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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們先將回顧高棉的早期歷史，接著檢視泰國的入侵、及越南的

併吞，然後探究她在法國保護下、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如何自處，

再來嘗試理解美國的介入，最後考察赤柬上台、及由越南入侵到巴黎

和平協定的過程。  

關鍵詞：暹羅入侵、越南併吞、法國保護、美國介入、赤柬、巴黎和

平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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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choose a straight path.  And don‟t reject a winding one.  Choose the 

path your ancestors have trod. 

Cambodian proverb（Chandler, 2008: 14） 

As in Vietnam, colonialism meant that privately owned French companies 

benefited significantly, often making large profits as the expense of the 

French taxpayer, who had to pa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law and order in the 

colonies. 

Corfield（2009: 31） 

Colonialism had to have an altruistic side lest the West be seen to be simply 

plundering the resources of those with less efficient technology. 

Jacobsen（2018: 66） 

I have lived 78 years without hearing of bloody places like Cambodia. 

Winston Churchill（Corfield, 2009: 47） 

 

壹、早期歷史 

根據一般的說法，中南半島（Indochina）的住民多半由中國南部遷徙

而來，高棉 1人（Khmer People）在語言上屬於南亞語系（Austroasiatic 

Languages）的東支，起源有北來、西來、及南來等各種說法，根據最新的

學理分析，相對上算是亙古棲息湄公河（Mekong River）盆地、當今寮國

北部；後來居上的漢藏語系（ Sino-Tibetan Languages）、傣語支（ Tai 

Languages）、及越南語（Kinh）等 3 支，分別沿著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江、

湄南河、及湄公河谷南下，所建立的國家分別是現在的緬甸、泰國與寮國、

以及越南，導致南亞語系的分布支離破碎、相互孤立2（Chandler, 2008: 13-14; 

Tully, 2005: 7; Blench, 2014; eastasiaorigin, 2020）。 

 

                                                        
1
 高棉音譯自 Cambodia，又稱為 Kampuchea，兩者幾乎是交互使用；除非有特別用意，本

文使用高棉、不用柬埔寨。 
2
 除了越南人（Vietnamese People），與高棉人同屬南亞語系的是孟族（Mon People），在湄

南河下游有羅渦王國（ Lavo Kingdom, 648-1388），在泰北建有哈利奔猜王國

（Hariphunchai, 629-1292），在緬甸建有直通王國（Thaton Kingdom, -300-1057），他們

的語言文化影響緬甸、泰國、及高棉等鄰族（Cady, 1966: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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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Austroasiatic-en.svg）。 

圖 1：南亞語系的分布 

 

在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出現之前，東南亞有大小不一的印度化

王國（Indianized kingdoms），宛如城邦（city-state）、或土邦（principality），

彼此之間的政治安排是一種前現代的曼荼羅體系（Maṇḍala），多個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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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圓同時並立，彼此之間的界線並非涇渭分明  ，輻射的外緣不免有重疊

處，領土主權歸屬含混不清；大體而言，一旦霸主崛起，小邦奉為宗主國

（suzerain state），自甘從屬國（client state），不管是附庸國（vassal state

藩屬）、朝貢國（tributary state）、或保護國 protectorate），多重效忠不足為

奇（Wikipedia, 2023: Mandala (political model); Tarling, 1966: 19-20; St John, 

1998: 8; Chandler, 2008: 15-18; Chambers & Wolf, 2010: 6）。 

 

 

 

 

 

 

 

 

 

 

 

 

 

 

 

 

 

來源：St John（1998: 5）。 

圖 2：中南半島早期的國家 

 

在西元 1 世紀，高棉人由西北部來到湄公河下游開發，諸多鬆散的印

度化城邦結合為扶南（Funan, 68-550），與中國、及印度的貿易頻繁，這是

高棉人所公認的第一個王國；扶南衰落，由其北方也是高棉人所建的真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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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la, 550-802）取而代之，本身分為北邊的陸真臘、以及南邊的水真臘，

征戰不已，勢力達今日寮國、以及泰國東部（Corfield, 2009: 2-4; Tully, 2005: 

8-15; Cady, 1966: 33, 44-45; Seekins, 1990: 6-9; Chandler, 2008: 18-27, 

33-34）。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1: File:Map-of-southeast-asia 900 CE.svg）。 

圖 3：高棉帝國全盛時期的版圖（900）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2024/夏季號） 50 

終究，闍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 802-50）將眾小邦整併為王國，

號稱高棉帝國3（Khmer Empire, 802-1431）；他為了避免來自海上的侵略，

將政治重心往北遷徙，建新都在洞里薩湖（Tonlé Sap）西北端暹粒（Siem 

Reap）（Wikipedia, 2023: Jayavarman II;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n.d.: History 

of Cambodia; Tull, 2005: 15; Corfield, 2009: 5; Chandler, 2008: 39-42）。 

高棉在全盛時期（11-13 世紀），帝國涵蓋當前寮國、越南的南部、及

泰國的東部，堪稱東南亞最強的政治勢力，不過，因為王位繼內鬥爭不斷，

在 14 世紀開始衰退。首先，蘇利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 I, 1006-50）往

西擴張，興建柏威夏寺（Preah Vihear Temple），死後諸王並立；蘇利耶跋

摩二世（Suryavarman II, 1113-50）軍功彪炳，攻打泰國南北，雖然討伐越

南功敗垂成（Đại Việt-Khmer War, 1123-50），倒是進佔了占婆（Champa, 

192-1832）的北部；到了耶輸跋摩二世（Yasovarman II, 1160-67），竟然被

出兵泰國奏捷的將領兵變推翻，天下大亂（Cady, 1966: 51; Chandler, 2008: 

48-51, 57-61）。 

 

 

 

 

 

 

 

 

 

 

 

來源：Khmer Knowledge Keepers（n.d.）。 

圖 4：吳哥巴戎寺壁雕圖像 

                                                        
3
 又稱為吳哥帝國（Angkorian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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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婆由占族4（Cham people）所建立，位於當下越南的中南部，時而來

犯，闍耶因陀羅跋摩四世（Jaya Indravarman IV, 1167-92）在 1177 年水軍突

襲吳哥（Angkor Thom）、屠高棉王，推翻高棉統治；高棉王子闍耶跋摩七

世（Jayavarman VII, 1181-1218）由戰場馳援不及，終究得以驅逐佔領軍接

位，並多次發動討伐報一箭之仇、囚禁闍耶因陀羅跋摩四世，被納為附庸

的占婆此後不再是高棉的心頭大患，不過，由於他好大喜功，加上擴建吳

哥、大興土木，導致國家財政枯竭，高棉在他死後開始分崩離析，最大的

挑戰則是崛起北方、不再屈就擔任僱傭兵的傣族（Wikipedia, 2022: 

Khmer-Cham wars; Jaya Indravarman IV; 2023: Champ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n.d.: Champa; Cady, 1966: 51-52）。 

由於高棉位於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文化圈（緬甸、泰國）

的極東，不免與受到漢化的越南擴張路徑交會，儼然是文化的斷層線，在

17-18 世紀淪為「地點的受害者」（victim of location）；高棉領導者面對內憂

外患，在思維上無法跳脫區域強權政治（Realpolitik）的制約，王室只能維

持自主的門面，作為泰國與越南之間的緩衝國左右為難，直到 19世紀中葉，

高棉宛如廢材國家（failed state），引頸企盼外部強權仗義執言（Chandler, 

2008: 5）。 

貳、泰國入侵 

傣族早先居住中國西南的雲南、及貴州，中國元朝（1271-1368）忽必

烈（1271-94）滅大理國（937-1253），族人順著湄公河、湄南河、薩爾溫江、

及伊洛瓦底江河谷，南遷越南、寮國、泰國、及緬甸，於 12-13 世紀在現

在的泰國陸續建立小邦，包括素可泰王國（Sukhothai Kingdom, 1238-1438）、

及蘭納王國（Lan Na Kingdom, 1292-1775），掙脫對孟族5（Mon People）、

                                                        
4

 在語言上，占族屬於南島語系（ Austronesian family ）馬來 -玻里尼西亞語支

（Malayo-Polynesian languages）（Wikipedia, 2023: Chams; Champa）。 
5
 孟族在語言上屬於南亞語系，在緬甸建有直通王國（Thaton Kingdom, -300-1057），在泰

北建有陀羅缽地王國（Dvaravati Kingdom, 200-1200）、及哈利奔猜王國（Hariphun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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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棉人的臣服。高棉帝國在闍耶跋摩七世死後盛極而衰，傣族室利膺陀

羅鐵（Si Inthrathit, 1238-70）肇建素可泰王國，乘隙擺脫高棉的支配，其子

蘭甘亨（Ram Khamhaeng, 1279-98）將版圖往東擴張到湄南河流域高棉的

勢力範圍；到了闍耶跋摩八世（Jayavarman VIII, 1243-95），高棉已經無力

遏止素可泰王國的擴張（Cady, 1966: 52, 61; Wikipedia, 2022: Si Inthrathit; 

Jayavarman VIII）。 

進入 14世紀中葉，傣族的阿瑜陀耶王朝（Ayutthaya Kingdom, 1350-1767）

不可一世，除了北吞素可泰，勢力逐漸擴及高棉、寮國、緬甸、及馬來半

島的北部。泰國國力到了 15 世紀如日中天，波隆摩羅闍二世

（Borommarachathirat II, 1424-48）大肆擴張，於 1433 年洗劫吳哥、滅掉高

棉帝國，高棉王室南逃避難，國勢從此一蹶不振，周而復始被泰國、以及

越南支配，人為刀俎，進入 400 年的黑暗時期6（1431-1863）（Seekins, 1990: 

12; Tully, 2005: 71-76; Wikipedia, 2023: Borommarachathirat II; 維基百科，

2022：柬埔寨黑暗時代）。泰王羅摩迪勃底二世（Ramathibodi II, 1491-1529）

在 1504 年進攻吳哥，助流亡泰國的安贊一世（Ang Chan I, 1516-66）奪回

王位，高棉人放棄吳哥、南遷建都城牆比較堅固的洛韋（Longvek）（Wikipedia, 

2023: Ramathibodi II; 2022: Ang Chan I）。 

泰國在 1569 年變成緬甸的附庸，巴隆列謝二世（Baraminreachea, 

1566-76）趁機復興高棉，將首都遷回吳哥，出兵取回西北故土莊他武里

（Chanthaburi）、以及碧差汶里（Phetchaburi），為了洗刷耻辱，他在 1580

年重兵大舉攻佔泰國，不料失利，高棉此江河日下、不再西犯；泰國在納

黎萱（Naresuan, 1590-1605）接任王位後恢復國力，對高棉發動戰爭

（Siamese-Cambodian War, 1591-94），甚至在巴龍列謝四世（Srei Soriyopear, 

1603-18）時攻下新都洛韋、長駐軍事總督，高棉王室此後必須有成員押在

曼谷充當人質，通常是小王子送來接受教育，也讓他們彼此為了王位相互

                                                        

629-1292），在湄南河下游有羅渦王國（Lavo Kingdom, 648-1388），他們的語言文化影

響緬甸、泰國、及高棉的鄰族（Cady, 1966: 32-33）。 
6
 又稱為後吳哥時期（Post-Angko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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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忌傾軋而漁翁得利（Wikipedia, 2022: Baraminreachea; 2023: Naresuan; 

Siamese-Cambodian War (1591-1594);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n.d.: History 

of Cambodia）。 

到了吉·哲塔二世（Chey Chettha II, 1618-28）將首都遷往烏棟（Oudong），

高棉進入烏棟時期（Oudong Period, 1620-1863），王位繼承混亂，高棉必須

周旋於泰國及越南之間，一僕二主、苟延殘喘。泰王泰沙（Thai Sa, 1709-33）

在 1717年出兵，攻克烏棟，助托摩列謝三世（Thommo Reachea III, 1702-1705, 

1707-14, 1736-47）取回王位，而落敗的喬華三世（Kaev Hua III, 1700-1701, 

1710-22, 1729-30）則求救越南，引發暹越戰爭（Siamese-Vietnamese War, 

1717）（Wikipedia, 2022: Ang Em; Thommo Reachea III; 2023: Siamese- 

Vietnamese War (1771-1773)）。 

 

 

 

 

 

 

 

 

 

 

 

來源：n.a.（n.d.）。  

圖 5：高棉在 18 世紀末以來的失土 

 

高棉在 1769 年發生內亂，泰王鄭昭（Taksin, 1767-82）遣兵驅逐涅列

列謝二世（Neareay Reachea II,1758-75）、另扶安農二世（Ang Non II, 

1775-79）；泰國於 1771 年大軍入侵高棉，沒有想到將領陣倒戈自立為王，

即泰王拉瑪一世（Rama I, 1782-1809）。占族在 1782 年來襲，涅列列謝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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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eay Reachea III, 1779-96）亡命泰國，被拉瑪一世收養為子，於 1794

年獲准返國，泰國以出兵卻敵有功為由，硬要強取高棉西北部的班達棉吉

（Banteay Meanchey）、馬德望（Battambang）、奧多棉吉（Oddar Meanchey,）、

拜林（Pailin）、及暹粒（含吳哥），設置內柬埔寨省（ Inner Cambodia, 

1795-1907），高棉一下子失去將近三分之一領土，特別是米倉馬德望（泰

國改名 Phra Tabong柏達芒）、以及暹粒（泰國改名 Siam Nakhon暹羅那空），

這是高棉歷史最低潮的時候，高棉人因此對喪權辱國的涅列列謝三世的印

象不好（Encyclopedia Britannica, n.d.: History of Cambodia; Wikipedia, 2023: 

Siamese-Vietnamese War (1771-1773); Rama I; Tully, 2005: 71-72）。拉瑪四世

（Mongkut, 1851-68）大言不慚，泰國領土的擴張是因為自己的實力較強

（Chandler, 2008: 143）。 

涅列列謝三世死於 1796 年，長子才 5 歲，直到 1806 年才被泰國加冕

為王，即安贊二世（Ang Chan II, 1806-35）；安贊二世不喜歡拉瑪一世，有

可能是嫌惡他弒殺鄭昭篡位、也有可能是討厭泰國的支配，反正就是親越

南，連身邊的侍衛都只信任越南人，因此，當拉瑪一世病逝（1809），他不

僅拒絕參加葬禮，甚至於還處死兩名前往弔唁的官員，認為他們太過於親

泰國；安贊二世的弟弟安斯農（Ang Snguon）於 1811 年在泰王拉瑪二世

（Rama II, 1809-24）的扶持下奪權，哥哥東逃西貢，在越南大軍擁簇下班

師回朝，卻是被重兵看管，高棉轉而成為成為附庸；泰軍在 1834 年來襲，

放火燒殺擄掠金邊，根據法國神父的描述，他們後來被越軍打敗潰逃，連

狗都不放過而帶走（Corfield, 2009: 16-17; Tully, 2005: 72-74; Chandler, 2008: 

143-45, 148-49; 維基百科，2022：1840年柬埔寨抗越大起義；Wikipedia, 2022: 

Ang Eng; Ang Chan II; Siamese-Vietnamese War (1831-1834); 2023: Siamese- 

Vietnamese War (1771-1773); Ang Snguon (prince); Gia Long; Cambodian 

rebellion (1811-1812)）。 

進入 19 世紀，泰國在暹越戰爭（Siamese-Vietnamese War, 1831-34）一

開頭席捲高棉，不過，攻打南越挫敗。在 1867 年，泰國被法國強迫簽訂條

約（Treaty between France and the Kingdom of Siam ov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Limits of Cambodia, 1867），放棄高棉宗主權，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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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保有馬德望、暹粒、及詩梳風（Sisophon）；法國進而在 1893 年要求泰國

撤軍湄公河左岸，雙方爆發衝突（Franco-Siamese War, 1893），法國除了佔

領湄公河下游高棉的部分，還奪取西北部的馬德望、及暹粒；在 1907 年，

泰國與法國訂約（Treaty between France and Siam with a Protocol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Frontiers, 1907）割讓馬德望、暹粒、及詩梳風（Briggs, 1946, 

1947; Thomson, 1945b; Landon, 1941）。 

到了 1930 年代，泰國試圖與法國談判取回於在 1893 年戰敗割讓的失

土，未果；直到法國本土在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 1939-45）淪陷，

泰國於 1940 年趁機出兵佔有跟寮國、及高棉有爭議的土地，爆發第二次泰

法戰爭（Franco-Thai War, 1940-41），由於泰國是盟邦，日本覺得相當沒有

面子，強行介入談判簽訂條約（Tokyo Peace Convention, 1941），幫忙「取

回」馬德望、及暹粒（Tully, 2005: 105; The Geographer, 1996: 5; St John, 1998: 

9-11, 16-19; Landon, 1941: 37-41）。由此可見，擴張主義者並不限於西方白

人。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Provinces of Cambodia loss to Thailand during 

Franco-Thai War.png）。 

說明：Phra Tabong 即馬德望省，  Phibunsongkhram （披汶省）包含暹粒省、奧

多棉吉省（Oddar Meanchey）、班達棉吉省（Banteay Meanchey 詩梳風省），Nakhon 

Champassak（那空-占巴塞省）包含寮國的占巴塞（Champasak）部分、及高棉的

柏威夏省（Khaet Preah Vihear）北部。 

圖 6：泰國在二戰期間取得的高棉領土（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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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越南併吞 

高棉在夾縫中生存，試圖以越南（鱷魚）制衡泰國（老虎），只有當強

鄰自顧不暇之際，才得以稍事喘息，因此有所謂「泰國為父、越南為母」

的說法；越南長久接受中國文化薰陶，把高棉人當作必須教化的野蠻人，

而泰國人則視之為不聽話的小孩，兩者的共識是把高棉當作緩衝國；當泰

國心有旁騖之際，越南可以上下其手，反之，當越南無法顧及的時候，泰

國樂於擺佈高棉（Seekins, 1990: 14-15; Greenway, 2014; Tully, 2005: 67-71, 

73; Chandler, 2008: 136-40）。 

從 11 世紀起，越南在南進（Nam tiến, 1069-1834）政策下往南擴張，

於 1471 年入侵占婆（Champa-Đại Việt War, 1471），高棉位於湄公河的領土

從此門戶洞開（Wikipedia, 2023: Nam tiến）。吉·哲塔二世為了制衡泰國而尋

求越南的奧援，娶越南廣南阮主阮福源（Nguyễn Phúc Nguyên, 1613-35）的

女兒為妻，在 1623 年允許前來波雷諾哥7（Prey Nokor）尋求庇護的越南人

從事貿易、及開發，沒有想到引狼入室，越南墾殖者得寸進尺、鳩佔鵲巢，

湄公河三角洲終於在 17 世紀末被併吞，高棉的出海口被切斷，與外界的貿

易必須獲得越南許可才能出境8；對於高棉來說，越南老是藉口越南人被欺

負而生事，目的無非是想要侵佔土地，不勝其煩，而染指政爭更是令人嫌

惡（Wikipedia, 2022: Chey Chettha II; 2023: Khmer Krom; Seekins, 1990: 

14-15; Tully, 2005: 68-69; St John, 1998: 7）。 

到了 1714 年，越南廣南阮主阮福淍（Nguyễn Phúc Chu, 1691-1725）遣

軍介入高棉王位繼承之爭，泰國乾脆出兵納為附庸，高棉成為越南與泰國

之間的緩衝國；涅列列謝二世在越南重兵護送下回國即位，無奈奉為宗主

國、割地致謝；高棉在 1769 年發生內亂，泰國驅逐涅列列謝二世、加持安

農二世為王，越南阮朝開國君主阮福映9（Nguyễn Á nh）雖嘗試派兵助涅列

                                                        
7
 也就是後來的西貢（Saigon）、現在的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 

8
 在 19 世紀，高棉貿易仰賴位於暹羅灣（Gulf of Thailand）的貢布（Kampot）（Tully, 2018: 

39）。 
9
 他後來統一越南、建立阮朝（Nguyễn dynasty, 1802-1945）稱王，又稱為嘉隆帝（1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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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謝二世復位，因為清剿西山農民起義（Tây Sơn wars, 1771-85）分身乏術，

高棉王室被波及、出走泰國避難越南在 1776 年再度討伐高棉，安農二世雖

然投降、卻拒絕承認越南為宗主；到了 1777 年，高棉又爆發政爭，阮福映

一不做、二不休，在 1779 發兵殺掉叛服不常的安農二世，另立涅列列謝二

世的 8 歲幼子安英（Ang Eng）為王，即涅列列謝三世，高棉又成為越南的

附庸（Encyclopedia Britannica, n.d.: History of Cambodia; Wikipedia, 2023: 

Tây Sơn wars; Gia Long; Tully, 2005: 73）。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Nguyen Dynast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map 

(1838).svg）。 

圖 7：越南阮朝疆域（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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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19 世紀，越南人持續移入高棉，所造成的壓力甚於泰國。在 1819

年，安贊二世派 5,000 高棉人幫忙越南開鑿永濟河（Vĩnh Tế Canal），由於

被當作奴工，苦不堪言的百姓在 1820 年起義，越南派兵鎮壓，此後，安贊

二世被越南駐軍「保護」；泰國在 1833 年出兵擊敗越南佔領軍，安贊二世

被潰軍帶回越南，明命帝阮福晈（Minh Mạng, 1820-41）在 1834 年派大軍

護送回國、高棉形同保護國，在 1835 年就死了；泰國官方文書顯示，原來，

安贊二世除了臣服越南，每年還要向泰國朝貢，畢竟，兩大之間難為小

（Corfield, 2009: 17-19; Chandler, 2008: 145-48; Wikipedia, 2022: Vĩnh Tế 

Canal; Ang Chan II; 2023: Minh Mạng）。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Tran Tay Thanh 1838.jpg）。 

圖 8：越南阮朝統治下的高棉（1838） 

 

安贊二世死後，越南不允他的弟弟安東（Ang Duong）接位，扶其次女

安眉女王（Ang Mey, 1834-40）為傀儡10，除了強迫推動越南化、還進行所

                                                        
10

 安贊二世有 4 個女兒在世，分別是安本（Ang Baen）、安眉、安斯農（Ang Snguon）、及

安博（Ang Peou），被「護送」到越南（西貢）保護，姐姐安本因為被抓到跟母親及舅

舅暗通款曲，被凌遲而死、屍體丟棄湄公河；外傳，安眉女王被越南在金邊的總督張明

講（Trương Minh Giảng）強納為妾，高棉人對她引以為恥，聽來相當不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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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改土歸流」，甚至於在 1840 年加以併吞、設置鎮西城，毫不靦腆併

吞土地，高棉人強烈不滿揭竿而起；泰國伺機派兵護送她的叔叔安東回國

即位（1840-60），越南不甘示弱派兵「平亂」，引發暹越戰爭（Siamese- 

Vietnamese War, 1841-45），雙方終究和解，越南同意撤軍、釋放羈押王室，

高棉則必須同時向兩個強鄰朝貢；安東流亡曼谷 27 年，直到 43 歲才回國

接位，他勵精圖治，致力國家統一、防止被瓜分或併吞；受到天主教神父

的影響，安東在 1853年派人到新加坡尋求英國及法國幫忙制衡泰國及越南，

拜託法國領事送禮致意、尋求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 1852-70）保護，

高棉人相當反感，他從此小心翼翼；或許是因為傷心絕望，安東生前交代

屍體任憑野獸啃食，不過還是被火葬（Wikipedia, 2023: Ang Mey; Ang Duong; 

Cambodian rebellion (1840); Siamese-Vietnamese War (1841-1845); 維基百科，

2021：鎮西城；2022：1840 年柬埔寨抗越大起義；Corfield, 2009: 20; Tully, 

2005: 75-79, 81-82; Chandler, 2008: 149-65, 171; Thomson, 1945a: 314-15）。 

肆、法國保護 

法國垂涎中南半島已久，在 1670年代開始將天主教傳入高棉、及越南，

由於在 17世紀擴張泰國失利，只好暫時退卻印度（French India, 1684-1954），

直到 18 世紀中葉才得以傳教為名介入越南內爭，先在 1859 年攻佔西貢，

蠶食鯨吞交趾支那（Cochinchina 南圻）、東京（Tonkin 北圻）、及安南（Annam

中圻），又趁泰國衰退吸納其附庸高棉為保護國（French Protectorate of 

Cambodia, 1863-1953）；法國雖然遏止越南往西前進高棉，卻趁人之危，在

中法戰爭（Sino-French War , 1884-85）後始積極擴張高棉及寮國，於 1887

年將越南分為東京、安南、及交趾，再共同結合高棉成為法屬印度支那 11

                                                        

2022：安眉；Wikipedia, 2023: Ang Mey; Tully 2̧005: 75）。 
11

 原先稱為印度支那聯盟（ Indochinese Union, 1887-1946），戰後改為印度支那聯邦

（Indochinese Federation, 1947-54）。泰國在 1779 年幫助寮國驅逐緬甸佔領軍，到了 1826

年，越南阮朝支持反抗暹羅統治、兵敗，由泰國在 1850 年代取得寮國的宗主權，成為

日後法國越俎代庖的藉口，終究，以寮北平亂為由出兵，在 1893 納為保護國（Protect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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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Indochina, 1887-1954）（Chandler, 2018: chap. 8; Tully, 2005: chap. 5; 

2018）。 

 

 

 

 

 

 

 

 

 

 

 

 

 

 

 

 

 

來源：Alchetron（2022）。 

圖 9：法屬印度支那（1893-1904） 

 

法國對於高棉的關注，主要是擔心英國、及泰國的擴張會阻礙其在湄

公河流域的發展，進而打破其溯河而上與中國發展貿易的大夢，因此，高

棉是理想的緩衝國，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1863-1953），高棉王室苟延殘

喘；至於對高棉來說，如果不想被泰國、或越南兩個強鄰裹脅，必須尋找

一個更強大的國家來制衡，不免投懷送抱由於法國在中南半島把重心放在

                                                        

of Laos, 1893-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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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高棉只是延伸的小菜一盤，只在乎財政上是否能自給自足，行政管

理瑣事則交給來自越南的公務人員代勞，橡膠農園仰賴大量移入契約越勞12

（Carvin, 1999a; Corfield, 2009: 20-21; Tully, 2005: 82, 88, 93; 2018: 42; 

Wikipedia, 2022: Mekong expedition of 1866-1868）。 

安東的長子諾羅敦（Norodom of Cambodia, 1860-1904）接位，面臨占

族叛亂、及王位的挑戰，倉皇失措逃往曼谷，在泰國的護送下回國；法國

海軍在 1863年前來，逼迫高棉簽訂保護條約（Treaty of Amity, Commerce and 

Protection between France and Cambodia, 1863），不費吹灰之力取得外交上

的支配、驅逐泰國及越南官員，高棉由朝貢國變為保護國；法國依據條約

派駐參政司（Résident）與問朝政，諾羅敦表面上言聽計從，從不公開挑戰

法國的政策，頂多是陽奉陰違、消極抵抗，高棉大致上還維持內政自主 13，

彼此務實共生（Wikipedia, 2023: Norodom of Cambodia; Si Votha; Corfield, 

2009: 25; Seekins, 1990; 16: Tully, 2005: 82-85; 2018: 44-46; Chandler, 2008: 

171-80; Thomson, 1945a, 1945b; Landon, 1941）。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Roi du Cambodge 1864 allocution Desmoulins 

05299.jpg）。 

圖 10：諾羅敦加冕 

                                                        
12

 法國鼓勵西貢、及河內的越南人前來開發，讓世仇有機會取得土地；對於法國人來說，

這些人是法國公民（citizen），因此可以將高棉人納為奴才，而高棉人只是法國國民

（national），不能蓄奴（Jacobsen, 2018: 79）。 
13

 泰王拉瑪四世（Mongkut, 1851-68）震怒，諾羅敦放屁安狗心表示，自己根本看不懂（或

是還來不及）高棉文，完全是被迫簽約，因此趕緊簽訂密約表態反對跟法國人的承諾，

沒有想到被新加坡的《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報紙曝光，法國人相當惱怒，從此不

再信任他（Corfield, 2009: 21; Tully, 2005: 83-84; 2018: 45; Thomson, 1945b: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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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從事湄公河探險（Mekong Expedition of 1866-68）、大失所望，進

入 1870 年代，又因為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 1870-71）失利捉襟

見肘，殖民統治必須另覓財源，企盼在高棉有更多的利益可圖14，開始推動

所謂的財政、及司法改革，特別是課徵田賦，諾羅敦起初驚覺黃鼠狼拜年

而敬謝不敏；法屬交趾支那（French Cochinchina, 1862-1949）總督湯姆森

（Charles Antoine François Thomson, 1882-85）知道高棉王從中作梗，於 1884

年兵臨城下，帶著陸戰隊、及越南步兵衝進王宮威脅廢王，諾羅敦在刺刀

下只好聽命簽約 15（Convention between France and Cambodia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Relations, 1884），放棄財政、關稅、及公共

工程等公權力，國王只是虛位元首，高棉自此淪落為殖民地；各地爆發前

所未有的抗爭（1884-86），法國雖然在金邊駐紮步兵 700 人，還是必須由

越南派兵前來鎮壓（Corfield, 2009: 24-28; Tully, 2005: 84-88; 2018: 46-47, 

50-55; Phnom Penh Post, 1998; Wikipedia, 2023: Norodom of Cambodia; 2020: 

Charles Antoine François Thoms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n.d.: History of 

Cambodia）。 

諾羅敦的小孩就沒有那麼溫良恭儉讓，五子查克（Norodom Duong 

Chakr）深得父王疼愛，不爽高棉的保護國地位、及殖民官對王室的蔑視，

於 1893 年前往法國，在法文老師的聯繫下得以見到負責殖民地的官員德爾

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大放厥詞要求撤換資深參政司（Resident-Superior）

Albert Louis Huyn de Vernéville（1889-94），他的反法言論得罪當道，法國

逼諾羅敦把夫婦放逐阿爾及利亞，直到 1897 年死於北非，才允許妻兒護送

棺木回高棉；在 1901 年，諾羅敦的欽定王位繼承人長子諾羅敦•尤根托

（Norodom Yukanthor）前往巴黎抨擊法國的殖民政策，引起一陣旋風，號

                                                        
14

 首任參政司拉格雷（Ernest Doudart de Lagrée）海軍出身，原本是在法國駐高棉公使

（1863-66），他後來帶領湄公河探險，病死途中（Wikipedia , 2022: Ernest Doudart de 

Lagrée: Tully, 2018: 46）。有關於法國在高棉的殖民官，見 Wikipedia（2022: List of 

administrators of the French protectorate of Cambodia）。 
15

 湯姆森囂張無比，要求 3 天內簽好草約，果真 3 天後不到天亮闖進王宮，把諾羅敦拉起

來簽字（Tully, 201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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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尤根托事件」（Yukanthor Affair），法國人要求他道歉不成惱怒不已，

不准他回高棉，選擇自我放逐曼谷，諾羅敦痛恨法國的蠻橫，菸酒老病、

耽迷法人所獻鴉片；法國認定諾羅敦死在背後鼓動百姓反對「改革」，好

不容易等到他死，拒絕讓尤根托接位，另立同父異母弟弟西索瓦為王 16

（Sisowath of Cambodia, 1904-27）（Wikipedia, 2023: Norodom Duong Chakr; 

Norodom Yukanthor; Corfield, 2009: 28-29; Seekins, 1990: 18: Tully, 2005: 

91-92; 2018: 38, 56-57; Chandler, 2008: 178-80; Jacobsen, 2018: 72）。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Prince Norodom Yukanthor.png）。 

圖 11：諾羅敦•尤根托（1901） 

 

西索瓦私下跟法國人約定，只要他能就王位，會完全合作，因此對於

法國表現得相當順服，彼此相安無事，唯一的外交「失態」是在 1906 年訪

問馬賽參觀殖民博覽會之際，適逢法國與泰國談判高棉邊境土地，公然要

求泰國歸還馬德望、及吳哥，沒有想到果真在 1907 年如願；西索瓦心懷感

激，在一次大戰期間，有 2,000 名高棉人應召加入法軍，擔任狙擊手、或步

兵，幾百名陣亡，加上幾百人在法國的彈藥廠工作，另外還有一些下高棉

人 17（Khmer Krom，高棉裔越南人）加入印度支那步兵團（Tirailleurs 

                                                        
16

 西索瓦這一房被認為比較聽話，他私下跟法國人約定，只要能就王位，會完全合作

（Seekins, 1990: 18; Tully, 2005: 90）。 
17

 這是在交趾支那的高棉少數族群，被迫接受同化，有些人的母語是越語；由於法國的「保

護」，他們免於完全同化，不免被用來制衡越南人；目前在越南，他們有 12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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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chinois）；老百姓不瞭解西索瓦為何把高棉人帶到不相干的歐洲戰場，

在 1916 年，10 萬名手無寸鐵的農民前往金邊抗議，資深參政司博杜安

（François Marius Baudoin, 1914-27）毫不留情鎮壓，並鼓勵越南契約勞工

前來農園、或從事建築，以夷制夷；戰後，高棉兵渡海回國，短暫儀式後

就被打發，殖民者不允許成立榮民團體，擔心這些有實戰經驗的老兵結合

在一起，不知道會怎麼樣（Corfield, 2009: 30-31; Tully, 2005: 93-100, 105; 

Chandler, 2008: 180-85, 187-91; Kareth, 2008; Wikipedia, 2022: Tirailleurs 

indochinois）。 

 

 

 

 

 

 

 

 

來源：Ponniah 與 Rollet（2014）。 

圖 12：參加一次大戰的高棉人 

 

西索瓦逝世後，由次子西索瓦·莫尼旺（Sisowath Monivong, 1927-41）

接任，他在 1907 年自法國聖邁克桑萊科勒步兵學校（ l‟Ecole Militaire 

d‟Infanterie de Saint-Maixent）畢業，授階少尉、分發外籍兵團（French Foreign 

Legion），於 1909 年奉派回國、1921 年升到高棉營長；他是花花公子、仰

慕法國文化，對於殖民者忠心耿耿、可以說殖民統治成功的典範，堪稱為

「褐色的法國人」，兩男西索瓦·莫尼勒（Sisowath Monireth）、及西索瓦·

莫尼龐（Sisowath Monipong）都送到法國念中學、軍校，兄弟都獲授外籍

兵團軍階，待過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Wikipedia, 2023: Norodom 

                                                        

（Wikipedia, 2023: Khmer Krom; Cordield, 2009: 35; Tully, 2005: 69,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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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anthor; Sisowath Monivong; Sisowath Monipong; Ravivaddhana, 2015; 

Corfield, 2009: 33-36; Tully, 2005: 104-105）。 

 

 

 

 

 

 

 

 

 

 

 

 

 

 

 

 

 

 

 

 

 

 

 

 

 

來源：St John,（1998: 17）。 

圖 13：高棉的領土（1904-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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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領土方面，法國與泰國在 1867 年簽訂條約，放棄馬德望、及暹粒來

交換取得高棉的宗主權，諾羅敦雖然老大不高興，由於寄望法國派軍壓制

同父異母弟西沃達（Si Votha）的王位挑戰，敢怒不敢言；法國在 1893 年

要求泰國承認安南、及高棉在湄公河左岸的權利，雙方爆發軍事衝突，除

了吞噬湄公河中上游右岸寮國的領土，還佔領位於湄公河下游高棉部分，

並索取馬德望、及暹粒；法國與泰國在 1907 年簽訂條約，亡羊補牢，終於

把馬德望、暹粒、及詩梳風物歸原主高棉；進入 1930 年代，泰國嘗試與法

國談判取回「失土」，未果（Briggs, 1946, 1947; Thomson, 1945b; Landon, 

1941）。 

伍、二次大戰前後 

法國在 1939 年 9 月 3 日對德國宣戰，二次大戰爆發，不到一年就戰敗，

本土北部被德國佔領，南部則交由維琪法國（Vichy France, 1940-44）傀儡

政府管理。日本在 1940 年 9月由中國南境出兵、從交趾支那進軍中南半島，

主要的目標是防止中國經由南部取得軍援，同時也是要確保東南亞的石油、

及錫等資源；在 1941 年 7 月，日軍攻到半島南部，8,000 人於 8 月進駐高

棉18，只不過視為借道前往泰國的走廊，因此就託付維琪政府代管，彼此狼

狽為奸（Sasagawa, 2017: 74-75; Tully, 2005: 103-105）。 

泰國在 1940年趁火打劫，放膽出兵佔據跟寮國、及高棉有爭議的土地，

與法國兵戎相見，日本骨子裡頭盤算的是削弱西方強權，強作調人，法國

於 1941 年被迫簽約交出 65,000 平方公里土地，包括馬德望、及暹粒兩省，

高棉只能保有吳哥，這些失地在戰後才取回；高棉尋求法國保護的初衷是

避免強鄰割地，莫尼旺沒有想到也不過就是一隻紙老虎，他從此藉口忘了

而拒絕講法語、也不再接見任何法國官員（Corfield, 2009: 36; Tully, 2005: 

105-106; Chandler, 2008: 203-204）。西索瓦•莫尼旺在 1941 年絕望而死，

                                                        
18

 此前，在高棉的日本人主要是所謂的「唐行小姐」（Karayuki-san）（Sasagawa, 2017: 74-75; 

Wikipedia, 2023: Karayuki-s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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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屬印度支那總督讓德句（Jean Decoux, 1940-45）認為王儲西索瓦•莫尼勒

過於精明而捨棄，另外扶植看起來比較容易操控的 19 歲外孫諾羅敦•施亞

努19，然而，他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掌握，對於法國每年所獻鴉片禮盒不屑

一顧（Norodom Sihanouk, 1941-55, 1993-2004）為王（Corfield, 2009: 37-38; 

Tully, 2005: 104-105; Chandler, 2008: 204）。 

日本知道大勢已去，卻又不願意讓法國撿便宜，便於 1945 年 3 月 9 日

發動政變（Meigō Sakusen 明号作戦），授意施亞努宣佈高棉脫離法國而獨

立，成立傀儡的柬埔寨王國（Kingdom of Kampuchea, 1945），然後在 5 月

用轟炸機載回流亡日本的山玉成20（Son Ngoc Thanh），先是擔任外相、不

久取代施亞努所兼的首相；法國在日軍投降後班師回朝，代理高級專員勒

克萊爾（Philippe Leclerc de Hauteclocque, 1945）將山玉成放逐西貢，後來

的高級專員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 1950-52）視他只不過是一個

「愚蠢的小鬼」（silly little man），在 1951 年放膽讓他風光回國，然而，

他拒絕入閣，只好流亡法國（Wikipedia, 2023: Japanese coup d'état in French 

Indochina; Kingdom of Kampuchea (1945); 2022: Son Ngoc Thanh; Carvin, 

1999a: Tully, 2005: 109-11; Jacobsen, 2018: 80-81; Chandler, 1986: 82-90; 

Sasagawa, 2017）。 

                                                        
19

 另外兩位有資格接位的親王是諾羅敦·諾林德（諾羅敦國王的孫子）、及諾羅敦·蘇拉瑪里

特（Norodom Suramarit，諾羅敦的孫子），而施亞努的父親是諾羅敦•蘇拉瑪里特（後來

在 1955-60年擔任國王）、母親是公主西索瓦·哥沙曼（Sisowath Kossamak，後來在 1955-60

年擔任王后）的兒子，所以，他同時有諾羅敦、以及哥沙曼的血統（Corfield, 2009: 38）。 
20

 山玉成辦報《吳哥窟》（Nagara Vatta）鼓吹民族主義、贊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構

想，相信日本會支持高棉的獨立運動，沒有想到僧侶在 1942年發動「雨傘抗議」（Umbrella 

Protest），示威群眾慘遭鎮壓，在場的日本憲兵沒有出手幫忙，眾人大失所望，他總算

躲到日軍總部逃過一劫，在 1943 年亡命日本倡議抗法；在施亞努的建議下，法國讓他

在 1951 年回國，萬人空巷，次年潛逃暹粒北端，不甘寂寞轉而跟美國、及泰國合作，

於 1959 年加入楊世祖（潮州華裔）所組織的游擊隊自由高棉（Khmer Serei），致力於對

抗施亞努政府；施亞努在 1970 年被推翻，山玉成短暫出任總理（1972），龍諾政府垮台

後流亡西貢，越南統一被捕，兩年後死於獄中；有些人視他為民族英雄，只不過，山玉

成時而誤判形勢，不免隨波逐流（Cordield, 2009: 35, 39, 45-46, 94; Steve, 2021; Wikipedia, 

2023: Khmer Serei; 2022: Son Ngoc Thanh; Tully, 2005: 108-11; Chandler, 2008: 219-21, 

241; 1986: 83-93; Jacobsen, 201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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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Jeldres（2022）。 

圖 14：法國殖民官員加持下的施亞努加冕（1941） 

 

法國戰後重返中南半島，立意各地扶植親法的政權，胡志明（Ho Chi 

Minh）組織越盟21（Viet Minh, 1941-51）打游擊，在 1945 年攻入河內、宣

佈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22（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1945-76，北越

North Vietnam），被法軍驅逐，爆發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First Indochina War, 

1946-54，法越戰爭）。法國原先的盤算是讓高棉、寮國、交趾支那、東京、

及安南組成一個大家都一樣大的「印度支那聯邦」（Federation of Indochina），

屆時只要前三者聯合起來支持法國，以小吃大，投票就可以過關，因此不

願意承認高棉片面宣布獨立、相勸等越南戰事結束再來談獨立；然而，高

棉人畢竟嘗過獨立的經驗，無法理解殖民主義為何重返，施亞努回以法國

保護已經結束，不承認『保護條約』（1863）、及『1884 年規約』，終究，

談判出來的暫行協議（Franco-Cambodian Modus Vivendi, 1946）只同意賦予

在法蘭西聯盟  （French Union, 1946-58）下更多的自治權，空有憲法

（Cambodia Constitution, 1947）、沒有實權，不如日本所給的傀儡獨立；

不過，法國人倒是簽訂『華盛頓協定』（Washington Accord, 1946），取回

馬德望、及暹粒（Corfield, 2009: 41-43, 47; Tully, 2005: 112, 115-16; St John, 

1998: 40）。 

施亞努在 1949 年與雙親造訪法國，要求取得完全獨立，法國雖然必須

                                                        
21

 全名越南獨立同盟會（League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Vietnam）。 
22

 在 1976 年統一為越南（Vietnam, 1976-）。在 1976 年統一為越南（Vietnam,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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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越盟的軍事挑戰，卻堅持只允諾高棉有限的自治，所簽的新約

（French-Khmer Treaty, 1949）也不過是在法蘭西聯盟下所謂的「聯合邦23」

（associated state），而非所期待至少是諸如印度在大英國協下的地位，被

施亞努諷斥為「50%的獨立」（Chandler, 2008: 216）。由於法國對於自治

食言而肥，施亞努在 1952 年跟國人誓言將在三年內獲致高棉的獨立，便在

1953 年初展開「王室的獨立聖戰」（Royal Crusade for Independence），疾

呼法國讓高棉獨立；當時，法國有十足信心打敗越共，並沒有把施亞努看

在眼裡（Corfield, 2009: 47; Tully, 119）。 

 

 

 

 

 

 

 

來源：Simon（2009）。 

圖 15：外籍兵團戰後在高棉 

 

施亞努乾脆飛到法國南部去「療養」，在 3 月寫了一封長信給總統樊

尚•奧里奧爾（Vincent Auriol, 1947-54）要求獨立，沒有獲得回應，不死心，

兩個禮拜後又寄了一封，奧里奧爾客客氣氣地回信表示法國政府已經正在

研議當中，邀他共進午餐，卻顧左右而言他，並沒有說明任何進展；法國

官員跟他好言相勸，要求獨立是不合時宜的，這更激發他昭告天下的決心，

計畫飛往加拿大、及美國，沒有想到法國人請出他的大舅舅西索瓦•莫尼勒，

警告他在北美洲要謹言慎行，只不過，這時候的施亞努已經不是當年任人

擺佈的的小王子；來到華府，剛上任的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 

                                                        
23

 又稱為「自由聯合」（free association）的關係，譬如庫克群島與紐西蘭（1965-）、馬紹

爾群島與美國（1986-）。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2024/夏季號） 70 

1953-61）沒有接見，他告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953-59），

除非讓高棉獨立，否則中南半島會落入共黨手裡，對方則認為這根本是本

末倒置，畢竟，儘管共黨是彼此的共同敵人，然而，要打倒共產黨就必須

支持法國，否則高棉一定會淪陷；施亞努聽完不敢苟同，雪上加霜的是國

務院官員建議他不妨趁機觀賞馬戲團，由於此行沒有被當作一回事，影響

他未來跟美國人的互動關係（Osborne, 2003; Tully, 2005: 119-20）。 

徒勞無功的施亞努在 1953 年 6 月回國，先到暹粒，後來索性自我「放

逐」泰國，沒有想到總理鑾披汶·頌堪陸軍元帥（Plaek Phibunsongkhram, 

1948-57）落井下石提醒他「只是普通的政治難民」，百般羞辱；終究，法

國因為戰事不利，只好在 8 月 7 日勉強同意讓高棉獨立，施亞努凱旋回國

建立高棉王國（Kingdom of Cambodia, 1953-70），1953 年 11 月 9 日大雨

滂沱，目送法國末代文武官撤出金邊（Jeldres, 2022; Osborne, 2003; Corfield, 

2009: 47; Tully, 2005: 121）。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Vice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Rose Mary 

Woods, Christian Archibald Herter, and others visit Angkor Wat in Cambodia.jpg）。  

圖 16：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問高棉（1953） 

 

施亞努在 1948 年受訓於法國索米爾（Saumar）的騎兵學校，當時的校

長保羅•德•朗格勒德（Paul de Langlade）後來升到法國駐高棉部隊指揮官，

他對施亞努的評價是「狂人」；兩人在法國撤走前有一段膾炙人口的通話，

這位將軍悻悻地說「陛下，被您抽打了」（Sire, you have whippe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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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亞努則回以「不，將軍，我只不過是發揮您在索米爾所教的戰術淋漓盡

致，應該獲得嘉勉才對」（But no, I have followed as best I can the excellent 

tactics you taught me at Saumur.  I have just behaved as a pupil worthy of 

General de Langlade.）（Osborne, 2003）。 

法國原本打算與越南於奠邊府戰役（Battle of Dien Bien Phu, 1954）一

決生死，沒有料到竟然會一敗塗地，被迫上談判桌，高棉的獨立、及中立

在日內瓦會議（Geneva Conference, 1954）正式獲得確認（Wikipedia, 2023: 

1954 Geneva Conference; Seekins, 1990: 27-28）。在國內的場域，施亞努面

對嚴峻的挑戰，在 1955年發奇想遜位給父親諾羅敦·蘇拉瑪里特（1955-60），

自任國家元首、兼行政首長，希望能全心全意參與國家大政；他號召組織

一個形左實右的反共政治團體人民社會同盟（ Sangkum Reastr Niyum, 

Peoples‟ Socialist Community, 1955-70），號稱社會運動、實為政黨，海納

百川，旗開得勝贏得所有國會席次24（Wikipedia, 2023: Sangkum; Corfield, 

2009: 51-52; Tully, 2005: 128-31）。 

事實上，施亞努認為高棉生存的最大挑戰來自於泰國、以及南越 25

（South Vietnam, 1955-77），除了耿耿於懷兩國庇護反政府份子，對於背

後的盟邦美國更是深具戒心；不過，他根據過去的經驗判斷，強權儘管來

來去去，美國到頭來索然無味，還是會跟法國一樣退出東南亞，唯獨北越

終將打敗南越統一越南、進而危及高棉，因此戒慎小心；對他來說，高棉

宛如兩隻大象打架中的小螞蟻，為了確保和平、及領土完整，最好的方式

是跟兩大陣營維持等距離的平衡關係、拒當馬前卒，決意在外交上採取中

立政策；雖然美國在 1953 年開始提供軍事、及經濟援助，高棉在 1955 年

拒絕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1954-77），

在 1956、1958 年又先後與蘇聯、及中共建交26；在 1959 年，高棉舉辦公投，

                                                        
24

 人民社會同盟在接下來的 1958、1962、及 1966 年大選，囊括所有席次（Wikipedia, 2023: 

Sangkum）。 
25

 全名越南共和國（Republic of Vietnam）。 
26

 或許是寄望兩國能幫忙勸誡越盟（越南）、及泰國，而中國的戰略考量也多少希望能藉

此跳脫美國的圍堵；其實，他在 1955 年已經先訪問日本、及台灣，沒有實質助益；事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2024/夏季號） 72 

99%的人支持施亞努的中立政策（Seekins, 1990: 30-32; Corfield, 2009: 49-50: 

Tully, 2005: 68, 124-26, 134-35; Sihanouk, 1958; Cady, 1966: 138）。 

陸、美國介入 

儘管施亞努用心良苦，美國人卻認為他桀驁不馴，對於他的中立政策

不以為然，想盡辦法欺哄、嚇唬、或是收買，還透過菲律賓、南越、及泰

國施壓；到頭來，美國在 1958 年乾脆扶植反政府游擊隊自由高棉，把基地

設在南越、及泰東，處心積慮推翻王室，只不過，中央情報局於 1959 年所

策動的政變沒有成功；在 1963 年，南越總統吳廷琰（Ngo Dinh Diem, 1955-63）

遇刺，施亞努怒斥美國支持自由高棉顛覆政府、拒絕繼續接受美援，又以

南越軍隊老是跨界作戰、及虐待下高棉人為由而斷交，轉而在 1964 年接受

中共的軍援、次年前往北京訪問，又於 1965 年以美國侵犯領空為由斷交，

並在 1967 年跟北越建交，《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調侃高棉是「靠向共黨的中立」（Seekins, 1990: 33-35; Corfield, 2009: 

60-62; Tully, 2005: 133-35, 143）。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Mao Sihanouk.jpg）。 

圖 17：施亞努訪問中國（1965） 

                                                        

實上，儘管施亞努自己承認，與虎謀皮的結果，說不定高棉也會變成共產國家，只不過，

他並沒有其他選擇，畢竟美國早在 1950 年代末期明言支持南越及泰國、不會袒護高棉

（Cady, 1966: 19; Seekins, 1990: 31-32; Chandler, 2008: 2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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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越南戰爭（Vietnam War, 1955-75，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不斷高

昇，北越、及越共27（Viet Cong）利用高棉與南越交界的叢林當安全庇護所，

打了就跑，施亞努無計可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彼此有默契只要不攻

擊高棉百姓、不與政府軍交火就好，對外則否認境內有北越軍隊，然而，

戰火還是難免波及；美國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冷戰（Cold War, 1947-91）

中期開始秘密轟炸北越-越共位於高棉的後勤補給線，也就是施亞努小徑28

（Sihanouk Trail），在這同時，中央情報局也透過下高棉人山玉成，招募

越南西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族人，擔任精銳的機動打擊部隊、與南越聯手

跨界攔截共軍，施亞努顯然兩邊都不想得罪，卻未必能夠如願，中立已經

名不符實，連南越、及泰國對於高棉的主權獨立都嗤之以鼻（Chandler, 2008: 

236-37, 239, 242）。 

當時，駐越美軍最高指揮官魏摩蘭將軍（William Westmoreland, 1964-68）

希望能速戰速決，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 1963-69）則認為自己可以

對施亞努曉以大義，不願意擴大戰事；隨著美軍在越戰的介入越多，北越

軍隊不斷逃匿高棉，高棉無端捲入戰火，面對內憂外患的施亞努覺得大事

不妙，開始跟美國眉來眼去，而詹森也應允尊重高棉的國界、及中立，等

到尼克森（Richard Nixon, 1969-74）上台，美國不再客氣；美國在 1969 年

3 月 18 日以共軍破壞高棉中立為由展開對共軍基地的轟炸，究竟是否獲得

施亞努的默許並不清楚，倒是高棉在 6 月與美國恢復邦交、獲得大量軍援；

直到 1970 年 4 月，尼克森總統才對外公開代號「菜單行動」（Operation Menu, 

1969-70），不過，等到美軍與南越軍隊進入高棉掃蕩（代號鞋匠行動」

Operation Shoemaker），儘管破獲對手大規模軍事設施、摧毀大量後勤補給，

共軍早已經逃之夭夭（Carvin, 1999b; Seekins, 1990: 5, 34-35; Wikipedia, 

2022: Operation Menu; Cambodian campaign; Tully, 2005: 160-61）。 

                                                        
27

 全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South Vietnam），成立於 1960

年底。 
28

 這是胡志明小徑（Ho Chi Minh Trail）的一部份，由北越經由寮國及高棉東北部、通往

南越中部的高地（Wikipedia, 2022: Ho Chi Minh trail; Sihanouk 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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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Indochinainfiltration.jpg）。 

圖 18：胡志明小徑及施亞努小徑（1968） 

 

 

 

 

 

 

 

 

來源：Richard Nixon Foundation（2020）。 

圖 19：尼克森宣布派軍進入高棉剿共（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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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赤柬上台 

赤柬（Khmer Rouge, 1951-99，柬共、高棉共產黨）起源於胡志明在 1930

年所創的印度支那共產黨（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CP），在 1951

年另立門戶高棉人民革命黨（Kampuche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KPRP），領導階層以下高棉人為主29，唯越南老大哥馬首是瞻，領導者為

僧侶出身的山玉明（Son Ngoc Minh），他是在 1945 年加入印度支那共產

黨，由於北越於日內瓦會議後撤軍，便在 1954年率眾搭上波蘭船流亡河內，

最遲也在 1973 年回來打游擊；赤柬在 1960 年改名為高棉勞動黨（Workers‟ 

Party of Kampuchea, WPK）、著手改組，沙洛特紹（Saloth Sar）於 1963 年

被推為赤柬中央總書記，開始肅清黨內的親越南份子，到了 1966 年不再遮

遮掩掩，正名柬埔寨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Kampuchea, CPK），睥睨

越南共產黨30（Wikipedia, 2023: Khmer Rouge; 2022: Son Ngoc Minh; Seekins, 

1990: 35-41; Corfield, 2009: 59-60; Tully, 2005: 142; Chandler, 2008: 221-23; 

1986: 92）。 

施亞努懷疑越南在背後興風作浪31，從而對共黨產生戒心32，在 1962

年開始採取強硬手段對付，左派教師、及知識份子被列為黑名單，留學法

                                                        
29

 這些人主要出身於靠近越南的省分，唸過印度支那共產黨前來設立的政治學校，接受意

識形態、及組織訓練，甚至於娶越南老婆，被稱為高棉越盟（Khmer Việt Minh）（Wikipedia, 

2022: Khmer Issarak）。 
30

 越南共產黨這時仍然稱為越南勞動黨（Workers‟ Party of Vietnam），直到 1976 年才改名

為越南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CPV）。 
31

 事實上，北越因為利用磅遜灣（Kampong Som）、及胡志明小徑提供補給位於高棉-越南

邊界的越共，不願意得罪施亞努，老大哥好言相勸，等待北越武裝抗爭成功、再來進行

政治鬥爭，赤柬小老弟難免心懷怨恨，惱怒為何自己不能也轟轟烈烈從事一場民族革命；

中國、及蘇聯甚至於提供軍火給高棉政府軍清剿叛軍，國際共產運動對於高棉人的奮鬥

視若無睹，赤柬點滴在心頭（Seekins, 1990: 42-43; Chandler, 2008: 237, 246-47）。 
32

 在 1950 年代中期，高棉人民革命黨分為兩大派系；都會派獲得北越支持，認為施亞努

領導高棉獨立深孚眾望，加上他的中立外交、及不信任美國，有助於取下南越，代表人

物是杜斯木（Tou Samouth），農村派則主張推翻封建的施亞努政權，領導者是紹興（Sieu 

Heng）；不料，紹興後來投靠施亞努政府，在農村的組織有九成被破獲，杜斯木被龍諾

政府捕獲酷刑而死，同志不知道他是否吐露任何情報，人心惶惶（Seekins, 1990: 37-38; 

Corfield, 2009: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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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赤柬地下黨員國會議員喬森潘（Khieu Samphan）、胡榮（Hou Yuon）、

及符寧（Hu Nim）人人自危，在 1966 年大選後拒絕入閣、像鬼魅般紛紛逃

逸33；赤柬在 1962 年走入地下，次年流竄東北部靠近越南邊界的山區，從

1966 年起開始接受北越的訓練，政府軍與共黨游擊隊的衝突越演越烈；馬

德望三洛農民在 1967 年發動起義（Samlaut Uprising, 1967-68），反對政府

低價收購稻米，抗稅民變一下子蔓延全國各地，赤柬於 1968 年順勢由位於

東北、及西北的老巢展開攻勢，高棉內戰（Cambodian Civil War, 1967-75）

開打；施亞努相當不解，為何北越沒有好好約束赤柬（Seekins, 1990: 42; 

Wikipedia, 2022: Samlaut Uprising; Cambodian Civil War; Tully, 2005: 142-43, 

146-47; Chandler, 2008: 241-42, 245-47）。 

 

 

 

 

 

 

 

 

 

 

 

來源：Open Development Mekong（2017）。 

圖 20：美軍轟炸高棉（1965-75） 

                                                        
33

 早先在 1941 年，反法人馬在泰國支持下於曼谷組成高棉自由民族統一戰線（Khmer 

Issarak）；戰後，一些人在越盟的支助下轉而跟法國打游擊；在日內瓦會議後，一批人

依約流亡河內，留下來的則組織人民派（Krom Pracheachon, 1954-72）作為柬共的門面，

參與 1955、1958 年的國會大選；施亞努在 1962 年大選前大型搜捕，喬森潘等三人在

1967 年逃入叢林，一般揣測是遭到施亞努的毒手（Cordfield, 2009: 38, 77; Wikipedia, 

2022: Khmer Issarak; 2023: Prachea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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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靠近南越的邊境仍為北越、及越共所控制，他們擔心高棉政府

允許美國-南越在自己的西側擴大駐兵，便把部隊越往高棉境內推進，而美

國與南越果真在 1970 年跨越高棉國界擴大剿共；總理龍諾（Lon Nol, 

1966-67, 1969-71）煽動國內反越南情緒、誓言驅逐，本身無力招架，又要

面對赤柬的挑戰，反而把高棉全面捲入越戰；來自關島的美軍 B-52 展開地

毯式轟炸，只能延緩赤柬的攻勢，終究，美國國會於 1973 年 8 月 15 日決

議禁止空軍轟炸高棉，尼克森在 1974 年 8 月 9 日也因為水門事件黯然下台

（Seekins, 1990: 45-46; Corfield, 2009: 81）。 

在 1970 年，正當施亞努訪問蘇聯、及中國尋求遏制北越盤據之際，兼

任國防部長的總理龍諾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動下發動政變，緊急召開的

國會廢掉君王制、成立高棉共和國（Khmer Republic
34

, 1970-75），自立為

總統（1972-75）、共謀者西索瓦·施里瑪達（Sisowath Sirik Matak, 1971-72）

為總理；施亞努無奈滯留中國，在中國總理周恩來、及北越總理范文同（Phạm 

Văn Đồng, 1955-76）的說服下，於北京組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National 

United Front of Kampuchea, FUNK），中共湊合赤柬與他言和，喬森潘、胡

榮、及符寧翩然現身力挺，彼此相互利用而結盟，施亞努及其保皇派在北

京看守流亡政府，而取得正當性的赤柬則把精力放在國內的武裝抗爭，在

南部、及西南部的「解放區」範圍日益擴增，真正有實力的人是沙洛特紹、

英薩利、宋成、及喬森潘等人，施亞努心知肚明自己只是有名無實的領袖，

沒有被人家看在眼裡（Wikipedia, 2023: 1970 Cambodian coup d'état; Seekins, 

1990; 43-44; Corfield, 2009: 69-72, 77-78: Tully, 2005: 155-58; Chandler, 

2008: 248-51）。 

美國總統尼克森面對連任的壓力，原本希望能在 1972 年 11 月大選前

降低傷亡人數而加緊撤軍，高棉戰事卻未能如願降溫，半暝反症，忽然在 4

                                                        
34

 根據 Corfield（2009: 73-74），龍諾之所以捨 Republic of Cambodia，只要是因為這是高棉

人（Khmer）的國家，言下之意，越南人、及華人並不是那麼真正的高棉人；他甚至於

成立諸如孟柬研究（Mon-Khmer Institute）等機構，強調高棉人與緬甸孟族的歷史語言

文化相近、與他族的差異，種族主義思維不言而喻（Thong, 1985: 113; Tully, 2005: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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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宣布進攻高棉，赤柬往內地前進；美國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學生在 5 月 4 日發動抗議，民兵失控開槍殺死 4 名學生、

9 名受傷，美國全國校園譁然（Corfield, 2009: 73）。歷史的荒謬是，施亞

努在 1960 年曾經來過肯特州大演講，主題是「中立政策」，這時候人在平

壤的他寫了一封信弔唁，畢竟，當年師生熱絡以待；值得一提的是，他在 

1960 年 9 月，終於邂逅將要下台的美國總統艾森豪，不過，那是在紐約參

加聯合國大會後順便不期而遇，冷暖自知（Corfield, 2009: 73; Kent Daily 

Kent Stater, 1960;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n.d.）。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Indochinainfiltration.jpg）。 

圖 21：肯特州大學生槍擊死亡（1970） 

 

南越、美國、北越、及越共於 1973 年 1 月 27 日在巴黎簽訂和平協定

（Paris Peace Accords, 1973），北越、及美國依約撤軍，赤柬接手對高棉政

府軍的作戰，美軍雖然停止對越南、及寮國的轟炸，卻把火力集中在赤柬

的據點；終究，赤柬於 1975 年元旦再度展開乾季攻勢，龍諾在 1975 年愚

人節辭去總統職、以醫病為由流亡美國夏威夷，金邊於 4 月 17 日淪陷、內

戰結束；赤柬制訂新憲（Constitution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1976）、改

國號為民主柬埔寨（Democratic Kampuchea, 1976-79），施亞努名義上仍為

國家元首，卻在 1976 年新憲後去職被軟禁，赤柬總書記波布（Pol Pot，即

沙洛特紹）接掌總理（1976-79）（Seekins, 1990: 46-48,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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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Neveu（1975）。 

圖 22：高棉政府軍在金邊淪陷時繳械（1975） 

 

美國大使迪恩（John Gunther Dean, 1974-75）在 4月 3日要求啟動撤僑，

美軍出動陸戰隊、直昇機，於 12 日清晨 6 點展開「鷹遷行動」（Operation 

Eagle Pull），迪恩在前一天晚上 7 點半正式照會高棉政府，邀請內閣成員

搭直昇機一起走，不過，除了代理總統蘇金奎（Peter Khoy Saukam, 1975），

沒有人答應，不久悉數被赤柬政府槍斃；名列「七大叛徒」的前總理施里

瑪達生前寫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給迪恩，懊悔相信美國（Seekins, 1990: 48; 

Corfield, 2009: 85）。 

 

Dear Excellency and friend, 

I thank you very sincerely for your letter and for your offer to 

transport me towards freedom.  I cannot, alas, leave in such a 

cowardly fashion. 

As for you and in particular for your great country, I never 

believed for a moment that you would have this sentiment of 

abandoning a people which has chosen liberty.  You have refused us 

your protection and we can do nothing about it.  You leave us and it 

is my wish that you and your country will find happiness under the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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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mark it well that, if I shall die here on the spot and in my 

country that I love, it is too bad because we are all born and must die 

one day.  I have only committed the mistake of believing in you, the 

Americans.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my dear friend, my faithful and 

friendly sentiments.  

Sirik Matak 

 

捌、由越南入侵到巴黎和平協定 

印度支那共產黨創黨之際，早期來自高棉的黨員多半是越南人、或是

華人，高棉人參與的不多；當時，一些柬共就看出胡志明只是圖謀利用共

產運動來掌控整個印支半島，他們後來跟越盟並肩作戰，證實北越的真正

目標其實是南越；喬森潘、胡榮是來自越南的下高棉人，相信真正的高棉

人是高棉山地人（Khmer Loeu
35），他們跟波布一樣都痛恨越南人、及那些

「柬皮越骨」的高棉越盟，至於跟越南共產黨合作，只不過是為了贏得戰

爭的權宜之計；直到 1970 年代，高棉人終於取得國內共產運動的主導權，

一些老同志因為擔心被整肅而陸續逃往越南，包括賓索萬（Pen Sovan）、

洪森（Hun Sen）、及橫山林（Heng Samrin）（Corfield, 2009: 34, 59, 78, 94-95, 

99-100: Tully, 2005: 189-90:Wikipedia, 2023: Pen Sovan; Hun Sen; 2022: 

Heng Samrin）。 

赤柬高棉在 1975 年跟美國、及蘇聯斷交，波布還計畫驅逐境內所有的

越南人，與越南邊界衝突不斷，在中國的授意下，於 1977 年初跟越南開戰、

越界襲擊；一開頭，剛結束內戰的越南休養生息，又投鼠忌器擔心中國出

手，因此只是暗地策劃政變，最後還是決定以戰止戰，高棉不是對手，在

1977 年 12 月 31 日斷交；越南原先猶豫不決，終於在 1978 年 11 月 3 日跟

                                                        
35

 一般人的用字是 Phnong，意思是野人、或奴才（Tully, 20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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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簽訂友好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RV 

and USSR, 1978），然後在 12 月 25 日放膽大軍壓境、於 1979 年 1 月 7 日

攻入金邊，前後只花了 17 天（Corfield, 2009: 94-95; Chandler, 2008: 7; 

Seekins, 1990: 67-69; Tully, 2005: 190）。 

 

 

 

 

 

 

 

來源：Thu Huong（2019）。 

圖 23：越南「志願軍」進入金邊（1979） 

 

赤柬往西竄逃泰國邊界叢林藏匿，親蘇聯的高棉人民革命黨36在 1979

年 1 月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Kampuchea, 1979-89），

由橫山林出任國家元首（1979-92），制訂抄襲自越南的新憲（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Kampuchea, 1981）；高棉雖然與蘇聯結盟、實際

上是越南的衛星國家。在美國的默許下，中國於 1979 年 2 月 17 日出兵懲

越（Sino-Vietnamese War, 1979 中越戰爭），越南被迫自高棉調動兵力回防，

中共淺嚐即止，在 3 月 5 日撤離，然而，高棉依然內戰不斷，越南一再出

兵泰國邊界，直到 1986-89 年才逐步撤軍；由於各方厭倦戰事，終於簽訂

『巴黎和平協定』（Paris Peace Agreements, 1991），聯合國派高棉過渡當

局（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 UNTAC），監督在

1993 年舉行自由選舉，公布新憲法（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1993）、恢復王國，由施亞努擔任國王，組聯合政府，幾千名赤

                                                        
36

 高棉人民革命黨在 1991 年改名柬埔寨人民黨（Cambodian People‟s Party, CPP），棄絕共

產主義，國號也改為高棉國（State of Cambodia, 19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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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游擊隊經過特赦被納為政府軍（Corfield, 2009: 109-17; Wikipedia, 2023: 

Khmer Rouge）。洪森在 1997 年發動政變，高棉又陷於內戰，赤柬隨著波

布在 1998 年死亡壽終就寢；經過 1998 年的選舉，高棉終於在 1999 加入東

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來源：Phnom Penh Post（2021）。 

說明：由左至右，分別是外長洪森、施亞努、及法裔王后莫尼列（Norodom 

Monineath）。 

圖 24：四方在巴黎展開和談（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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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美國的撤僑經驗 

1975 年是不平靜的一年，我當時唸高二，台中一中建校 60 週年校慶跟

導師王輝合照，她手臂上還別著黑紗，因為老蔣總統在 4 月 5 日逝世。當

時越戰已近尾聲，美國意興闌珊，南越兵敗如山倒。順化與峴港相繼失守，

報紙頭版蘇聯坦克碾壓街頭的印象歷歷在目。美國在 4 月 29 日緊急撤僑，

西貢次日淪陷。殊不知，同樣的劇本早在 17 天前就預演過。 

高棉在戰後獨立，施亞努親王走不結盟路線；總理龍諾在 1970 年發動

政變罷黜，內戰高昇。儘管貪腐政權獲得美國加持，柬共在 1973 年的最後

一天再度發動乾季攻勢，兵臨首都金邊圍城，只剩機場勉強維持對外聯繫。

龍諾在 4 月 1 日以就醫為由跟家人落跑印尼，轉飛夏威夷。美國大使迪恩

判斷大勢已去，在 3 日啟動撤僑，美軍於清晨 6 點展開「鷹撤行動」，撤

出 287 名美國人、高棉人及盟邦國民；5 個小時後，最後一名陸戰隊完成任

務離地。 

 

 

 

 

 

 

 

來源：VoA Cambodia（2019）。 

說明：地點在泰國烏塔堡（Utapao）海軍機場。  

圖：美國大使迪恩護著花旗走下直昇機 

 

美國軍方早在 1973 年擬定撤僑計畫，原先預估人數 3,600。由於美國

國會議決禁止軍援，外包商每天 20 架次 C-130、DC-8 運補，想跑的人陸續

                                                        
 
初稿登於《中國時報》2023/5/5。整理自Wikipedia（2023: Operation Eagle Pull）、Gray（2015）、

Dean（2013）、Steve（2020）、Vacho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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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回程走避泰國，特別是使館眷屬。最後，由於赤柬對於金邊波成東

（Pochentong）機場的砲火攻擊日漸猛烈，撤僑行動轉而採取直昇機運送，

倒數階段估計必須載走的非戰鬥人員只剩 590 人，實際接走的不到半數。  

根據華府的電報訓令，撤走的對象包括高棉政府顯要、跟美國軍方關

係良好、或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當地人。大使館放寬條件，除了順手幫友好

國，只要替美國賣命過而有生命危險的人都要救，不管有沒有博士學位，

不分園丁、僕人、雇員、將軍或部長，甚至愛屋及烏館員高棉籍女朋友。

聽來雖然崇高，一般百姓卻只能聽天由命。 

 

 

 

 

 

 

 

 

 

 

來源：Gray（2015: AP）。 

圖：陸戰隊護衛僑民登上直昇機 

 

搶救名單上最有名的是位原子彈科學家，一大早接獲通知，必須在 45

分鐘內趕到大使館報到，他後來轉往法國原子能源委員會工作。使館還派

直昇機到各地載回 16 名國際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另有 40 名神父及修女搭

DC-8 客機到泰國。首位高棉籍金邊主教拒絕離去，是首批被赤柬殺害者。 

12 架長程超級種馬直昇機（Sikorsky CH-53E Super Stallion）並非直飛

泰國，而是先踏上美國的領土，也就是部署在暹羅灣磅遜港外的兩棲突擊

艦沖繩號。軍方唯恐一個陸戰隊重型直昇機中隊（HMH-462）不足，另外

還從聖地牙哥緊急派遣航空母艦改裝的漢考克號，經由珍珠港趕往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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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增援更多直昇機（HMH-463）載送陸戰隊，又由南越

外海調配護衛艦艇。 

 

 

 

 

 

 

 

 

 

來源：Vachon（2015: Roland Neveu）。 

圖：高棉百姓圍觀美國直昇機撤僑 

 

 

 

 

 

 

 

 

 

 

 

 

 

來源：Steve（2020）。 

圖：撤退會合點足球場鳥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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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來好笑，每天傍晚 6 點，高棉文武高官派人到大使館聽取簡報，見

怪不怪。撤館前夕，迪恩在 7 點半親赴總理隆波烈官邸正式照會，其他館

員則分頭攜邀請函遊說內閣成員搭直昇機亡命，必須在 9 點半到達使館。

會合點是在大使館附近的足球館，由 360 名陸戰隊護送，終究出現的人遠

比機位還要少。除了代理總統蘇金奎，沒有其他閣員前來；5 天後金邊淪陷，

他們悉數被處決。 

前總理施里瑪達親王名列「七大叛徒」，他慷慨激昂回信迪恩，悔不

當初聽信美國。迪恩是出生於德國樂斯拉夫（Wroclaw，現屬於波蘭）的猶

太人，跟父母僥倖逃過納粹浩劫移民美國，後來抨擊政府只是把高棉當作

越戰的插曲，懊惱回天乏術解救所有的高棉人。美國為德不卒、落井下石，

不知究竟是食言而肥或虛情假意。媒體報導美國要求漢光演習納入撤僑，

委實強人所難。 

 

 

 

 

 

 

 

 

 

 

 

 

來源：Steve（2020）。 

圖：施里瑪達親王的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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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高棉的省分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2: File:Provincial Boundaries in Cambodia.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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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條約、憲法 

Treaty of Amity, Commerce and Protection between France and Cambodia, 

1863 

Treaty between France and the Kingdom of Siam ov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Limits of Cambodia, 1867 

Convention between France and Cambodia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Relations, 1884 

Treaty between France and Siam with a Protocol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Frontiers, 1907 

Tokyo Peace Convention, 1941 

Franco-Cambodian Modus Vivendi, 1946 

Washington Accord, 1946 

Cambodia Constitution, 1947 French-Khmer Treaty, 1949 

Constitution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1976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RV and USSR, 1978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Kampuchea, 1981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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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shall start with a brief review of Cambodia‟s early history.  Next, 

we shall look into the Siamese invasion, and the Vietnamese annexation.  

And we shall scrutinize how she had survived under the French protection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Moreover, we will manage to understand how the 

United States got involved and how the Khmer Rouge came to power.  

Finally, we shall explore the Vietnamese invasion and the final conclusion of 

the Paris Peace Agreements i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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