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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特朗普政府退出了 1987 年

由列根和戈爾巴喬夫簽訂的限制中程導彈

協議，今年八月重新試射中程導彈，此舉

刺激了中俄的神經，再加上其他因素，現

在末日時鐘只剩下兩分鐘就走到象徵世界

末日的午夜，這意味著今天的世界比冷戰

高峰時期更接近核子災難，上一次世界末

日時鐘接近午夜的時刻，是 1950 年代初

期美國和蘇聯各自測試第一枚氫彈。 

冷戰時期美國軍方在南達科他州興建

了核子飛彈基地，因為由那裏發射的飛彈可以繞過北極，迅速地射到蘇聯，美軍並且建造

了許多個可以抵禦核彈攻擊的地下堡壘。冷戰結束之

後，大部分地堡都變成空置，最近發展商開發了 575 個

地堡，民眾花幾萬美元便可以買得一個地堡，來作為

緊急事故下的避難所。 

不過，很少人知道，除了美國外，在冷戰期間加拿

大亦有很多同樣的地下堡壘，其中一個比較大型的地

堡設於首府渥太華附近，名為 Diefenbunker，現在它已

經變成了一個歷史博物館。上個月筆者和家人瀏覽了

這個地堡，我有點驚訝，因為這地堡的規模比我想像

中大許多，它總共有四層，裏面有飯堂、醫院、臥

室、辦公室、會議室、電腦、通訊設備……等等，它

的空調系統可以過濾外部的空氣，從而隔除放射性物

質，此外，其電力由內部的柴油發電機提供，裏面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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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了很多食物，這設計可以令 535 人在無需任何外界輔助的情況下生活三十天，不過，

三十天之後他們便要自求多福。 

在冷戰期間有一個「不結盟運

動」，有些國家並沒有參加美國或

者蘇聯任何一邊的陣營。可能有些

讀者會問：「為什麼加拿大政府要

大費周章去興建末日避難所呢？為

什麼加拿大沒有選擇和美國保持距

離而置身事外呢？」我姑且套用古

龍武俠小說的兩句說話：「人在江

湖，身不由己。」1945 年八月二

戰結束，同年九月一名在蘇聯駐加

拿大領事館負責密碼的職員投奔加拿大，他盜取了大約 160 份蘇聯的秘密文件，證明了蘇

聯在加拿大進行顛覆和間諜活動，這醜聞震驚了加拿大朝野，在二戰期間蘇聯是反法西斯

同盟的一員，原來這所謂「盟友」是這般狼子野心！1948 年蘇聯控制了捷克，並且封鎖

了柏林，這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於是乎，1949 年美國、加拿大和多個西歐國家

成立了抗衡蘇聯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57 年加拿大政府在渥太華興建了地下堡壘。 

不過，隨後加拿大在跟美國合作與跟美國保持距離兩者之間掙扎、徘徊，很少人知

道，從 1960 年代初到 1984 年，加拿大軍隊擁有由美國提供的核子武器。1963 年加拿大應

否裝置美國核武成為了大選的議題，屬於進步保守黨的總理迪芬貝克（John Diefenbaker）

認為加拿大應該只裝置飛彈，但對於飛彈應否攜帶核子彈頭卻有所保留，可是，沒有核彈

頭的飛彈有如無牙老虎，在核戰中根本沒有反擊能力，在和平時期亦不會有阻嚇作用，自

由黨領袖皮爾遜（Lester Pearson）則明確地反對加拿大配備核武。贊成擁有核武的陣營認

為：沒有和蘇聯對等的武力，加拿大只會任人魚肉；反對者則認為：擁有核武是引火自

焚，一旦戰爭爆發，蘇聯便會作出繳械式的進攻，在地理上加拿大比美國南達科他州更接

近蘇聯，由加拿大發射的核彈會更快繞過北極而射到蘇聯，所以蘇聯一定會首先攻擊加拿

大。這個爭論的性質有點類似現今美國教師應否配備槍械，贊成者認為：教師有槍便可以

保護學生，但反對者卻認為：槍手在行兇時會首先射殺配備槍械的教師。 

那一次大選的結果是皮爾遜勝出，但出人意表的是，在贏得競選之後，皮爾遜卻同意

加拿大裝備核子彈頭。不過，1984 年加拿大終於完全放棄裝備美國的核武，請注意，那

是 1984 年，當時冷戰不但仍未結束，而且進入了另一個高峰，1983 年三月美國總統朗奴



列根指控蘇聯是「邪惡帝國」，同年九月蘇聯飛彈擊落了一架南韓民航機，東西方關係空

前緊張。一年之後，加拿大終於選擇了避免「引火自焚」而解除核武。 

和平，並不是一廂情願就會得到的，置身事外是否真的可以避免「引火自焚」呢？其

實，加拿大退出了核子安全傘只是局部地解了自己的問題，結果抗衡蘇聯的責任全部落在

美國的肩頭上，蘇聯飛彈可能不會射入渥太華，但會射到南達科他州。這情況有點好像只

要自己有幸進入了地下堡壘，便無須理會在地面上其他人的生死，說穿了，這無非是一種

苟且偷生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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