２００１－１１－２７．
ＮＳＣ５９１３／１，“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Ｓ．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５，１９５９．ＰＤ００５９３，ＤＮＳＡ．
“Ｔｈｅ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ｔｈｅｗｓ）”，ＦＲＵＳ，１９５１，Ｖｏｌ．７，Ｋｏ－
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Ｐａｒｔ　２，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ＧＰＯ　１９８３，ｐｐ．１６１０～１６１３．
ＦＲＵＳ，１９５１，Ｖｏｌ．７，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Ｐａｒｔ　２，Ｎｏｔｅ　２，ｐ．１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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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用一架小型飞机把他送到一个永久避难地①。但达赖此时尚未决定出逃，在结束外地的佛事活动

之后还是回到了拉萨。１０月２４日，达赖致电中央政府，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美国秘密鼓动达赖出逃的阴谋破产。

美国此番虽然未能如愿，却也开启了达赖出逃之门，为达赖日后的出逃打下了基础。西藏和平解放

后，美国在阻止中国国家统一受挫的情况下，加强了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以期削弱中国的实力。１９５９
年３月，美国对西藏长期实施的隐蔽行动战略初见成效，西藏发生了大规模叛乱，达赖喇嘛决定出逃。关

于达赖这次出逃是否美国策划，目前尚未见到档案资料，仅有一些专著指出，在叛乱发生前几个月，美国中

情局和西藏分裂势力的代表就策划了达赖的出逃。曾在西康生活和工作过三年的苏格兰传教士实为英

国特工的乔治·帕特逊（Ｇｅｏｒｇｅ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承认，“他的康区朋友在那次事件发生以前的很早时就告诉

过他，已经有了一个诱骗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计划。”一个曾插手策划这一行动的美国人也承认了美国

提前策划达赖出逃的事实②。可以肯定的是，达赖这次出逃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美国促动其出逃的一

个结果，同时中情局又积极协助了达赖喇嘛的出逃。在达赖出逃过程中，他身边有两个经中情局训练的

西藏特工，随时和中情局保持联系。中情局则随时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相关

情况，并向印度政府通知了达赖政治避难的要求，获得印方批准。经过两个星期的长途跋涉，达赖一行于３
月３１日逃到印度，从此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反华势力的一个重要工具。中情局秘密行动负责人理查

德·比塞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ｉｓｓｅｌｌ）也承认如果达赖喇嘛没有那些由中情局训练出来的特工人员的陪同，是不可

能如此顺利出逃的③。之后，美国长期给达赖及其仆从秘密提供活动经费，供其进行反华活动。
在美国政府对中国西藏实施的隐蔽行动战略中，着力最多的是准军事行动。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

是由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④，因此采取隐蔽的政治战、宣传

战。采取准军事行动战略，通过暗中武装、训练西藏分裂势力，督促其从事武装叛乱、破坏袭击等活动，
或许可直接削弱中国的力量。加之有二战期间战略情报局积累的一些经验，当时中情局的许多骨干曾

是战略情报局的成员，热衷于准军事行动，准军事行动战略也就成为美国对中国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主

要手段了。
美国对中国西藏的准军事行动，主要采取了秘密培训西藏民族分裂分子、支持其武装叛乱、给其提

供军事援助等形式。
在秘密培训西藏民族分裂分子方面，从１９５６年开始，美国多批次地在台湾、冲绳群岛、塞班岛、关岛

以及美国本土科罗拉多的黑尔营地秘密训练了至少几百名西藏民族分裂分子。训练内容包括学习识别

地图、武器操作、炸药的使用、无线电收发、跳伞等多种技术。同时接受训练的还有达赖的哥哥土登诺

布。训练结束后，中情局又将部分受训人员秘密空投进西藏。这些人回去后收集情报，从事破坏活动，
发动或参与叛乱，成为西藏叛乱或从尼泊尔木斯塘基地对西藏发动武装袭击的西藏叛军的骨干分子。
正如一个名叫旺堆的叛乱领导人回忆说，他于１９５６年离开西藏，在海外某地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然后

被秘密空降回西藏，在康区开始组织叛乱活动，直到１９６６年他才离开那里，前往尼泊尔⑤。
在支持、组织武装叛乱等方面，早在１９５６年初，中情局就派遣游击战专家安东尼·波什普尼帮助组

织了西藏民族分裂分子在西藏东部地区发动的叛乱，并给叛乱分子提供了通讯设备。叛乱分子在西藏

东部同时发动了多处袭击，中情局提供的通讯设备也为相距很远的叛乱分子的协调行动发挥了重要作

用。１９５８年，中情局首次以空投的方式给西藏叛军运送武器，“这次共空投了１００支英国制造的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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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４页。
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３３页。
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２３３页。
如１９９４年５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国长期的政策；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
都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请参阅李晔：《２０世纪美国西藏政策述论》，第５页。
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２３０页。



白建才：论冷战期间美国对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

２０支手提机枪、两门５５毫米 迫 击 炮、６０颗 手 榴 弹，以 及 为 每 件 武 器 配 备 的３００发 子 弹”①。１９５９年２
月，美国又空投了第二批武器。这两次武器空投加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的发生。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
美国空投至少３０多次，都是由中情局专有航空公司的人员和飞机承担的②。

在给西藏分裂势力提供军事援助方面，除了上述秘密训练西藏分裂分子、给西藏叛乱武装空投武器

装备等外，在西藏叛乱失败后，美国还帮助西藏分裂势力在尼泊尔靠近西藏的木斯塘重整叛乱武装，将

从西藏逃亡出来的藏人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２　０００人的武装，为其提供活动经费、武器装备和军事训

练，要求他们经常渗透回西藏进行破坏，袭击解放军分散的营地和交通运输线。根据美国政府解密文

件，１９６４财年用于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的经费为１　７３５　０００美元，其中支持在尼泊尔基地的２１００西藏武

装的经费为５０万，给达赖的津贴为１８万，装备、运输、设备及训练费用为２２．５万，在科罗拉多秘密基地

训练费用为４０万，纽约、日内瓦等地西藏办事处费用为７．５万（半年），把在科罗拉多受训的藏人空运到

印度的费用为１８．５万，其它费用（侦察队的设备与供应、储藏计划、在西藏特务网的建立、特务的薪水

等）为１２．５万，选择的２０名藏族官员的教育计划为４．５万③。从这份费用表可以看出，在１９６４财年美

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１７３．５万美元经费开支中，至少有１３１万用于了准军事行动，占其总

经费的３／４，可见准军事行动战略在其隐蔽行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三、特点之三：与他国合作，使西藏问题国际化

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并非单兵作战，而是与印度情报机构进行了密切合作，并力图使

西藏问题国际化。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印度的合作有个发展的过程。早在５０年代初，美国就试图拉拢印度联手援

助西藏分裂势力，阻止中国的统一。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美国国务卿在发给驻印大使亨德森的绝密电

报中要求其尽快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表明在西藏问题上美国“希望与印度政府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进

行合作”④，但在随后的会见中被婉言谢绝。这是因为此时印度刚独立不久，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并
不想卷入美国发动的亚洲冷战中，与中国为敌⑤。

１９５９年中印边界冲突加剧后，印度的立场随之发生了变化。１９５６年达赖访印时曾企图在印避难，
印度政府迅即告知中国政府，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劝回了达赖⑥。但１９５９年３月西藏叛乱发生后，经

美国政府从中斡旋，印度政府接受了达赖的避难。由此也开始了美印两国在中国西藏问题上的合作。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中印边界战争发生后，为了加强与印度的合作，美国政府于是年１１月派７２岁高龄的资深

外交官哈里曼率代表团赴印度进行会谈，双方商定：印度在中情局近东处的支持下发展藏人游击力量，
而中情局远东处则负责在西藏内部建立远程抵抗运动，木斯塘准军事部队仍由中情局控制⑦。据此美

国、印度与达赖集团通力合作，组建了一支由流亡藏人组成的５　０００人的武装，名为“２２军区”，后改为

“特种边境部队”，图谋越境深入西藏后方实施打击。这支武装的总部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由印军的一

名少将乌班任总监，达赖集团“流亡政府”的“治安部长”任副总监，隶属印度政府内政部保安局。印度政

府、美国中情局和达赖集团三方组成一个八人联络组（印方３人，美方２人，达赖集团３人）负责筹建，具
体分工是兵员由达赖集团负责，分别在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境内的外逃藏人中招募，美国负责提供

武器装备和部分经费，并协助训练，印度负责组编、供应，并选派一批军官到该部进行领导管理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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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多次派员对这支武装进行了体能、游击战术、空降等方面的训练，也在美国科罗拉多的黑尔营地

为其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这支武装建立后曾多次越境深入西藏执行电话窃听等任务。

为了在亚洲的冷战中削弱中国的力量，在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美国并不满足于和印度的

合作，也竭力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给中国制造更大的麻烦。具体做法包括：第一，给达赖集团提供活动

经费，包括给达赖的津贴、给其在纽约、新德里、日内瓦等地的办事处的经费等，让其四处活动，进行分裂

祖国的活动和反华宣传。这在前文已有所述。第二，为达赖集团培训政治骨干，包括行政官员和驻外代

表等，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从事分裂祖国反华活动的能力。在这方面，６０年代中期中情局实施了一个隐

蔽的政治战项目，即由中情局幕后出资，由康奈尔大学出面，培训达赖集团的官员。根据美国政府解密

文件，先后３年共培训了２０名年轻官员①。这些人在康奈尔大学学习了语言、政治、经济、人类学等科

目，有些还接受了中情局的特工训练，回去后被安排在中情局与印度情报部门和达赖集团的联合行动中

心、达赖集团在纽约、新德里、日内瓦的办事处等重要部门，成为从事分裂祖国和反华活动的急先锋。第

三，利用联合国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②。美国在外交上是个非常善于捕捉战机的国家。西藏叛乱发生

后，美国迅速抓住时机，采取公开与隐蔽的手段，把西藏问题推向国际社会，利用联合国大做文章，以达

到其削弱中国的目的。就其采取的隐蔽手段也即隐蔽的政治战来说，一是“鼓动另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

亚洲国家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③。由于美国的幕后鼓动策划，马来亚和爱尔兰在是年１０月召开的

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所谓西藏问题的反华议案，声称“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遭到践踏”，要求联大进

行讨论。美国则公开站出来支持该议案。结果是联大通过了该反华议案。二是让美国前驻联合国副代

表格罗斯担任达赖集团的幕后高参，让其为达赖集团在联合国的活动出谋划策。格罗斯是两届联合国

秘书长的顾问，政治经验老到，深谙联合国的运作机制，他力促达赖集团向联合国申诉，并很识相地认为

在联合国提出关于西藏的主权问题很难获得通过，建议以西藏的人权遭到践踏为题申诉④。事实证明，

达赖集团和马来亚等国在联合国正是按格罗斯的建议操作活动的。６０年代，美国又两次幕后操纵联合

国通过西藏问题决议，谴责中国践踏西藏人权，图谋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冷战期间美国在对外实施隐蔽行动战略中不乏与一些国家的合作，如对阿尔巴尼亚的“宝贵行动”

和对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中与英国的合作，在对古巴的隐蔽行动中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国的合

作，在对阿富汗的隐蔽行动中与巴基斯坦、埃及等国的合作等。但这些国家多为美国的盟国或仆从国。

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美国在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中与印度的合作是与一个奉行不结盟

和中立外交政策国家的合作，且这种合作并非自始至终的合作，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合作到合作的过

程。同时，由于美国深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问题难以撼动，多次在幕后唆使和操纵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国

践踏西藏人权的决议，使西藏问题这一中国的内政问题国际化，给中国施加压力，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些都成为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一个明显特点。

四、隐蔽行动战略的后果

美国隐蔽行动战略在中国西藏的实施以失败而告终，却也给中国留下了棘手的后患。

冷战期间美国将隐蔽行动战略作为公开外交手段和军事干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⑤，以隐蔽行动

战略与公开外交相配合，在不少国家实现了其对外政策目标，如在意大利、印度尼西亚等国成功阻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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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建才：论冷战期间美国对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特点

共产党上台执政，在伊朗、危地马拉、刚果、智利等国最终推翻了左翼政府，在苏联东欧导致了其剧变解

体。但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的隐蔽行动战略却最终遭到了失败。如前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

时间，美国的对华政策目标是“阻碍中共政权的发展”，“削弱中共政权的实力”，“降低中共政权的威信”。
与此相一致，在对中国西藏问题上，美国在５０年代初极力拉拢达赖鼓动达赖喇嘛出逃，企图阻止西藏的

和平解放和中国的国家统一。在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后，美国又采取准军事行动，培训武装西藏分裂势

力，支持其发动叛乱。在叛乱失败后则在尼泊尔为达赖集团建立军事基地，组建武装，提供武器装备和

活动经费，督促其进入西藏进行骚扰破坏活动。这支叛乱武装只是一帮被美国豢养的乌合之众，在其存

在的十几年间收效甚微，进入西藏骚扰破坏者多被歼灭，就连中情局官员在向“３０３委员会”汇报时也认

为其“在西藏内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①。有鉴于此，加之尼克松政府要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和联中

抗苏，改变了对华政策，缓和了和中国的关系，逐渐减少了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援助，削减了其武装。１９７３
年１１月尼泊尔国王访华时，毛泽东主席要求结束这种大家心里都有数的“猜哑谜游戏”。１９７４年，尼泊

尔军队清剿了木斯塘的西藏叛匪，叛军首领旺堆等被击毙，其余７名首领投降，西藏叛乱武装土 崩 瓦

解②。冷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西藏的隐蔽行动战略彻底失败。
美国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的失败，就其自身原因来说，是由于美国慑于过深卷入可能带来

的严重后果，是由于美国自身力量的有限性。西藏自元代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举世公认

的事实。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有着铁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对于

这些美国政府心知肚明，因此自始至终不敢站出来公开承认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③。加之美国的全

球冷战战略重心在欧洲，美国与苏联在全球展开激烈争夺，中情局在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都设有工作

站，这就大大分散了其力量。因此美国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援助，无论是经费还是武器装备，抑或是介入

的人员、规模都是相对有限的。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在经历了长期革命斗

争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美国的任何反华阴谋都是难以得逞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中国西藏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也给中国留下了一时难以消除的后患。美

国对中国西藏实施的隐蔽行动战略虽未阻碍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实力，但其曾长期暗中扶持豢养的

达赖及其仆从至今仍在到处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社会稳定的活动，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障碍，也
成为国际上试图阻止中国和平崛起的反华势力的一个工具。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时日。

在全球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维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赢得冷战胜利是冷战期间美国的基本目标。
新中国作为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成为美国遏制的对象，对中国西藏实施隐蔽行动战略也就

成为美国阻碍中国发展、削弱中国实力、遏制所谓中国共产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手段。据此，美国对中国

西藏实施了长达２０多年的以隐蔽的政治战和准军事行动为主要内容的隐蔽行动战略，一度与印度进行了

合作。但由于其力量的局限性，对手的日益壮大，冷战国际格局的变化，这场闹剧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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