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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关系的历史发展与欧洲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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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法两国间从中世纪开始的频繁战争 ,给两国乃至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因此 ,从近代以来 ,人们开始探索通过欧洲联合的途径化解法德之间的仇怨。 20世纪 50年代

上半期 ,德法两国终于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下走向和解。德法和解是推动欧洲联合的主要因

素。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发展则是德法两国取得和解的惟一可选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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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和法国是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然而 ,自中世纪以来 ,这两个国家就像命

中注定的冤家 ,在欧洲演绎着相互仇杀的历史 ,并不断地将周边国家卷入战火之中。频繁的战争不仅使

德法两国人民长期承受着家破人亡的苦难 ,而且也使欧洲经常处于动荡之中 ,欧洲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

影响。 于是 ,实现德法两国的和解 ,实现欧洲和平和合作就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目标。

一

公元 843年 ,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签订凡尔登条约 ,将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 其中 ,由勃艮第、普罗

旺斯和意大利等部分构成的中部王国由于自北而南民族成份复杂 ,无法形成牢固的国家基础 ,不久便分

裂瓦解 ,倒是只有罗曼语族构成的西法兰克王国和由日耳曼民族构成的东法兰克王国成了日后法兰西

民族国家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 此后 ,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为争夺疆土和称霸欧洲大陆 ,不断

进行战争。法德关系在很长时间内成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核心焦点。

公元 911年 ,加洛林王朝在东法兰克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路德维希死后无嗣 ,各部落公爵推举法兰

克公爵康拉德为国王 ,开始了德意志国家的历史① [1 ]
( P. 38) [2 ] ( P. 16) [3 ] (第 69页 ) ,从此也开始了德法两个

国家之间的不断纷争。 仅在年轻的德意志国家出现后的头 15年 ,前两任国王康拉德和萨克森的亨利一

世就与西法兰克王国为争夺洛林和阿尔萨斯展开了数次战争。

公元 936年 ,奥托一世继位 ,德国国势强盛 ,他不仅大举向外扩张 ,而且于公元 962年加冕成为“罗

马人的皇帝” ,俨然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然而 ,王权选举制和封建领主的巨大独立性等使德国从一

开始就孕育着对建立强大中央政权不利的因素。 1356年 ,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在选侯们的压力下颁

布“黄金诏书” ,正式确认选帝侯们选举皇帝的权利 ,并承认诸侯在自己领地内的绝对君主权力。从此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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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诸侯们不断与皇帝分庭抗礼 ,以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这就给周边国家干涉德国事务提供了可乘之

机。西邻法国从地缘政治出发 ,将保持德国的分裂软弱状态和促使其衰微当做自己的目标 [4 ]
(第 100页 ) ,

不断染指德国事务。而奥托一世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也使得德意志民族在潜意识中埋下了罗马帝国

统治世界的思想 ,在日后带着称霸世界的野心不断向外扩张。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德国与包括法国

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德法两国的冲突从中世纪以来一直不断 ,而且愈演愈烈 ,战

火燃及欧洲其他国家。

1519年 ,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登上德国皇位。 他决心通过打击新教诸侯分裂势力来加强中央

集权。 法国方面立即作出反应 ,它不顾自己是天主教国家 ,支持德国新教诸侯与天主教皇帝查理五世对

抗。结果 ,法王弗兰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在 1521- 1544年间进行了四次战争 ,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纷纷

卷入。 尽管战争以法国的失败告终 ,但这些战争使得查理五世无法集中精力于国内 ,从而使德国境内的

诸侯们有充分的时间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 1552年 ,法王亨利二世又趁查理五世与诸侯们斗争时侵入

洛林并占领麦茨、图尔和凡尔登等城市。此后 ,削弱德国 ,并不失时机地割占它的领土一直是法国的“基

本路线” [5 ]
(第 326页 )。 德国则因其分裂割据的局面在与法国的斗争中长期处于不利的境地。

1618- 1648年 30年战争期间 ,法国再次成了支持德国分裂势力与皇权对抗的外国势力总后台。它

不但怂恿丹麦、瑞典出兵反对德国皇权 ,而且通过自己在关键时刻参加战争而决定性地击败了哈布斯堡

王朝。结果 ,在 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中 ,法国成了最大的受惠者。它从德国得到了阿尔萨

斯大部 , 1552年占领的麦茨、图尔、凡尔登和洛林地区也得到确认。 削弱德国的目的也得到实现:荷兰、

瑞士正式从德国独立出来 ;瑞典得到了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地区 ;德国诸侯们完全独立 ,享有

内政、外交上的完全主权 ;法国和瑞典等有权参加德意志的帝国议会。所有这些 ,不仅使德国的边界缩

小 ,而且大大削弱了德国的皇权和国家力量。

进入 18世纪后 ,德意志出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强相争的格局。法国转而利用普奥之间的矛盾 ,不

断帮助较弱的一方打击较强的一方 ,结果使普奥之间的每一次战争几乎都发展为欧洲多国间的国际性

战争。 1740- 1748年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中 ,法国就站在普鲁士一边打击力量较强的奥地利哈布斯堡

家族 ,把它当做“最后解决哈布斯堡王朝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6 ]
(第 236页 ) ,结果使奥地利失去了西里西

亚和在意大利的部分属地。 此后 ,由于普鲁士的迅速壮大 ,法国又转而支持奥地利 ,并在 1756- 1763年

的“七年战争”期间站在奥地利一边打击普鲁士。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 ,法德冲突依然不断。 法国大革命初期 ,奥地利和普鲁士充当国际封

建势力镇压法国革命的急先锋 ,要帮助法王路易十六恢复政权 ,并派兵侵入法国。此后 ,在英国组织的七

次反法联盟中 ,都有德意志邦国参加。其中 ,普鲁士参加了第一、四、六、七次反法联盟 ,奥地利参加了第

一、二、三、五、六、七次反法联盟。拿破仑战争时期 ,法军不仅屡败德意志的普奥两大邦国 ,而且迫使奥皇

弗兰茨二世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 ,最终给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划上了句号。

法军的胜利一方面展示出统一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巨大能量 ,另一方面也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意

识 ,促使他们向法国学习 ,锐意改革德意志的政治结构
[7 ]

( P. 31) ,为建立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而努力。

1848年革命后 ,通过改革逐渐强大起来的普鲁士担当起了统一德国的历史重任。然而 ,这时的法国再次

成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绊脚石。 1866年 ,普鲁士击败奥地利 ,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为防止普

鲁士进一步统一南德四邦 ,进而统一德国 ,法国立即出面阻止。拿破仑三世宣称 ,“德意志应划为三块 ,永

远不得统一” [8 ]
(第 91页 )。 1870年 ,双方再次兵戎相见。结果 ,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正义事业并

没有因此而受到阻碍 ,战争中惨败的法国却被迫割让阿尔萨斯 -洛林地区 ,并赔款 50亿法郎。普王威廉

一世还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凡尔赛镜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

1870年战争并没有结束德法间的恩怨。在一些德国人看来 ,割取阿尔萨斯 -洛林只是将被法国人

抢走的东西重新夺了回来 ,是无可厚非的。然而 ,阿尔萨斯 -洛林虽然是法国抢占的德国土地 ,但数个世

纪的岁月已经使那里的居民法兰西化了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已“觉得自己是法国人” [ 4]
(第 714页 )。于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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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回阿尔萨斯 -洛林就成了法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 ,阿尔萨斯 -洛林问题也因此埋下了未来法德纷

争的种子 ,成了两国关系中“溃烂的炎症” [9 ]
( P. 78)。当时 ,恩格斯就曾预言: “兼并的结果 ,法兰克福和约

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 ,“法国将力图而且必然重新得到”阿尔萨斯 -洛林 [10 ]
(第 437页 ) [11 ] (第

510页 )。从德国方面看 ,统一后的德国成了欧洲大陆的霸主。与往日强大的法国曾不断地欺压分裂软弱

的德国一样 ,德意志帝国也依仗自己的军事优势不断向法国发出战争威胁。 两国间因此战争危机不断 ,

并形成了以各自为核心的军事集团。 双方不断为下一次战争扩军备战。

1914年 ,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分别作为两大军事集

团核心成员的德国和法国成了这场战争主要承担者。战争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1918年 11月 11日 ,

当德国代表在巴黎东北贡比涅森林联军司令福煦的列车上投降时 ,法国终于获得了洗雪 1870年之耻的

机会。在签订和约的过程中 ,被称为“老虎”的法国总理克雷蒙梭向德国代表团递交了事先拟就的条约文

本 ,并傲慢地宣布: “清算的时刻到了 ,……我们一定会一致决心采取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得到一切

我们理应得到的满足。”结果 ,根据 1919年苛刻的凡尔赛和约 ,德国不仅丧失了一切海外属地和帝国 1 /8

的领土 ,还要赔偿大批的货物和现金。这就使德国人和 1870年时的法国人一样 ,在内心种下了复仇的种

子 ,从而为日后德法之间的再一次仇杀埋下了伏笔。

1939年 ,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 6月 ,德军横扫法国北部 ,迫使法国贝当政府投降。

这时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惊人相似的一幕又一次出现在贡比涅森林的列车上。希特勒特意安排在

这里接受法国的投降签字 ,以为报复。法兰西和德意志两个民族就这样冤冤相报 ,无休止地相互厮杀着。

二

法德两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不仅使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而且使整个西欧因兵燹而

元气大伤 ,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 ,更使作为主战场的西欧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其国际地位受到严重削弱。

频繁的战争必然引起人们对和平和安宁的向往。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理性地处理包括德法两

国在内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即用战争以外的途径来解决欧洲各国间的分歧 ,使各民族和睦

相处 ,使欧洲出现一种和谐的局面。 于是 ,从近代以来 ,欧洲出现了一些鼓吹通过欧洲联合来化解分歧 ,

求得和平的观点和理论。在这方面也以战争受害最深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最积极。

有关欧洲联合的想法可以追溯到 18世纪。 法国的圣 -皮埃尔被称为欧洲联合的精神“鼻祖” [12 ]
(第

45页 )。他在所著《永恒和平方案》中首先提出了永恒和平和欧洲邦联政府等相互联系的思想 ,即通过建

立各国参加的欧洲“邦联政府”来实现欧洲各民族间的“永恒和普遍的和平”。 1795年 ,德国著名哲学家

康德在《永恒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世界联邦实现永恒和平的设想。

此后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必

然要求“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 ,以便“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 [13 ]
(第 207页 )。因此 ,

进入 19世纪后 ,欧洲联合的想法进一步发展成为“欧洲统一”的观念。在 19世纪 40年代 ,法国就涌现出

了一批欧洲联邦主义者。著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即是其中的代表。他提出了欧洲应由大小

不一的“联邦”组成 ,然后联邦与联邦之间再结成更大的“欧洲联邦”的构想 ,认为这样就可以结束欧洲战

争。他甚至作出了欧洲联邦开始于 20世纪的预言 [ 12]
(第 126页 )。此外 ,这一时期的法国人还提出了“欧洲

合众国”、“欧洲联盟”等主张和思想。 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则提出了建立“欧洲共和国联邦”的想法。

实现欧洲联合 ,根本的目的在于实现欧洲的和平 ,使欧洲各国能在和平的环境中稳定发展。因此 ,人

们不仅在理论上探讨欧洲的联合问题 ,而且将其付诸实际行动。布鲁塞尔、巴黎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

地曾多次举行和平大会 ,要求欧洲国家为和平联合起来。 1891年的罗马国际和平大会决议中明确提出

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问题。 20世纪初 ,随着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战争的迫近 ,要求建立

欧洲合作以避免战争的呼声更是日益高涨。英籍德国实业家马科斯·瓦希特提出了建立以英德两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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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欧洲体系的设想 ,并发起召开了 1909年的罗马“欧洲联邦”大会。 1914年 ,他又在伦敦建立了“欧

洲统一联盟” ,旨在通过经济合作使欧洲各国求同存异 ,以共同利益为“欧洲联邦”奠定基础 [12 ]
(第 186

页 )。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所走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欧洲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必须通过欧洲联合消除战争恶

魔。一位挪威生物学家指出: “在所有欧洲国家在欧洲合众共和国旗帜下联合起来以前 ,欧洲的持久和平

是不可能的。”
[12 ]

(第 189- 190页 )战争中受害最深的德法两国人民更感到通过联合化解相互间仇杀的必

要性。一位德国记者曾写道: “战争损伤了欧洲大陆的经济 ,使欧洲各民族 ,不管是胜者还是负者 ,都处于

受两个强大的盎格鲁 -撒克逊世界大国的奴役的危险处境……只要欧洲还分成碎块和充满仇恨 ,只要

它的经济还躺在废墟上 ,只要贸易的通道继续被堵塞着 ,欧洲各民族就缺少健康生存的手段。”德国著名

作家海因利希·曼等人也主张通过德法合作达到欧洲的团结。一位曾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青

年文学家则在其政治论著中指出 ,法国无论人口、物产 ,都不能与德国相比。 欧洲作为欧亚大陆上政治、

经济支离破碎的一个小半岛 ,与俄美等国相比 ,只有结成联邦才有前途 [12 ]
(第 191- 195页 )。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联邦的思想除了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之中继续流行外 ,

已经开始为一些政治家 ,特别是法德两国的重要政治家们所接受。 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 ,战争无法在两

国间缔造真正的和平 ,只有相互合作和信任才能使两国人民永远享受和平的阳光。

曾经多次出任法国总理和外长的阿里斯蒂德· 白里安就是法德合作和“欧洲联邦”计划的最热心鼓

吹者之一 [14 ]
( P. 2)。这位法国政治家建立欧洲联邦的努力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 ,实现法德和解是欧洲联

邦的基础。作为一位著名政治家 ,白里安从一开始就认识到 ,法德关系是整个欧洲国际关系的核心和基

础。因此 ,他从 20世纪 2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坚决主张法国和德国和解”
[15 ]

(第 93页 )。为了达到与德国

的和解 ,他甚至不顾许多法国人的反对 ,支持德国于 1926年成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 ,并明确宣布:

“我们不要步枪 ,不要机枪 ,不要大炮! 我们要和解 ,要仲裁制 ,要和平! ”此后 ,他又在图瓦里协议中向德

国外长施特莱斯曼作出重大让步:结束对莱茵区的占领 ,把萨尔地区归还德国 ,撤销军事管制等 ,以换取

德国的信任和合作。白里安的和解政策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 德国外长施特莱斯曼后来在一

篇文章中就表示 ,德法两国间的这种和解政策已经成了“欧洲和平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 而 1923年以

后长期指导英国对外政策的奥斯汀· 张伯伦也以局外人的眼光指出:白里安和施特莱斯曼“正努力在被

鲜血染红的过去的废墟上建立和平的神殿” [15 ] (第 93、 95页 )。然而 ,白里安的法德接近政策终因法国众议

院中反对派的强烈反对而失败。

在无法直接实现法德接近政策的情况下 ,白里安又采取“曲线”政策 ,试图通过建立一种集体安全体

系来实现欧洲的和平。 他借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0周年之际给美国人民写了一封信 ,建议两国互

相保证不把战争作为政治手段。这一建议得到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的响应。1928年 8月 27日 ,美、法、英、

德、比、意等 15国在巴黎签署了著名的“白里安 -凯洛格非战公约”。根据这一条约 ,各方一致谴责以战

争解决国际纠纷 ,废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 ,在处理争端和冲突时只能用和平方法解决 [16 ]
(第 558

- 560页 )。白里安将非战公约的签订当做实现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一个里程碑 ,并因此称签订该条约的一

天为“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第一天”。

白里安和平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欧洲联合。非战公约则为实现欧洲联合提供了可能性。 1929

年 9月 5日 ,白里安在国际联盟第十届大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又提出了建立联邦性质的欧洲的思想。

他指出: “我认为像欧洲这样在地理上聚居在一起的各个民族之间应该保持一种联邦关系 ;这些国家的

民族随时都要进行接触 ,讨论他们的利益 ,做出共同的决议 ,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休戚相关的关系 ,一旦发

生紧急情况 ,就能够共同对付。 我要努力建立的就是这种关系。”
[15 ]

(第 146页 ) 1930年 ,白里安在受国际

联盟委托起草的一份关于欧洲联盟的备忘录中 ,进一步设想将欧洲联盟建成一个拥有欧洲会议、常设政

治委员会和秘书处在内的独立机构。 他甚至提出了通过建立欧洲“共同市场”来加强欧洲各国的经济合

作 ,促进各国间商品、资本和人员流通的计划。然而 ,英、德、意等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拒绝了这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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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此后 ,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升温和法国国内白里安政敌的胜利 ,白里安的欧洲联盟计划也不了了之。

对白里安等法国政治家的和解和合作倡议 ,以施特莱斯曼为代表的德国一些重要政治家也作出了

热烈响应。在签署洛迦诺公约的演说中 ,施特莱斯曼明确表示 ,真诚地感谢白里安关于“所有民族间 ,特

别是那些在过去遭受巨大灾难的民族间需要合作”的说法 ,支持关于每个人既是本民族一员又是欧洲一

员的“欧洲思想” ,并宣布 ,“我们不能在冲突和相互敌视之中生活 ,我们必须携手共同努力” [17 ]
( P. 101-

102)。施特莱斯曼甚至表示 ,“法德间存在的分歧已经消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相互信任的新时代”。他还

表示 ,他和白里安同样在长期不懈地“追求法德理解的政策”
[ 17]

( P. 106)。 当白里安提出建立欧洲联盟的

倡议时 ,已经病得很重的德国外长仍发表演说 ,表示非常赞成这一计划。德国另一位政治家 ,时任科隆市

市长和普鲁士国家议会议长的康拉德·阿登纳则以一种务实的眼光提出了实现法德等国经济联合的主

张 ,目的在于为法德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打下“一种稳固的、长久的基础” [18 ] ( P. 274)。

可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了在欧洲框架内实

现法德和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寻求和解的过程中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一直较

为主动 ,战败的德国则处于被动响应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也有关于欧洲联合的讨论。当时

人们普遍认为 ,只有实现欧洲联合 ,欧洲才能从战争中摆脱出来。战争初期 ,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曾提

出了按照法西斯政治和经济观念来统一欧洲的所谓“新秩序” ,即在政治上强制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 ,经

济上实行以德国为中心的“一体化”和“专业化” ,社会和文化方面则推行“日耳曼化”。 这种奴役性的“新

秩序”显然不是欧洲人民所向往的真正欧洲联合 ,因此也不可能实现。与纳粹主张相反 ,法国政治家雷内

· 迈尔等在 1943年提出的欧洲国家经济联邦的思想和戴高乐的联合斯拉夫人、日耳曼人、高卢人和罗

曼语族人建立起欧洲的和平和安全的主张 ,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战后欧洲联合的走向。 同年 ,英国首

相丘吉尔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更明确地提出了战后要建立“欧洲议会”的具体目标 [14 ]
( P. 2- 3)。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有关欧洲联合的想法再次浮出水面。当时推动欧洲联合的因素主要来自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 ,两次世界大战使作为主战场的西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断下降 ,西欧在世界上的中

心地位被美国所取代。以工业生产为例 , 1913年 ,西欧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为 50% ,到 20世

纪 50年代 ,其工业产值已下降到世界总产量的 1 /4多一点 [19 ]
( P. 16- 17)。在这种形势下 ,一些有识之士

认识到 ,西欧各国只有停止内耗 ,走联合共强的道路 ,才能增强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第二 ,二战后的

西欧成了东西方冷战对抗的最前沿。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 ,西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苏联的西进威胁 ,

保障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第三 ,人们期望通过欧洲一体化来彻底解决德国问题 ,防止德国在复仇主义情

绪下重新走上战争之路。当时法国资深政治家勃鲁姆说得很清楚 ,“在一个和平和稳定的欧洲中使德国

不致为害”的惟一途径就是把德国结合到一个“强大的、足以对它进行再教育和加以约束的 ,并在必要时

加以控制的国际共同体之中”
[20 ]

(第 336页 )。换言之 ,只有通过欧洲联合 ,建立一种超国家的一体化机制 ,

对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行为加以限制 ,才能实现欧洲的长久和平和相互合作。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方面是法德和解以及欧洲联合的积极主张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以阿登纳为代表的联邦德国政府则成了法德和解和欧洲联合的最积极提倡者。

阿登纳政府之所以在法德和解和欧洲联合方面表现出特别积极主动的态度 ,是由战后联邦德国面

临的形势所决定的:其一 ,摆脱战败国的阴影 ,恢复联邦德国的主权和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权利。 其

二 ,结束德国的分裂 ,实现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 其三 ,须抵御苏联西进的威胁 ,保证自身的安全。 正

是针对以上几大任务 ,战后的阿登纳政府将德法和解、欧洲一体化、加入西方军事联盟体系等列入联邦

德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考虑目标 [ 21]
( P. 90)。所有这些政策归纳起来就是“选择西方” [ 22]

(序 )。

在阿登纳政府以上对外政策的努力中 ,欧洲一体化是其最核心的内容。第一 ,只有实行欧洲联合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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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欧洲各国摆脱“民族主义”的“幽灵” ,恢复相互间的信任 ,扫除各国特别是法国对曾经发动两次世界

大战的德国的成见 ,从而为德国的政治复兴扫清道路。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阿登纳一再强调:德国人须抛

弃“民族绝对主义”和“那些由于民族思想和民族传统造成的障碍”。他指出: “在今日的欧洲 ,世仇完全不

合时宜了……一位联邦总理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德国人和好的欧洲人。”
[23 ]

(第 203页 )

第二 ,实行西欧联合是实现德意志民族重新统一的必要条件。一方面 ,只有实现欧洲联合 ,才能消除

人们对于德国重新统一的恐惧和阻挠 ;另一方面 ,在当时冷战形势下 ,阿登纳政府认为 ,仅凭联邦德国自

身的力量难以迫使苏联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让步 ,只有在欧洲联合和取得美国坚定支持的情况下 ,联邦

德国才有统一德国的强大实力后盾。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指出: “没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 ,而要在自由

中实现德国统一 ,这是谁也不能自圆其说的。”当时的法国人也看透了阿登纳政府的用意: “对德国人而

言 ,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意义在于 ,为夺回德国的东部地区获得一个战争伙伴。” [24 ] ( P. 326)

第三 ,实现西欧联合有利于联邦德国改善自己的国际地位 ,保证自身的安全。一方面 ,在欧洲一体化

之下 ,联邦德国不仅可以取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而且可以打破战后对联邦德国主权的种种限制 ,使之作

为平等的一员参加欧洲一体化事业 ,可以“以欧洲一体化和西方联盟的名义 ,而不是以名誉扫地的德国

民族主义的名义来提出其政治上和法律上平等的要求” [ 25] (第 40页 )。而且一体化将使德法两个主要西欧

国家的利益置于共同基础上 ,从而有利于消除法国的疑虑 ,减轻法国对联邦德国平等权利的恢复的阻

挠。正因为如此 ,阿登纳曾明言 ,“只有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我们与法国关系的长期安宁才有可能” [26 ]

( P. 132)。另一方面 ,在东西方冷战日益激烈的形势下 ,一个联合的西欧也是联邦德国对付以苏联为首的

东方集团威胁的强大依靠。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 ,联邦德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推动欧洲一体化 ,对各项有利于欧洲一体化进

程的计划和倡议给予大力支持。

然而 ,联邦德国政府很清楚 ,无论是德国政治地位的改善和恢复 ,还是欧洲一体化政策的推行 ,诸如

结束对鲁尔区的控制、萨尔问题的解决和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等等 ,主要取决于法国的态度。因此 ,阿登

纳明确提出要“一直把始终不渝地争取和法国建成友好睦邻关系看成是德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

一。必须不顾一切困难、挫折和失望坚持这个目标。 法德之间如不建立友好关系 ,欧洲的联合是难以想

象的。跟法国取得谅解乃是西方团结的基本前提。”“法德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就是任何一种欧洲联合的

核心内容”。有鉴于此 ,在 1949年 11月 3日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阿登纳明确表示:改善与法国的关系

将成为其“政策的核心点” [27 ]
( P. 164)。

出于以上想法 ,阿登纳政府在上台初期就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促使德法两国和解的各种建议。 1950

年 3月在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中 ,阿登纳建议:法国和德国应完全一体化 ,首先从关税联盟和关税议会开

始 ,就像 19世纪初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一样 ,并以此“作为欧洲合众国的基础” [27 ]
( S. 165) [18 ] ( P. 274)。而且

当时的人们也普遍认为 ,经济一体化必将导致欧洲共同体 ,就像德意志关税同盟导致德国的统一一

样 [21 ] ( P. 95)。但是 ,阿登纳知道 ,作为战败国 ,联邦德国的任何建议在当时都只能起一种舆论作用 ,提出

欧洲联合方案的真正主动权在法国人手中。

法国政府对德政策的转变为德法和解和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法国政

府对德政策是建立在戴高乐制定的严惩、肢解德国和鲁尔地区国际化的政策基础上的。然而 ,到 50年代

初 ,随着冷战的加剧 ,法国政府的对德仇怨政策日益失去存在的基础。首先 ,美英两国出于冷战的需要 ,

强烈要求扶持联邦德国。在这种形势下 ,法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显然难以阻止其邻国的复兴。加上阿登纳

政府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以及对法国的多次和解表示 ,法国已经无理由再坚持原有强硬立场。法国政府

于是决定变被动为主动 ,顺应时势 ,通过欧洲一体化途径将联邦德国纳入共同的利益之中 ,使之在未来

不至于再次危害欧洲。同时 ,法国认为 ,欧洲联合将加强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 ,而法国在一体化欧洲中的

主导作用也必将有利于其大国地位的恢复。

法国政府遂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欧洲联合的计划。 1950年 5月 ,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在美国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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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提出了关于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舒曼计划”。法国提出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 ,通过煤钢等重工业领

域的联合经营 ,“取消民族状态的重工业” ,使法德之间建立起一种休戚相关的关系 ,并以此“服务于两民

族的和解” ,避免两国间发生新的战争 [28 ] ( P. 20)。法国方面关于煤钢联营的舒曼计划出台后 ,阿登纳立即

作出了热烈反应: “舒曼计划完全与我提到的关于欧洲重要工业一体化的思想相适应。 我立即通知罗伯

特·舒曼 ,我衷心接受他的建议。” [ 27 ]
( P. 165)。1951年 4月 ,法、德、意、卢、比、荷 6国签订《欧洲煤钢联营

条约》 , 1957年 3月 , 6国外长又签订包括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在内的《罗马条约》 ,将联

营计划扩展到其他经济部门 ,从而使有关国家在统一的共同市场下紧密地绑在一起。

“一个能起作用的欧洲只有由同等权利的国家构建而成”
[ 28]

( P. 21- 22)。经济一体化使联邦德国在

经济发展方面逐渐取得了平等的地位 ,但其政治地位的恢复却是通过重新武装来实现的。阿登纳政府也

将重新武装看成是联邦德国恢复充分主权的标志 ,因为只有拥有正常武装力量的国家才谈得上真正拥

有平等的国际地位。冷战的加剧、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加强欧洲国际地位的需要等 ,使得原本强烈反对武

装联邦德国的法国政府的态度趋于软化。 1950年 ,美国为增强北约实力 ,提出了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

为此 ,法国于 1950年 10月提出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和欧洲军的普利文计划 ,希图通过建立欧洲军队来阻

止德国建立自己的军队。 1951年 2月谈判舒曼计划的过程中 ,法国方面开始允诺德国在欧洲共同防务

中将“像其他自由国家一样 ,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28 ]

( P. 27)。这意味着法国政府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

问题上态度开始转向。 1954年 10月 ,美、英、法、德等国签订《巴黎协定》 ,确认联邦德国的主权 ,联邦德

国以“平等成员国”资格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至此 ,联邦德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都与西欧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成为西方世界平等的一

员和“坚定的一部分” [29 ]
( P. 187)。欧洲的合作创造了“必要的互信基础” [ 28]

( P. 21) ,法德两个民族终于在

欧洲一体化的框架内走到了一起。这是两个民族在经历了千年的相互仇杀后作出的一项正确抉择。

综上所述可见 ,化解德法两国间的长期不和与实现欧洲和平 ,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推动欧洲联合的

主要因素。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发展则是相互争斗不休的德法两国取得和解的惟一可选择道路。

注　释:

①　有关德国历史的开端问题 ,史学界有不同看法。英国史学家詹姆斯· 布赖斯认为 ,公元 843年为德国建国的开始。而

德国史学家通常将 10世纪初作为德国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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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 requent w ars betw een France and Germany brought since the m edieval era g reat

suffering to the people of France and Germ any and even Europe. Therefo re, some people began to

lo ok fo r the reconciliation o f French and German by the uni ting of Europe. In the fi rst half o f 1950s

Germany and France becam e reconci led in the f rame of European integ ration. In a w ord, to rea li ze the

reconci liation o f Germ any and French w as the main facto r tha t the people promo ted the uni ting of

Europe, and the development o f European integ r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as the only w ay

fo r the reconciliation of Germany and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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