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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冲突危机管理
与国际调解策略初探

) ) ) 以 /六天战争 0前约翰逊政府对阿以危机调解为例

李  智

摘  要  美国约翰逊政府对 /六天战争 0前阿以危机的处理结果是导

致 /六天战争0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最初采取谨慎克制的政策, 阻止

以色列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 积极与阿拉伯国家协商沟通,并试图通过联

合国和多方参与的外交手段化解危机。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 5海权国家

宣言 6和 /红海赛舟0计划流产,美国转而采取模糊政策处理阿以危机, 默许

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通过本案可以得出: 国际调解

在于抑制诉诸武力,避免采取过激行为, 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国际调解应

坚持寻求国际多方力量共同努力消除危机; 协调国对危机管理最主要的目

的是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  危机管理  国际调解  约翰逊政府  阿以危机  六天战争

从字面意义上来讲, /危机 0 ( crisis)含有威胁、紧急和破坏的意思。它常常意味

着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体现一种否定意义,具有很高的风险,并有可能造成伤害以

及更大程度的损失。对于一个组织而言, 危机经常起着破坏系统稳定性的作用, 并

对核心性的假定与信念提出质疑, 同时威胁最高目标, 包括想象力、合法性、收益性,

甚至是生存。
¹
自 20世纪 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危机管理开始受到世

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在国际危机管理中, 第三方干预是指以国际组

织和非危机当事国 (或国家集团 )为主体对国际危机进行调解的行为, 也就是国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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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国际调解作为解决国际危机的有效方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直到今天仍在沿

用。在当事双方无法通过正常的沟通进行危机处理时, 第三方就在控制危机升级过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国际协调并不是万能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协调国出于

本国利益的考虑而使用的一种策略与手段。

/六天战争 0是 20世纪 6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它打破了阿以间旧的政

治、军事对抗状态, 调整了双方的力量分配,使中东地区新的实力均势得以建立。它

也改变了以往阿以危机偏重军事冲突的特点, 形成了阿以间 /谈判 ) 冲突 ) 谈判 0的

接触模式。同样它也成为美国中东政策变化的一个分水岭,直接影响了美国对以色

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发展。本文试图以 /六天战争 0前约翰逊政府对阿以危机管

理为例,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 揭示美国政府在危机环境中政策变化的背

景、过程以及模糊政策的出台,探究美国政策变化的一般规律,为近几年在我国刚刚

兴起的国际危机管理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典型的案例。

一、危机的起源与美国的政策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埃关系不断恶化。这不仅关系到美埃两国, 更重要的是给美

阿关系带来了严重影响。从 1965年起,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的边境摩擦事件时有发

生,并且不断升级。 1967年 4月, 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因为非军事化区的土地问题,

爆发武装冲突。随后埃及发表声明称:如叙以爆发战争, 埃及将根据有关协定派兵

参战。5月, 苏联方面获得了以色列正准备对叙利亚用兵的情报, 并把这个消息告诉

了埃及。 14日,埃及总统纳赛尔派出军队驻扎西奈半岛。以色列第一时间将这一情

况通知美国。由于此时约翰逊政府正致力于越南战争, 中东问题与之相比只能排在

第二位,并一直是由国务院来负责。¹ 在得到驻埃及大使馆发来电报的印证后, 美国

国务卿腊斯克告诉助理国务卿贝托: /对以色列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静静地坐

在那里0º, 并责成驻以大使与以色列高层接触,希望以色列方面保持冷静,避免形势

进一步恶化。可以看出,美国一开始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与克制的政策。

美国始终避免中东出现军事对抗, 更不希望自己被卷入其中。此次美国政府的

第一反应就是通过政治手段来应对危机。事实上,后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对美

国介入这次中东危机程度的定位是:美国不能单独行动,而以联合国和 /多边 0的形

¹

º

W ill iam B. Quandt, P eaceP rocess: Am ericanD ip lomacy and theArab2Isra eliC onf lict since1967, W ashington,

D. C. : B rook ings Inst itu tion Press, Berkeley: Un iversity of Californ ia P ress, 2005, p. 24.

Docum en t 2, / T elegram from th e Em bassy in Israel to th e Departm en t of S tate0, FRUS, 1964 ) 1968, Vol2
um e X IX, Arab2Israeli crisis and w ar, 1967, h ttp: / /www. state. gov/ r/pa /ho / fru s / johnson lb /x ix/28052. h tm. (以下

所有 FRUS文件下载时间都是 2007年 9月,不再赘述 )



108  外交评论  2009年 第 5期

式来解决问题。¹ 这实质上是为政府部门确立了 /不单独干涉 0原则。这正与美国政

府最初的想法不谋而合。也许正因如此, 约翰逊总统才在回忆录中 /得意地0说到:

/自从危机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寻找一个多边 (解决问题 )的方法。0º

针对当时的情况,美国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亲自向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发出

电报,希望各方保持克制。美国十分担心以色列会像在第二次中东战争那样, 事先

未与美国充分协商就对埃及发起突然袭击。此外, 苏联的态度还不明确。以色列单

方面行动很可能导致苏联的干涉, 进而造成美苏剑拔弩张的态势。美国一直把造成

局势紧张的原因归咎于叙利亚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 并指责游击队进入以色列发

动袭击,从而把造成对抗的责任推给阿方。二是与英法等国联系,希望他们能够依

靠自身的影响约束埃及和叙利亚。 1950年美国、英国和法国曾就阿以问题签署 5三

方宣言6。美国利用 5宣言6构建了一个包括美英法共同参与解决中东问题的机制。

此外, 1957年美英法也参与制定埃及与以色列的停火协定。此时英法对美国给予了

配合,三国代表一致认为应该向联合国建议: 根据形势的发展来考虑召开联合国安

全理事国会议。美国总统特别顾问罗斯托 (W alt Rostow )还与英法两国驻美大使商

议是否有必要与苏联磋商。» 由此我们可以窥测和推断, 在缓解阿以紧张局势问题

上, 在此之前美国与苏联几乎是没有交流的。三是在联合国, 美国重申支持安理会

对阿以冲突的和平决议,在国际舆论上力争主动。

美国也与埃及就目前的形势进行了探讨。美国驻埃及公使奈斯 ( Dav id Nes)分

别同埃及外长利雅得 (M ahmoud R iad)和埃及议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艾尔 #费基

( E l Fek i)进行了会谈。在与利雅得的会谈中奈斯指出, 美国为了避免冲突已经要求

以色列高层保持最大的克制。此外, 以色列方面在部队的部署方面没有很大的变

化。为了表示诚意,奈斯逐字宣读了以色列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在同艾尔 #费基

的会谈中,艾尔 #费基强调以色列在叙以边境增加兵力, 企图进攻叙利亚, 但也讲

到: /埃及从来不会主动攻击以色列。0也许受到了这句话的影响, 奈斯在会谈后给国

务院的电报中评价道: /我敢确信他们 (埃及 )现在的行为仅仅是对 (中东紧张形势 )

恐惧的反应,而且没有任何进攻的意图。0¼

¹

º

»

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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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don B aines John son, The Van tage P oin t: P erspectives of th e Presid ency, 1963 ) 1969, N ew York: H 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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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 en t 3, / C ircu lar Telegram from the D epartm ent of State to C ertain Posts0, FRUS, 1964 ) 1968, Vol2
um e X IX, Arab2Israeli crisis and w ar, 1967, http: / /www. state. gov / r /p a/ho / frus / john son lb /xix /28052. h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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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势的恶化与 6月 2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埃及表示没有 /进攻意图 0并不代表它没有进一步行动的打算。 5月 16日, 埃及

军队开始部署在埃以边境,并且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 ( UNEF)在 48小时内撤离沙姆

沙伊赫 ( Sharm a l2Shaikh)和亚喀巴湾 ( the Gulf ofA qaba)的观察哨。约翰逊总统在危

机发生以来第一次写信给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 ( Lev iE shkol), 信中要求以色列保持

克制,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要用最强烈的言辞强调: 你们需要避免采取任何的进

一步加剧地区暴力和紧张的行动0, /我相信你能理解:要美国对 (以色列 )在没有同

我们协商就采取行动出现的结果负责, 这一点是我不能接受的。0¹

现在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了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去留。美国反对撤走联合国紧急

部队,随后便在联合国内展开行动, 尽量保存这支部队或者竭力推迟部队的撤退时

间。 5月 19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戈登堡 ( A rthur Go ldberg )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调查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实际状况, 并强烈要求在没有得到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充

分协商前不要做出撤退的决定。但这些都无济于事, 就在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就撤离联合国紧急部队向联合国大会做了报告,认为如果埃及希望联合国紧急部队

离开,那么他就必须命令部队撤离。

埃及进驻沙姆沙伊赫和亚喀巴湾, 意味着埃及也许会干涉蒂朗 ( T iran)海峡的航

运通行。为了平缓以色列对埃及封锁蒂朗海峡的疑虑, 18日罗斯托向以色列驻美大

使哈曼 (A vraham H arman)重申: /美国不希望看到亚喀巴湾被封锁。如果出现这一

情况,美国将会采取行动 0, º并在多种场合反复陈述了这一立场。但是美国仍十分

担心埃及的下一步行动,试图通过苏联劝说埃及不要在蒂朗海峡采取任何行动。 20

日,约翰逊总统给柯西金写信。信中说: /对我们来说, 需要为蒂朗海峡问题找到一

个长久的方法,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0, /我们希望你们劝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限制

在海峡航运过程中的干涉行为。0»除此之外, 罗斯托认为, 美国应该考虑向该地区的

所有国家发表一份声明, 重申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这份声明会以美国、英国

和法国联合发表的形式,或者三国以及加拿大分别发表的形式阐述对亚喀巴湾的立

¹

º

»

/ Text of a m essage to Israel iPrim eM in ister LeviE shk ol from Pres iden tLyndon B. John son urg ing Israel to a2

void any action wh ich w ou ld add fu rther to the violence and ten sion in the M idd le E ast, M ay 17, 19670,
CK3100505555, Declassif ied Docum en ts Referen ce Sys tem. (缩写为 DDRS,以下同 )

Docum en t 15, / C ircu lar Telegram from th e Departm ent of S tate to C ertain Posts0, FRUS, 1964) 1968, Vol2
um e X IX, Arab2Israeli crisis and w ar, 1967, http: / /www. state. gov / r /p a/ho / frus / john son lb /xix /28052. h tm。

/ T elegram from S tate to Em bassy Sov iet, M ay 20, 19670, inThe R ichardM. N ixonN ationa lS ecu ri ty F iles,

M iddle Ea stN eg otia tions, 1969 ) 1974, Reel24, p. 933. 缩微胶片, M F0501750,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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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¹可以看出, 与之前相比, 此时美国的反应十分强烈。如果埃及在蒂朗海峡采取

行动,很可能就会触及美国对局势恶化能够承受的心理底线。 5月 22日, 美国国务

院通过驻埃及大使向埃及外长利雅得陈述了美国的立场: /在这一水域自由和安全

通过的权利对国际成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利益。我们确信,所有干涉这些国际权利

的行为都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0º然而几个小时后,纳赛尔就宣布:埃及不许以色列

船只通过蒂朗海峡。此外,埃及要求经过海峡的其他国家船只不得携带某些受限制

的战略物资。

5月 23日,美国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马上责成驻苏大使尽快与苏联外交部长葛

罗米柯见面,并表达美国对埃及行动的担心。葛罗米柯表示: /苏联认为在这个地区

任何人都不希望战争。战争只能给这个地区的国家带来危险, 给整个世界造成紧

张0», 苏联的这一立场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美国此时并不清楚为何埃及要这样步

步紧逼。原先美国政府认为, 埃及试图利用军事威慑捞取政治好处,现在这一想法

已经动摇。在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纳赛尔所发出的 /如果以色列想要战争,

我们奉陪 0的壮志豪言。然而,前财政部长安德森 ( Bob Anderson)并不这么认为。他

说: /阿拉伯国家不想要战争。纳赛尔现在面临的是糟糕的内部问题 ) ) ) 国内缺少

粮食。0¼中央情报局很快就提交了一份关于阿以军力对比的评估报告。报告对以色

列部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指挥员的技能、组织行动的能力和装备质量上分析,

报告认为以色列要优于埃及。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 ( R ichardH elm s)也认为,虽

然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是以色列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仍然要大于埃及。

对埃及封锁海峡反应最大的就是以色列。美驻以大使巴伯 (W ally Barbour)在电

报里说到: /以色列采取单边行动的时间是否在临近,我想只有历史清楚, , 0约翰

逊总统要求以色列至少在 48小时内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½ 23日,以色列内阁召

开会议,决定派外长埃班出访英国、法国和美国。 24日中午,约翰逊总统主持召开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会议,主要议题就是中东危机。在这次会议上, 有三点是需要

我们注意的:一是腊斯克援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意见说,美国不能单独采取行动,

¹

º

»

¼

½

Docum en t 29, / Telegram from th e Departm ent of State to the Em bassy in the Un ited K ingdom 0, FRUS,

1964) 1968, Vo lum e X IX, A rab2Israel i crisis and w ar, 1967, http: / /www. state. gov / r/pa /ho/ frus / johnson lb /x ix /

28052. htm.

Docum en t 35, / T elegram from the Departm en 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Un itedA rab Repub lic0, FRUS,
1964) 1968, Vo lum e X IX, A rab2Israel i crisis and w ar, 1967, http: / /www. state. gov / r/pa /ho/ frus / johnson lb /x ix /

28052. htm.

Docum en ts41, / Telegram from th e Embassy in the Sov ietUn ion to the Departm en t of State0, FRUS, 1964 )
1968, Volum e XIX, Arab2Israeli cris is and w ar, 1967, h ttp: / /www. state. gov/ r/pa/ho / fru s / johnson lb /xix /28053.

h tm.

Docum en t 42, / M em 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 tpsSp ecia lA ssistant (Rostow ) to Presid ent John son0, FRUS,
1964) 1968, Vo lum e X IX, A rab2Israel i crisis and w ar, 1967, http: / /www. state. gov / r/pa /ho/ frus / johnson lb /x ix /

28053. htm.

M ichael B recher, Decision in Israelps F oreign P olicy, Yale Un iversity Press, 1975, p. 378. 转引自 W illiam

B. Quand t, P eace P rocess: Am erican D iplom acy and the Arab2Isra eli Conf lict since 1967,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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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应该通过联合国或者是多方行动的方法。随后总统提出如果其他的解决办法

都失败了,那么他想知道美国下一步该做什么。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中东危机的解

决, 既有越南战争羁绊, 又有国会在处理方式上的干涉。在这种内外牵制的作用下,

在政府内部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去做也不足为奇。这也是直到战争爆发, 美国

仍旧抱着不切实际的 /红海赛舟0 ( Red Sea Regatta)计划¹不放手的原因之一。二是

中央情报局 23日提交的对以色列军事力量的评估没有得到政府内部的一致认可,驻

联合国大使戈登堡并不认为以色列优势明显。这一点对于美国下一步采取的政策

至关重要,赫尔姆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勒 ( EarleWhee ler)将军同意重新进行

评估。三是对于埃班的到来,约翰逊总统显得不很情愿,甚至在会议上问道: 用不用

和埃班见面。º 其实埃班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求美国对以发动战争的支持。这对美国

来说将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三、由 /克制 0转向 /模糊 0

25日埃班抵达美国,分别与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举行了会谈。

26日,腊斯克在提交给总统的会见备忘录中写道: 埃班要求美国承担对以色列的责

任, 支持以色列用战争手段打开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腊斯克对埃班说:没有国

会的授权,政府没有权利做出 /对以色列的攻击就是对美国的攻击 0的承诺。罗斯托

在备忘录中写道:以色列方面感到在亚喀巴湾对峙的时间越长, 那么他们在那里的

权利就会被侵蚀得越多。随后,约翰逊总统召开了包括顾问在内共 16人参加的扩大

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明确美国下一步的政策。然而从详细的记录来看, 会议

是在一种不确定、犹豫并且充满疑问的氛围中进行的。首先, 从阿以的军事力量对

比上来看,美国无法判断是否可能发生战争。在会议之初,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

勒将军总结了阿以双方的军事对比,并且形容双方的军事形势处于一种静态, /尽管

出现过两次越空事件,但是没有哪一方看上去准备发动进攻 0。其次,以色列的情报

问题使得美国不能肯定埃及会发动攻击。在埃班访美期间,以色列政府分别在 25日

和 26日两天向他通报:埃及即将发动进攻。后经美国情报部门分析, 纯属子虚乌有。

事实是除了埃及在蒂朗海峡对以色列船只实行禁行,美国没有拿到埃及发动进攻的

证据。第三,对于 1957年美国是否向以色列承诺在蒂朗海峡使用军事手段确保以色

列船只拥有自由和安全通过的权利, 美以之间存在争议。美国的解释是:埃班忽视

了杜勒斯在 1957年 2月 19日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实际上, 杜勒斯国务卿说到他

¹

º

/红海赛舟 0是与5海权国家宣言 6相对应的,其具体办法是联合主要的海权国家就蒂朗海峡的国际航

道地位发表宣言,并组织多国海军在蒂朗海峡同时航行 (其中包括以色列的船只 )来支持这个宣言。该计划最

初由英国提出。

Docum en t 54, / M emorandum for th e R ecord0, FRUS, 1964 ) 1968, Volum e XIX, Arab2Israeli cris is and

war, 1967, h ttp: / /www. state. gov/ r/pa /ho / fru s / johnson lb /xix/28053.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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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认为美国有权利用军队去保护其他国家的船只, 这需要国会的批准。第四, 按

照当年的协定,美国无法判定埃及在蒂朗海峡对以色列船只实施的禁行是否可以被

认为是首先发动进攻。第五, 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方面, 美国不知如何去面对战

争。用助理国务卿贝托的话来说: /无论我们怎么去做都是很麻烦的。如果我们失

败了而没有站在以色列一边,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就会把我们看成是纸老虎。如果我

们同以色列站在一起,这又会严重威胁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0¹

种种的不确定性严重地影响了美国下一步政策的出台。没有足够的理由让美

国下定决心 /松绑0以色列,让它 /放手去做 0; 而事实确是埃及所表现出来的战争姿

态,让美国无法对局势感到放心。战与不战都会对美国在中东的切身利益带来损

害。就是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下,美国对中东危机的政策由最初的谨慎与克制慢

慢地向 /模糊0过渡。这一点在约翰逊与埃班的会谈中首先体现出来。26日晚间,约

翰逊总统与埃班举行了会谈。谈及关于美国在解决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问题上的

责任,总统说道:如果没有得到国会、内阁和人民的支持, 他对以色列是没有任何意

义的。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统提到两个方面: (一 ) 联合国渠道。事实上,联合国

秘书长吴丹在 24日到达开罗,与纳赛尔就一些问题举行会谈。在他 26日返回纽约

后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报告。美国认为, 应该在吴丹报告出来以后,沿着联合

国的路线考虑下一步方案。约翰逊表示: /无论如何在开始阶段必须遵循联合国渠

道0º, 同时他也承认联合国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二 ) 5海权国家宣言 6和 /红海赛

舟0计划。在埃及宣布封锁亚喀巴湾后, 按照国务院的指示驻以大使巴伯向埃班提

出了 5海权国家宣言 6和 /红海赛舟0计划的设想。埃班认为这是以色列在投降或是

战争之间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 总统要求以色列不能首先发起进攻,

而又反复强调: /除非以色列一意孤行, 它是不会孤立无援的0 ( Israe lw ill not be alone

un less it decides to go alone), 并补充道, /虽然我对以色列内阁所知不多,但我不能想

象他们会作出这样一个决定。0 ( I did not know much about the Israe li Cab inet but I

cou ld no t imag ine that they cou ld make much a decision)。在最后的谈话中,埃班小心

地问道: /要是没有搞错的话,我是否可以告诉艾希科尔总理: 您的部署是要尽一切

可能的努力 ( Every Possib le E ffo rt)来确保海峡和海湾自由与所有国家船只安全通

过? 0约翰逊回答: /是的。0可以看出,美国此时仍然反对以色列动武。但值得注意的

是,约翰逊总统用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语言表达了美国对以色列 /松绑0的意图,为以色

列应对形势的变化留下后路。 / -除非以色列一意孤行,它是不会孤立无援的 . ,并不是

一个绝对的禁令。实际上,约翰逊也认为以色列有权按照它自己的意愿行动。0»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为什么此时美国可以含蓄地表达松绑以色列的

¹

º

»

/M inu tes of 5 /24 /67 NSC m eet ing: M idd le East Crisis, M ay 24, 19670, CK3100006579, DDRS.

Docum en t 77, /M em orandum of Conversat ion0, FRUS, 1964 ) 1968, V olum e X IX, A rab2Israel i cris is and

war, 1967, h ttp: / /www. state. gov/ r/pa /ho / fru s / johnson lb /xix/28054. htm.

W illiam B. Quand t, P eaceP rocess: Am erican Dip lom acy and the Arab2Israeli Conf lict since 1967,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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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一 ) 对以色列军事能力的新认识。 26日, 中央情报局又送来一份关于阿以

军事能力比较的评估报告。和上次的报告相比,中央情报局仍然认为以色列在战争

中占有优势,但是开始承认 /以色列的国防部队在飞机、装甲车、火炮、舰艇和人力方

面与拥有联合部队的阿拉伯邻居相比,在很多方面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0¹ 如果拖

延时间让埃及完成军事力量的整合,那么以色列的优势就会缩小。 (二 )确信苏联不

会出兵干涉。 25日驻苏大使在电报里提到, 一位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在 23日中午

11时仍然不知道纳赛尔封锁亚喀巴湾的事情, 由此他断定 /苏联并不想在军事上卷

入中东战争0。º (三 ) 对埃及国内政治活动的担忧。在这一时期, 埃及国内掀起了

大规模的反美游行,这不免让美国感到埃及是在为战争营造声势。对美国来说, 阻

止以色列走向战争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美国要求以色列推迟两周再决定是否开

战, »并开始加紧准备 5海权国家宣言 6和 /红海赛舟 0计划。按照罗斯托的想法, /我

们是要快速地将海权宣言制定出来,并且继续计划集合海军舰艇。直到在两三周之

内安理会的行动到达某一程度时, 才能将它公布出来。0¼

四、模糊政策的确立与默许以色列开战

无论美国对5海权国家宣言6和 /红海赛舟 0计划的成功多么憧憬, 终究还是要回

到现实中来。这个计划本身就有着先天的不足: 第一, 计划不一定会按照美国所设

想的那样去发展,也许会造成更大的麻烦。5月 27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种准军

事行动做出一份评估报告,认为所有的行动过程都会有很大的风险,特别容易把当

前的形势激化成为全面的阿以冲突或是美埃冲突。除非美国打算认真对待, 否则无

法承担军事行动责任。½ 报告结论无疑给这个计划浇了一盆冷水。第二, 计划从制

定到执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与形势的快速发展是不相称的。 5海权国家宣言 6

的草稿需要提交美国国会的批准, 罗斯托认为: /我们会在国会里和这个国家里遇到

很大的麻烦。0此外, 5宣言 6还要送到联合国, /它必须得到尽可能多的国家同意 0。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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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 en t 76, / Intell igence Mem orandum Prepared in the C entral In telligence Agen cy0, FRUS, 1964 )
1968, Volum e XIX, Arab2Israeli cris is and w ar, 1967, h ttp: / /www. state. gov/ r/pa/ho / fru s / johnson lb /xix /28054.

h tm.

Docum en t 59, /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 e SovietU nion to the Departm en t of S tate0, FRUS, 1964 )
1968, Volum e XIX, Arab2Israeli cris is and w ar, 1967, h ttp: / /www. state. gov/ r/pa/ho / fru s / johnson lb /xix /28053.

h tm.

W ill iam B. Quand t, P eace P rocess: Am erican D iplom acy and the Arab2Israe li Conf lict since 1967, p. 36.

Docum en t 85, / T elegram from the D epartm en t of S tate to the Embassy in Israel0, FRUS, 1964 ) 1968, Vol2
um e X IX, Arab2Israeli crisis and w ar, 1967, ht tp: / /www. state. gov/ r/pa/ho / fru s / johnson lb /xix /28054. h tm.

Docum en t 91, /M em orandum from the Act ing Ass istan t Secretary of Defen s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 ffairs

(H oopes) to Secretary ofDefenseM cN am ara0, Docum en t 85, / Telegram from the D epartm en t of S tate to th e Em bassy

in Israel0, FRUS, 1964) 1968, Volum e XIX, Arab2Israeli cris is and w ar, 1967, http: / /www. state. gov / r /pa/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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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宣言的事情至少需要 2) 3周的时间,必定会超过约翰逊要求以色列留给他的时

间。第三,美、英、法三国对计划的某些方面意见不能保持一致。法国不同意派遣海

军参加在亚喀巴湾的巡航。英国对把以色列也包括在宣言中的做法表示异议, 认为

这样会破坏5宣言6。¹ 综合来看,这份计划成功的机会并不高。

5月 29日,国务卿腊斯克派出已退休大使约斯特 ( Charles Yost)到埃及去了解情

况。在约斯特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写道: 纳赛尔的立场十分坚决,并没有退让的意思;

埃及要把封锁的物资扩展到石油;纳赛尔并不会被威胁所吓倒,尽管这种威胁来自他渴

望得到的政治胜利;他会欢迎而不是寻求与以色列开战。º 更令美国担心的是, 约旦国

王侯赛因在埃及的压力下加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阵营,并且亲自到开罗同纳赛尔等签

署了多边安全协定。在回国后与美国驻约旦大使伯恩斯 ( F indley Burns)的会谈中, 国

王确信纳赛尔不会在蒂朗海峡问题上后退。他说:纳赛尔曾经告诉他,万一美国干涉,

埃及就准备向苏联寻求帮助。纳赛尔对苏联将会给予埃及帮助十分自信。»

美国政府内主张由以色列自行处理蒂朗海峡问题的声音出现了。在危机之初,

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就主张让以色列自己处理海峡问题。在 5月 17日叙以局势不

断紧张的时候,他就在备忘录中抱怨: /一周之前, 我就建议如果艾希科尔决定狠狠

揍叙利亚人一顿,那我们就把眼睛闭起来。 (现在 )我们也不用找其他的方法来处理

这些越来越复杂的恐怖分子袭击问题。0¼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桑德斯 (H arold Saun2
ders)认为: /我们依靠以色列自己在军事上支撑,我们又为了以色列的利益对阿拉伯

温和派施加影响,今天我们做的仅仅好像是面对阿拉伯世界并温和地去向纳赛尔投

降来保卫以色列0, /当埃及的立场仍在变化的时候, , ,我们可能会看到阿拉伯受

到一些挫败,可是国际体制又会恢复到和平。,,专横的纳赛尔会被完全削弱, 那

么温和的 (阿拉伯 )政府就会自由地离开他, 全心全意致力于同我们站到一起来。0桑

德斯认为,任何其他办法最终的结果仍是让以色列去做 /自己的事 0, /艾希科尔自己

说过,如果我们不能取得任何成果, 那么他就自己去做。他是对的。在他的敌人变

得更强大时,除非我们愿意自己同阿拉伯人较量,否则我们没有权利再去阻止他。0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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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种赞同的声音还从美国驻外使馆中出现, 并汇集到了华盛顿。 6月 1日,驻

比利时大使认为,纳赛尔不会在亚喀巴湾让出一寸土地, 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会

是比西方国家更好的行动。而驻叙利亚大使司麦斯 ( Smythe)的电报则被罗斯托称

为 /充分体现了我们一位阿拉伯学者型大使的特点与想法。0司麦斯在电报说: /我对

形势的看法可能过于简单,那就是美国 20年地区政策收获的结果就是把以色列变成

了 (美国中东利益的 )支点,是美国的最高利益。这激怒了那些感觉自己足够强大并

可以向美国挑战的阿拉伯人。除非根据整个美国的国家利益修改它 (阿拉伯人 )的

优先权,否则它就会制造麻烦让人们意识到它现在处境危险。如果这样都不行, 阿

拉伯人就决定消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 (他们期望苏联会给予支持 )。在这种情

况下,美国就需要以色列 ) ) ) 一个不能独立生存的附属国去体现美国的主要情感,

以此来平衡阿拉伯国家所代表的至关重要的战略、政治、商业或经济利益。这就是

美国现政策所追求的,别无其他。0¹

一方面形势不断恶化,另一方面5海权国家宣言6和 /红海赛舟0计划又越来越不
现实。在这种情况下, 约翰逊政府举步维艰, 同意以色列发动战争似乎已成必然。

但美国没有明确地告诉以色列可以去做,也是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含蓄地传达给以色

列。 6月 1日,以色列艾米特 (M eirAm it)少将访问美国,并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举

行会谈。艾米特谈到,他此行的目的是 /告诉美国人,我,梅厄 #艾米特打算说: -我
们的政府决定要发动攻击 . ,我想知道他们的反应,他们对这事的态度0º。然而麦克

纳马拉只问了两个问题: /战争将持续多久? 0/以色列扛得住多大伤亡? 0在会谈结束

后, 麦克纳马拉答应艾米特把他的意见向总统汇报。 6月 2日, 以色列大使随员埃夫

龙 ( Ephra im Evron)与罗斯托见面。埃夫龙想确认一下, 约翰逊总统是否知道时间无

多和以色列或许会发动战争。另外,如果以色列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美国会否强

烈反对。罗斯托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 而只问 /还余下多少时间? 0同一天,哈曼大使

与国务卿腊斯克会面。面对哈曼的提问, 腊斯克表示: 约翰逊总统与艾希科尔总理

还应保持联系。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谁先发起军事行动。以色列还应慎重地考虑任

何的攻击计划。在一份国务院发给驻中东国家大使的电报中, 腊斯克告知大使们:

/你们不要设想美国能够命令以色列, 让它不要为了自己至关重要的利益而去打

仗0, /不能再要求以色列简单地接受目前海峡的现状, 因为以色列将开战,我们不能

再制止它。0»而事后约翰逊总统辩称, /当敌人的军队在他们的边境集结并且封锁了

一个主要的港口,当敌人的领袖们威胁毁灭他们的国家, 人们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愿

采取行动,这一点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这样做了, 我也不能隐瞒我对以色列做

¹

º

»

Docum en t 117, / T elegram from the Em bassy in Syria to the Departm en t ofS tate0, FRUS, 1964) 1968, Vol2
um e X IX, Arab2Israeli crisis and w ar, 1967, http: / /www. state. gov / r /p a/ho / frus / john son lb /xix /28055. h tm.

Docum en t 124, / M em orandum for the Record0, FRUS, 1964 ) 1968, Volum e X IX, A rab2Israeli cris is and
war, 1967, h ttp: / /www. state. gov/ r/pa /ho / fru s / johnson lb /xix/28055. htm.

Docum en t 141, / C ircu lar Telegram from the Dep artm en t of S tate to A rab Cap itals0, FRUS, 1964) 1968,

Volum e X IX, A rab2Israeli cris is and w ar, 1967, h ttp: / /www. state. gov / r/pa /ho/ frus / johnson lb /x ix /28057.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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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样的决定表示遗憾。0¹这样在以色列的不断催促下, 美国已经把是否发动战争

的选择权交给了以色列,对此美以之间心照不宣。

五、结   论

通过对 /六天战争0前约翰逊政府阿以危机管理案例的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

第一,抑制诉诸武力,避免采取过激行为,坚持利用谈判来增加沟通,化解危机。从

得到并确认埃及移兵西奈半岛的消息以来,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制止以色列盲目

动武,为此从白宫到国务院不止一次奉劝以色列保持克制。同时在美阿关系处于低谷

的时期,约翰逊政府也是通过各种渠道,与相关阿拉伯国家进行沟通。约翰逊政府最初

对这次危机的处理方法是寻求政治与外交的和平解决,坚决避免阿以双方的武力冲突。

也正因约翰逊政府积极斡旋奔走,阿以危机并没有在最初加速走向战争的边缘。

第二,坚持寻求国际多方力量干预来消除危机。在寻求解决危机的方式方法

上, 约翰逊政府乃至美国国会都认为:美国不应该一手包办调解阿以危机, 而是应该

坚持 /不单独干涉0原则,寻求多边力量解决。在此案例中, 包括联合国渠道、1950年

5三方宣言 6所建立的美英法中东问题处理模式、美苏立场协调、美英同盟关系以及

后来的5海权国家宣言 6和 /红海赛舟 0计划, 这些都是化解危机的多边国际调解方

式。约翰逊政府还竭力保有在危机地区多边力量的存在, 坚决反对撤出联合国紧急

部队。应该说多边国际力量的介入有利于缓解危机的紧张程度。

第三,协调国对危机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与

国际危机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危机管理的最终目标就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对于

美国而言,阿以冲突始终是其中东冷战政策的 /软肋 0。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

的关系都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 美国无法公开明确支持哪一方

去攻击另一方。从本文的案例可知, 约翰逊政府最初之所以持克制态度,是希望通过

政治与外交手段来化解危机。但是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战争似乎不可避免。约翰

逊政府认识到,美国必须捍卫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于是从原先对战争的克制态度转

变为 /模糊政策0,默许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利用以色列对危机

有限战争模式的管理,而美国本身仍然保留今后与阿拉伯国家沟通的渠道,保有对危

机最大限度的主导权和政策灵活性。因此可以得知, 美国是按照本国利益取向来决

定其危机管理政策的走向,这也是促成 0六天战争 0最终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陈志瑞 )

¹ Lyndon Baines John son, The Vantag eP oin t: P erspectiv es of the P resid en cy, 1963 ) 1969, p. 2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