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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國的獨立自主 

施正鋒 
政治學者 

摘 要 

我們首先將簡單回顧寮國的早期歷史，然後瞭解暹羅如何支配、

以及越南的控制，接著檢視法國的殖民統治，再來考察在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日本的介入、以及泰國的佔地，進一步探究寮國在獨立後的

內戰，最後以捲入美國的越戰結尾。 

關鍵詞：暹羅支配、越南控制、法國殖民、日本介入、泰國佔地、內戰、

捲入越戰 

  



2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20 卷、第 1 期（2024/春季號） 

壹、早期的歷史 

寮族（Lao people, Laos, ethnic Lao）佔寮國人（Laotian）的 53.2%1，是

指講寮語（Lao language）的人，屬於傣族（Tai peoples）的一支，主要分佈

在寮國（3,427,665 人）、及位於泰國╱暹羅 2東北部的依善地區（ Isan）

（17,822,432 人3）；至於傣族是指操壯傣語支（Tai languages 廣義的傣語）

者，就語言學的分類，往上一層屬於壯侗語系（Kra-Dai languages, Tai-Kadai

侗傣語系），往下則可以分為北部、中部、及西南部，而西南部壯傣語支又

分為中東部（泰族、黑泰、白泰、紅泰）、西北部（撣族、德宏傣、傣仂、

德宏傣族）、以及東北部（寮族）（Wikipedia, 2003: Lao people; Demographics 

of Laos; Kra-Dai languages; Lao language; Tai languages; Isan people; 維基百

科，2023：壯泰語民族）。 

傣族原本居住中國西南的雲南、貴州、及廣西，建有南詔（Nan Chao, 

738-902），全盛時期版圖擴及四川南部、西藏東南部、及中南半島北部，與

中國結盟遏制吐蕃（618-842）的擴張；傣族在西元 7 世紀因為面對唐朝（618-

907）壓力開始南遷，到了 13 世紀中，已經遍布湄公河盆地；忽必烈滅大理

國（937-1253）、及蒲甘王國（Pagan Kingdom, 849-1297），區域均勢平衡丕

變，傣族在權力真空下加速南遷，他們由高地集水區沿著湄公河、湄南河、

薩爾溫江、及伊洛瓦底江河谷南下，來到越南、寮國、泰國、及緬甸（Harrison, 

1966: 38-40; Williams, 1976: 15-17; Wyatt, 1982: 12-15, 30-37; Cady, 1964: 19, 

109, 143-45; Stuart-Fox, 1997: 8-9:）。 

一般根據居住的地方，將寮國人分為 3 大類，低地平原的寮龍族（Lao 

Loum）就是寮族，也就是後來才移入的傣族，膚色較淡，丘頂的寮聽族（Lao 

Theung）是原住的孟族（Mon people）、高棉人（Khmer people）後裔，膚色

較深，在傣族來後往丘陵遷移，而住在高地的寮松族（Lao Soung）則是最

 
1 有關於寮國的族群組成，見 Schlemmer（2017）、Goudineau（2003）、Halpern（1961）、

Wikipedia（2023: List of ethnic groups in Laos）。 
2 泰國（Thailand）原來稱為暹羅（Siam），在 1939 年改名。 
3 稱為伊森人（Isan people），有時候稱為寮族伊森人（Lao Isan）、或傣寮族（Thai Lao）

（Wikipedia, 2023: Isa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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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遷來的；根據傣族在寮國與泰北的共同傳說，先祖坤布倫（Khun Borom）

有 7 子，的長子坤洛（Khun Lo）擊敗寮聽族，在上寮建立小邦孟蘇瓦（Muang 

Sua, 698-1353），寮族開始成群結隊前來，把孟族-高棉人趕上丘陵的頂部

（Rakow, 1992: 10-14, 58; Viravong, 1964: chaps. 1-5）。 

 

來源：Sisouphanthong 與 Taillard（2020: 150）。 

圖 1：寮國族群的分布  

從 9 世紀起，中南半島盛行一種稱為曼荼羅體系（Maṇḍala）的同心圓

政治安排，權力的核心採取直接統治、外圍則是藩屬；共主透過個人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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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wess）累積政治、經濟、及軍事實力，來取得效忠及領土擴張，包括

娶妻、嫁女，小邦（meuang）奉為宗主國（suzerain state），接受扈從成為附

庸（vassal）、或從屬國（client state），卻可以維持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在同

一個時間，往往有多個權力核心並存，彼此之間的界線未必涇渭分明，領土

歸屬含混不清，更沒有現代國家主權獨立概念，因此，輻射的外緣不免有重

疊處，小邦雙重朝貢不足為奇；大體而言，這種個人化的權力網絡不會自動

傳承，一旦有新霸主崛起，新的曼荼羅蓄勢待發，傣族順手接收挪用（Stuart-

Fox, 1997: 6-7, 10-11, 19; Evans, 2002: 6-7, 14, 26, 40; Ivarsson, 2008: 25-27; 

Wikipedia, 2023: Mandala (political model)）。 

早先，屬於原住南亞語系（Austroasiatic Languages）的高棉人在湄公河

三角洲建有扶南（Funan, 68-627），真臘（Chenla, 550-802）、及高棉帝國4

（Khmer Empire, 802-1431），他們沿著湄公河北上擴及寮國、及泰國東部。

在 12-13 世紀，往南遷徙的傣族墾殖者陸續在阿薩姆、上緬甸、以及暹羅建

立大大小小的土邦，特別是素可泰王國（Sukhothai Kingdom, 1238-1438）、

及蘭納王國（Lan Na Kingdom, 1292-1775），取代既有的王國5；阿瑜陀耶王

朝（Ayutthaya Kingdom, 1350-1767）在 14 世紀中葉建立，與北鄰素可泰相

互交鋒，對於瑯勃拉邦（Luang Prabang, Muang Sua 孟蘇瓦）鞭長莫及，王

子法昂（Fa Ngum, 1353 -72）趁機統一寮國各邦、建瀾滄王國（Lan Xang, 

1353-1707），定都「瀾滄洪考6」（Kingdom Lan Xang Hom Khao）；由於南部

的平原比較肥沃、適合種水稻，逐漸成為政治權力重心，首都乾脆遷往永珍

（Vientiane）（Evans, 2002: 4-6, 8-12; Stuart-Fox, 1997: 9-10; Rakow, 1992: 58-

61; Viravong, 1964: chap. 5）。 

 

 
4 另外，同為南亞語系的孟族在泰北有陀羅缽地王國（Dvaravati Kingdom, 200-1200）、哈利

奔猜（Hariphunchai, 629-1292）、羅渦（Lavo Kingdom, 648-1388）。孟族與高棉人往往合

稱孟族-高棉人（Mon-Khmer）。 
5  這時候，在寮國東邊有占族（Cham people）的占婆（Champa, 192-1832）、及越南人

（Vietnamese people）的大越（Đại Việt, 1054-1804），而西邊有驃人（Pyū people）的驃

國（Pyu city-states, -1050）、孟族的直通（Thaton, -1057）、及緬族（Burman people）的蒲

甘（Pagan, 849-1297）。 
6 意思是「萬象白傘之土地」（維基百科，2023：法昂），後來改稱瑯勃拉邦。  



寮國的獨立自主 5 

 

來源：Wikimedia（2023: File:Southeast Asian history - Around 1540.png）。 

圖 2：瀾滄王國版圖（1540） 

法昂在喪妻後因暴虐被黜流放，由在暹羅成長的長子桑森泰

（Samsenethai, 1372-1416）接位，儘管接受中國冊封、稱臣納貢，後來卻被

疑暗助越南黎利（Lê Lợi, 1428-33）而交惡；桑森泰死後由長子蘭坎登（Lan 

Kham Deng, 1416-28）接位，雖然繼續朝貢中國，卻出兵幫忙黎利藍山起義

（Lam Sơn Uprising, 1418-27）抗中，終究又翻來覆去與中國結盟反越，他

死後，由於寮國並未奉行嚴格的長子繼承制（primogeniture），陷入 10 年的

繼承之爭7；宮廷為了王位鬥爭，派系結盟高度流動，沒有永久的承諾，只

 
7 國王有波馬塔（Phommathat, 1428-29）、坎登（Khamteum, 1429）、尤空（Yukhon, 1429-30）、

孔坎（Khong Kham, 1430-32）、盧賽（Lusai, 1432-33）、坎坦賽（Kham Tem Sa¸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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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流血定奪，這是傣族政治特色；終究，乍加帕•潘漂（Chakkaphat Phaen 

Phaeo, 1442-81）分封諸子及近親為省長或朝臣，寮國繼承之爭稍止、卻已

元氣大傷；越南後黎朝（Lê Dynasty, 1428-1789）盛氣凌人，在 1479 年入侵

寮國（Đại Việt-Lan Xang War, 1479-84 大越-瀾滄戰爭）、攻破寮國都城，披

耶猜南逃，長子溺死；次子梭發那•班朗（Souvanna Banlang, 1479-86）復

國，與蘭納結盟，接下來的國王 8轉向阿瑜陀耶王朝（Evans, 2002: 13-15; 

Stuart-Fox, 1997: 10-12; Rakow, 1992: 61-63; Viravong, 1964: chap. 5; 

Wikipedia, 2023: Fa Ngum; Lan Kham Deng, Đại Việt-Lan Xang War (1479-

1484); Souvanna Banlang; Lan Xang; 維基百科，2020：乍加帕·潘漂；2023：

瀾滄王國；桑森泰）。 

貳、暹羅支配、越南控制 

阿瑜陀耶王朝到了 15 世紀如日中天，於 1433 年洗劫吳哥、滅掉高棉

帝國，寮國不再受制於高棉，揚眉吐氣；然而，寮國因為先天物質條件不

足，即使有稅收、朝貢、及貿易，國力依然不足對抗阿瑜陀耶。進入 16 世

紀，寮國逐漸復甦，維蘇納拉（Visoun, 1500-20）、波迪薩拉（Photisarath, 

1520-48）、及賽塔提拉（Setthathirath, 1548-71）勵精圖治：先是，位於緬甸

的孟族勃固王國（Pegu, 1287-1522）將蘭納王國據為藩屬，賽塔提拉被迫遷

都永珍，不得不向崛起的暹羅阿瑜陀耶王朝求援；緬甸東固王朝（Toungoo 

Dynasty, 1531-1753）在 1558 年征服蘭納，寮王賽塔提拉於 1560 年將首都

南遷永珍，寮族墾殖者隨著往南開發湄公河西岸呵叻高原9（Khorat Plateau）、

占巴塞（Champasak）；賽塔提拉在 1563 年與阿瑜陀耶結盟，東固於 1569

年攻入阿瑜陀耶10，又短暫佔領永珍，率軍打游擊的賽塔提拉離奇死亡，首

相森蘇林（Sen Soulintha, 1571-75）篡位；此後 30 年，寮國淪為緬甸附庸，

 

凱•布瓦•班（Khai Bua Ban, 1433-36）、坎格（Kham Keut, 1436-38）（維基百科，2022：

寮國君主列表；Wikipedia, 2023: List of monarchs of Laos; Viravong, 1964: chap. 5）。 
8 包括拉森泰•布瓦納（La Sen Thai, 1485-96）、及孫普王（Somphou, 1495-1501)。 
9 位於依善地區的東北部。 
10 東固王朝 9 度征戰暹羅（Burmese-Siamese Wars）（Wikimedia, 2023: Burmese-Siamese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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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繼承往往血腥，直到蘇里雅•翁薩（Sourigna Vongsa, 1637-94）接位，

宣佈獨立，不再受制於緬甸；由於財富不足，寮國無法仿效阿瑜陀耶發展為

絕對王朝（Evans, 2002: 15-23; Stuart-Fox, 1997: 12; Rakow, 1992: 63-72; 

Viravong, 1964: chap. 5; Wikipedia, 2023: Lan Xang; Sourigna Vongsa; 

Setthathirath; Burmese-Siamese War (1568-1569); 維基百科，2023：瀾滄王

國）。 

 

來源：Wikimedia（2023: File:Laos - Division territòriala vèrs 1750 (vuege).png）。 

圖 3：三王國時期的寮國（1750） 

事實上，蘇里雅·翁薩政權之所以能維持穩定，端賴與南北貴族維持微

妙的權力平衡，死後，瀾滄王國裂解為三個小王國：北部的瑯勃拉邦王國

（Kingdom of Luang Prabang, 1707-1947）尚能維持自主，而位於中部的萬

象王國（Kingdom of Vientiane, 1707-1828）是緬甸的附庸，至於南部的占巴

塞王國（Kingdom of Champasak, 1713-1904）則親近暹羅，另外在瑯勃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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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萬象王國間，還有夾縫生存的小邦川壙11王國（Principality of Phuan, 1707-

1899），彼此征戰，讓外力有機可乘；暹羅的阿瑜陀耶王朝在 1767 年亡於

緬甸貢榜王朝（Konbaung Dynasty, 1752-1885），達信（Taksin, 1767-82）旋

驅逐緬軍復國、建立吞武里王朝（Thonburi Kingdom, 1767-82），將北部、

及東部小邦納為藩屬；當時，緬甸視寮國為東進的基地，越南因為內亂自顧

不暇，寮國各方勢力向暹羅求助，卻引狼入室；達信發動暹寮戰爭（Lao-

Siamese War, 1778-79），驅逐緬甸佔領軍，將占巴塞納入暹羅曼荼羅體系，

最後在瑯勃拉邦協助下圍城萬象 4 個月，殺國王翁本（Ong Boun, 1767-81）、

擄諸王子為人質、納其女昭衝文（Khamwaen）為妾，儘管終允長子南塔森

（Nanthasen, 1781-95）回永珍接位，寮國全境淪為暹羅屬國（1778-1893），

兩國從此反目成仇（Evans, 2002: 24-25; Rakow, 1992: 72-75; Viravong, 1964: 

chap. 6; Kittikhoun, 2009: 40; Dommen, 1971: 8; Wikipedia, 2023: Kingdom of 

Vientiane; Lao-Siamese War (1778-1779); Ong Boun; 2021: Nanthasen）。 

達信在位時，萬象、及占巴塞比較親暹羅，王位繼承必須獲得曼谷的首

肯，瑯勃拉邦則還要向中國朝貢，稱雙重附庸（double vassalage）；越南阮

朝嘉隆帝阮福映（Gia Long, Nguyễn Phúc Ánh, 1802-20）開國，萬象王國也

要向越南朝貢，其實就是一種共管；當時，徭役（corvée）是絕對王權的象

徵，卻克里王朝（Chakri dynasty, 1782-）拉瑪一世12（Rama I, 1782-1809）

為了管制人力資源，要求自由人（農民）紋身、還強迫徭役，與傳統運行的

曼荼羅關係背道而馳，諸侯有所不滿（Evans, 2002: 24-27, 13; Stuart-Fox, 

1997: 14-15 Viravong, 1964: chap. 7）。 

眼見暹羅陷於內憂外患，萬象末代國王昭阿努13（Anouvong, 1805-28）

立意伺機脫離其宰制，在 1826 年兵發 4 路攻向呵叻高原，兵敗逃難越南順

 
11 Muang Phuan 又稱為 Xieng Khouang，越南人稱為鎮寧（Trấn Ninh）（Wikipedia, 2023: 

Muang Phuan；維基百科，2020：川壙王國）。 
12 暹羅於 1771 年大軍入侵高棉，沒有想到將領陣倒戈自立為王。 
13 昭阿努跟家人在暹寮戰爭後被擄往曼谷，當人質 16 年；長兄南塔森（Nanthasen, 1781-

95）獲准回萬象接位，後來溫為被疑與越南暗通暗通款曲而罷黜囚於曼谷身亡，由二哥

因塔翁·赛塔提拉三世（Inthavong, 1795-1805）接位，死後，昭阿努被送回當王（Wikipedia, 

2021: Nanthasen; 2023: Ong Boun; Inthavong; Anouv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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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Huế），泰軍大肆洗劫永珍；昭阿努求助越南，阮朝明命帝阮福晈（Minh 

Mạng, 1820-39）原本不願意得罪暹羅，勉強伸出援手反攻，被稱為昭阿努

之亂（Lao rebellion, 1826-28）；昭阿努再度挫敗、逃往川壙，萬象城被攻破

夷平、湄公河中下游流域居民被悉數遷往湄公河以西，昭阿努被囚曼谷、遊

街示眾而死，這是現代寮國民族主義14（Laotian nationalism）的發端；對於

暹羅來說，寮國忘恩負義，但是對於寮國人來說，卻是正正當當之舉（Evans, 

2002: 25-29; Stuart-Fox, 1997: 14-15; Ivarsson, 2008: 28-29; Viravong, 1964: 

chap. 6; Whitaker, et al., 1972: 31; Dommen, 1994: 11; Rakow, 1992: 75-78; St 

John, 1998: 12-14; Wikipedia, 2023: Anouvong; Kingdom of Vientiane; Lao 

rebellion (1826-1828)）。 

在 1820-30 年代，暹羅驅離湄公河東岸人口，特別是萬象與占巴塞間，

只留下緩衝的川壙無奈向越南及暹羅兩邊朝貢；當時，越南專注在高棉的

擴張已經自顧不暇，並未積極迴護自己的朝貢國寮國，只在這裡駐紮一些

軍隊，終究短兵相接，暹羅採取焦土政策，西洋人在 1873 年前來寮國，發

現這裡儼然是廢墟（Stuart-Fox, 1997: 16; Ivarsson, 2008: 29; Wikipedia, 2023: 

Siamese-Vietnamese War (1841-1845)）。拉瑪五世（Chulalongkorn, 1868-1910）

展開暹羅的現代化，將領土分為內省（inner province）、外省（outer province）、

及朝貢國（tributary state），後者包括萬象王國、及占巴塞王國，特別是在

簽訂『法暹條約』（1893）後加緊湄公河西岸的控制、課徵人頭稅，不免引

起反感（Murdoch, 1974: 48-49, 52-54）。 

參、法國的殖民統治 

在 1641 年，任職於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602-

1799）的 Gerrit van Wuysthoff 受邀來到內陸永珍，寮國與西方的貿易開展；

法國於 1670 年代開始將天主教傳入高棉、及越南，由於擴張暹羅失利、只

好暫時退卻法屬印度（French India, 1664-1954），於 18 世紀下半葉再度前

 
14 也就是共同的民族意識與不同的文化認同共存，異於充滿族群沙文主義的寮族民族主義

（Lao nationalism）（Christie, 1979: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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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寮國，發現湄公河與安南山脈（Annamite Range）間人煙稀少，卻是暹羅

與越南的競技場；進入 19 世紀，法國波旁復辟（Bourbon Restoration, 1815-

30）官方重燃對中南半島的興趣，博物學家亨利•穆奧（Henri Mouhot）前

來探險，進而啟發海軍軍官拉格雷（Ernest Doudart de Lagrée）與安鄴（Francis 

Garnier）接力帶領的湄公河探險（Mekong expedition of 1866-68），由西貢

沿湄公河北上、抵達長江上游、再沿江東下出海；當時，英國透過緬甸前往

中國，法國也試圖尋覓類似的路徑互別苗頭15，安鄴建議由寮國走後門銜接

中國的西南方，屆時，西貢就可以成為東南亞的上海，卻是大失所望，法國

海軍將箭頭轉向位於越北的紅河（Red River）（Evans, 2002: 20-21; Ivarsson, 

2008: 29-32; Rakow, 1992: 82-86; St John, 1998: 8-9; Benson, 2018; Wikipedia, 

2022: Mekong expedition of 1866-1868; Gerrit van Wuysthoff; 2023: Henri 

Mouhot; Francis Garnier）。 

法國在 1859 年攻佔西貢、又在 1862 年席捲交趾支那（Cochinchina 南

圻），接著轉向暹羅的附庸高棉、於 1863 年趁著暹羅衰退之際吸納高棉為

保護國16（French Protectorate of Cambodia, 1863-1953）。法國在普法戰爭

（Franco-Prussian War, 1870）落敗後割讓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

鉅額賠款，第三共和國（French Third Republic, 1870-1940）必須另謀財源，

殖民擴張鹹魚翻身，包括對於湄公河流域的興趣；法國認定湄公河東岸的

高棉、及寮國是擴張暹羅的踏腳石，在中法戰爭（Sino-French War , 1884-

85）後開始積極著手經營，於安南山脈的分水嶺設置軍事哨站，暹羅驚覺派

軍進駐；在 1886 年，暹羅為了制約法國的擴張，以討伐中國盜匪17為由佔

 
15 在 1870 年代，法國消費上海一半、及廣東三分之一的絲出口，卻必須轉口英國而來，當

然是心有未甘；相對地，英國只希望跟法國保持距離、以確保暹羅的獨立及貿易，也就

是在緬甸與寮國之間有緩衝地（MaCoy, 1970: 69-71）。 
16 到了 1867 年，暹羅被迫訂約（Franco-Siamese Treaty, 1867）放棄高棉的宗主權給法國，

交換保有西北的馬德望（Battambang）、暹羅那空（Siam Nakhon）、及詩梳風（Sisophon）；

法國透過『第一次順化條約』（Treaty of Huế, 1883）及『第二次順化條約』（Treaty of Huế, 

1884）將越南納為保護國、承諾有責任捍衛越南的領土，最後於 1887 年結合高棉為法屬

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 1887-1954）（St John, 1998: 9-12）。 
17 在 1865-90 年間，來自中國雲南的軍隊入侵寮國北部、越南西部、及暹羅北部（琅勃拉

邦與東京之間），稱為「霍人戰爭」（Haw Wars），暹羅著手平亂（Wikipedia, 2023: Haw 

wars; 維基百科，2023：霍人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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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川壙、及桑怒（Xam Neua），法國雖然獲允在瑯勃拉邦設置副領事，卻是

承認暹羅對於寮國的宗主權；白泰土酋刁文持（Đèo Văn Trị）在 1887 年結

合黑旗軍攻入瑯勃拉邦、焚燒王宮，王室南逃尋求法國庇護，首任副領事帕

維（Auguste Pavie, 1886-89）由越南召來軍隊平亂，國王溫坎（Oun Kham, 

1868-95）心懷感激；終究，法國藉口寮國過去是越南的朝貢國，以平亂為

由出兵發動法暹戰爭（Franco-Siamese War, 1893），索取安南、及高棉在湄

公河東岸的土地18，簽訂條約（Franco-Siamese Treaty, 1893）吞噬湄公河中

上游東岸寮國的領土19，將寮國正式納為保護國（French Protectorate of Laos, 

1893-1953）、再於 1898 年併入法屬印度支那，接著在 1899、1904、1907 年

由暹羅手中陸續取得川壙、占巴塞、及沙耶武里（Sainyabuli），與暹羅瓜分

寮國（ Ivarsson, 2008: 32-40; Stuart-Fox, 1997: 21-29; Evans, 2002: 40-42; 

Rakow, 1992: 87-88; St John, 1998: 12-18; Walker, 2008; Kittikhoun, 2009: 41; 

MaCoy, 1970: 73-75; Dommen, 1971: 9-11; Briggs, 1946: 444-46; Wikipedia, 

2023: Laos-Thailand border; Franco-Siamese War; Đèo Văn Trị; 維基百科，

2023：刁文持）。 

在 1899 年，法國於萬象王國設資深參政司（Resident-Superior）20，將

瑯勃拉邦、萬象、占巴塞、及川壙合併為法屬寮國（le Laos français），這是

「寮」（Laos）一詞的初現21；法國允許位於北部的瑯勃拉邦保有王室、接受

法國的保護（間接統治），表面上享有自治，其實只是充當好看的門面，其

 
18 其實，法國一開頭的要求並不清楚是指湄公河中段與安南山脈之間長 360 英里、寬 100

英里的土地（36,000 平方英里），還是要求暹羅出讓的是所有湄公河東岸由寮國到中國交

界 60,000 平方英里土地（包含琅勃拉邦王國），暹羅原本以為只是緯度 18 度以南的部分，

畢竟暹羅與法國在 1867 年簽訂的條約並未提及寮國、而是放棄高棉主權；法國引用該條

約，擴大解釋暹羅的主權僅止於湄公河畔、不含河流本身，然而暹羅認為，果真湄公河

屬於法國，該條約就沒有必要多此一舉說法國有航行的自由（Curzon, 1893: 273-7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ingdom of Thailand, 2002）。 
19 暹羅還同意在湄公河西岸 25 公里設置非軍事區（St John, 1998: 12）。 
20 有關於法國派駐在寮國的殖民官，見 Wikipedia（2022: List of administrators of the French 

protectorate of Laos）、及 World Statesmen.org（n.d.）。 
21 對於暹羅政府而言，Lao、及 Laos 有礙泛傣民族主義（Thai nationalism）的推動（Easu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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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王國則降為省22（直接統治），找聽話的親王代管，王室不再享有尊榮、

默默地接受法國的統治；另外，法國採取垂直的跨族群統治，任命村落的寮

聽族頭人收稅、交給寮松族稅吏、上繳區域的寮龍族負責人，最後是聽命於

法國移入以夷制夷的的越南人；法國心不在焉，殖民統治採取帕維所謂「心

悅誠服」（conquest of hearts），並未使用高壓手段，除了嚴控財政就是堅持

廢奴，當地人視法國為「必要的保護者」，沒有重大騷動23，幾乎不見現代

的民族意識，直到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 1939-45）爆發（Whitaker, 

et al., 1972: 32; Stuart-Fox, 1997: 16-18, 29-41; Rakow, 1992: 89; Mehta, 1973: 

264; Kittikhoun, 2009: 44; MaCoy, 1970: 77-87; Mishra, 1985; Dommen, 1971: 

11-15; Wikipedia, 2023: French protectorate of Laos）。 

 
22 寮國過去由下到上村（bang）、鄉縣（muang 孟勐芒）、到省（khong），法國行政採 4 級，

由村、區（tasseng）、縣（muong）、到省（維基百科，2023：寮國；勐；Wikipedia, 2023: 

Mueang; MaCoy, 1970: 78）。 
23 在 1901 年，位於布拉萬高原（Bolaven Plateau）的寮聽族部落因為不堪法國人的稅捐、

徭役、及生意管制，在翁膠（Ong Keo）的領導下爆發「聖人之亂」（Holy Man’s Rebellion, 

1901-36）；翁膠於 1910 年在談判時被法國人暗殺，逃過一劫的副手翁貢曼丹（Ong 

Kommandam）繼承其志，改採非暴力的方式，寫了許多陳情書給殖民統治者，揭露寮國

人所遭受的虐待、要求能夠依法行政；法國人的回應是無條件投降，出動飛機轟炸、大

軍圍剿，最後他被槍斃，3 個兒子被丟入山溝，更小的 3 個不是被槍斃就是餓死，老大

Khamphan 跟弟弟 Sithon 後來參加二次大戰、最後加入巴特寮（Rakow, 1992: 91-93; 

Murdoch, 1974; MaCoy, 1970: 88-89; Dommen, 1971: 74; Wikipedia, 2023: Holy Man’s 

Rebe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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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kimedia（2023: File:French Indochina subdivisions.svg）。 

圖 4：法屬印度支那 

法國殖民統治仰賴寮國菁英的配合，讓他們保有傳統的影響力，其子弟

藉機獲得前往越南、法國接受教育的機會；然而這些天之驕子對於殖民者

未必言聽計從，他們嘗試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來塑造寮國的

民族認同，甚至領導反抗殖民主義，尤其是琅勃拉邦副王（uparaja, viceroy）

汶孔（Bounkhong, 1857-1920）的次子佩差拉•拉達納馮 24（Phetsarath 

Ratanavongsa, 1890-1959），及其頭角崢嶸御弟親王，包括梭發那臘

（Souvannarath, 1893-1960）、梭發那•富馬（Souvanna Phouma, 1901-84）、

以及蘇發努馮（ Souphanouvong, 1909-95）（Rakow, 1992: 95-96, 98-99; 

Christie, 1979: 148; Ivarsson & Goscha: 2007; Wikipedi, 2023: Phetsarath 

Ratanavongsa; Souvanna Phouma; Souphanouvong）。 

 
24 白泰刁文持在 1887 年入侵瑯勃拉邦，副王梭發那·蓬瑪（Souvanna Phomma）被斬首，

傳子汶孔；瑯勃國王拉邦扎卡林（Zakarine, 1895-1904）病死，原本應該由副王汶孔接位，

法國人卻遣回才 18 歲、在巴黎唸書、比較順服的西薩旺•馮（Sisavang Vong, 1904-45）

繼承王位；汶孔死後，法國人乾脆廢掉副王這個位子，直到 1941 年才恢復封給佩差拉，

確認他在王室的領導地位（Ivarsson & Goscha, 2007: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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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History of Laos（2016）。 

圖 5：琅勃拉邦副王汶孔  

在二次大戰期間，泰國出兵佔領湄公河西岸法屬寮國、及高棉的土地，

爆發第二次泰法戰爭（Franco-Thai War, 1940-41），佩差拉•拉達納馮開始

體會到寮國的未來無法寄望法國；他在 1940 年跟泰國秘密聯繫，只要寮國

不要像依善地區的寮族被「民族整合」（integrated nationally），兩個王國應

該可以共存，那麼，他並不反對寮國以某種「結合」（union）的方式「重回」

（return）泰國，譬如以邦聯的方式；在這同時，他又希望能將湄公河兩岸

的寮族塑造為「大寮民族」（Greater Lao Nation）、成立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

（nation-state）「大寮國」（Greater Lao State），然後，或許可以考慮與泰國、

或高棉結合為邦聯（Ivarsson & Goscha, 2007: 63, 66-69; Wikipedia, 2023: 

Franco-Thai War, 1940-41）。 

肆、日本的介入、泰國的反撲 

在 1930 年代，泰國試圖與法國談判取回於 1893 年戰敗割讓的失土，

未果；直到法國本土在二次大戰淪陷，日本於 1940 年佔領法屬印度支那，

維琪法國（Vichy France, 1940-44）屈從，同床異夢，多數寮國人日子照過，

儘管面對雙重帝國主義，只有少數人從事地下反抗；戰爭爆發，法國為了捍

衛在中南半島的殖民地、遏阻泰國的擴張主義，刻意鼓勵寮國的文化及民

族主義；泰國於 1940 年趁機出兵佔有位於湄公河西岸跟寮國、及高棉有爭

議的土地，經過日本斡旋，佔領占巴塞、及沙耶武里兩省25，法國顏面喪盡；

 
25  法國與泰國簽訂條約（ Tokyo Peace Convention, 1941），取得馬德望、披汶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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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補償領土損失，維琪法國將瑯勃拉邦納為保護國，並歸併萬象、川壙、

會曬（Houayxay）、及胡康（Houakhong, Luang Namtha 琅南塔省），賦予行

政權，國王西薩旺•馮任命佩差拉·拉達納馮親王為相（1941-45）（Evans, 

2002: 74-78; Mehta, 1973: 265; Kittikhoun, 2009: 44; MaCoy, 1970: 68, 92-95; 

Christie, 1979: 148; Rakow, 1992: 96-97; St John, 1998: 18-21; Ivarsson & 

Goscha, 2007: 63）。 

 
來源：Wikimedia（2023: File:Une affiche de propagande gaulliste dénonçant la politique de 

Decoux en Indochine.jpg）。 

圖 6：法國流亡政府嘲諷維琪法國的宣傳海報（1940’s）  

在 1945 年 3 月 9 日，強弩之末的日本發動軍事政變結束法國殖民政

權，法軍轉進前移交槍枝、囑咐寮國人誓死捍衛自己的國家，瑯勃拉邦國王

西薩旺•馮原先宣示效忠法國，儲君佩差拉以法國未能保衛寮國防止泰國、

及日本入侵為由，在日本的推波助瀾下，說服國王在 8 月 8 日宣佈獨立，

自己繼續擔任傀儡王國的首相；日軍在 8 月 28 日投降，將武器交給佩差

拉，他隨即通電各省獨立的地位不變，只不過，對法國忠心耿耿的西薩旺•

馮堅持恢復保護國地位，在 10 月 10 日將他解職，佩差拉結合反法民族運

動者成立自由寮（Lao Issara, Free Laos）、誓言反對回復殖民地的地位，乾

 

（Phibunsongkhram, 包含暹粒省 Siem Reap、奧多棉吉省 Oddar Meanchey、及班達棉吉

省 Banteay Meanchey╱詩梳風省）、及那空-占巴塞省（Nakhon Champassak, 包含寮國的

占巴塞）（Wikipedia, 2023: Phra Tabong province; Phibunsongkhram province; 2022: Nakhon 

Champassak province）。戰後，法國與泰國於華盛頓簽訂條約（Franco-Thai Settlement Treaty, 

1946），放棄先前所攫取的領土（Stuart-Fox, 1997: 66; Leifer, 19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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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在 10 月 12 日逕自又宣布獨立、罷黜國王、公布臨時憲法、成立臨時議

會、建立自由寮臨時政府、自任元首26；雙方終究妥協，西薩旺•馮勉強接

受新憲、於 1946 年 4 月被加冕為寮王；法國在 1946 年 3 月 6 日與北越簽

訂臨時協定（modus vivendi）言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First Indochina 

War, 1946-54）的重心轉到寮國，法軍積極由南往北反攻，傘兵很快就班師

回朝「光復」萬象、及瑯勃拉邦，恢復「保護」，自由寮部隊打散為游擊隊，

時不我與，以佩差拉為首的民族主義份子逃往泰國建立流亡政府（1946-

49）；法國改弦更張，趕緊在 8 月 27 日簽訂暫行協定（Franco-Lao modus 

vivendi, 1946）、扶植寮王國（Kingdom of Laos, 1947-75），形式上賦予自治、

同意在次年初舉行制憲會議選舉，於 9 月公布新憲，由占巴塞的文翁親王

（Boun Oum, 1948-50）擔任首相（Kikuchi, 2017; Whitaker, et al., 1972: 33-

34; Stuart-Fox, 1997: 61-68; Evans, 2002: 82-85; Kittikhoun, 2009: 30-31; 

Mehta, 1973: 267; Rakow, 1992: 97-106; Dommen, 1971: 22-29; Ivarsson & 

Goscha, 2007: 65-72; Wikipedia, 2023: Kingdom of Luang Prabang (Japanese 

puppet state)）。 

 

來源：Xayxana Leukai（2019）。 

圖 7：蘇發努馮親王與胡志明（1953） 

自由寮流亡政府兄弟對於寮國前途看法不一，大哥佩差拉親王追求寮

國完全獨立、反對與法國有任何瓜葛、拒絕接受招安，而率領自由寮武裝部

隊的么弟蘇發努馮親王尋求與越盟合作、在 1949 年 5 月決裂而去，至於梭

發那親王則試圖透過法國來獲致獨立、尚且可以接受自治，結束曼谷的流

亡回國擔任總理（1951-54）；根據法寮雙方所簽訂的獨立協約（General 

Convention between France and Laos regarding the Independence of Lao, 

 
26 總理為披耶•坎冒（Phaya Khammao, 19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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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法國承認寮國是法蘭西聯盟27（French Union, 1946-58）下的「聯合

邦」（associated state），寮國獲得較多的外交權，譬如獲准申請加入聯合國，

泰國率先承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也跟進；由於越盟（Viet Minh, 

League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Vietnam, 越南獨立同盟會）在 1950 年發動攻

勢，法國把重心放在越南，急忙簽訂條約（Franco-Lao Treaty of Amity and 

Association, 1953），由培•薩納尼空（Phoui Sananikone, 1950-51）擔任首相，

寮國在 1954 年正式獲得獨立（Ivarsson & Goscha, 2007: 72-73; Whitaker, et 

al., 1972: 34; Stuart-Fox, 1997: 74-78; Rakow, 1992: 101-103; Mehta, 1973: 

268-70; Dommen, 1971: 22-23, 36-38; Pholsena, 2006; Wikipedia, 2023: 

Souvanna Phouma）。 

 

來源：St John（1998: 20）。 

圖 8：泰國併吞的土地（1941）  

 
27 法國原先的盤算是將法屬印度支那改頭換面為聯邦（Indochinese Federation），卻因為寮

國、及高棉的民族主義者擔心越南支配而作罷（Ivarsson & Goscha, 2007: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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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獨立後的內戰 

寮國獨立後滿目瘡痍、百廢待舉，不過，除了法國繼續提供經濟援助，

美國也透過法國間接挹注梭發那親王主政的寮國皇家政府（Royal Lao 

Government, RLG, 1947-75），一開頭國家發展看來樂觀，迫在眉睫的是來自

北越的威脅。蘇發努馮親王在 1948 年前往河內，加入越盟、以及印度支那

共產黨（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CP, 1930-45），於 1950 年成立寮共

門面組織自由寮陣線（Neo Lao Issara, Free Lao Front），誓言抗拒法國殖民

主義、及美國帝國主義，其武裝部隊巴特寮（Pathet Lao, Lao Nation, Land 

of the Lao）於 1953 年結合越盟攻入北寮，在胡康省所謂「解放區」（liberated 

zone）建立打對台的「抗爭政府」（resistance government），黨政軍三位一體

隱然成形28；對於寮國政府來說，巴特寮只不過是越南的傀儡，相對地，巴

特寮則認為越盟是志願前來的義師，然而，無法掩蓋的事實是，寮國戰場是

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一部份，寮國無法避免被捲入（Stuart-Fox, 1997: 82-

83; Evans, 2002: 94-104; Rakow, 1992: 103-106）。 

梭發那親王被國人尊崇為正派的人，他認為寮國與中國、及北越為鄰，

其他強權絕對不會任其自主、勢必尋覓聽話的代理人來介入，既然如此，他

相信如果要維持中立，必須把切斷這些扈從與恩主的恩寵關係、想辦法將

其拉回寮國的主流政治，特別是對北越有好感的蘇發努馮親王；然而，美國

並不是那麼喜歡蘇發努馮親王，以為任何不想跟美國一鼻出氣的都是共產

黨徒，也因此，左派也不敢公然主張跟北越、或是中國聯手，只能口頭說說

支持中立支應；右派卡代·薩索里特（Katay Don Sasorith, 1954-56）原本就

與蘇發努馮親王水火不容，後來投美國之所好，乾脆發動政變，拉下梭發那

 
28 巴特寮的正式名稱是寮國人民解放軍（Lao People’s Liberation Army），而寮國愛國陣線

（Neo Lao Hak Sat, NLHS, Lao Patriotic Front, LPF）則是對外運作的群眾式組織╱政黨，

至於真正的大腦是是寮國人民黨（Phak Pasason Lao, Lao People’s Party, 1955-72），也就

是寮國共產黨，後改名寮國人民革命黨（ Phak Pasason Pativat Lao,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LPRP, 1972-)（Stuart-Fox, 1997: 78-82; Kittikhoun, 2009: 45; Dommen, 

1971: chap. 5; Christie, 1979: 153; Zasloff, 1973; Wikipedia, 2023: Pathet Lao;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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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王、黃袍加身29（Evans, 2002: 106-107）。 

在 1954 年，法國於奠邊府戰役（Battle of Dien Bien Phu, 1954）重挫，

政府驚慌失措，在民意的壓力下被迫參加日內瓦會議 30（1954 Geneva 

Conference）；『日內瓦協定』（Geneva Agreements, 1954）除了在宣言（Final 

Declaration of the Geneva Conference on the Problem of Restoring Peace in 

Indo-China, 1954）確認寮國脫離法國獨立，根據其中的停火協定（Agreement 

on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in Laos, 1954），巴特寮與越盟所據的華潘

（Houaphanh）、及豐沙里（Phongsaly），留待寮國愛國陣線加入政府後再解

決；負責監督停火的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ntrol Commission, ICC）成

員因為共識決而一籌莫展；經過幾度談判，終於達成協議（Vientiane 

Agreements, 1957），將巴特寮文武納入梭發那親王重作馮婦的第一聯合政府

（1956-58），蘇發努馮親王放下武器投誠、交出兩個省，而流亡泰國 10 年

的佩差拉也終於獲允回國；兩省在 1958 年 5 月舉行國會議員補選，巴特寮

竟然獲得過半席次，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 1953-61）擔

心重演捷克的木馬屠城（1949）、憤而終止援助31，寮國財政陷入困境，團結

政府倉皇下台（Whitaker, et al., 1972: 35-36; Stuart-Fox, 1997: 84-104; Evans, 

2002: 109-11; Rakow, 1992: 106-10; Dommen, 1971: 51-57, 79-80, chap. 6; 

Ivarsson & Goscha, 2007: 76-78; Rust, 1985: 30; Wikipedia, 2023: 1954 Geneva 

Conference）。 

法國殖民末期的寮王國首相培•薩納尼空接任總理（1958-59），美國卵

翼的政黨保衛國家利益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National 

Interests, CDNI）掌控政府，軍事顧問的寵兒是右翼軍人富米•諾薩萬

（Phoumi Nosavan），表面高唱改革入雲，卻創下軍人干政惡例；培•薩納

 
29 在日軍佔領時期，卡代•薩索里特主張應該積極配合日本、才能遏止越南的入侵（Christie, 

1979: 149）。 
30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953-59）拒絕跟中國代表周恩來握手，因為當時

美國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Wikipedia, 2023: 1954 Geneva Conference）。 
31 美國在選前投入美金 140 萬元從事農村建設，代號「助推器射擊行動」（Operation Booster 

Shot, 1958），這是當年軍援的 4 倍，右派因為候選人太多的失利，美國大使格雷漢姆·帕

森斯（J. Graham Parsons, 1956-58）臉上無光（Wikipedia, 2023: Programs Evaluation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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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空政府刻意排除巴特寮，軟禁蘇發努馮親王，外放梭發那親王到巴黎擔

任大使；當時，北越正規軍入侵支援巴特寮，一籌莫展的培•薩納尼空政府

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出兵遏止，小組委員會實地訪查苦無證據，秘書長哈瑪

紹（Dag Hammarskjöld, 1953-61）在 1959 年 3 月造訪寮國，曉以大義必須

真的維持中立、才能獲得聯合國的幫忙，情勢稍有舒緩；蘇發努馮親王及政

府裡頭的寮國愛國陣線盟友被關了將近一年，終究在 1960 年 5 月摸黑北逃

加入巴特寮打游擊（Whitaker, et al., 1972: 36; Rust, 1985: 29-31; Stuart-Fox, 

1997: 105-109; Dommen, 1995: 43-45; 1971: 110-11, chap. 7; Evans, 2002: 112-

15; Rakow, 1992: 110-13, 117; Wikipedia, 2023: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National Interests; Phoumi Nosavan）。 

 

來源：UN Photo（1959/3/9）。 

圖 9：哈瑪紹會見培·薩納尼空（1959） 

在 1959 年 12 月 16 日，培•薩納尼空眼見興風作浪的富米不受節制，

毅然決然清除保衛國家利益委員會閣員，而不甘示弱的富米則在中央情報

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撐腰下於 25 日發動政變反制，慫

恿傘兵指揮官貢勒（Kong Le）帶兵佔領首都永珍；只不過，貢勒心儀中立、

不耐政爭，也對於美國介入軍方、及政治深具戒心，在 1960 年 8 月 10 日

反政變拉下富米，幾經波折，新王西薩旺•瓦達納（Sisavang Vatthana, 1959-

75）終於召回美國支持的梭發那親王主持中立政府（1960），由於富米恃寵

而驕拒絕入閣，梭發那轉而向蘇發努馮招手，引起美國人戒心；富米擁兵自

重盤據南部沙灣拿吉（Savannakhet），在泰國軍方、及中央情報局的協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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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60 年 12 月 16 日奪回永珍，建立軍事強人政府32；貢勒帶著他的中立

武裝部隊（Forces Armee Neutraliste, Neutralist Armed Forces）竄逃東北，在

1961 年 1 月攻下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又結合巴特寮、並接受北越及蘇

聯的援助，絕地反攻頗有斬獲；新上任的甘迺迪政府（John F. Kennedy, 1961-

63）表示不能坐視共黨接收政權，原先打算派兵前往增援，後來因為柏林危

機（Berlin Crisis of 1961）作罷，秘密展開水車作戰（Operation Millpond, 

1961），由沖繩派軍機、透過泰國援助寮國展開清剿（Whitaker, et al., 1972: 

36; Stuart-Fox, 1997: 109-19; Dommen, 1995: 43-46; 1971: chap. 8; Evans, 

2002: 115-22; Rakow, 1992: 118-23; Rust, 1985: x, 29-33; Hofmann 2009; 

Castle, 2015; Freeman, 2000: 294; Wikipedia, 2020: 1960 Laotian coup; 2023: 

Phoumi Nosavan; Battle of Vientiane; Operation Millpond）。 

日內瓦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ettlement of the Laotian 

Question, 1961）再度召開，14 國簽訂『關於寮國中立的宣言的議定書33』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the Neutrality of Laos, 1962），共同保證寮國的

中立、禁止外國軍事人員進駐，再度委由國際監督委員會視事，戰火稍停；

這時，寮國有三股政治勢力，右派的靈魂人物是來自南部占巴塞的文翁親

王、加上富米將軍，佔有湄公河低地，左派蘇發努馮親王獲得自由寮支持，

控制東部高地，而主張中立的梭發那親王背後有貢勒撐腰，勢力範圍位於

兩者之間；終究由中立派的梭發那親王出面組閣（1962-75），右派的富米將

軍、及左派的蘇發努馮親王擔任副相，重大決策採取共識決，特別是國防、

及外交政策，內閣席次分別是中立派 11、左派 4、右派 4，卻是貌合神離；

到了 1963 年初，貢勒的部隊與巴特寮衝突、被迫撤出石缸平原，中立派轉

而跟右派聯手抗衡，戰火又起、停火協議形同廢紙，第二聯合政府（1962-

64）病入膏肓，右派軍人卻又虎視眈眈（Whitaker, et al., 1972: 37; Stuart-Fox, 

1997: 118-34; Evans, 2002: 123-25; Rakow, 1992: 123-25; Dommen, 1971: 

 
32 先後掛名當總理的是昭•宋薩寧親王（Somsanith Vongkotrattana, 1960）、及文翁親王（1960-

62）。獲得西方國家承認，蘇聯、中國、及印度則繼續承認梭發那政府（Freeman, 2000: 

294）。 
33  包含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Neutrality of Laos, 1962）、及議定書（Protocol to the 

Declaration on the Neutrality of Lao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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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s. 10-12）。 

 
來源：TopFoto（2023）。 

說明：拍於康開（Khang Khay）。 

圖 10：梭發那（左一）與蘇發努馮（左二）（1962） 

梭發那親王、蘇發努馮親王、及富米將軍三人會商談和不成，右翼在

1964 年 4 月發動政變、逮捕梭發那，由於未能獲得國王西薩旺•瓦達納的

背書而作罷.；然而，左派的蘇發努馮親王也不願意接受梭發那政府，巴特

寮猛攻石缸平原、驅逐貢勒的部隊，並且堅拒國際監督委員會的訪視，寮國

皇家政府益加倚賴美國，美軍開始派機前往「偵察」，三方打打停停；右派

在 1965 年 1 月發動流產政變，影舞者富米將軍逃亡泰國；在 1965 年 7 月

的大選，共黨拒絕參選、也不准佔領區舉辦選舉；梭發那親王繼續執政，內

閣分配沿襲三方共治的公式，延聘蘇發努馮親王、及右翼代表為副手；在

1966 年 9 月，政府因為國會拒絕預算而垮台，於 1967 年 1 月進行改選，儘

管寮共仍然杯葛，梭發那親王依然獲得多數支持而連任；在 1973 年，寮國

財政窘困，加上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 1969-74）決心撤走中南半

島，寮國皇家政府不得不委曲求全接受『關於在寮國恢復和平和實現民族

和睦的協定』（Vientiane Treaty, 1973），結束內戰、三度成立聯合政府，終究

還是由梭發那親王擔綱；他自信國家需要自己，卻無奈當美國的傀儡，因為

人家可以隨時換人，因此只能偶而嚷嚷下台討價還價，直到美國於 1975 年

終止援助、寮人民民主共和國（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LPDR, 

1975-）成立為止（Whitaker, et al., 1972: 37-38; Stuart-Fox, 1997: 135-36, 156-

67; Evans, 2002: 127, 165-71）。梭發那忿忿不平（Evans, 2002: 122）： 

The Americans say that I am a Communist.  All this is heartbr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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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they think I am a Communist?  I am looking for a way to 

keep Laos non-Communist.  To be pro-West, on the other hand,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o be pro-Communist.  When we say we are 

anti- American, we are against the American policies of the moment.  

We are anti-American because these Americans don’t understand Laos, 

they have regard only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來源：Vang（2912）。 

說明：被宣判死刑的是培•薩納尼空（流亡法國）、文翁親王、王寶將軍（Vang Pao, 流亡

美國）、高柏席將軍（Koupasith Abhay, 流亡法國）、歐東•薩納尼空將軍（Oudone Sananikone, 

流亡美國）、Thonglith Chokbengboun 將軍（流亡法國）。 

圖 11：被新政府宣判死刑者（1962） 

陸、捲入美國的越戰 

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 1933-45）原本高唱反殖民34，一些

美國軍人也信誓旦旦支持寮國獨立，然而，美國戰後因為憂心歐洲的安危、

及蘇聯的擴張，便聽任法國恢復在亞洲的殖民統治；韓戰（Korean War, 1950-

53）爆發前，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 1945-53）才調整事不關己的態

度，宣布對法國提供經濟、軍事援助，武器、及顧問開始湧入南越（Rakow, 

 
34 在 1941 年 7 月，羅斯福建議日本將中南半島中立化，不成（Dommen, 1971: 18）；在美

國加入二次大戰前，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950-45, 1951-55）所

簽訂的『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 1941）揭櫫： 

Third, they respect the right of all peoples to choose the form of government under which they 

will live; and they wish to see sovereign rights and self government restored to those who have 

been forcibly deprived of them; 

因此，當法國在 1949 年底向中南半島的殖民地讓步，美國認為這是唯一可以遏止共黨擴張

的途徑；只不過，究竟法蘭西聯盟下的聯合邦是什麼地位，法蘭西第四共和國（French 

Fourth Republic, 1946-58）政權更替頻仍，自己也沒有什麼定論（Dommen, 1971: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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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99; Rust, xiii）。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953-

59）對於『日內瓦協定』（1954）相當不滿意，認為未能確保非共的政府、

及防止共產主義的擴散，因此未簽字、而是「注意到」（take note）；艾森豪

政府認為中立的想法過於天真，促成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 1954-77），寮國因為是中立國不能加入，卻列為共黨

侵犯而可能危及簽署國（泰國）的「條約協定國家」（protocol state）落入保

護傘35；『日內瓦協定』規定他國不得在寮國設置軍事基地、不准締結軍事

同盟，卻允許法國留下一個小型的顧問團來協助軍隊培訓，美國認為法國

辦事不牢、緩不濟急，便在 1955 年底於永珍開辦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專

案評估辦公室」（Programs Evaluation Office, PEO），軍援快速成長；國務院

擔心被扣上違反『日內瓦協定』的大帽子，辦公室人員都是從國防部借調過

來、不掛軍階的「技術人員」；美國在 1958 年跟法國私相授受，擴充美軍顧

問團的編制（Stuart-Fox, 1997: 89-90; Dommen, 1995: 37, 42; 1971: 60-68, 97-

109, 195-99; Rust, 1985: 29; Wikipedia, 2023: Programs Evaluation Office）。 

 

來源：White（1953）。 

圖 12：東南亞公約組織的保護傘 

癥結在於越南戰爭（Vietnam War, 1955-75）的擴大，北越在 1958 年底

 
35 根據『東南亞公約組織條約協定』（Protocol1 to the 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 

1954），高棉、寮國、及南越適用『東南亞公約組織條約』（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 1954）第 4 條（防衛）、及第 3 條（經濟）援助，或依據法蘭西聯盟的聯合邦資

格（Fall, 195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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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佔領邊界車幫（Xépôn）的幾個小村落，寮國政府抗議無效，右派民

族主義者寄望美國能提供更多的奧援；艾森豪政府憂心的是，寮國著手將

兩營（1,500 人）巴特寮部隊納入政府軍（Royal Lao Army, RLA），並未過

濾共黨成員、或進行整編，華府因此訓令大使館跟寮國政府明言，如此便宜

行事恐怕無法獲得國會的撥款；由於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1959-69）

入主，法國與美國競相影響寮國，到了 1950 年代末期，美國每年 4,000 萬

美金外援有 80%流向寮國，包括寮國政府的所有軍事預算（軍餉、及當地

的軍事採購）；為了掩人耳目，美國的軍援以經援的方式挹注，軍事顧問放

在經濟顧問團裡頭，寮國軍人體會到以反共討好美國人就有甜頭，貪汙腐

化屢見不鮮，他們的權力水漲船高，以保衛國家利益掩飾奪權的野心；巴特

寮眼見整併有所延宕、判斷其中必有緣故，便在 1959 年 7 月趁著雨季開

溜，培•薩納尼空政府大肆逮捕蘇發努馮親王及國會寮國愛國陣線成員，北

越肆無忌憚在邊界開打（Dommen, 1995: 42-44; Rakow, 1992: 110-12, 124; 

Stuart-Fox, 1997: 90-93; Christie, 1979: 151）。 

總理富米在 1960 年 8 月的政變後逃往泰國，秘密會見美國大使館官

員、及美軍顧問團團長，開口要求美國及泰國幫忙反攻，特別是提供空運、

燃料、軍餉、及廣播電台；美國軍方擔憂寮國政府軍分裂、立意扶植反共勢

力，這些要求立即獲得首肯，專案評估辦公室跳過永珍政府直接與富米聯

繫、還幫他在泰國訓練軍隊，中央情報局則透過外圍民航空運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 1946-68）運補；當時，泰國軍事強人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 1959-63）是伊森人、富米的表弟，悍然對永珍進行非正式的禁運，

寮國經濟雪上加霜；臨危授命的梭發那親王政府被迫轉而向蘇聯求援，獲

得緊急空運燃料，美國毫不客氣於 1960 年 11 月底切斷援助，公然支持富

米攻下永珍；飽受壓力的國王西薩旺•瓦達納昭告天下，「寮國蒼生塗炭，

除了要歸咎內部的不團結，還要怪外國的干預，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的利

益及和平，只關心自己的利益」（Dommen, 1995: 4-47; 1971: 172-75; Evans, 

2002: 118-22）。 

其實，美國內部對於 1959-60 年的政變的看法不一，派駐當地的中央情

報局站長在寮國軍方有自己的人，大使赫拉斯•H•史密斯（Horace H.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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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60）不以為然，而新任大使溫思羅普•布朗（Winthrop G. Brown, 1960-

62）則同情貢勒、屬意梭發那親王，國防部與中央情報局卻支持富米將軍；

美國在 1960 年 10 月中止金援，派遣回任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1959-61）的前大使雷漢

姆•帕森斯前往永珍，堅持寮國皇家政府必須斷絕跟巴特寮的談判，梭發那

不敢苟同，大使布朗出面妥協，只要政府同意美國繼續軍援富米，美國保證

這些武器只會用來對付寮共，那麼就可以恢復經援，沒有標記的飛機開始

運送軍事物資載到沙灣拿吉；梭發那親王經由金邊飛往叛軍地區，和解努

力卻是徒勞無功，被迫下台的他痛批帕森斯的無知、邪惡、及不道德（Evans, 

2002: 117-19）： 

He understood nothing about Asia and nothing about Laos.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is the most nefarious and reprehensible of 

men.  He is the ignominious architect of disastrou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Laos.  He and others like him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shedding of Laos blood. 

接任總統的甘迺迪把重心擺在南越、立場丕變，希望在直接派兵介入

與協商和解之間有妥協，轉而全力支持寮國中立36，他與蘇聯頭子赫魯雪

夫（Nikita Khrushchev, 1953-64）在維也納高峰會議（Vienna Summit, 1961）

促膝長談，14 國在日內瓦會議共同確立寮國的中立37，儘管美國撤出 700

 
36 推手是國務院遠東事務國務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 1961-63），他獨排眾議讓當

局接受梭發那回鍋組閣；富米沒有料到美國竟然琵琶別抱，倒也無意加入聯合內閣，畢

竟，他有自知之明，要不是美國軍方的支持，個人的威望不足、軍事表現乏善可陳，不

足以取天下；當時，華府討論要如何讓他妥協，譬如用錢收買、或斷絕軍援，甘迺迪總

統甚至於考慮乾脆撤出特種部隊，但是又怕他鋌而走險，因此決定讓蘇聯支援巴特寮，

讓他有繼續存在的價值而加以馴服；最後，哈里曼採取折衷之道，先斷他的軍餉、再知

會泰國共同施壓（Freeman, 2000: 342-46）。 
37 其實，美國與北越都不願意放棄寮國的戰略價值，競相提供軍火給其附庸，缺乏奧援的

中立派政府左右為難；對於美國來說，為了贏得越戰，支持寮國中立化的目的是遏止北

越使用胡志明小徑（Ho Chi Minh Trail）來滲透南越，相對地，北越則希望寮國政府能像

高棉一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好，而巴特寮也不願意讓人知道北越在背後撐腰，大

家都不想張揚；雙方競逐交鋒要津是石缸平原，特別是北越憂心美國掌控後可能對本土

構成威脅，因此，一方面驅離貢勒的中立派部隊，另一方面則是對付 CIA 訓練盤據環山

的苗族（Hmong people 蒙族）游擊隊（Facts and Details, 2019: Evans, 2002: 1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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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軍事顧問，北越卻只召回 40 名平民顧問，中立政府搖搖欲墜38；詹森總

統（Lyndon B. Johnson, 1963-69）接任，戰事高昇，美國益加支配皇家政

府，大使被調侃為「第二總理」；北越與美國在 1965 年競相增兵，寮國雖

非主要戰場，不免波及，一條游擊戰線沿胡志明小徑，另一條則是共軍與

政府軍的正規戰、各自依據本身的優勢交替在乾季、雨季發動攻勢；共軍

佔領戰略要津石缸平原，進而擴展南、中、及東北部（Wehrle, 1998; 

Mahajani, 1971; Freeman, 2000: 295-304, 352-55; Shaplen, 1970: 480-82; 

Evans, 2002: 122, 147; Rakow, 1992: 123-25; Stuart-Fox, 1997: 119-26; 

Dommen, 1971: 175-77, 188-95; Gabriel, 2002: 4-9）。 

 

來源：Wikimedia（2023: File:John Kennedy, Nikita Khrushchev 1961.jpg）。 

圖 13：甘迺迪與赫魯雪夫的維也納高峰會議（1961） 

梭發那親王政府無計可施，為了繼續獲得美國的經援、軍援，終於同意

由泰國空軍基地、南越峴港、越南外海的航空母艦、及關島的美軍 B-52 轟

炸機「偵察」胡志明小徑，每天 200-300 架次地毯式轟炸39，石缸平原淪為

自由炸射地區，尼克森總統上台不到半年，甚至於允許飛越寮國領空轟炸

北越；儘管各方都知道在寮國的「秘密戰爭」（Secret War, 1964-73）是現在

進行式，特別是由中央情報局出錢的美國航空（Air America, 1946-76）、及

大陸航空（Continental Airlines, 1934-2012）欲蓋彌彰，國際媒體在東南亞的

特派員多少有耳聞，只不過，各方都不想揭穿國王的新衣，直到寮國戰事在

 
38 梭發那親王在 1962 年 6 月造訪華府，被告知美國會在鄰國（南越、泰國）維持強大的軍

事部署，來確保寮國的和平（Rakow, 1992: 124; Kittikhoun, 2009: 47-48）。 
39 包括在東北部的滾筒行動（Operation Barrel Roll, 1964-73）、及南部的鐵虎行動（Operation 

Steel Tiger, 1965-68）（Wikipedia, 2023: Operation Barrel Roll; Operation Steel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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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惡化引起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Symington Subcommittee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關注，紙包不住火，總算才為世人所知

（Shaplen, 1970: 482-85; Evans, 2002: 147-49; Rakow, 1992: 126-27; Stuart-

Fox, 1997: 136-45; Dommen, 1971: chap. 13; Ahern, 2006; Celeski, 2019; 

Anthony & Sexton, 1993）。 

 

 

來源：Mullin（2019）。 

圖 14：美軍秘密轟炸寮國  

美國在 1973 年初與北越簽訂『巴黎和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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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保證寮國與高棉的中立（第 20 條）： 

（甲）參加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會議的各方必須徹底尊重一

九五四年關於柬埔寨問題的日內瓦協議和一九六二年關於老撾問

題的日內瓦決議所承認的柬埔寨和老撾人民的基本民族權利，即

這些國家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各方必須尊重柬埔寨和

老撾的中立。 

參加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會議的各方保證不利用柬埔寨的領

土和老撾的領土去侵犯彼此和其他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乙）各外國停止在柬埔寨和老撾的一切軍事活動，從這兩個

國家全部撤出、並不再重新運進軍隊、軍事顧問、軍事人員、武器、

彈藥和作戰物資。 

（丙）柬埔寨和老撾的內政應由這些國家的人民在沒有外來

干涉的情況下自行解決。 

（丁）印度支那各國之間的問題將由印度支那各方在互相尊

重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加以解決。 

會後，副總統安格紐（Spiro Agnew, 1969-73）、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1973-77）、及前駐寮大使蘇利文（William H. Sullivan, 1964-69）

隨即造訪永珍，軟硬兼施寮國皇家政府與巴特寮簽訂『寮國議定書』

（Vientiane Treaty, 1973）停火；然而，季辛吉隨後訪問北越，這時才知道自

己上了黎德壽（Lê Đức Thọ）的當，因為北越根本只是緩兵之計、無意撤軍；

其實，早先尼克森在 1972 年訪問中國，寮國原本還寄望北京能幫忙跟北越

講些好話，後來才發現中國其實是使不上力、臉上無光；話說回來，美軍撤

手的好處是寮國軍方不再為所欲為，流亡泰國的空軍發動政變失敗、領導

者被處決（Evans, 2002: 167-68; Stuart-Fox, 1997: 150-56）。 

Halpern 與 Halpern（1964: 178-81）歸納美國在『日內瓦協定』（1954）

以來的寮國政策，基本上是在東南亞公約組織捍衛下的緩衝地、絕非反共

的堡壘，因此，除了經濟援助，軍事援助師法二次大戰的租借法案（Lend-

Lease），在意識形態上既反殖民、又反共，政策規劃流於機械性，執行上便

宜行事、又充滿殖民主義心態；換句話說，國務院瞧不起衰敗的法國、外交

政策不願意請益前車之鑒，相信幫忙建軍就可以對抗共黨，援助規劃行禮

如儀，造成寮國菁英在思想及行動上的倚賴，把國家淪為美國的附庸，甚至

於操弄美國人對於共產主義的懼怕藉機自肥；簡而言之，雙方都是自欺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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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Christie（1979）嘆息，寮國菁英習於仰人鼻息、任人擺佈，終究出賣

獨立自主交換保護，左中右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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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條約、協定、憲章 

Franco-Siamese Treaty, 1867 

Treaty of Huế, 1883 

Treaty of Huế, 1884 

Franco-Siamese Treaty, 1893 

(http://images.library.wisc.edu/FRUS/EFacs2/1893-

94v01/reference/frus.frus189394v01.i0026.pdf) (2024/1/1) 

Franco-Siamese Treaty, 1904 

(http://images.library.wisc.edu/FRUS/EFacs/1905/reference/frus.frus1905.i

0038.pdf) (2024/1/1) 

Franco-Siamese Treaty, 1907 

Atlantic Charter, 1941 

Tokyo Peace Convention, 1941 

Franco-Lao modus vivendi, 1946 

Franco-Thai Settlement Treaty of 1946 

General Convention between France and Laos regarding the Independence of 

Lao, 1949 (https://lawcat.berkeley.edu/record/363048) (2023/12/6) 

Franco-Lao Treaty of Amity and Association, 1953 

Geneva Agreements, 1954 

(https://peacemaker.un.org/sites/peacemaker.un.org/files/KH-LA-

VN_540720_GenevaAgreements.pdf) (2023/12/14) 

Final Declaration of the Geneva Conference on the Problem of Restoring Peace 

in Indo-China, 1954 

(https://peacemaker.un.org/sites/peacemaker.un.org/files/KH-LA-

VN_540720_GenevaAgreements.pdf) (2023/12/14) 

Agreement on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in Laos, 1954 

(https://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inch004.asp) (2023/12/14) 

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 1954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09/volume-209-i-

2819-english.pdf) (2023/12/27) 

Protocol1 to the 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 1954 

(https://www.vassar.edu/vietnam/documents/doc4.html) (2023/12/27) 

Vientiane Agreements, 1957 

French Union Treaty, 1957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the Neutrality of Laos, 1962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456/volume-456-i-

6564-english.pdf) (2023/12/19) 

Paris Peace Accords, 1973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关于在越南结束

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第七章_关于柬埔寨和老挝) (2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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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tiane Treaty, 1973 

(https://peacemaker.un.org/sites/peacemaker.un.org/files/LA_730221_Vient

iane%20ceasefire%20agreement.pdf) (202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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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shall start with a brief review of Laos’ early history.  Next, we shall 

manage to understand how Siam dominated the land and how Vietnam wrested 

control of its neighbor.  Further, we shall look into how France colonized this 

landlocked country.  We then examine how Japan was instrumental in 

settling Thai land disputes with Laos during World War II.  Moreover, we 

will scrutinize the Laotian civil war after independence.  Finally, we will 

conclude with an explotation of its involvent in the Vietnam War.  

Keywords: Siamese dominance, Vietamese control, French col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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