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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9年逃往台湾后，蒋

介石始终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

梦 想。为 了得 到美 国的支 持，

蒋介石一次次向美国兜售各种

形式的反攻计划。约翰逊执政

后，不断 升级 对越 南的战 争，

蒋介石认为有机可乘，遂向美

国提出了新的反攻大陆的GT- 5

号计划，企图攻占大陆的西南

五省，但最终仍以破灭而告终。

蒋介石频频发出试探

20世 纪 60年代初，中国

大陆由于连续 3年遭受自然灾

害以及“大跃进”和反右倾斗

争的失误，苏联“老大哥”的

背信弃义和中印边境冲突，一

连 串的 内忧外 患、 天灾人 祸，

使国民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

难。对此，蒋介石仿佛看到了

“光复大陆”的星星之火。

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马召

开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

将，制定了庞大周密的“旭光

蒋 介 石 反 攻 大 陆 的 GT- 5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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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

台湾当 局大量 购进新式 武器，

改装飞机，增加装油量，延长

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

开营房，随时待命。国民党官

兵的鞋上、腰带上都印上了“光

复大陆”的字样，此外还从日

本购买大量血浆，做出要与大

陆决一死战的姿态。与此同时，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向美国发起

舆论攻势，希望获得响应和支

持，但美国政府出于各种原因，

并没有明确表态，这令蒋介石

十分失望。

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约翰

逊执政，又使蒋介石萌发了新

的希望。加上美国在越南采取

军事行动，蒋介石便想借助越

南战争，使美国卷入到两岸冲

突中来。为此，台湾不断向美

国施压，要求约翰逊政府对“中

华民国的未来”表示支持。

中 法 建 交 不久， 蒋 介 石

立即召见美国“驻台大使”莱

特。他当面向莱特提出加强美

蒋在东亚包括越南合作的三种

方案 ：第一，由美、台、南越、

南韩四方缔结军事同盟 ；第二，

由台湾和南韩、南越缔结所谓

的“三国 军事 同盟”，由 美国

提供海空军援助 ；第三，由台

湾和南越、南韩分别缔结双边

同盟，而由美国提供同样的军

事援助。蒋介石的上述提议可

谓用心良苦，即通过将台湾和

越南绑在一起，促使美国支持

他反攻大陆的图谋。

美 国 当 然对 蒋 介 石的 如

意算盘了如指掌，对台湾反攻

大陆的军事能力也有清醒地评

估。虽然约翰逊政府视越南问

题 为 美国 亚 太 战略 的 当 务之

急，但他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

介入程度。美国极力想避免与

中国在越南战场公开交战，也

不想因台海再起危机而被拖进

去。所以约翰逊上台后，逐渐

将美对台短期目标定为“确保

台湾 海峡局 势平稳 ”， 中长期

目标则定位为“在未来的十年

中，使台湾与中国大陆出现最

大限度的分离”。

为使蒋介石接受美国的两

岸政策，并对其进行“安抚”，

国务 卿腊斯 克受约 翰逊委派，

于 1964年 4 月 访 问 台 湾。 蒋

介石将腊斯克访台视为说服美

国支 持反攻大陆 的良机。4月

16日，蒋介石接见腊斯克并举

行会谈。会谈中，蒋介石反复

强 调，中 共政 权已内 外交 困，

目前正是国民政府反攻大陆的

最好时机，并不断抱怨美国对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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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形势“反 应迟缓 ”，只满

足于维持现状，希望美国政府

能从实际利益出发，支持台湾

对大陆加强军事、经济、政治

和心理压力。与此同时，蒋介

石向腊斯克递交了一份英文本

的《美台协作对中共实施压力》

的 计划书。蒋 介石“ 创造 性”

地提出，为了创造反攻大陆的

机会，可以考虑在大陆的一些

省份，如紧靠越南、老挝、泰

国、缅甸甚至印度的西南省份

先发动常规战争，这样的行动，

既十分有效，也不会给美国带

来任何风险。

然而，腊斯克委婉地挡回

了蒋介石“创造性”的提议。

蒋经国游说美国出兵

尽管美国政府不同意台湾

的反攻大陆计划，但蒋介石并

没有就此罢手，继续向白宫施

加 压 力。1965 年 9 月， 他 再

次派出“国防部长”蒋经国前

往美国，向约翰逊政府又一次

提出了美蒋协同反攻大陆的计

划。这个计划正式名称为《共

同 利益问 题》，代 号是“大火

炬 5号”，英文是 Great Torch

Five，简称 GT- 5号计 划。该

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为了配合

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国民

党军队拟在美国海、空军的护

送下，登陆广东、广西、云南、

贵州、四川五省，切断中共援

助越南的补给线，这样美国将

能在越南战场由被动变主动。

9月 22日，蒋经国前往五

角大楼拜会美国国防部长麦克

纳马拉，正式递交了 GT- 5 号

计划，希望美国方面提出“咨

询意见”。 麦克纳马 拉看完 这

个计 划后，正告 蒋经 国 ：“ 我

认为实施这样的行动，是离不

开美国的地面部队和核武器支

持的！”

为打消美方疑虑，蒋经国

立即强 调 ：“台 湾方 面将把 战

争限定为纯粹的内战，并由国

民党军队承担全部作战任 务 ；

美国方面所要做的

只是用军舰运送国

民 党 军 队 渡 海 登

陆，并在登陆前由

美国海、空军承担

护航任务，以保证

国民党军队免受大

陆海、空军的袭击；

美军护航时，不需

要 采 取 任 何 直 接

攻击中共海空军和

大陆军事目标的行

动，除护航外，美国方面不需

要出动任何军队，更不需要动

用核武器。”

为了 能 够 说服 麦 克 纳 马

拉，蒋经国反复强调实施这一

计划 的战略 意义 ：“第 一， 当

前越南的局势表明，中共已将

东南亚作为其‘战略扩张’的

主要方向 ；第二，一旦国民党

军队在西南五省展开反攻大陆

的军事行动，大批中共精锐部

队就会被牵制在台湾海峡和华

南沿海，进而无法进入北越对

美作战 ；第三 , 在地理位置上，

西南五省是越南与中国大陆之

间的天然屏障，一旦夺取西南

五省，就可以将中共与北越隔

离开来，使中共无法再向北越

输送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进

而促使越南战场的形势朝向有

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然而，麦克纳马拉唯恐美

军 重蹈 1961年 在 古巴“猪 湾

事件”(1961年 4 月 17日在美

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

国的古巴人向古巴革命政府进

行的一次武装进攻，但以失败

告 终。 此 次行 动 使刚 上 任 90

天的肯尼迪政府大失信誉，相

反卡斯特罗政权和古巴革命被

巩固 ) 的覆辙。对此，蒋经国

则解 释道 ：“ 美国 在猪湾 的登

陆行动之所以受挫，一是组织

不力，二是由于古巴国内反共

政权已经瓦解，不可能提供有

力的援助。而 GT- 5号计划一

旦实施，将不存在这两方面的

问题。”他还慷慨地表示，“为

了维护‘自由世界’在亚洲的

1963年，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肯尼
迪会谈。这张照片拍摄不久，肯尼迪遇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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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国民党军队将随时等候

美国的调遣。”

次日，约翰逊在白宫接见

蒋经国一行。蒋经国再次展开

游说，认为台湾方面提出的反

攻大陆的计划既能有力地对中

共实施打击，又能避免美国与

中共在越南迎头相碰，因而是

符合美国利益的。然而，约翰

逊对此建议不置可否，只是笼

统 地表 示 ：“美 国既不 愿意与

共 产主义 势力展开 全面战 争，

又不想抛弃南越，从越南全部

撤走美国势力。”

美国恐重蹈猪湾覆辙

蒋经国离开美国后，麦克

纳马拉将 GT- 5号计划交付参

谋长联席会议，要求他们尽快

从军事战略角度对这一计划进

行评估。

11月 16 日，麦 克纳马拉

收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的

编 号为 JCSM- 825- 65 的备忘

录，该 备忘录 认为，GT- 5号

计划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以下

三 个 因 素 ：第 一， 美 国 方 面

提供有力的海空支持和后勤保

障 ；第二，中国大陆出现大规

模 的“ 民众 暴动 ”；第三，大

陆 军 队 在国 民 党 军队 登 陆后

“大批 投诚”加 以响应。在目

前的情势下，这三个因素都不

现 实。 因此，GT- 5号 计划一

旦实施，根本不存在任何成功

的可能。备忘录还强调，如果

美国方面同意就这一计划与台

湾方面举行商谈，将表明对这

一计划的支持和鼓励，而美国

在远东所面临的战略态势，却

台湾所拥有的50多万地面部队，

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得到

少而精的海空军支持，战斗力

不可低估，同时他们对中国大

陆的求战心切，并支持美国在

亚洲的战略目标。因此，美国

应该 积极考 虑利用 这支力 量，

打击中共军队，阻止中国方面

增援越南战场。

就在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不

同意见的时候，台湾方面加大

了说服美国支持 GT- 5 号计划

的 力 度。1965 年 12 月 19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

上将访问台湾，蒋介石亲自接

见了惠勒将军。在会谈以及其

后共进晚餐期间，除台湾“副

总参谋长”俞伯泉用 10分钟简

要汇报 GT- 5号计划外，便是

蒋介石喋喋不休地向惠勒将军

鼓吹 ：只有反攻大陆才是解决

南越问题的“根本之道”。其间，

蒋经国也数度约见美国“驻台

大使”莱特，希望美国能够利

用国民党这样的“盟军”。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内部

反对 GT- 5号计划的声音最终

还 是 占 了 上 风。1966年 1月

25日，美国“驻台大使”莱特

约见蒋经国，向他正式转达了

美国政府不支持 GT- 5 号计划

的立场。1月 28日，美国国务

院向美国“驻台大使馆”发出

电报，以书面形式正式拒绝了

蒋介石反攻 西南五省的 GT- 5

号计划。

( 责任编辑 / 木 东 )

(电子邮箱 ：huangdong0727@163. com)

要求美国不应该对台作任何形

式的承诺。

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上述

意见，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

的声音。1964年 12月6日，美

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情报站站

长”克莱恩向他的上司麦考恩

局长递 交了另 外一份 备忘录。

该备忘录力 主重新审议 GT- 5

号计划，正视利用蒋军登陆华

南地区牵制中共出兵越南的可

行性。备忘录声称，有关方面

对 GT- 5号计划不予考虑主要

是担心 会过度 刺激中 共方面，

进而为中共出兵越南提供口实。

然而，事实上中共已派兵到了

越南（主要是后勤保障部队）。

美国当前从未考虑到蒋介石军

队对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中可

能产生的积极影响，而事实上

预备“反攻大陆”的台军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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