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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建中

内容提要: 基于实施全球冷战战略并在西半球遏制所谓共产主

义渗透和扩张的考量ꎬ 美国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就力图影响英属

圭亚那的政治进程ꎮ 为此ꎬ 美国作出了周密的政策筹划和布局ꎬ 同

时持续向英国施加压力ꎬ 迫使英国同意替换贾根政府ꎮ 在具体政策

行动层面ꎬ 美国通过隐蔽方式煽动英属圭亚那大罢工ꎬ 目的是制造

政治和社会危机ꎬ 以便为颠覆贾根政府营造有利的环境ꎮ 另一方

面ꎬ 为助力反对派政党赢得选举ꎬ 美国还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打压

贾根及其领导的人民进步党ꎬ 同时运用秘密和公开手段支持以伯纳

姆为首的反对派政党ꎮ 借助隐蔽和公开的政策行动相结合的方式ꎬ
美国实现了颠覆民选合法的贾根政府、 扶植亲美政权的政策目标ꎮ
１９６４ 年英属圭亚那事件是美国将冷战战略和反共产主义政策植入

加勒比政治进程的重大事件ꎬ 同时也是美国中情局运用隐蔽政治行

动方式寻求在他国策动政权更迭的典型案例ꎮ 英属圭亚那政权更迭

表明ꎬ 在冷战背景下ꎬ 美国决不允许西半球出现所谓共产主义的渗

透和威胁ꎬ 即便是对奉行社会改革的政权ꎬ 美国也会刻意贴上共产

主义的标签并予以清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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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圭亚那位于南美洲北部ꎬ 从 １５ 世纪起先后遭受西班牙、 荷兰的殖民统

治ꎮ １８１４ 年ꎬ 圭亚那沦为英国殖民地ꎬ 称为英属圭亚那ꎮ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兴起ꎬ 圭亚那于 １９５３ 年获得英联邦内部自治地

位ꎮ １９６１ 年ꎬ 英国同意英属圭亚那成立自治政府ꎬ 但英国继续保有防务权

和外交权ꎬ 直至圭亚那取得完全独立地位ꎮ 在此期间ꎬ 美国对英属圭亚那

局势的发展予以高度关注ꎮ 出于实施全球冷战战略并在西半球遏制共产主

义渗透和扩张的考量ꎬ 美国对圭政策的重点是扶植一个亲美反共政权ꎮ 为

此ꎬ 从 １９６１ 年起ꎬ 美国就力图影响英属圭亚那的政治进程ꎬ 通过公开和隐

蔽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干涉英属圭亚那事务ꎬ 并最终按照美国的意愿实现了

英属圭亚那自治政府的政权更迭ꎮ 英属圭亚那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ꎬ 美国

立足冷战战略的干涉活动肇始于英属圭亚那从内部自治走向完全独立的过

渡进程中ꎬ 其间交织着美国与英属圭亚那、 美国与英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

系ꎮ 由于英国仍然拥有英属圭亚那的防务和外交权ꎬ 美国以隐蔽政治行动

作为主要手段干涉英属圭亚那事务并实现政权更迭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１９６４ 年英属圭亚那事件是美国同时综合运用公开政治行动和隐蔽政治行动

实现政权更迭的典型案例ꎬ 是美国为推翻贾根政府并扶植亲美政权而策动

的一场准政变ꎮ①

关于 １９６４ 年英属圭亚那事件ꎬ 国外学术界已经作出了相应的探讨ꎬ 成果

较为丰硕ꎮ② 然而ꎬ 专门阐释美国干涉与 １９６４ 年英属圭亚那事件的成果相对

有限ꎮ 在 «帝国在加勒比的 “新边疆”: 英属圭亚那的权力转移 (１９６１—１９６４
年)» 一文中ꎬ 卡里弗雷泽侧重从权力转移的角度剖析了美英围绕英属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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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冷战战略与英属圭亚那政权更迭 (１９６１—１９６４ 年) 　

那问题展开的政策争论和外交博弈ꎮ① 斯蒂芬拉布的著作 «美国在英属圭亚

那的干涉: 一部冷战史» 是研究英属圭亚那问题的力作ꎬ 解析了 １９５３—１９６９
年期间美国对英属圭亚那事务的干涉政策和行动ꎮ② 在 «世界上最长的总罢

工: 劳联—产联、 中情局与英属圭亚那» 一文中ꎬ 罗伯特沃特斯和戈登
丹尼尔斯论述了劳联—产联 (ＡＦＬ － ＣＩＯ)、 美国中情局与英属圭亚那总罢工

之间的关系ꎮ③ 与此相比ꎬ 中国学术界对 １９６４ 年英属圭亚那事件关注较少ꎬ
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ꎬ 尤其缺乏基于档案资料的系统性研究ꎮ 本文运用

解密的美国档案资料ꎬ 致力于从政策设计、 政策行动等层面探究美国运用公

开和隐蔽手段干涉英属圭亚那事务的过程及其与美国冷战战略的关系ꎬ 着重

考察美国以隐蔽政治行动作为主要工具、 以隐蔽宣传行动作为策应手段ꎬ 干

涉英属圭亚那事务并实现政权更迭的历史轨迹ꎬ 以期进一步廓清美国与 １９６４
年英属圭亚那事件的关系ꎬ 揭示美国秘密干涉英属圭亚那事务的隐蔽行动本

质和政策手段ꎮ

一　 英属圭亚那选举与冷战战略下美国的政策应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 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风起云涌ꎬ 世界上最大的

殖民帝国英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ꎮ 作为世界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 英属圭亚那的独立运动方兴未艾ꎮ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ꎬ 由契迪贾根

(Ｃｈｅｄｄｉ Ｊａｇａｎ) 领导的人民进步党 (ＰＰＰ) 宣布建立ꎬ 成为英属圭亚那独立运

动的生力军ꎮ 面对高涨的独立运动ꎬ 英国不得不于 １９５３ 年同意圭亚那取得英

联邦内部自治地位ꎮ 在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举行的自治议会选举中ꎬ 贾根领导的人民

进步党赢得多数席位并组建自治机构ꎮ 但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政府对选举结果

深表不满并决意干涉ꎮ 为此ꎬ 英国伙同美国蓄意将人民进步党渲染为共产主

义政党ꎬ 以便为英国出兵推翻贾根自治机构制造借口ꎮ 在英美的联合干涉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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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领导的自治机构于 １０ 月被迫解散ꎮ①

尽管英国出尔反尔ꎬ 但英属圭亚那的独立运动仍然继续发展ꎮ 在此背景

下ꎬ １９５７ 年上台的英国麦克米伦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ꎬ 同意英属圭亚那组建

自治政府并最终实现独立ꎮ 在 ８ 月的选举中ꎬ 贾根领导的人民进步党赢得自

治议会 １４ 个席位中的 ９ 个席位ꎮ 在随后组建的新的英属圭亚那行政会议中ꎬ
贾根当选行政会议首席部长ꎬ 掌管英属圭亚那具体的行政事务ꎮ②

作为英属圭亚那行政首脑ꎬ 贾根致力于推动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ꎮ 在对

外关系方面ꎬ 贾根主张维护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ꎬ 同时寻求改善并发展

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ꎮ 尽管对贾根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举措持有不

同看法ꎬ 但英国对贾根的经济政策表示认可ꎬ 承认 １９５３ 年的干涉是一个错

误ꎬ 认为贾根领导的人民进步党并非共产主义政党ꎮ 与麦克米伦政府的政策

调整不同ꎬ 美国始终将拉美视为冷战 “后院”ꎬ 坚信贾根领导的英属圭亚那将

成为共产主义在西半球扩张的基地ꎮ １９５９ 年古巴革命后ꎬ 贾根不顾美国阻挠ꎬ
积极发展同古巴政权的关系ꎬ 由此招致美国的强烈不满ꎬ 认为贾根领导下的

英属圭亚那和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之间关系的发展将加速共产主义在西半

球的扩张ꎬ 损害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利益ꎮ③

由此可见ꎬ 自 １９５７ 年以来ꎬ 美英两国在英属圭亚那问题上出现明显分

歧ꎮ 面对世界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发展ꎬ 麦克米伦政府不得不宣布ꎬ 将于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举行英属圭亚那选举并组建自治政府ꎮ 凭借独立运动领袖的威望ꎬ
贾根极有可能赢得选举并成为英属圭亚那自治政府首位总理ꎬ 进而引领英属

圭亚那在 ２ ~ ３ 年内获得完全独立地位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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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有关英美联合干涉的详细论述ꎬ 参见 Ｇｅｒａｌｄ Ｈｏｒｎｅꎬ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ａ Ｈｏｔ Ｚｏｎ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ｓ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ｅｓꎬ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８８ － ２０２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 Ｒａｂｅꎬ “Ｗａｓ Ｃｈｅｄｄｉ Ｊａｇａｎ ａ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Ａｎｇｌ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ｕｉａｎａ”ꎬ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Ｃ Ｍ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Ｒｏｒｙ Ｍ Ｍｉｌｌｅｒ ( ｅｄｓ )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ＵＳ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２８１ － ２８２

有关 １９５７—１９６０ 年期间贾根行政机构内外政策及其与美英关系的详细论述ꎬ 参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 Ｒａｂｅꎬ Ｕ 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ｕｉａｎａ: Ａ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ｏｒｙꎬ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６０ － ７３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 Ｒａｂｅꎬ “Ｗａｓ Ｃｈｅｄｄｉ Ｊａｇａｎ ａ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Ａｎｇｌ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ｕｉａｎａ”ꎬ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Ｃ Ｍ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Ｒｏｒｙ Ｍ Ｍｉｌｌｅｒ ( ｅｄｓ )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ＵＳ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２８２ －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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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 １９６１ 年选举ꎬ 美国立足全球冷战战略ꎬ 再度为贾根领导的人民进步

党贴上共产主义标签ꎬ 目的就是为伺机干涉英属圭亚那选举提供依据ꎮ 为此ꎬ
美国开始了新的政策筹划ꎮ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美国中情局拟定一份特别情报

评估报告 (简称 “３２１ 报告”)ꎬ 对英属圭亚那选举形势作出初步判断ꎮ
“３２１报告” 强调ꎬ 英属圭亚那政局已被贾根领导的受国际共产主义影响的

人民进步党所掌控ꎬ 尽管贾根不是公认的共产主义者ꎬ 但其言行具有共产主

义的烙印ꎮ “３２１ 报告” 指出ꎬ 福布斯伯纳姆 (Ｆｏｒｂｅｓ Ｓ Ｂｕｒｎｈａｍ) 领导

的人民全国大会党 ( ＰＮＣ)① 是贾根的主要反对者ꎬ 彼得达圭勒 ( Ｐｅｔｅｒ
Ｓ Ｄ’Ａｇｕｉａｒ) 领导的由商界精英组成的联合力量党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ｏｒｃｅꎬ ＵＦ) 亦是

反对贾根的政治势力ꎮ “３２１ 报告” 认为ꎬ １９６１ 年选举是英属圭亚那走向独

立的关键步骤ꎬ 对圭亚那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ꎬ 美国应密切关注贾根赢

得选举所带来的风险ꎮ②

作为政策酝酿的重要步骤ꎬ “３２１ 报告” 的出台表明ꎬ 在关注贾根政治

倾向的同时ꎬ 美国已经将伯纳姆视为贾根的竞争者以及中情局对抗贾根的工

具ꎮ③ 至此ꎬ 美国反对贾根及其领导的人民进步党、 支持以伯纳姆为代表的反

对派政党的政策思路基本形成ꎮ 在经历了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进攻古巴失败的 “吉隆

滩事件” 后ꎬ 肯尼迪政府更加明确地将英属圭亚那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议程

和优先目标ꎬ 决意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共产主义接管英属圭亚那ꎮ④

另一方面ꎬ 美国深知ꎬ 在英属圭亚那取得正式独立之前ꎬ 美国对英属圭

亚那的政策无法绕开英国ꎮ 为此ꎬ 从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起ꎬ 美英围绕英属圭亚那局

势展开了密集磋商ꎮ 英方认为ꎬ 贾根在英属圭亚那具有最强的领导力ꎬ 因而

很难取代ꎮ⑤ 截至 ８ 月初ꎬ 美英磋商仍未取得实质进展ꎮ 英国不仅没有采取措

施阻止贾根的竞选活动ꎬ 而且没有同意美国采取相应行动ꎮ 鉴于此ꎬ 美方认

为ꎬ 贾根赢得选举已经没有悬念ꎬ 但美方反对贾根的立场丝毫没有松动ꎬ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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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福布斯伯纳姆与贾根共同创建了人民进步党并成为重要领导人之一ꎬ 贾根领导的自治机构

被迫解散后ꎬ 伯纳姆和贾根分道扬镳ꎬ 并于 １９５８ 年创建人民全国大会党ꎮ
Ｕ Ｓ 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ｃｉｔｅｄ ａｓ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３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Ｕ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５１４ － ５１７
Ｊｏｈｎ Ｐｒａｄｏ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ｕｒｏ Ｊｉｍｅｎｅｚ － Ｂａｃａｒｄｉꎬ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ｔｈｒｏｗ ｏｆ Ｃｈｅｄｄｉ Ｊａｇａ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ｕｉａｎａ”ꎬ

Ａｐｒｉｌ ６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ｓａｒｃｈｉｖｅ ｇｗｕ ｅｄｕ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ｂｏｏｋ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０６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８]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Ｓ Ｓ Ｃｈａｉｔｒａｍ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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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美国决不允许在拉丁美洲出现另一个卡斯特罗式政权ꎮ 为此ꎬ 美国继续向

英国施压ꎮ ８ 月 １１ 日ꎬ 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致电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山

大霍姆ꎬ 坦言放任贾根执掌英属圭亚那将是美国在西半球遭遇的最令人沮

丧的挫折ꎬ 并将严重影响美英关系ꎮ 对于腊斯克的呼吁ꎬ 霍姆不以为然ꎬ 认

为英属圭亚那完全可以参照印度的模式实现独立ꎮ① 由此可见ꎬ 尽管英方拒绝

了美国有关联合干预圭亚那政局的要求ꎬ 但在冷战战略的驱使下ꎬ 美国仍然

决意染指甚至干涉英属圭亚那事务ꎮ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ꎬ 贾根领导的人民进步党在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获胜并组

建以贾根为首的英属圭亚那政府ꎮ 基于维护 “后院” 安全的冷战战略ꎬ 美国

开始筹划扰乱甚至颠覆贾根政府的政策ꎮ 由于英国在英属圭亚那走向独立的

过渡时期拥有特殊地位ꎬ 美国不得不再度寻求与英国合作ꎮ ８ 月 ２６ 日ꎬ 腊斯

克致电霍姆ꎬ 希望美英共同应对英属圭亚那选举后的新局势ꎬ 包括在政治、
经济和情报领域采取相关行动ꎮ 腊斯克特别强调ꎬ 美国高度重视隐蔽领域的

行动ꎮ②透过腊斯克的电文不难看出ꎬ 美国初步确立了从政治、 经济等方面应

对英属圭亚那局势的政策路径ꎬ 首次提出了隐蔽行动的政策选项ꎬ 美国综合

运用公开和隐蔽手段干涉贾根政府的政策策略初现端倪ꎮ
在寻求英国合作的同时ꎬ 美国还紧锣密鼓地设计和制定干涉计划ꎮ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和 ３１ 日ꎬ 美国国务院连续向肯尼迪总统提交两份备忘录 (简称

“８ 月方案”)ꎬ 从拉拢和颠覆的角度勾勒了美国的英属圭亚那政策ꎮ 关于拉拢

贾根政府的选项ꎬ 美国国务院的建议主要包括: 向贾根政府提供经济和技术

援助ꎬ 将独立后的英属圭亚那纳入美洲国家组织和 “进步联盟”ꎮ 关于颠覆贾

根政府的策略ꎬ 国务院建议制定一项隐蔽计划ꎬ 首先致力于搜集情报以便揭

露英属圭亚那的共产主义活动ꎬ 同时通过隐蔽政治行动培植英属圭亚那的反

共产主义势力ꎬ 以便必要时寻求替换贾根政府ꎮ 对于国务院的建议ꎬ 肯尼迪

原则上同意并要求制定更加详细的方案ꎮ③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４ 日ꎬ 美国国务院将经肯尼迪批准的 “８ 月方案” 以绝密方

式通知英国ꎮ 美方指出ꎬ 贾根及其人民进步党同国际共产主义保持着密切联

系ꎬ 尽管如此ꎬ 美方依然愿意同英方一道 “教育” 和 “拯救” 贾根ꎮ 与此同

时ꎬ 美方坚持认为ꎬ 美英必须准备应对圭亚那 “陷阱”ꎮ 为此ꎬ 美方希望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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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行动方案作为美英磋商的基础ꎬ 包括讨论隐蔽计划ꎮ① 为部署美英会谈ꎬ
国务卿腊斯克于 ９ 月 ５ 日致电美国驻英大使戴维布鲁斯ꎬ 要求其在会谈中

重申美方的立场: 贾根是共产主义控制的 “沉睡者”ꎬ 并寻求在圭亚那建立卡

斯特罗式的共产主义政权ꎬ 因此ꎬ 与贾根做交易是极其困难的ꎮ 作为避免刺

激英国的策略ꎬ 腊斯克指示布鲁斯在谈判中应强调情报搜集的重要性ꎬ 降低

隐蔽政治行动的调子ꎮ②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起ꎬ 美英在伦敦举行了一系列会谈ꎬ 专门讨论英属圭亚

那问题ꎮ 对于美方的拉拢政策ꎬ 英方表示认可ꎻ 但对美方有关驱逐贾根政府

的隐蔽计划ꎬ 英方则明确反对ꎬ 拒绝允许美国中情局在英属圭亚那实施隐蔽

行动ꎬ 仅仅同意由美英联合搜集相关情报ꎮ③

总之ꎬ 基于在拉美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战略ꎬ 肯尼迪政府在上台之

初就确立了反对贾根的政策目标ꎮ 随着贾根领导的人民进步党在 １９６１ 年选举

中获胜并组建以贾根为首的英属圭亚那政府ꎬ 美国运用公开和隐蔽手段干涉

英属圭亚那事务的政策基本框定ꎮ 鉴于英国对美国的干涉政策持有相当的保

留并拒绝与美国合作ꎬ 在此情况下ꎬ 美国不便贸然采取干涉行动ꎬ 这是美国

设计拉拢和颠覆两手策略的主要原因ꎮ 另一方面ꎬ 美国对拉拢政策并不抱任

何希望ꎬ 只是对英国故作虚与委蛇的姿态ꎬ 同时制造与贾根政府合作的假象ꎮ
立足全球冷战战略、 包括隐蔽行动的颠覆政策才是美国 “８ 月方案” 的核心ꎮ
鉴于美国的隐蔽行动计划遭到英国的反对ꎬ 虚张声势的拉拢政策成为掩盖美

国颠覆计划的策应手段ꎬ 是美国的权宜之计ꎮ

二　 美国对英属圭亚那政策的铺展

通过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的伦敦会谈ꎬ 美国深知美英在对待贾根政府的问题上存

在巨大分歧ꎬ 故作姿态的拉拢策略遂成为美国政策铺展的第一步ꎬ 为此美国

决定邀请贾根访问华盛顿ꎮ 鉴于贾根数次提出援助请求ꎬ 美方遂认为ꎬ 附加

政治条件的援助既是拉拢贾根的工具ꎬ 也是向贾根施压的手段ꎮ 在 １０ 月 １７
日的一份有关向英属圭亚那提供援助的立场文件中ꎬ 美方强调ꎬ 一旦贾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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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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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政策导致国际共产主义对英属圭亚那的控制ꎬ 美国绝不会提供任何援

助ꎮ① 由此可见ꎬ 基于前期的政策评估和冷战战略ꎬ 美国在贾根访美之前就已

经定下了拒绝提供援助的基调ꎮ
按照安排ꎬ 贾根于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华盛顿同肯尼迪举行会谈并提出

援助请求ꎮ 对此ꎬ 肯尼迪回应称ꎬ 美国关注英属圭亚那的政治自由和独立ꎬ
在此框架下ꎬ 美方将考虑向英属圭亚那提供援助ꎮ 肯尼迪特别强调ꎬ 英属圭

亚那同苏联集团的贸易关系极有可能导致英属圭亚那经济对苏联的严重依赖ꎬ
进而授予苏联政治施压的工具ꎮ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 贾根继续与美国政府官员商讨援

助事宜ꎬ 肯尼迪则以日程安排紧凑为由拒绝与贾根再度会面ꎮ 美方重申ꎬ 基

于美国政府的援助标准和程序ꎬ 美国必须事先审议英属圭亚那的发展计划和

项目ꎮ② 由此可见ꎬ 对于美国的颠覆意图ꎬ 贾根毫不知情ꎬ 因此ꎬ 在受邀访问

华盛顿时ꎬ 贾根对美国提供援助事宜寄予厚望ꎮ 另一方面ꎬ 立足业已确立的

政策策略ꎬ 美国仅虚与委蛇地表达了附加条件的援助意向ꎬ 但并未作出具体

的承诺ꎬ 贾根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华盛顿ꎮ③

截至 １９６２ 年年初ꎬ 美国仍然没有向贾根政府提供任何援助ꎮ ２ 月ꎬ 英属

圭亚那首府乔治敦爆发反对贾根政府财政紧缩和增加税收政策的抗议活动并

引发骚乱ꎬ 美国暗中支持的伯纳姆和达圭勒则是乔治敦骚乱的直接组织者ꎮ
与此同时ꎬ 作为美国针对贾根政府实施的隐蔽行动的组成部分ꎬ 中情局采用

秘密资金支持的方式助力乔治敦骚乱的激化ꎬ 目的是利用政治骚乱迫使英国

麦克米伦政府推迟英属圭亚那的独立进程ꎮ④ 基于此ꎬ 腊斯克于 ２ 月 １９ 日致

电霍姆ꎬ 声称美国持续收到贾根与共产主义保持联系的报告ꎬ 乔治敦骚乱亦

证明贾根并非合适的领导者ꎮ 腊斯克重申ꎬ 贾根继续掌权不仅会损害美英关

系ꎬ 而且会为美洲体系制造麻烦ꎮ⑤ 由此可见ꎬ 乔治敦骚乱为美国放弃拉拢政

策提供了借口ꎬ 为此ꎬ 美国加紧了颠覆贾根政府的政策谋划ꎮ
为利用乔治敦骚乱激化英属圭亚那局势ꎬ 在寻求与英国展开新一轮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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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ꎬ 肯尼迪于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下令情报机构采取紧急行动ꎬ 加强美国在英属

圭亚那的情报和行动能力ꎬ 进而为隐蔽行动的铺展作准备ꎮ① 根据肯尼迪的指

示ꎬ 中情局在前期渗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针对英属圭亚那的隐蔽行动ꎬ
隐蔽政治行动成为中情局的重要抓手ꎮ② 为此ꎬ 中情局加大了隐蔽政治资金的

支持力度ꎬ 继续通过间接渠道向伯纳姆领导的英属圭亚那最大反对派政

党———人民全国大会党提供大量秘密资金ꎬ 支持其开展反对贾根政府的政治

活动ꎮ③

实际上ꎬ 采取坚定立场驱逐贾根政府一直是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竭力寻

求的政策目标ꎬ 但另一方面ꎬ 英国又是美国无法完全绕开的因素ꎮ 鉴于此ꎬ
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于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８ 日联合制定了一份题为 «第 １３５ 号国家安

全行动备忘录» (ＮＳＡＭ １３５) 的政策文件并经肯尼迪签署ꎮ 该文件认为ꎬ 在

腊斯克与霍姆会谈之前ꎬ 美国尚无法就英属圭亚那政策作出最后决定ꎮ 为此ꎬ
美国必须斟酌三个问题: 一是美国是否可以敦促英国同意延迟英属圭亚那的

独立ꎻ 二是如果英国拒绝延迟英属圭亚那的独立ꎬ 英属圭亚那在独立之前可

否举行新一轮选举ꎻ 三是基于上述因素ꎬ 美国应权衡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和限

度ꎮ④ 由此可见ꎬ 美国的政策指向非常明确: 敦促英国同意推迟英属圭亚那独

立并举行新一轮选举ꎬ 以便为美国制定政策并采取行动创造条件ꎮ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 腊斯克和霍姆在日内瓦会晤ꎬ 再度讨论英属圭亚那问

题ꎮ 霍姆表示ꎬ 英方理解美国对英属圭亚那局势以及西半球出现另一个卡斯

特罗式政权的担忧ꎬ 同意适当推迟英属圭亚那的独立ꎮ 至于美国关注的隐蔽

行动计划ꎬ 霍姆则未置可否ꎮ⑤ 由此可见ꎬ 面对美国压力ꎬ 英国不得不作出妥

协ꎬ 愿意有限度地推迟英属圭亚那的独立进程ꎬ 但对隐蔽行动却持犹豫态度ꎮ
在美国看来ꎬ 英国同意推迟英属圭亚那独立进程为美国采取包括隐蔽行

动在内的政策行动创造一定的空间ꎮ 为此ꎬ 美国国务院于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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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针对英属圭亚那的行动文件ꎬ 一方面主张敦促英国将英属圭亚那的独立

计划推迟至 １９６４ 年ꎬ 以便为美国留出更大的政策空间ꎻ 另一方面ꎬ 国务院认

为应按照既定的隐蔽计划驱逐贾根政府ꎮ 国务院强调ꎬ 实施隐蔽计划的主要

方式是隐蔽政治行动ꎬ 为此ꎬ 美国应寻找贾根的接替者ꎬ 同时做好应对行动

败露的准备ꎮ①

按照既定的行动路径ꎬ 肯尼迪政府负责协调隐蔽行动的 “５４１２ 特别小

组” 于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举行会议ꎬ 要求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 ( Ｊｏｈｎ
ＭｃＣｏｎｅ) 加紧评估在英属圭亚那采取隐蔽行动的途径②ꎬ 由此启动了针对英

属圭亚那实施隐蔽行动的具体政策的设计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未雨绸缪地筹划

贾根之后的政治布局ꎬ 邀请伯纳姆于 ５ 月造访美国ꎮ 在此期间ꎬ 伯纳姆同国

务院官员、 国会议员举行了多次会谈ꎬ 内容涉及组建反贾根联盟以赢得新一

轮选举并驱逐贾根政府等问题ꎮ③至此ꎬ 伯纳姆作为贾根替代者的角色得到华

盛顿的确认ꎮ
在设计具体政策的同时ꎬ 中情局针对英属圭亚那的隐蔽行动已经悄然启

动ꎮ 作为伯纳姆造访美国的后续安排ꎬ 中情局迅速于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同伯纳姆和

达圭勒建立直接联系ꎬ 承诺向人民全国大会党和联合力量党提供秘密资金ꎬ
支持其展开反贾根的政治活动ꎮ④至此ꎬ 美国支持英属圭亚那反对派政党的隐

蔽政治行动进一步铺开ꎮ ７ 月ꎬ 中情局向 “５４１２ 特别小组” 提交一份详细的

隐蔽行动计划 (简称 “７ 月计划”)ꎬ 内容涉及向英属圭亚那的反对派政党和

工会组织提供秘密资金支持等ꎮ⑤ 随着 “７ 月计划” 的出台ꎬ 美国针对英属圭

亚那的隐蔽政治行动方案基本定型ꎮ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ꎬ 肯尼迪召见麦科恩ꎬ 要求中情局进一步充实业已制定

的隐蔽行动方案ꎬ 驱逐贾根政府ꎮ⑥ 根据肯尼迪的指示ꎬ 美国政府相关机构加

快了政策部署ꎮ ９ 月 ５ 日ꎬ 包括国务院、 中情局等部门的官员举行联席会议ꎬ
集中讨论英属圭亚那问题ꎮ 与会者认为ꎬ 在同贾根政府保持最低限度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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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 美国应加紧完善并推进针对英属圭亚那的隐蔽计划ꎮ 基于隐蔽行动的

秘密性ꎬ 会议并未讨论隐蔽计划的具体细节ꎮ① 从美国的政策实践来看ꎬ 在针

对目标国采取隐蔽行动的同时与目标国政府保持一定程度的公开联系ꎬ 是美

国实施隐蔽行动的一种掩护方式ꎮ 肯尼迪的指示和政府联席会议的讨论再次

表明ꎬ 隐蔽行动是美国寻求颠覆贾根政府的主要手段ꎮ
总之ꎬ 阻止贾根执掌独立后的英属圭亚那是美国既定的政策目标ꎬ 在此

框架下ꎬ 短暂采取的拉拢政策归根到底是美国为推进政权更迭目标而制造的

假象ꎬ 同时也是美国策应颠覆计划的政治伎俩ꎮ 面对乔治敦骚乱ꎬ 美国借机

放弃本就心口不一的拉拢政策ꎬ 同时加紧制定和完善颠覆贾根政府的隐蔽计

划ꎮ 随着 “７ 月计划” 的出台ꎬ 美国的英属圭亚那政策全面步入实施政权更

迭的轨道ꎬ 美国颠覆贾根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隐蔽行动渐次铺展ꎮ

三　 美国隐蔽政治行动与英属圭亚那大罢工

就在美国针对英属圭亚那的隐蔽干涉行动加紧运作之际ꎬ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的

古巴导弹危机不期而至ꎮ 利用古巴导弹危机ꎬ 美国竭力鼓噪国际共产主义在

英属圭亚那的活动ꎬ 声称圭亚那将成为苏联集团挺进南美大陆的桥头堡ꎮ 更

为重要的是ꎬ 古巴导弹危机强化了美国针对贾根政府的政策立场: 必须摧毁

卡斯特罗在西半球影响力的任何痕迹ꎮ② 由此可见ꎬ 利用古巴导弹危机ꎬ 美国

进一步渲染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威胁ꎬ 以便为颠覆贾根政府营造国际舆论环境ꎮ
在借助古巴导弹危机鼓噪紧张的国际氛围的同时ꎬ 美国方面还不失时机

地挑动英属圭亚那的内部矛盾ꎬ 加紧推进颠覆贾根政府的隐蔽行动ꎮ 由于贾

根政府提出的劳工关系法案引发了严重的不满和对立情绪ꎬ 中情局遂不失时

机地加以利用并于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作出决策: 在英属圭亚那策划并发起新一轮

总罢工ꎮ③ 为实施这一行动ꎬ 中情局迅速设计制定了一项依托美国最大的工会

组织———劳联—产联作为主要实施平台的隐蔽行动计划ꎬ 代号 “定点飞越行

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ｌｙｐａｓｔ)ꎬ 目的就是通过劳联—产联秘密输送资金ꎬ 煽动并支

—３７—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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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亲西方的英属圭亚那工会组织发起总罢工ꎬ 进而助力颠覆贾根政府的行

动ꎮ① 至此ꎬ 除秘密资助和公开支持以伯纳姆为代表的英属圭亚那反对派政党

外ꎬ 秘密策动英属圭亚那工会组织发起反对贾根的总罢工成为中情局隐蔽颠

覆行动的关键环节和主要抓手ꎮ
在英属圭亚那众多的工会组织中ꎬ 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 (ＢＧＴＵＣ) 是

美国撼动贾根政府的政治工具ꎮ② 作为英属圭亚那最大的右翼工会组织ꎬ 英属

圭亚那工会理事会同劳联—产联等美国工会组织保持着长期的紧密联系ꎬ 美

国中情局亦通过劳联—产联及其下属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 (ＡＩＦＬＤ) 等工

会组织同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建立了直接联系③ꎬ 从而为中情局利用工会组

织实施颠覆贾根政府的隐蔽行动奠定了组织基础ꎮ 作为劳联—产联在拉美地

区的政治活动平台ꎬ 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根据中情局以及劳联—产联的安

排ꎬ 为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领导人以及年轻工人提供培训ꎬ 渲染共产主义

的危险性ꎬ 甚至传授街头政治、 暴力和颠覆技巧ꎮ 在所有西半球国家和地区

中ꎬ 英属圭亚那是劳联—产联以及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提供培训比例最高

的地区ꎮ④ 为酝酿总罢工ꎬ 美洲自由劳工发展协会根据中情局和劳联—产联的

授意ꎬ 邀请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领导人理查德伊斯梅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Ｉｓｍａｅｌ)
秘密造访美国ꎬ 向其传授领导和组织罢工的经验ꎮ⑤ 基于向英属圭亚那工会理

事会以及美国选定的其他英属圭亚那工会组织提供隐蔽政治资金支持的政策

考量ꎬ 中情局还专门设立 “戈撒基金会” (Ｇｏｔｈａｍ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作为掩护性组

织和秘密资金输送通道ꎬ 资助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等工会组织展开反对贾

根的政治、 宣传和颠覆活动ꎮ⑥ 由此可见ꎬ 前期的秘密渗透和政治布局是中情

局制定实施 “定点飞越行动” 的前提和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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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冷战战略与英属圭亚那政权更迭 (１９６１—１９６４ 年) 　

通过评估前期的渗透和人员培训ꎬ 美国认为发起新一轮总罢工的条件已经成

熟ꎮ 为策划新的总罢工ꎬ 劳联—产联派往英属圭亚那的代表同英属圭亚那工会理

事会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和勾连ꎬ 商讨罢工方案ꎮ① 在美国中情局的幕

后指使以及劳联—产联等美国工会组织的秘密支持下ꎬ 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

于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发起新一轮总罢工ꎮ 至此ꎬ 中情局策划的 “定点飞越行动” 全面

启动ꎬ 挑动英属圭亚那总罢工成为美国颠覆贾根政府的最重要的政治手段ꎮ②

为助阵英属圭亚那总罢工ꎬ 美国不仅向罢工组织者提供技术培训和政策

指导ꎬ 而且利用中情局构建的秘密资金渠道——— “戈撒基金会”ꎬ 或通过美洲

自由劳工发展协会、 劳联—产联等渠道ꎬ 向罢工提供资金、 食物和医疗用品

的支持ꎮ 在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的绝密文件中ꎬ 中情局坦承ꎬ 没有足够的资金支

持ꎬ 总罢工甚至无法持续一个星期ꎮ 为此ꎬ ４ 月 ２５ 日的 “５４１２ 特别小组” 会

议决定ꎬ 中情局应继续提供秘密资金支持ꎬ 确保总罢工的持续进行ꎮ③ 据不完

全统计ꎬ 整个总罢工期间ꎬ 仅仅是中情局通过劳联—产联向罢工组织者输送

的秘密资金就超过 １００ 万美元ꎬ 因此ꎬ 在以隐蔽手段策动总罢工并激化冲突

的政治行动中ꎬ 中情局向反贾根政府的工会组织提供的隐蔽资金发挥了关键

作用ꎮ④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定点飞越行动” 是中情局利用工会组织在英属圭

亚那实施的以隐蔽政治行动为主要方式的颠覆活动ꎬ 是肯尼迪政府针对贾根

及其人民进步党发起的一次大规模的隐蔽攻击⑤ꎬ 英属圭亚那大罢工则是中情

局实施 “定点飞越行动” 的结果ꎮ
此外ꎬ 按照美国中情局的授意ꎬ 劳联—产联等美国工会组织还从外部向

贾根政府施加压力ꎬ 煽动加勒比地区的工会组织联合采取行动ꎬ 扰乱英属圭

亚那的进出口贸易ꎬ 尤其是阻断英属圭亚那的粮食和石油进口ꎬ 导致英属圭

亚那的粮食和石油供应日渐短缺ꎬ 社会日趋动荡ꎮ⑥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 在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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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美国工会组织在支持美国政府颠覆贾根政权的行动中所扮演角色的详细论述ꎬ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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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政府的过程中ꎬ 劳联—产联等美国工会组织扮演了掩饰和策应中情局颠

覆活动的角色ꎬ 是美国隐蔽颠覆活动的工具ꎮ①

随着总罢工的推进ꎬ 美国中情局采取了新的举措以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ꎮ
一方面ꎬ 在中情局和美国工会组织的安排下ꎬ 总罢工升级为暴力活动ꎬ 包括

爆炸纵火、 袭击政府办公楼等ꎮ 另一方面ꎬ 为策应美国幕后操控的总罢工的

强劲展开ꎬ 中情局还针对贾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隐蔽宣传行动ꎬ 包括伪造贾

根妻子写给共产党的信件并予以公布等ꎮ② 除此之外ꎬ 中情局还通过不公开的

渠道向英属圭亚那寄送并分发图书、 电影和小册子ꎬ 内容涵盖宣扬美国等西

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和劳工运动ꎬ 抹黑苏联、 古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主

题ꎮ③ 至此ꎬ 美国的隐蔽宣传行动强劲铺展ꎬ 成为策应并支持隐蔽政治行动的

重要手段ꎮ
为评估总罢工的进展情况及其面临的问题ꎬ 肯尼迪于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

白宫主持会议讨论英属圭亚那问题ꎮ 作为幕后推手ꎬ 中情局在不提及自身角

色的同时坦承ꎬ 此轮罢工得到美国工会组织的暗中支持ꎮ 中情局同时抱怨称ꎬ
英国政府在罢工期间实际上采取了支持贾根的举措ꎬ 包括利用驻英属圭亚那

的英军为运送粮食和燃料的古巴和苏联船只提供保护等ꎮ 鉴于此ꎬ 腊斯克在

会后紧急致电英国方面ꎬ 称英方的举措不可接受ꎬ 同时敦促英方改变政策并

采取有效措施ꎬ 在英属圭亚那独立之前驱逐贾根政府ꎮ④

英方迟迟没有对美国有关将英属圭亚那独立计划推迟至 １９６４ 年的要求作

出回应ꎬ 招致美国强烈不满ꎮ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伦敦会

晤ꎬ 英属圭亚那成为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ꎬ 但双方依然没有就共同的政策达

成一致ꎮ 麦克米伦坚持认为ꎬ 英属圭亚那必须如期完成独立进程ꎮ 肯尼迪则

强调ꎬ 英方不能自顾自抽身而去并将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留在西半球ꎬ 进而引

发加勒比地区甚至全球冲突ꎬ 为此ꎬ 美方要求进一步推迟英属圭亚那的独立

安排和进程ꎮ⑤面对总罢工带来的严重危机以及美国持续增加的压力ꎬ 英国不

得不重新思考对策并随即调整立场ꎮ ７ 月 １８ 日ꎬ 麦克米伦致信肯尼迪ꎬ 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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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英属圭亚那的独立计划推迟至 １９６４ 年并在独立之前举行新一轮选举ꎬ
目的就是迫使贾根辞职ꎮ① 至此ꎬ 英国的政策出现重大变化ꎬ 愿意与美国合作

迫使贾根下台ꎬ 从而为美国寻求颠覆贾根政府创造了新的契机ꎮ
总之ꎬ 进入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之后ꎬ 美国颠覆贾根政府的政策行动全面付诸

实施ꎻ 其中ꎬ 运用包括秘密资金支持和政策指导在内的隐蔽政治行动方式煽

动亲西方的英属圭亚那工会组织发起大罢工ꎬ 是美国颠覆行动的主要工具和手

段ꎮ 在美国中情局和工会组织的秘密操控下ꎬ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英属圭亚那爆发的总

罢工持续 ８０ 余天ꎬ 最大限度地激化其政治动荡和社会危机ꎬ 破坏了贾根政府的

执政基础②ꎬ 进而为美国颠覆贾根政府的政策行动营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ꎮ

四　 美国与英属圭亚那政权更迭

进入 １９６４ 年之后ꎬ 美国约翰逊政府延续肯尼迪政府的政策ꎬ 继续支持英

属圭亚那亲西方的领导人和政治组织ꎬ 反对贾根政府ꎮ 为此ꎬ 负责隐蔽行动

的 “３０３ 委员会” 按照约翰逊总统的指示和美国的既定政策ꎬ 授权中情局持

续向英属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等亲西方的政治组织提供隐蔽资金支持和培

训ꎬ 助力其竞争即将举行的 １９６４ 年选举ꎮ 此外ꎬ 通过隐蔽手段挑动持续不断

的罢工亦是中情局秘密资金支持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ꎮ③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ꎬ 已经担任英国首相的霍姆同约翰逊总统在华盛顿会

晤ꎬ 英属圭亚那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ꎮ 双方再次确认ꎬ 独立后的英属圭

亚那决不能处于贾根的控制之下ꎮ④ 与此同时ꎬ 英属圭亚那内部局势更趋复杂

化ꎮ ２ 月初ꎬ 支持人民进步党的圭亚那农业工人联合会发起大规模罢工和游

行ꎬ 并吸引糖业工人联合会加入其中ꎬ 进而与反对贾根的工会组织形成对抗

之势ꎮ 面对新一轮政治动荡ꎬ 美国认为ꎬ 贾根支持者发起的罢工是人民进步

党力图壮大贾根执政基础并迫使反对派政党屈服而采取的行动ꎬ 其目的是破

坏即将举行的选举ꎬ 因而必须对其予以反击ꎮ 鉴于此ꎬ 中情局不失时机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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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助澜ꎬ 一方面加紧向反对派政党提供情报支持ꎻ 另一方面通过劳联—产联

等机构继续向反贾根的工会组织输送资金ꎬ 煽动其制造并加剧社会动荡ꎬ 甚

至挑起暴力事件ꎬ 恶化英属圭亚那局势ꎮ①

为渲染紧张局势并配合隐蔽政治行动的展开ꎬ 中情局启动新的隐蔽宣传

行动ꎮ 为此ꎬ 劳联—产联按照中情局的授意ꎬ 协助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设

立 “劳工之声” 无线广播电台ꎬ 创办 «劳工辩护者» (Ｌａｂｏｒ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报纸ꎬ
利用传播渠道力挺伯纳姆和人民全国大会党ꎬ 攻击贾根和人民进步党ꎮ② 在宣

传内容上ꎬ 美国同样绞尽脑汁ꎬ 例如ꎬ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 国务院秘密指示劳

联—产联ꎬ 要求其在不暴露美国政府干涉意图的情况下与英属圭亚那工会理

事会联手行动ꎬ 谎称贾根政府试图驱逐对人民进步党不友好的外国工会领导

人ꎬ 同时阻止不友好的外国工会领导人入境ꎬ 以期展开最大限度的宣传攻

势ꎮ③ 与此同时ꎬ 反对派政党还广泛散布诋毁贾根和人民进步党的传单、 政治

徽章等宣传品ꎬ 以期进一步搅动局势ꎮ④ 由此可见ꎬ 隐蔽宣传行动的纵深铺展

意味着美国的秘密颠覆活动进一步升级ꎬ 成为策应隐蔽政治行动的重要方式ꎮ
在美国看来ꎬ １９６４ 年年底的选举为驱逐贾根并实现美国政策目标创造了难

得的机会ꎬ 而人民全国大会党和联合力量党的合作则是击败贾根并赢得选举的

关键ꎮ 为此ꎬ 美国加大了政策行动的力度ꎮ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ꎬ 美国派遣政治顾问秘

密前往英属圭亚那ꎬ 积极撮合人民全国大会党和联合力量党结成选举联盟ꎬ 共

同对抗贾根阵营ꎮ 在美国政治顾问的秘密联络和安排下ꎬ 伯纳姆和达圭勒于 ４
月 ２４ 日和 ４ 月 ２８ 日举行了两次会谈并达成共识ꎬ 承诺在选举期间密切合作ꎮ⑤

进入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之后ꎬ 贾根阵营和反贾根阵营的对垒进一步升级ꎬ 罢工

和游行接连不断ꎬ 进而引发暴力事件ꎬ 甚至导致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ꎮ 为了

给反对派助威打气ꎬ 美国国务院于 ５ 月 １３ 日通过新任驻乔治敦总领事德尔

马卡尔森 (Ｄｅｌｍａｒ Ｒ Ｃａｒｌｓｏｎ) 告知伯纳姆ꎬ 声称如果人民进步党试图继续

掌管圭亚那ꎬ 美国决不会坐视不管ꎮ 与此同时ꎬ 国务院指示卡尔森与相关人

士 (姓名尚未解密) 秘密联络ꎬ 目的就是进一步敲定支持伯纳姆等反对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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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步骤ꎮ①

毫无疑问ꎬ 英属圭亚那的混乱局面是美国蓄意挑动的结果ꎮ 在美国方面

看来ꎬ 英属圭亚那的乱局表明美国正行走在正确的轨道上ꎬ 距实现驱逐贾根

及其人民进步党的目标已为期不远ꎮ 因此ꎬ 对于贾根呼吁联合国调查英属圭

亚那事态的建议ꎬ 美国和英国均表示反对ꎮ 美国的意图很清楚: 避免因联合

国的介入而干扰英属圭亚那局势朝着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ꎮ②

为确保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ꎬ 在煽动罢工并助力反对派政党的选举攻势

的同时ꎬ 中情局还于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制定了一份准军事行动计划ꎬ 目的就是由中

情局在委内瑞拉秘密培训 １００ 名伯纳姆和达圭勒的支持者ꎬ 以便在必要时发

动政变ꎬ 推翻贾根政府ꎮ③ 由此可见ꎬ 中情局针对英属圭亚那预设了多种隐蔽

行动方案ꎬ 足见美国决意颠覆贾根政府的政治意愿和政策手腕ꎮ
贾根深知ꎬ 美国是影响英属圭亚那局势的重要外部因素ꎮ 为缓解危局并

再度尝试改善与美国的关系ꎬ 贾根于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初提议派遣一个使团造访华

盛顿ꎬ 但遭美方拒绝ꎮ 在美国看来ꎬ 接受贾根使团到访将发出错误的信号ꎬ
损害美国与英属圭亚那反对派的关系ꎮ④ 与此同时ꎬ 对于贾根提出的在选举之

前成立由人民进步党和人民全国大会党等反对派政党组建联合阵营的建议ꎬ
美方亦向英方表达了明确的反对立场ꎮ 美方认为ꎬ 选举前的联合阵营是人民

进步党寻求推迟选举的策略ꎬ 是贾根的政治讹诈ꎬ 将对人民全国大会党和联

合力量党的选举前景造成不利影响ꎬ 危及其替代贾根政府的努力ꎮ 在美国的

影响下ꎬ 英国接受了美国的立场ꎬ 拒绝了贾根有关组建联合阵营的提议ꎮ⑤ 由

此可见ꎬ 为实现利用选举驱逐贾根的目标ꎬ 美国不仅通过隐蔽行动支持英属

圭亚那反对派政党和工会组织ꎬ 而且在外交上也作出了周密安排ꎬ 可谓不吝

细节ꎬ 煞费周章ꎬ 由此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对外干涉的政治手腕ꎮ
英属圭亚那选举在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进入白热化阶段ꎬ 反对派政党为赢得竞

选发起了最后冲刺ꎮ 为助力反对派政党的选举攻势ꎬ 美国中情局通过秘密渠

道向反对派政党及其掌控的工会组织提供了新的资金支持ꎮ 与此同时ꎬ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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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开始制定计划ꎬ 以便向选举后的伯纳姆提供援助ꎮ①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 英属圭亚那选举如期举行ꎬ 但选举结果却未如美国所

料ꎮ 贾根领导的人民进步党获得 ４５ ６％的选票和 ２４ 个议会席位ꎻ 伯纳姆领导

的人民全国大会党获得 ４０ ５％的选票和 ２２ 个议会席位ꎻ 达圭勒领导的联合力

量党获得 １２ ５％的选票和 ７ 个议会席位ꎮ 尽管英国政府对伯纳姆并无好感ꎬ
但迫于美国的压力ꎬ 英国总督仍然宣布ꎬ 根据英国和英联邦的宪法传统ꎬ 任

命伯纳姆担任政府总理并与达圭勒领导的联合力量党组建联合政府ꎮ 面对英国

此举ꎬ 贾根被迫宣布辞职ꎮ②至此ꎬ 美国实现了颠覆贾根政府、 扶植亲美反共政

权的目标ꎬ 美国国务院甚至声称ꎬ １９６４ 年选举结果为英属圭亚那在没有共产主

义操控风险的情况下走向独立奠定了基础ꎮ③尽管美国大肆渲染伯纳姆上台执政

是民主的胜利ꎬ 但实际情况却是ꎬ 伯纳姆政权长期实行独裁统治ꎮ 出于在拉美

地区推行冷战战略并扶植亲美政权的考量ꎬ 美国政府对伯纳姆政权破坏民主的

行径却置若罔闻④ꎬ 由此揭示了美国假借民主之名推行冷战战略的政策本质ꎮ
总之ꎬ 为助力反对派政党的竞选活动ꎬ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ꎮ 一

方面ꎬ 美国通过隐蔽政治行动方式持续向人民全国大会党等亲西方的英属圭

亚那政治组织以及工会组织提供秘密资金支持和政策指导ꎬ 助力反对派政党

赢得 １９６４ 年选举ꎮ 另一方面ꎬ 美国持续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打压贾根阵营ꎬ
同时敦促英国与美国合作ꎬ 共同驱逐贾根政府ꎮ 借助隐蔽和公开行动相结合

的方式ꎬ 美国实现了颠覆贾根政府、 扶植亲美政权的政策目标ꎮ
综上所述ꎬ １９６４ 年英属圭亚那事件是美国在美洲地区推行冷战和遏制战

略的结果ꎬ 是美国将冷战战略和反共产主义政策植入加勒比政治进程的重大

事件⑤ꎬ 同时也是美国中情局运用以隐蔽政治行动为主要方式的政策手段在他

国策动政权更迭的典型案例ꎮ
(责任编辑　 徐　 睿)

—０８—

①
④

⑤

②③　 ＦＲＵＳꎬ １９６４ － １９６８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ｐ ８８４ꎬ ｐｐ ８９２ － ８９３ꎬ ｐ ８９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 Ｒａｂｅꎬ Ｕ 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ｕｉａｎａ: Ａ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ｏｒｙꎬ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１３８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Ｐ Ｍａｉｎｇｏ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ｆｒｅｄｏ Ｌｏｚａｎｏ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