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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国出兵越南之动因

及在外交上对韩美两国的影响

黄定天  马德义

[摘 要 ] /东京湾事件0 以后美国开始在越南实施大规模地面作战计划, 号召 /自由世界0 国家

对南越进行军事援助, 对此韩国表现尤为积极并最终出兵越南。从美韩两个方面来看都存在着促使

韩国出兵的动因。朴正熙政府主要出于稳定国内局势、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

虑实施了出兵计划 ; 美国则是为了显示联盟的稳定性和减轻本国负担的实际需要。同时, 反共思想

及冷战思维是美韩在出兵问题上最大的同符合契之处。韩国出兵越南在外交上对本国、对美国的朝

鲜半岛政策以及对美朝韩三方关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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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始明显陷入事势穷蹙之困境, 这也是二战结束后

美国在冷战环境中所面临的巨大考验。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是其战后对外政策之重要内容, 追

求该政策的高效性也就成为美国这一时期主要政治目标之一。美国对越政策本身充满复杂性, 韩

国地面作战部队的介入无疑加大了这种复杂程度。韩国实现出兵越南存在多重主客观因素, 但笔

者认为, 这既非韩国也非美国一厢情愿之举, 韩国出兵行动的实施是美韩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通

盘研判的结果。在实现韩国出兵越南问题上, 无论美国还是韩国都不同程度地达到了各自的政治

目标并在外交上对两国产生深刻影响。

一、朴正熙政府积极要求出兵越南的因由

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挑起了一次热战以后又促使另一场新的危机出现在亚洲的另一角。韩国在

多种因素作用下积极介入, 这完全是其出于对国家利益考虑的结果, 美国驻韩大使布朗也认同这

一点。
[ 1 ]
从韩国出兵越南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 虽说法各异, 但唯有国家利益是韩国此举的决

定性因素。概观之, 朴正熙政府不同场合不同方式的言与行都最终聚焦于此。

1. 朴正熙政府的 /反共思想0 是其出兵越南的内在动力

韩国实施出兵越南计划的过程中, 朴正熙的反共思想发挥了极大作用。 /五一六0 军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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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朴正熙就表示要坚决与共产主义力量作斗争, 且此后这一立场也始终没有松动。

朴正熙本人一直坚持认为, 在遏制越南地区共产主义活动与维护本国安全之间存在着必然联

系。于是, /保持自由民主的南越的存在 0 与 /韩国国家安全 0 这两个问题就密切关联了, 进而
/反共思想0 和 /越南问题 0 也就顺理成章地结合起来。因此朴正熙强调: /若不能阻止共产主

义在越南的侵略,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地区, 这将影响到韩国的安全。基于

此, 我把 (朝鲜半岛 ) 军事停火线与越南问题联系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官兵正在越南进行

奋战的原因所在。在韩国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 我们 (军队 ) 此前从未进入他国、也从未向

任何国家派出作战部队, 但这次我们这样做了, 因为我们必须从共产主义的入侵活动中拯救与我

们关系密切的盟国。这是我军首次在外国领土上作战, 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行动是荣耀的和正义

的。0 [ 2] 280
朴正熙此番表述明确说明其主要出兵意图就是 /反共0, 通过 /援助盟友0的行动来表现

其抵制共产主义进攻的决心,在使其政权合法化的同时又可以在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身份 ) ) ) 美

国在东亚地区遏制共产主义不可缺少的盟国。

2. /韩国国家安全与越南问题密切相关0 思想的作用

朴正熙在诸多场合都提到, 韩国在东南亚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打击 /共产主义势力0 可以加
强韩国国家安全。他在 1967年总统竞选时指出: /坦白地说, 如果韩国不向越南派兵, 我认为两

个驻韩美军师就会被调往那里。从国家安全防务角度考虑不介入越南战争可能吗? 0[ 3]韩国外长

李东元也曾表示说: /南越局势的发展变化与韩国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不论那里发生什么都将影

响南越的亚洲邻国 ) ) ) 首先是东南亚地区尔后就是韩国。无论美国还是南越提出出兵要求, 韩国
都会予以严肃认真的考虑。0 [ 4] 146

可以看出, 越南问题的发展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影响韩国国家安全

的思维逻辑成了朴正熙力挺出兵政策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 韩国这种逻辑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共产主义势力 0 在越南地区的胜利将直接促
使朝鲜采取进攻性政策 /吞掉 0 韩国以实现半岛统一, 即, 韩国不希望北越在越南问题上胜出

而成为朝鲜效法的榜样。相反, 如果 /共产主义力量 0 在东南亚地区失败也必定使朝鲜的锐气

受挫。同时, 韩国出兵还可以使其军事力量获得重要的实战经验, 并借此获取美国先进的军事装

备和军事技术。参加越南战争可以为韩国提供训练军队的机会以便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又可

以使美国不削减维系韩国安全的驻韩美军数量。这一切又直接服务于韩国国家安全利益, 于是

/出兵越南0 便成为一项一举多得事半功倍的战略决策。故而, 对以上战略利益的诉求成为朴正

熙政府急于实现出兵越南的内驱力。

3. 朴正熙政府实现国内稳定与发展的需要

朴正熙发动政变以后其政权基础非常不稳固, 军事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反对派。在 /家烦

宅乱0 的情况下, 朴正熙经历了多次高级将领的反对活动, 他曾以 /密谋推翻政府 0 为理由逮

捕并监禁了近百名高级军事将领。尔后, 虽然军界大都对朴正熙表示支持, 但并未完全清除意欲

推翻其政权的反对派力量。朴正熙为达到转移内部矛盾的目的, 同时尽快在国内扩大政权基础,

尤其是在美国眼里使其政权合法化并进而给与认可和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美国同意韩国出兵

越南, 朴正熙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况且若没有持续不断的美援, 其政权是难以维系的, 因此在

/盟主0 遇到难题时挺身而出实属必要之举。

韩国认为参加越南战争可以提供有助于解决国内社会政治经济难题的机会, 不仅可以帮助盟

友, 而且还可以通过类似日本在朝鲜战争中的做法来刺激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结果来看, 韩

国在这次出兵活动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本国绝大部分目标并同时得到极大的实惠, 甚至连美方都

认为韩国人已将其派出的 5万名士兵视为韩方自己的 /阿拉丁神灯 0 ( A ladd in. s Lamp) ) ) ) 靠

他们要什么就有什么, 使之所有梦想都得到实现。
[ 5]
的确如此, 美国开销了 17亿美元才换取了韩

国在越南进行战斗。
[ 6 ] 44
韩国经济在 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开始崛起, 其中一项不可忽略的原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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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施出兵越南政策带来的发展机遇, 朴正熙政权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

二、美国积极促使韩国出兵越南的动机

美国积极促使韩国出兵越南的动因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概要分析, 即, 越战 /国际化 0

对美国而言意义重大, 这既有削减美国军事负担的实际作用、更具国际政治舆论作用, 而且后者

往往更被美国所看重。达到上述两重目标以后, 美国的东亚政策自然就得到了贯彻。

1. 减轻美国负担的实际需要

随着在越南地区卷入程度的逐渐加深, 美国开始积极寻求韩国等国家 /入伙 0 以借此 /说
明自由世界的决心并减小其负担0。[ 7 ]美国在越南所面临的局势从 1965年春渐趋恶化, 战局的发

展客观上要求其尽快向该地区派遣地面作战部队。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表示说, 美国现在的政策

就是向南越派送任何可以加强南越政权的一切东西。 /在南越的美军数量应该增加到 34个营,

加上韩国许诺派出的 9个营, 将达到 43个营、总人数将上升到 17. 5万人。假如他们 (韩国 ) 不

能派出那么多的话, 空缺部分将需我们自己补足。0[ 8] 80国内反战运动极大制约着美国再向越南派

出军队, 而越南局势的发展却急需美国增加兵力, 于是美国再次转而求助于它在南越最重要的

/第三国 0 盟友 ) ) ) 韩国。美国此时对韩政策主要目标转向力促其向越南增派地面作战部队。美

国国务院在给驻韩大使馆的电报中强调指出, 美国关于向韩国提供经济援助的最终立场将主要取

决于朴正熙政府能否在 1967年实现向南越增派另一个师, 而美国国防部则进一步 /坦诚地0 表
示说, /那个师我们确实需要0。[ 9]到 1968年初, 国防部长克利福德甚至指出, 美国已经到了无

兵可派的地步了。
[ 10] 569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韩国增派军队的迫切心情。韩国实现向南越增派地面

作战部队无疑减轻了美国的军事负担并进而缓解了它在国内所面临的压力。

2. 在国际舞台制造越战 /合法化0 的政治诉求

实现韩国大规模出兵越南还可以进一步向世界显示以美国为首的 /自由世界联盟0 的稳固

性和有效性。大约 40多个国家对约翰逊总统的 /号召0 做出反应向南越提供援助。
在众多的美国盟友中也有对其越南政策持异议者, 与美国有着 /特殊关系 0 的最大西欧盟

国英国就是如此。¹
[ 11] 68
美国最终没能使英国转变态度向南越派遣作战部队。因此对美国而言,

强有力的支持并非来自美国的主要西欧盟国, 也并非来自 /东南亚条约组织 0 成员国, 而是来
自于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小国 ) ) ) 韩国。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得到了 6个国家军事上的直接支

持, 一定程度上达到了 /显示联盟稳固性0 的政治宣传目的 ) ) ) 美国所进行的越南战争并非其

/孤家寡人0 的孤立行动, 而是得到 /八方 0 支援的 /正义 0 之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 韩
国在这个过程中对联盟的 /贡献0 明显高于其他成员, 是美国 /最忠实的 0 盟友。

3. 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客观要求

当法国在越南地区处于强弩之末之际美国及时 /接班 0,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该地区与
/共产主义0 力量进行角逐, 这是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强烈表现。[ 12] 39其实, 这说明美国高层决

策者很早就已经将上述地区从战略上紧密联系起来了。美国将越南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实

验场, 就如同当年朝鲜战争一样, 这是 /盟国 0 在东南亚地区共同抵制共产主义力量的一场斗
争。约翰逊政府坚定地认为, 美国在越南对共产主义入侵活动做出何种反应将对该地区乃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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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当英国首相哈罗德# 威尔逊对美国在越南的轰炸政策表示反对时, 约翰逊极力辩护并对英国没能向越南前线派遣作战

部队进行了指责: /我希望贵国能够在 5东南亚国家条约 6 框架下再进一步考虑贵国利益所在及已做之承诺, 南越正在遭受苏
联支持的北越的进攻, 5个缔约国已经同意向南越派出援助部队。我们不相信, 作为日内瓦会谈主席之一的贵国主要任务就是

袖手旁观, 而另一个会议主席 ) ) ) 苏联却在提供各种大量援助极力支持北越进攻南部地区, 他们正在合力运用强力手段控制

南越 0。



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为增加对南越的国际援助以及显示自由世界的统一, 约翰逊政府于 1964

年 4月公开宣布, 它将寻求更多国家参与 /多旗帜计划 0 以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约翰

逊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要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介入程度并指出, 美国希望能够在越南 /看
到其他国家的旗帜, 希望我们能够统一起来以便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展并遏制他们毁掉自

由世界的企图0 [ 13]
。因此, 由于美国 /摩尼教 0 式的非善即恶、非明则暗的冷战思维而形成的

对共产主义的看法
[ 14] 20

, 必然促使其动员一切力量实施遏制战略, 而韩国出兵越南恰恰是符合美

国冷战思维逻辑的行动。

三、韩国出兵越南在外交上对韩美两国的影响

毋庸讳言, 韩国出兵越南的历史事件在诸多方面对当事方产生了影响。该历史过程在外交上

对韩美两国的深刻影响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1. 提升了韩国的外交地位

韩国在 60年代后半期出兵越南的行动是韩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不仅是韩国历

史上首次大规模海外用兵, 而且也表明它以一种新的和更加活跃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并因

而开始重新定义美韩两国关系。

朝鲜战争结束以来, 韩国一直被视为受美国保护的羸弱小国。把在远东地区抵制共产主义扩

张视为基本国策的朴正熙不但想要提高韩国的国际声誉、加强国家安全, 而且还希望通过提高韩

国在美韩联盟中的分量来改善其国际形象。韩国出兵越南体现出韩国在寻找机会尝试在某种程度

上走出美国的影响, 以期在国际舞台及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韩国已经不是历史上的 /隐

士之国 0 了, 它这时已经极力要抛头露面了。
韩国在南越军事行动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得到南越政府正式书面请求情况下进行的

[ 15] 239
,

此举使韩国至少在表面上做到了 /出师有名0, 同时又显示了主权国家的形象。韩国力图提高本

国国际地位的努力还体现在韩军与驻越美军之间的关系上。美韩驻越军事指挥机构协商同意共同

遵守 /自由世界军事援助委员会 0 确定的行动方案, 该委员会由美韩和南越代表共同组成, 委
员会制定盟军行动纲领但并不实行直接控制。为了保持战略协调性, 韩国方面同意其军事力量在

指定地区应该对美国的命令做出反应, 但给韩国军事力量下达的指令以 /请求0 形式签发, 韩

国方面按照正式命令的形式加以执行。这对美国而言是明显的妥协, 对双方来说也是一种折衷表

现。韩国坚持这样做, 因为它打算以此向国际社会表明, 韩国出兵越南是其自愿帮助美国和南

越, 并非美国的雇佣军和附庸。韩国自身也认为本国地位得到了提高。韩国方面于 1966年 4月

指出, 它在盟国对东南亚政策协调会议上已经赢得了更大的发言权 ( the right to a larger

vo ice)。
[ 16]
有韩国人对此表示说: /如今我们在越南正在帮助你们 (美国 ) ,,我们现在感到更

加独立。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的话也可以跟你们理论一番了。0 [ 17]

2. 对美国东亚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在越南地区的战略利益、韩国的特殊地缘政治位置及美韩联盟关系的存在, 必然使朝鲜

半岛发生的一切与整个美国东亚政策如影随形。上个世纪 60) 70年代不仅是韩国政治经济发生

巨大变化之际, 也是美国与其东亚盟友之间关系变动不居之时, 韩国出兵越南就是其重要内容之

一。美国近乎不遗余力地促成韩国出兵越南的现实, 进而在外交上完成了东亚战略布局的关键环

节, 同时也对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方面, 韩国出兵越南使美国在东亚地区的 /两点一线0 外交政策得以实施。美国在冷战

时期有着众多的盟友, 但能够向越南派出地面作战部队的国家屈指可数, 即便没有取得最终胜

利, 但美国还是在东南亚地区显示了其维护 /自由世界 0 利益的决心, 而韩国的行动正是美国

#56#



这种努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东北亚的这股 /自由世界 0 的代表力量以其实际行动在东南亚

地区展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 /风范0, 从政治意义上来看这一点恰恰是美国所追求的。韩国出兵

越南不但对本国产生巨大影响, 而且该事件之国际意义也非同寻常。韩国出兵越南在相当大程度

上影响到朝鲜对韩国和美国的态度, 美韩也同样采取了相应措施, 于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因此

也就随着东南亚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浑然一体, 进而美国对上述这两个地区的政策也就成为互为

表里不可分割的整体了。实际上早在 1961年美国就表现出来这种 /两点一线 0 的战略思维

了。
[ 18]
韩国和越南这两 /点0 之间的联系通过美国这条 /线 0 得以实现, 这种点与线的关系实

际就是东亚冷战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 以上问题都应该放在美国东亚冷战政策的大背景之下进

行分析才能得到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另一方面, 韩国出兵越南使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进一步复杂化。从对美外交过程来看, 韩国

逐渐改变了其外交基调, 由完全依赖美国援助走上了谋求自立的道路。作为美国在越南最忠实的

盟友, 韩国认为其出兵行动使之有资格在重大政治决策和战略决策上拥有发言权。韩国想充当的

角色是美国的 /盟国 0 而并非是其 /附庸 0, 即便美国官员也认同这一点。美国驻韩大使布朗认

为韩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 1966年夏给国务院的信件中描述说: /历史上的 -韩国 . 是一
个传统的向后看而不愿向前看的国家, 是一个愿意向内看却不愿意向外看的国家; 在处理与其他

国家关系时, 它更多地表现出逃避和依附的态度, 而不是去影响它们。,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敢于在外部世界声称拥有一席之地的国家, 而且正在积极地显示其存在, 它还从内心里希望那些

比它更强大的国家能与之协商解决问题并尊重其意愿。韩国成功地介入外部事务增强了其自信与

独立的意识。0 [ 19]
不仅如此, 韩国还从美国手中 /夺回 0 了一些权益。美韩于 1966年 7月完成了

关于驻韩美军法律地位的协商, 这标志着自从朝鲜战争以来韩国政府首次获取对外国驻军进行司

法处置的权力。

美国方面认为, 朝鲜打算利用的手段不是发动常规战争, 而是靠 /渗透性战争 0 ( porous

w ar) 策略的颠覆、破坏活动以及心理战术来达到目的。
[ 20 ]
这时朝鲜似乎很自信, 它认为美国

/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来对付朝鲜, 因为美国正深深陷入越南问题之泥淖 0 [ 21]
。在美国看来,

金日成是在实行一种朝鲜式的 /越南战略 0, 其目的是为了激起韩国国内革命, 进而通过 /越南
式道路 0 实现目标。虽然美国最初在 /越南问题和朝鲜半岛出现的问题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0

这个方面还不十分确定, 但它后来确认, /在这两个地区发生的事情与将来的共产主义战略及其

军事行动是相吻合的。金日成将利用东南亚地区局势变化所提供的时机在东北亚地区制造紧张空

气。假如越共现在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进攻, 北朝鲜将采取何种行动则是一个相当大的未知

数 0 [ 22]
。所以, 美国在做出基本判断的同时还非常担心朝鲜会真的以战争形式来达到其政治目

标。同时美国还担心韩国采取单边行动而引发半岛危机, 因为一旦危机局面出现中苏必将以某种

形式介入, 而美国则 /不想与中国或苏联之间直接发生一场战争 0 [ 23]
。同时, 朝鲜的行动使美韩

关系受到极大冲击。美国在处理 /普韦布洛危机0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妥协态度使韩国极为不满,

加之撤兵减援政策的出台, 一度使韩国产生被美国出卖的感觉。 19世纪末期朝鲜半岛成为大国

玩偶的历史再度浮现在韩国人脑海之中, 这不可避免地对美韩关系产生影响。 70年代初期, 朴

正熙则开始推行一系列的如启动核武库开发项目、国防自立行动以及实行朝鲜半岛南北对话等独

立性较强的政策, 这使得美国越发感到韩国的难以驾驭。

韩国介入越南战争并非是这一时期朝鲜采取某种行动的直接诱因, 但的确为其实行其新的对

外政策提供了契机。美国极度关注越南问题并力促韩国向南越派兵, 相对忽略半岛局势引发的危

险局面和潜在的难以预见的后果。尽管韩国在出兵越南过程中获利甚巨并形成美韩战时联盟, 但

与此同时韩国所面临的威胁也大大增加。美国也面临着半岛安全受到严重困扰的局面, 而且在处

理半岛问题时, 最终导致其东北亚地区重要盟友之一韩国的离心倾向。虽然此时美韩联盟依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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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但两国关系已非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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