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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密谈》

前言

在我一生中，我曾先后在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两位总统手下任职，从最开始1973年尼克
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到国务卿。再到1975年福特政府的国务卿。于是，我的秘书也将我在此期间
的电话录音整理成文本。在整理工作之初，这些内容并没有得到公开，整理的初衷只是便于我能履行
与各方达成的协议和共识，也便于我将这些信息汇集到总统备忘录或其他资料中去。1977年，我将这
些文字材料存放在国会图书馆进行保存。1980年，我授权这些文本可以对国务院进行公开。从1997起
，这些文本资料开始被国务院档资处进行对外公开，用来展示我国外交政策。2001年，我将我在国家
安全委员会的电话录音文本捐献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将我作为国务卿期间的电话录音文本捐给了国
务院，我希望这样能让这些文本更好地为这两个部门服务。    从这些电话文本信息中，传达出了重大
决定生成时决策者的情绪，反应了决策者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观点和想法。如果通话双方通过电话做
出决定，这至少能说明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这些决策很可能也会出现考虑不全的情况——一个完整的
历史事件应该包含各部门、部门间会议的全部记录，以及相关人士与总统通话的内容。尽管如此，这
些通话记录却能向人们展示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一幅幅更为精确的画面，特别是在本书描述的事件中
更是如此。本书中涉及到的两个事件发展的速度都非常快，每个事件之初都会有一些文字叙述，这些
文字叙述还会穿插在通话记录之间。为了保证叙述的连贯性，我还会简要介绍一些部门间会议的内容
。    本书将涉及两次危机事件：1973年10月爆发的中东危机和1975年我方从越南战争中的撤军。这两
次危机的共同之处在于两次事件都非常紧急，都需要通过电话来解决。其中，鉴于这次中东危机爆发
之时。我正身处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这次危机的处理需要频繁地借用电话的帮助。战争爆发后
，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也要求一种更加非正式的方法介入进来。而在越南地区撤军的最后关头，局面的
复杂性更是要求电话沟通介入其中。    本书中两次危机事件爆发之时，正好赶上我方的国内危机。中
东战争爆发时正值我们处理水门事件的过程中，事实上，水门事件里两个重要的时刻也都出现在这次
中东战争的过程当中。1973年10月6日，就在战争爆发之初，时任总统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副总统斯皮
罗·阿格纽的辞职。战争爆发的第二周，尼克松总统本人也遇到了是否公开水门事件录音带的难题，
这也因此导致了“周六晚大屠杀”的发生一司法部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辞职、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
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被解雇。那一天是10月20日，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就中东停火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
。此后不久，尼克松总统便面对了来自参议院的指责。由于受到水门事件的影响，参议院对尼克松启
动了弹劾程序。发生了这么多事，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就成了我和尼克松总统沟通的
最好渠道。    在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事件之一恐怕就是美军从越南撤军了。在此次危机中，虽然我
国国内各方扮演的角色也是他们之前曾扮演过的，但是真正等到撤离实施时，撤离部队也因为一些事
件的发生而发生了变化。而在越南战争的最后一个月里，尽管越南局势并不明朗，但我国国内各方的
辩论依然没有停止。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本书的读者而言，这些通话记录只是说话人在危机发生时
的想法。因此也可以看到国务院和国防部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认知差异，存在不同的处理方法。在一些
基本的问题上，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詹姆斯·史勒辛吉和我还是可以取得共识的，只是由于我们两个人
属于不同的部门，行事方法也有差别，在以色列进行空运这个问题上的差别就是最好的例证，本书对
此问题也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目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同意将这些通话记录进行公开。在这里，
我要向康多莉扎·赖斯表示感谢，感谢她和她的团队对本书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我也已经应他们的要
求对本书进行了删节，并用[⋯⋯]对删节内容进行了标示。为了避免重复，这些通话记录也做出了一
些细微的删改。文中还用“⋯⋯”对删节内容进行了标注。通话中一些常规的问候和告别的用语也并
未出现。    本书中涉及到的所有时间均为美国东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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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密谈》

内容概要

《白宫密谈(美国两次重大危机的决策内幕)》中，亨利·基辛格以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到1975年的越
南战争中，至今尚未公开发布的电话录音为材料，披露了曾被列为最高级别机密的外交危机背后的秘
辛。书中介绍的两大对外政策危机，一次通过谈判成功度过，另一次惨淡收场。他们在应对危机时，
决断迅速，依仗的就是手中的电话。赎罪日战争随着历史长河的流动越走越远，披露的细节一点一点
呈现在世人的眼前。《白宫密谈(美国两次重大危机的决策内幕)》收录了大量与之有重大关联的谈话
，包括：基辛格与以色列首相戈尔迪·梅厄、以色列驻美大使司马查·蒂尼茨、埃及外长、苏联驻美
大使、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其它国家或组织的领导人之间的对谈，当然也包括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之间的
谈话。展现了当时中东问题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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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密谈》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亨利·基辛格 译者：闫明  亨利·基辛格，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获美国总统
自由奖章、自由勋章等多项荣誉。著有多部作品，目前担任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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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密谈》

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部分：1973年中东战争 第1章战略的制定 第2章周旋于联合国中间 第3章1973年10月7日 第4
章1973年10月8日 第5章1973年10月9日：新形势的出现——以色列危机，空运补给线，停火协议 第6
章1973年10月10日 第7章1973年10月11日 第8章1973年10月12日 第9章1973年10月13日 第10章1973年10
月14日 第11章1973年10月15～16日 第12章1973年10月17日 第13章1973年10月18日 第14章1973年10月19日 
第15章1973年10月20～22日 第16章1973年10月23—27日：美国进入戒备状态与危机的终结 第二部分：
越南战争的最后岁月 第17章战争终结的开端 第18章西哈努克插曲 第19章撤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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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密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的阿以冲突、
阿拉伯温和派与激进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以及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对立。这三大原因尽管起
源不同，但却在成长的过程中相互交织，单方面针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势必会因牵扯到另外
两个问题而最终不了了之。 在美国的帮助下，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在此期间，苏联方面也出力不少
）。这一举动招致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极度不满，并因此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曾经的停火线—如今的边
境线—战火重燃。由于以色列国的建立完全依靠的是军事力量，从成立那一天，这个国家面对的就是
一种不被认可、被排斥、被周边国家深恶痛绝的局面。1956年，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欲与运河原持
有人英法两国一道攫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最终，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干预下，撤回到1947年的分界
线，解除西奈半岛的武装，但获得了通过蒂朗海峡的自由航行权（通过红海到达以港口城市埃拉特）
。1967年6月，以色列越过停火线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此前，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
参考苏联提供的假情报后，宣布封锁埃拉特，并增兵西奈半岛，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攻击⋯⋯最终这场
战争在六天后结束，以色列攻占了埃及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地区、叙利亚戈兰高地；这些举动使本
已挫败的阿拉伯人再度蒙羞。 以色列，这是一个从来都不会安分地守在本国边境线内的国家。他们认
为在是否固守在自己边境线的问题上，无论选择“是”还是“否”都不会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虽然
该国认为侵略阿拉伯国家遭到了外界的谴责，但以色列人依然在寻求对自己来说最广泛的安全地带，
也时刻准备着与任何试图侵犯本国的敌人兵戎相见。反观阿拉伯国家，他们在经历了1967年第三次中
东战争的失利后，在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带领下，已经逐渐恢复了元气。1967年，第四次阿拉伯国家首
脑会议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此次会议最后发表了著名的“三不原则”，即对以色列不和解、不谈
判、不承认。随着苏联凭借地对空导弹在苏伊士运河沿岸构建空中防御体系，又一场军事冲突一触即
发。1970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劫持了三架飞机后飞往约旦，在巴勒斯坦人支持下，叙利亚军队也侵
入约旦境内，中东极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美国军队也拉到了警戒线上。最终，这场危机以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从约旦撤军而宣布结束。 从此之后，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问题上出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分歧：
一方面，阿拉伯国家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宗教信仰上都不认同以色列国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他们
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中东局势根本无法回到之前的状态。阿拉伯温和派政府，
诸如约旦，埃及（在纳赛尔总统执政期间，埃及的态度不甚明朗）认为应该找到一个方案，只要以色
列退回到1967年边界线（即1947年停战分界线），那就可以对以色列表示承认。但解决了这些阿拉伯
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也只不过恢复到之前的冲突状态，这实则是停战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划上一个
句号，这和以色列要求的全面和平依然相去甚远。 由于受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观点的影响，巴勒斯
坦问题也陷入了僵局。这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反对承认以色列国的合法化。叙利亚方面也拒绝与以
色列进行谈判，他们反对的不是以色列选择哪条边境线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就反对以色列国的建立
。随后，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也加入了这些激进派别的阵营。而对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来说
，尽管他们声称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的说法当时尚未得到阿拉伯国家的认同，但他们仍坚持在巴勒斯
坦境内建立一个国家—这意味着，以色列国会因此不复存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出现，也让以色列
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安全问题。这种僵持的局面导致了从1963年开始到1973年近十
年时间里，中东外交进程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导致出现这一僵局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在1967年11
月22日通过的第242号决议。尽管该决议指出要在“安全和被认可的疆界内”“实现长期稳定的和平”
，但决议中并未对包括“安全”、“被认可”、“长期”、“稳定”的词汇做出具体的解释，因此也
引发了各种争议。一些阿拉伯国家就表示拒绝执行该决议的内容。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和他们一样，
都能从这份决议上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在这些人眼中，和“决议”相比，这些文字更像是一份“僵
持状态的声明”。那些同意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的阿拉伯人，则要求以色列退回到1967年边界线。以色
列则在公开场合表示，1967年边界线对其毫无安全可言，并坚持继续占领从邻国强占的土地。为了更
好地阐明只关注自身安全防卫，以色列还提出了一个看似有理有据，实则却无法实施的要求—阿拉伯
国家应该直接与以色列进行谈判，换句话说，以色列要求各方对其表示承认，并把这当做谈判的先决
条件。 阿拉伯国家也不甘人下，提出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前，阿拉伯各国的领土要求应该率先予
以解决。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脑，温和派国家也包括其中，会同意以色列提出的要求，然后
在充斥着羞辱、种族主义和苏联当时的高压政策下苟且偷生。同样，任何一位以色列总理也不会以牺
牲土地为代价换取与阿拉伯国家的谈判，否则他早就下台了。以色列坚持认为他们可以在占领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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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密谈》

同时实现和平，但这样的想法却如同海市蜃楼般不切实际。然而阿拉伯人也在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们
可以在不解决安全问题的前提下，重新夺回被以色列人抢走的土地。 在中东外交进程上，埃及是最关
键的因素。该国特殊的战略地位对其国土面积、历史传统、文化影响都带来了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在
阿以战争中，埃及也是损失最多的国家。埃及位于阿拉伯文化传播的中心，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文化
传承的主力军，在该国求学的学生遍及中东地区，他们也是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
）。因此，在阿以冲突中，埃及首当其冲。在实现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过程中，整个埃及国家的
梦想也早已经超出了埃及国家主义的狭隘范畴。有大批埃及年轻人为实现阿拉伯国家的统一、为了实
现巴勒斯坦的独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此过程中，埃及除了丢掉西奈半岛外，国家甚至一度濒临
分裂的边缘。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埃及有权力为实现和平进行斗争。 但是在纳赛尔担任埃及总统期间
，埃及的外交态度非常模糊。一方面，纳赛尔暗示有意参与和平进程的想法，他表示埃及可以不挑起
战事，但作为交换，以色列必须撤回到1967年边界线；至于和平进程，则取决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
突是否解决。之后，他还提出消除犹太城，并表示不会与以色列进行直接对话或谈判。此外，他还向
美国提出由美国出面促成以色列撤军，作为回报，埃及将和我方商讨有关恢复外交关系的事宜。而与
此同时，埃及首都开罗的电台依然是阿拉伯世界反美风潮的主导声音—确切地说，应该是反西方风潮
—他们把这种声音宣传到了中东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简单地说，纳赛尔希望以主导反美浪潮的形象来
主导整个阿拉伯世界，这其中自然离不开苏联对其进行军事物资和外交支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并
无意搅入中东问题。 在中东局势出现僵局的过程中，苏联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其对于阿拉伯国家的
军事支援也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决不妥协的态度，同样这也增加了中东局势陷入僵局的危险性。在面对
种种困境时，他们从未做出选择。只要苏联单方依然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那么和平进程就无法取
得任何进展，苏联在中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无法发生改变。虽然阿拉伯激进派不断向我们发出
挑衅，但我们不想卷入与他们的斗争中；当然在这个不可能的行动中，我们也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
比如我们可以选择不再需要苏联充当我们与阿拉伯沟通的中间人。换句话说，苏联很可能为了找到中
东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与阿拉伯国家提出的要求发生分歧，这也因此给他们与阿拉伯国家
之间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如果苏联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很可能因为支持根本无法实现的目的而
承担更多风险，这样只能让他们面对外界对其“无能”的指责。苏联可能在危机爆发的过程中起到推
波助澜的作用，一旦中东爆发危机，苏联很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引来更大规模的冲突，到那时，苏联
有可能非常谨慎地从这场冲突中全身而退。 和其他国家一样，苏联也选择了拖延。虽然苏联一直以埃
及的保卫者自居，但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东提供的军事物资也只不过是为后者争取到
更多的时间，但这样的做法无疑使紧张的局势逐步升级，并没有对中东地区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对于
用激进手段推进以色列问题的解决，美国对此没有丝毫兴趣，因为那样，只能加深人们对于美国“用
武力”解决问题的印象。对于阿拉伯国家，我们需要团结那些温和派的力量，来反对那些激进派人士
，要团结和西方国家有联系的政府，反对那些苏联所支持的国家。因此，我们的原则是，只要纳赛尔
（也包括他的继任者萨达特）没有停止爆出反西方的言论，我们就会对向埃及做出的任何妥协表示反
对。他们之所以能这么说完全是因为苏联在军事物质上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也认为，只要苏联的
态度依然与阿拉伯激进派保持一致，那么我们与苏联的合作根本就是毫无意义。我们坚信，终有一天
，包括埃及在内的国家会意识到依靠苏联的支持和那些激进的言辞只能让他们收获挫败感。到那时，
他们也许会愿意结束苏联在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存在—也就是我所说的“驱逐”，这个词也出现在1970
年6月26日我做的简报中—阿拉伯人才会认真考虑那些可以实现的目标。只有那时才是美国考虑采取行
动的恰当时机，如果必要，我们还会对我们的以色列朋友们提出一些好的方法。 埃及总统纳赛尔
于1970年逝世，之后穆罕默德·萨达特出任埃及总统，但此后，萨达特的态度却非常模糊。尽管萨达
特政府依然依赖于苏联对其进行的军事援助，但他却在小心谨慎地探求外交解决方法。1971年，在联
合国代表瑞典外交家刚那·加瑞的斡旋下，中东各方曾有意达成一项撤离协议，但由于以色列认为这
种妥协对于以方来说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考虑到苏联在苏伊士运河沿岸部署了近二万名“技术人员”
，谈判过程也最终陷入僵局。在此期间，美国并没有向各方施压的想法，苏联在当时也不具备直接挑
衅美国的实力。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与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勃列
日涅夫在莫斯科进行了高峰会谈。但苏联并未就中东问题取得任何外交进展，萨达特也因此下令驱逐
在埃及的苏军“技术人员”。尽管如此，想要在中东问题取得突破，条件尚不成熟：美国大选在即，
还要处理1972年越南战争结束后的一些问题。1973年正值以色列选举年。之前，尼克松就曾向时任以
色列总理的戈尔达·梅厄女士做出了保证，称在11月1日以选举前，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外交行动，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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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明确指出，会在以色列选举结束后采取外交行动。1973年，我和默罕默德·哈菲兹·伊斯梅尔（埃
及总统萨达特的安全顾问）曾有两次会面。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一天，也就是1973年10月5日，
我还和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扎亚特见了面。 尽管如此，萨达特在之后的举动依然让所有人都大吃
一惊。1973年10月6日，埃及率先开战！这次战争的爆发，可谓是我们在政治分析上的失误。1973年6
月前，无论美国还是以色列的情报分析部门都认为埃及和叙利亚都不具备发动军事袭击、通过武力要
回领土的能力。而事实上，萨达特发动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是为了打破当前的局势，
并为之后的谈判创造条件。对于这场战争，萨达特的解释是，只是为了向双方—即向以色列和埃及—
证明，以色列认为自己在军事上优于阿拉伯国家、而埃及军队因为屡次在战争中落败而实力大减的想
法是错误的。而我方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政治估计歪曲了情报部门的分析结果。10月5日中午，就在
距离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向尼克松总统递交了这样一份文件： 目前
，双方在积极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外界的谣言和新闻报道也可能为中东局势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但是从目前的军事准备情况来看，尚无迹象表明战争即将开始。 我们虽然收到了这样的报告，但战争
还是在1973年10月爆发了，这样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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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告诉我们，决策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战争，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
生动地再现了危机过程中的紧张气氛，只有一切顺利，危机才能被有惊无险地解决。    《国家评论》  
 这位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在面对苏联、以色列、埃及、英国，以及联
合国的外交官时，或诱哄、或安慰、或奉迎、或拖延、或找出真相。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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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宫密谈(美国两次重大危机的决策内幕)》是亨利·基辛格雪藏9年首次授权中国。 书中：美国历
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基辛格，与各国、联合国领导人及美国总统的电话录音曾被列为最高级别机
密，首度公开；厘清了错综复杂的阿以冲突，让我们了解至今仍困扰美国，却让基辛格获得诺贝尔和
平奖的越南战争的始末；撕开了美国应对外交危机的决策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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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外交就是一场战争
2、不好，帮领导买的，结果书是破的，联系都联系不到人，郁闷
3、真的很不错 有利于扩展视野
4、看美国是如何的干涉他国并以卫道者自居吧
5、看到这种明显骗钱的书和标题，我就不乐意了，把自己的电话记录搞一搞出本书，翻来覆去就是
那一套，加一个看起来很有煽动性的标题，简直是在逗我
6、电话流水账，比起《论中国》不怎么样
7、可惜不是搞美国对外关系史或者基辛格主义研究的
8、把过去的电话记录整理下出本书，基辛格也太取巧了。对于研究国际政治的人来说，本书尚有研
读的价值，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一堆电话记录实在太啰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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