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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导弹危机的再认识

张 小 明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可以说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最严重的一次直接的对抗。两个超

级大国继在欧洲的紧张对抗 (1959—1961 柏林危机) 之后, 又于加勒比海地区走到了战争的边

缘。因此, 古巴导弹危机是分析冷战时期东西方冲突的性质、美苏处理危机的方式的一个典型

事例, 对我们理解冷战史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 美国和前苏联把大批有关

古巴导弹危机的秘密档案文件解密, 其中据有的学者估计, 美国已把大约 80% 的所有有关这

场危机的秘密文件公诸于世。①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也在 1992 年就该事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 而且古巴最近还将苏联和古巴之间关于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的秘密协定、危机期间

赫鲁晓夫给卡斯特罗的两封信以及 1968 年卡斯特罗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秘密讲话等等文件

解密, 供学者们研究。这些新近披露的材料使得今天的外交史学家, 可以比较清楚、全面和客观

地分析发生在 30 多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 当然, 它也引起了学者们就一些重要问题产生很多

分歧与争论。②

本文拟利用新近公布的材料, 侧重就苏联决定在古巴建造中程的动机、美国情报机关对苏

联部署在古巴的军事力量之估计以及超级大国处理危机的方式等问题作一些分析。

卡斯特罗的反思

苏联在古巴建造中程导弹基地, 乃导致 1962 年 10 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基本原因。这已经是

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 直到今天, 人们对苏联此举的动机尚未达成一致的认识。

新近披露的材料表明, 在古巴建造中程导弹基地, 完全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左

右下的一次冒险行动。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他是在 1962 年 5 月访问保加利亚的时

候, 想到了在古巴装置核弹头导弹的主意。③ 而根据米高扬的儿子谢尔盖·米高扬的回忆, 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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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夫在 1962 年 4 月底就曾向米高扬提出往古巴运送核导弹的想法。① 尽管两种说法有点出

入, 但可肯定的是, 赫鲁晓夫是在 1962 年 4—5 月间提出要向古巴运送导弹的, 而且这也是他

个人的一个念头, 因为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 米高扬反对这种想法,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也担心

这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② 赫鲁晓夫从保加利亚访问归国后, 便召集了一次高级领导人的秘

密会议, 讨论他的这个想法, 紧接着又派要员去哈瓦那征求卡斯特罗的意见。③1962 年 7 月, 卡

斯特罗访问苏联, 苏古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的秘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 苏联将向

古巴运送 42 枚射程为 2000—4000 公里的中程导弹 (SS—4 和 SS—5, 载一枚核弹头) 以及其

它的防卫武器, 包括地空导弹 (SAM )、海岸警戒巡航导弹、IL —28 轰炸机、米格—21 战斗机等

等。④从 1962 年 8 月开始, 苏联把导弹及其有关设施用船只运往古巴。苏联运送导弹和修建导

弹基地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 在苏联高层领导人中除了赫鲁晓夫, 只有 5 人知道这个秘密。赫

鲁晓夫当时估计, 美国情报机构不会很快发现苏联的这个行动; 即使肯尼迪知道了这个秘密,

他也很可能不会在当年 11 月国会选举之前将此公诸于世, 而且可能不会采取太强硬的反应措

施, 甚至承认既成事实。⑤事实表明, 赫鲁晓夫错误估计了形势。苏联的行动导致了美国的强烈

反应, 两个超级大国于是走到战争的边缘。

赫鲁晓夫冒险向古巴运送中程导弹的动机是什么呢?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一再宣称, 苏

联此举的基本动机是保卫古巴, 阻止美国发动对该国的入侵。⑥ 同时他也承认,“除了保护古

巴, 我们的导弹也可在达到西方所谓的‘均势’中起些作用。美国人用军事基地包围我们, 用核

武器威胁我们, 而现在他们就会知道当敌人的导弹对准你的时候是什么滋味, 我们干的也不过

是让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遭受威胁是什么滋味的时候了”。⑦ 后一个动机用另外一个

方式来说, 就是抵消美国的核战略优势。学者们对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动机之认识一直存在

分歧, 有的人强调苏联的主要意图是保护古巴不受美国的攻击, 也有的强调苏联的首要目标是

为了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⑧

令人注意的是,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 1992 年就当年苏联领导人决定在古巴修建中程导

弹基地的动机, 表述了自己的看法。1992 年 1 月, 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国际研讨会在古巴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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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举行, 来自美国、俄国以及古巴的学者和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卡斯特罗出席了 3 天的

正式会议, 并且发表了讲话。在谈到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建造苏联导弹基地的意图时, 卡斯特

罗指出, 当初古巴接受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的建议, 不是为了保护古巴, 而是为了加强社

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地位。卡斯特罗说, 他现在相信, 苏联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改善

自己当时在同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对比中所处的很不利的地位。他还说, 他当时过于相信苏联的

宣传, 即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比美国强, 否则的话, 他会“谨慎从事”。① 也就是说, 古巴导弹危

机发生后将近 30 年之际, 卡斯特罗对当年那场危机进行了反思, 改变了过去对赫鲁晓夫在古

巴部署中程导弹动机的认识, 强调苏联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

有关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动机的争论看来还会持续下去。在笔者看来, 当时苏联的行

为动机不会是单一的。保护古巴不受美国的侵略和改善苏联的战略地位这两个目标可以说是

并行不悖的, 不相矛盾。尽管一个是利它, 一个是利己。但是, 如果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来分析

苏联的行为动机, 那么应该说, 改善苏联的战略地位是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首要动机。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失误

美国情报机构较早察觉到了苏联向古巴部署军事力量, 并且通过U —2 间谍飞机在 10 月

14 日得到十分准确的有关苏联在古巴建造中程导弹基地的情报。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情报,

为肯尼迪政府制定有关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中情局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和危机期间的表现,

是该机构在冷战时期的主要成就之一。但是, 新近由美国和俄罗斯解密的材料表明, 美国中央

情报局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完美, 有重大的失误。

1962 年 8 月, 苏联开始秘密地向古巴运输导弹及其附属设施。大量苏联船只驶向古巴这

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很快便引起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密切关注。从 1962 年 8 月起, 美国一直对古

巴进行空中侦察, 并在 8 月 31 日首次发现防空导弹、带导弹的海防鱼雷艇和大批军事人员, 但

在 10 月 14 日以前没有发现中程导弹之类的“进攻性武器”。其结果是苏联获得了大约两个月

的时间向古巴运输导弹和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这无疑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大失误。根据美国

中央情报局最近解密的档案, 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曾在 1962 年夏估计, 苏联

可能向古巴运送核弹头的导弹, 但是, 中情局大多数分析人员认为这不大可能。② 麦科恩的先

知之明竟然没有为其下属所理会! 只是到了 10 月 14 日, 美国U —2 间谍飞机才第一次拍摄到

了苏联在古巴修建中的中程导弹基地。可是这时, 苏联在古巴建造中程导弹基地的工作已经接

近完成。今天回过头去看, 假如美国情报部门更早地发现苏联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的举

动, 美国政府可以在苏联刚刚向古巴运输导弹的时候或者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处于初建的

阶段, 及时向苏联提出警告和采取相应的对策, 那么古巴导弹危机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了。

在 1962 年 10 月 14 日U —2 飞机拍摄到苏联在古巴修建中的中程导弹基地之后, 美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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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部门紧接着很快又搞清了苏联运往古巴的中程导弹及其它武器, 苏联军事人员的数目等具

体情况。在危机前和危机期间, 美国情报部门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军事力量包括: 已经或正

在部署的有 24 枚 SS—4 导弹和 16 枚 SS—5 导弹; 4 个苏联摩托化步兵团; 4 个海岸警戒巡航

导弹基地 (共 8 个发射器、32 枚导弹) ; 12 艘带导弹的护卫舰只; 24 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场 (共

144 个发射器) ; 42 架米格—21 战斗机, 42 架 IL —28 轻型轰炸机。上述情报尤其是关于中程导

弹种类和数目的估计, 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 根据新近披露的材料, 美国人还是低估了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军事力量。当时美国情

报部门还不能确定核弹头是否已经运到古巴, 而当年参与此事的两位前苏联将军证实了苏联

已经把部分弹头运到那里。一位前苏联将军在 1989 年 1 月回忆说, 有 20 个核弹头已经运到古

巴, 另外 20 个核弹头在运送途中。而另一个前苏联将军则在 1992 年 1 月声称, 36 个配备 SS—

4 导弹的核弹头已经全部运到古巴, 而配备 SS—5 导弹的核弹头没有到达目的地。另外, 苏联

派往古巴的陆海空军事人员是 42000 人, 为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数目之 4 倍。美国情报部门也没

有发现带有 80 枚常规弹头的 20 个巡航导弹发射器。①

最让研究者们关注的就是有关苏联在古巴部署战术核武器的事实。在 1992 年 1 月有美、

俄、古三国学者与官员们参加的哈瓦那古巴导弹危机学术研讨会上, 前苏联负责在古巴秘密部

署核导弹的高级军官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安那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说, 苏联在古巴部署有

6 个短程战术核武器发射器、9 枚战术核弹头。美国情报机构虽然曾经在古巴发现既可发射常

规弹头、又可发射核弹头的两用战术导弹发射器, 但是一点都没有察觉它们配备有核弹头。②

这又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大失误。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美国中央情报局低估了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军事力量, 这已经是事

实。现在人们不禁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当初美国情报部门得到更为准确的情报, 那么古巴

导弹危机的进程与结果是否有所不同? 我想谁也无法给予一个准确的答案。肯尼迪政府可能

会因此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 从而增加美苏军事对抗的危险, 甚至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肯尼

迪政府的反应也可能同业已采取的政策没有多大的区别。我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因为苏联在

古巴部署的最主要的武器是可载核弹头的中程导弹, 其它的军事力量可以说都是附属性的。美

国人最关注的也就是可以打到其领土大部分地区的 SS—4 和 SS—5 中程导弹。所以, 不管美

国人发现还是没发现, 苏联部署其它附属性军事力量, 大概不至于影响古巴导弹危机的大局。

战术核武器和U —2 飞机事件

古巴导弹危机之所以引起外交史学家的极大关注, 其主要原因是: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古

巴导弹危机的处理方式, 充分表现了冷战时期两国处理相互间冲突的基本行为特征。可以说在

冷战时期, 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 尤其是避免核冲突, 成了两个超级大国心照不宣、共同遵守的

游戏规则。为此, 在处理相互间的冲突时, 美苏都行为谨慎, 努力寻求妥协与合作的途径。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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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材料, 进一步证实了美苏在冷战时期处理冲突的上述特征。

虽然危机伊始美苏两国都对对方展开激烈的语言攻击, 也摆出了不惜以武力决一雌雄的

姿态。但是实际上, 两国最高决策人都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处理这场危机, 避免危机升级。当发

现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之后, 肯尼迪政府曾经考虑过轰炸古巴的导弹基地或直接入侵古

巴之类的强硬手段, 但最后都因为怕促使危机升级, 而没有将它们列为可行的政策。经过约一

个星期的紧张讨论, 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风险较少的海上“隔离”或封锁的办法。苏联也没有硬闯

“隔离”线, 载武器的苏联船只陆续停驶或改航, 甚至到 10 月 26 日苏联船只全部调头返航。①

更重要的是, 在危机期间, 美苏两国领导人通过多种秘密渠道, 寻找协商解决问题的途径。

美苏最高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着接触。从 1962 年 10 月 22 日到 12 月 14 日间, 肯尼迪和赫鲁

晓夫之间来往的信件就有 25 封, 其中有大约一半信件在 1992 年 1 月以前是绝密的。在这些信

件中, 两人虽然相互指责对方的行为, 但是都明确表达了避免世界因为这场危机陷入核大战、

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解决危机的强烈愿望。另外, 还有其他秘密渠道: 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

宁和罗伯特·肯尼迪的秘密对话; 美国ABC 电视网记者约翰·斯卡利和苏联 KGB 驻华盛顿

官员亚力山大·菲克利索夫之间的秘密往来等等。通过对话, 两国终于达成了如下协议: 苏联

从古巴撤走中程导弹, IL —28 轰炸机及其附属设施, 并且保证今后不再将进攻性武器运进古

巴; 美国承诺不侵犯古巴, 并且同意今后拆除部署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 等等。② 古巴导弹危

机正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秘密对话和相互妥协而得以平息下来。

为了使危机得到控制和早日得到解决, 苏联领导人还努力避免自己的行为受古巴领导人

的影响。就在美苏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过程中, 古巴领导人曾经鼓动赫鲁晓夫, 如果美国入侵

古巴, 苏联就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 苏联领导人对此予以断然拒绝。③ 另外, 苏联不顾

卡斯特罗的反对, 为了尽早同美国达成协议, 不仅同意撤走中程导弹, 而且也撤走被美国人称

为“进攻性武器”的 IL —28 轻型轰炸机, 甚至还允许联合国视察古巴。赫鲁晓夫专门派米高扬

于 11 月初去古巴, 做说服卡斯特罗的工作。苏联的上述行为激怒了古巴领导人, 也保证了美苏

之间顺利达成协议。④

由此,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两个超级大国尽管表面上摆出了不惜一战的姿态, 但是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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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它们的行为十分谨慎, 危机期间双方之间的秘密接触不断, 努力把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

内, 并且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最近披露的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某些内幕也使得很多

人认为这场危机比过去想象得更危险, 它有可能失去控制。

如前所述, 在 1992 年 1 月哈瓦那古巴导弹危机研讨会上, 前苏联负责在古巴秘密部署核

导弹的高级军官安那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首次披露一个秘密, 即: 苏联曾经在古巴部署有战

术核武器。更有甚者, 这位将军声称, 苏联驻古巴最高军事长官普利耶夫将军在美国入侵古巴

的情况下, 有权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 决定使用这些战术核武器, 而不需要事先征求莫斯科的

同意。① 上述说法引起了美国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极大关注, 许多人因此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比过

去想象的更危险, 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更大。一时之间, 报纸和电视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但

是, 也有的学者对苏联驻古巴最高军事长官有权决定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说法表示怀疑。②

美国学者马克·克雷默利用现有的材料努力证明, 苏联驻古巴最高军事长官并没有得到

过决定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授权。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几个星期前,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

基元帅的确考虑过授权普利耶夫决定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即: 如果美国入侵古巴以及苏联驻

古最高军事长官同莫斯科的通讯线路中断、其它抵御侵略的手段无济于事, 普利耶夫可以决定

使用战术核武器。虽然在目前公布的文件中有该年 9 月 8 日授于普利耶夫此项权力的命令草

稿, 但是马利诺夫斯基最后没有签发这个命令, 所以实际上苏联驻古巴最高军事长官普利耶夫

没有得到在一定情况下决定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授权。相反,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马利诺夫斯

基曾经给普利耶夫发过两封电报 (10 月 22 日和 25 日) , 命令他如果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授权,

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使用核武器。另外, 在 10 月 26 日, 普利耶夫致电莫斯科, 认为应当把核弹

头运到导弹发射器的附近, 并且希望授权在美国入侵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莫斯科拒绝了他的

建议, 而且重申没有莫斯科的指示, 不得使用一切类型的核武器。③ 尽管还需要更多的档案材

料来说明事实的真象, 我觉得克雷默先生的解释是让人可信的, 因为它同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

联的行为相吻合。从已公布的档案和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录来看, 苏联在危机期间相当谨慎,

极力避免美苏之间的核冲突, 莫斯科控制着苏联驻古巴军事指挥官的行为, 不太可能授权普利

耶夫决定使用战术核武器, 尽管当时苏联军方有人曾经想过授权普利耶夫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战术核武器。

除此之外, 有关危机期间美国一架U —2 飞机被击落的内幕也使人们怀疑苏联最高当局

能够完全控制苏联驻古军事长官的行为, U —2 飞机事件比过去想象的更危险, 有可能导致冲

突的升级。1962 年 10 月 27 日, 发生了一起古巴导弹危机中最严重的事件, 即一架美国的U —

2 飞机被地空导弹击落, 驾驶员当场毙命。这一事件, 使得危机到了十分紧张和有可能失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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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步, 因而令苏联领导人十分关注。赫鲁晓夫认为是卡斯特罗命令苏联的防空部队向美国飞机

开火, 所以致信古巴领导人, 指责这一行为。①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 人们相信赫鲁晓夫回忆录中

对此事件的解释, 认为是卡斯特罗所为。实际上, 这并不是卡斯特罗的责任, 而是苏联驻古巴军

事指挥官未事先征得莫斯科的同意而独立采取的行动。卡斯特罗在 1987 年的一个谈话中说,

他在危机期间曾经向普利耶夫与赫鲁晓夫指出, 在古巴上空低飞的美国飞机对苏联的导弹基

地构成严重威胁, 而且他在 10 月 27 日命令古巴的防空高炮部队向美机开火。但是古巴的高射

炮没有打下一架美机, 而是苏联的防空导弹在当天把一架美国的U —2 飞机给击落了。卡斯特

罗认为很可能是苏联驻古巴最高军事长官普利耶夫或苏联驻古巴防空导弹部队的指挥官下令

向美机开火的。② 不管怎么说, 赫鲁晓夫在该事件发生后除了指责卡斯特罗外, 还赶忙命令苏

联驻古巴最高军事长官“只能听从莫斯科的指令”, 以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③ 美国也没有因

为这个事件作出过激的反应。因此, 同战术核武器问题一样, 有关U —2 飞机事件的新材料似

乎并不能改变人们过去对两个超级大国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行为方式的基本估计。

综上所述, 冷战结束和随之而来的许多原先秘密档案的公布, 给历史学家更为准确、全面

和深入地分析和理解古巴导弹危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关古巴导弹危机新材料的问世, 既推

翻了过去的一些看法, 又验证了以前某些结论的正确性, 同时也使过去的不少争论问题继续悬

而未决。

[本文作者张小明, 1962 年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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