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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冷战环境中 ,全德统一不可能按有利于德国人民的方式去实现 。新生的西德

国家则暂时搁置了民族统一目标 ,而将自身主权的恢复作为推动德国问题不断解决的初始步

骤。同时 ,阿登纳政府认为 ,联邦德国的主权不可能中立地求得 ,而只能以入盟西方的途径达

到。入盟西方之路崎岖起伏 ,而尤以军事入盟困难最大 。1949-1955 年 ,联邦德国历时 6年

的重新武装努力终于克服了入盟路上的最大障碍 ,并由此获得了平等与主权 。这就为以民族

统一为目标的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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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国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德国问题的不断解决。而解决德国问题的核心就是争取德国主

权的恢复 。但在战后初期全德统一不可能按有利于德国人民的方式实现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就

将自身主权的恢复视作推动德国问题不断解决的初始步骤 。在联邦德国看来 ,她这个恢复主权的“部分

国家”(Teilstaat)将会像一块“磁铁”(Magnet)[ 1](P.479),不断向其东邻施加政治 、经济影响 ,直至苏联

在某一天放弃这个“苏占区”(SBZ)[ 2](第 204 , 205 页)。但这块“磁铁”的磁性将取决于联邦德国的主权状

况 ,及与之紧密相联的政治 、经济 、外交与军事实力 。要达到这一目标 ,在战后初期的历史条件下 ,只有

入盟西方才是惟一现实的道路 。这正如舒尔根(Grego r Schö llgen)所归纳的:“1949-1955 年联邦德国

的外交史就是通过入盟来求主权(Souveräni tät durch Integ ration)。”[ 3](P.18)而入盟则包括政治 、经济 、

外交与军事等多项内容 ,它要求西德在上述事项中都能与西方结成一体化的联系。通过“马歇尔计划” 、

美英支持下的币制改革与西欧早期的一体化 ,西德与西方建立起了经济上的密切联系。通过法德和解 ,

以及西德政府不遗余力地在欧洲建立的一种信任气氛
[ 4]
(第 57 页)、加之《基本法》与《占领法规》下 ,西德

与西方盟国在政治制度与组织原则上所形成的联系 、另外还有冷战爆发后 ,美国全球战略中对西德政治

作用的日趋倚重 ,西德已建立起与西方在政治与外交上的融洽与合作 。但仅有政治 、经济上与西方的一

体化 ,西德仍不免有徘徊于大西洋联盟的门槛外之感 ,而最终决定入盟的因素则是冷战背景下西方军事

安全的需要。欧洲军事安全状况的不断变动 ,提出了西德与西方建立紧密防务合作的要求。而在北约

框架内 ,西德的重新武装则有效地满足了这一要求。由此 ,西德入盟西方的外交任务也得以完成 ,其主

权地位得以恢复 。因而 ,重新武装与入盟西方是德国问题不断解决的进程中一对核心的因果关系 ,它的

出现决定了战后德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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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国问题由来已久 ,它是由 19世纪 60 、70年代以来德意志在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不断崛起所引

发的 ,并且从那时起 ,就客观地存在于欧洲国际关系中。自 17 世纪 30年战争后 ,200多年内德意志从

未在欧洲舞台上以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来扮演角色[ 5]
(P.515)。而先期实现民族聚合与中央集权的欧

洲诸邻们早已在德意志的分裂与衰朽中频繁构筑着力量均衡的政治体系 。它们习惯于中欧的“宁静” ,

对于脱颖于中欧而又虎视四方的德意志 ,有着难以掩饰的惊恐 。普法战争后 ,随着法国欧陆地位的下

降 ,这种惊恐逐步演变为担忧 ,甚至妒恨 。而第二帝国并未意识到 ,因为自己的出现所导致的欧洲力量

的失衡非但不会巩固她业已取得的欧陆第一强国的地位 ,反而会使欧洲政治进一步走向敌视与对抗。

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首脑们无一例外地在加剧这种失衡 ,而其结果却对德国大为不利 。因为到 1907年英

俄协约签订为止 ,一战前的欧洲同盟体系宣告建成 。这个体系显示 ,虽然德国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国家———但也感到受欧洲的第二 、第三 、第四个强国联合一致的敌对势力的包围[ 6]
(第 45 页)。这种不利

局面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并在大战中应验 。曾空前强大的第二帝国在实力基础上无法

扭转这种局面 ,而随着美国在战争后期加入反德同盟 ,第二帝国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

1918年 11月 ,第二帝国的崩溃为战胜国重新纠正自 1871年以来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失衡腾出了空

间;但《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问题的处理方式是拙劣的 ,它使得战败的德国在战后政治安排中取得了一

定的心理优势 ,例如在裁军问题上 ,德国便因此抗议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凡尔赛和约》的相关条款反使

战胜国自觉理亏 。故而 ,英国在战后裁军会议上通常都支持德国
[ 7]
(第 217 页)。而从彻底根除德国侵略

威胁来看 ,凡尔赛会议虽不乏惩罚性条款 ,但战后法国的脆弱与德国的战略优势反而加剧 。战前德国在

东西两面强国压境 ,不论向东向西 ,只要向外扩张一定会遭遇强邻反抗 。但《凡尔赛和约》签订后 ,在东

欧已无制衡德国的力量。法国国势衰弱 ,更何况英美两国不肯保证《凡尔赛和约》的执行[ 7](第 217 , 218

页)。因而 ,对于《凡尔赛和约》的对德制裁效果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总结道:“研拟凡尔赛

和平方案的各国代表最后得到的是反效果。他们想削减德国的实力 ,却反而增强了德国的地缘政治地

位。”[ 7](第 220 页)另外 ,在赔款问题上 ,美英一再袒护德国 。1924年 , “道威斯计划”的产生更使美英对德

的经济庇护系统化与具体化。在军事安全方面 , 《洛迦诺公约》非但未能如愿达到集体安全的目的 ,反而

对德国有朝一日可能的东侵有所纵容。在政治地位方面 ,1926年 9月 ,德国获准加入国联 ,并取得了常

任理事国席位。至此 ,德国在物质上与心理上都已逐渐摆脱了《凡尔赛和约》的惩戒。因而 ,在 20年代

中后期 ,法国爱国者经常感到伤心的是 ,战败的敌人并没有因为过去犯下的罪孽吃到足够的苦头 ,反而

显然比战胜国更加繁荣昌盛
[ 6]
(第 182 页)。随着德国民族主义暗流的反复涌动 ,凡尔赛体系愈益失去其

维持战后和平的意义 ,纳粹上台后就更是如此了。同时 ,美英的绥靖则不断抵消着法国的制德作用 。在

二战爆发前 , 德国已处在一个极为主动的地位 。对此 , 美国学者格哈特 ·温伯格(Gerhard L.

Weinberg)指出:“无论别国有什么野心和希望 ,除了德国以外的任何哪一国都不会或不能挑起第二次

战火 。”
[ 8]
(第 915 页)这就像 1939年 8月中旬 ,里宾特洛甫对意大利外长齐亚诺(Galezzo Ciano)所说的

一样:“我们要战争。”[ 9](P.449)里宾特洛甫的话宣告了自一战结束以来西方对德政策的全面失败。德

国问题不仅未获根本解决 ,而且它的延续与加剧甚至构成了对欧洲与世界和平的威胁。故而 ,它只有留

待第三帝国瓦解后 ,才有望被彻底解决 。

二

1945年 5月 ,纳粹的败亡为德国历史开创新纪元奠定了基础 。1918 年战败时 ,德国没有被协约国

侵入本土 ,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与反动得以在战后全面滋生。而 1945年则不然 ,德国不仅军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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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战败 ,而且完全丧失了一个国家应有的政治主权 ,必须受制和听命于四大战胜国的安排
[ 10]

(第 69-78

页)。加上德国全境均处于盟国军事占领下 ,这就剥夺了德意志反动传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

但是否仅此就能使德国问题圆满解决呢 ? 德意志文化中的反动性难道一战而亡了 ? 德国学者

伯恩德·法乌伦巴赫(Bernd Faulenbach)指出 ,1945年是德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Wendepunkt),但

不是“零点”(Stunde Null),因为德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
[ 11]

(P.13)。因此 ,审判战争

罪犯及各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是战后最初几年盟国对德政策的主流 。由于全德统一在战后初期的时代

条件下无法按有利于德国自身利益的方式实现 ,因此 ,战胜国出于利益 、目的的不同 ,在各自战区内的不

同改造方式加快了德国的分裂 。这就给二次大战后的德国问题增加了新的内容 ,即统一问题。两个德

国分别建立后 ,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全德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德表示:“要求全德人民以自觉自愿的方式

完成德国的统一与自由。”[ 12](P.17)东德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西方国家和西德粗暴地破坏了波茨坦协

定 , ……不是确保德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 ,而是分裂德国 ,建立一个西德的分立国家并抗拒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为解决德国统一问题而作的努力。”
[ 13]

(第 12 页)阿登纳很早就认识到德国统一并非易事 ,而且

倘若一味坚守统一原则 ,反倒会限制西德的外交空间 。因为要达到全德统一就要求与苏东妥协。而妥

协之后 ,将使苏东集团势力插手西德事务。即便能侥幸统一 ,但西德却可能因此被苏联控制。对此 ,阿登

纳与杜勒斯达成共识:苏俄想以同意重新统一为诱饵来直接“控制联邦共和国及其政策”
[ 14]

(第 377页)。

阿登纳指出:西德若处于一种实力的而不是软弱的地位 ,那么德国的统一就更容易实现
[ 15]

(第 142

页)。阿登纳甚至将西德的实力变化上升到全德意义的高度。他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政治上和经

济上愈是强大 ,对柏林和德国东部也就愈有好处。”[ 14](第377 页)而这种实力如何确立与巩固呢 ?阿登纳

认为 ,二战后德国的实力恢复不可能不考虑相关政治后果 ,它应与其它西方国家的友好合作结合起来。

而首先应考虑到的是 ,其余欧洲国家对聚居于中欧的 7 500万德国人的巨大能量有着恐惧心理[ 16]

(P.280)。另外 ,西德的复兴及经济增长离不开西方经济体系 ,而自主性 、排他性的经济扩张方式也不适

于战后的西德。在政治制度的采纳与军事安全的创建方面 ,西德也离不开西方集团 。因为稳定的政治

秩序与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是西德实力地位不断增强的保证。因此 ,对阿登纳来说 ,除了入盟西方 ,尚

无任何可靠的替代方案[ 16]
(P.280)。

战后初期 ,阿登纳的入盟西方观念绝不是惟一的对外关系构想 ,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其它许多非西

方化思想
[ 1]
(P.299-695)。如雅可布 ·凯泽的“桥梁理论” 、库尔特 ·舒马赫的“统一观念与中立思想” 、

卡洛 ·施密德的“西德加入第三种力量” ———欧洲联邦国家来作为德国问题的临时解决办法的思想 、西

德共产党的“与东方联系”(Ostbindung)等观点。它们的非西方化内容虽然程度不均 ,表达方式各异 ,却

也构成了对阿登纳入盟西方观念的纷扰与冲击。但随着冷战的进行 ,西方战胜国与西德关系的不断变

化 ,入盟西方观念最终从形形色色的非西方化思想中脱颖而出 ,成为西德对外关系的根本航向 。

三

入盟西方之路并非坦途。西方盟国虽然在政治 、经济与外交等非军事领域建立了与西德的广泛联

系 ,但在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关键领域———防务方面却大大落后了 ,这不仅妨碍了西方对德关系的深入发

展 ,更为重要的是 ,它也成为了制约西德最终入盟西方的关键因素。依照《波茨坦协定》 ,战后德国被完

全解除武装 ,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工业部门全部被铲除或控制
[ 17]

(第 81 页)。西德建国后 ,其军事安全义

务依照 1949年 4月的“占领法规”也由西方战胜国保留。基辛格曾说:“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安全交

由别人掌管 ,这个民族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了 。” [ 18](第 32 页)反映在德国问题上 ,这句话的深刻含

义在于 ,西德持久的非军事化将无益于自身实力地位的增强 ,以及主权地位的恢复。而与之相联系的入

盟西方及全德统一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 ,只有挣脱非军事化的束缚 ,才是推动德国问题不断解决的

良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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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军事意义在冷战中极其重要 ,但各战胜国政府在战后初期还很难接受将其再度武装起来。

1946年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尔纳斯提出了使德国解除武装 25年的计划 。尽管 1947年美苏对抗全面

拉开 ,但在德国非军事化问题上 , 美国政府始终没有动摇。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西德建国之后[ 19]

(P.14)。其间 ,美国政府出于对苏遏制的需要 ,也加大了对非共产党国家和地区的军援力度 ,如 1948年

6月的“范登堡决议” 、7月的“NSC14号文件” 、9月的“五角大楼文件”等 ,但所有这些举措都没有直接武

装西德的内容。不仅如此 ,在整个西方阵营内 ,还无人倡议直接武装西德[ 20]
(P.647)。从西方安全格局

的条文化规定看 , 《布鲁塞尔条约》与《北大西洋公约》也排斥了西德 ,因而除了一些军方人士与国会议员

关于重新武装的零星谈论外 ,1949年 11月以前 ,丝毫看不出西方将会进行重新武装西德的讨论 。而到

了 1949年 11月 ,西方新闻界开始广泛谈论起西德的重新武装问题了。阿登纳因势利导 ,利用《克利夫

兰实话报》上的讲话 ,使重新武装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并系统申诉了重新武装西德的理由 。同时 ,他

还颇具前瞻性地看到 ,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最终将取决于法国与欧洲[ 14](第 392 页)。

四

如同阿登纳所预计的一样 ,重新武装的阻力主要来自法国。随着“NSC68 号”文件的出台与朝鲜战

争的爆发 ,美国义无反顾地推进重新武装西德的计划 ,并于 1950 年 9 月 8 日推出了“一揽子计划”

(Sing le Package),该计划把西德的重新武装包括在美国对欧军援内 。美国允诺通过建立一体化部队 、

联合参谋部来加强北约 ,但欧洲应提供足够的军事人员 ,而这还须得有足够的德国军事单位加入[ 21]

(P.274-276)。“一揽子计划”解决西德重新武装的方式与日后的北约方式非常相似 ,如果美国的建议此

时能得到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支持 ,那么重新武装西德即可在 1950年朝战爆发后不久得以实现 。但法国

人会这样顺利配合吗 ?当然不会 ,正如阿登纳所说:“德法问题主要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 [ 14](第289 页)

法国在历史上多次遭到德国军事入侵的惨痛经历使战后初期法德之间很难达成根本谅解 。如在西德建

立前 ,西方占领区的政治经济联合进程中 、萨尔与鲁尔问题上 ,法国的对德政策与美英都有较大差距。

而后随着冷战的进行 ,法国虽然也通过欧洲联合的途径来化解法德矛盾 ,但其民族主义情绪总是会在德

国问题进行到某个关键阶段时表露出来 。尤其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 ,来自法国的阻力不仅强烈 ,而且

复杂 。这使得整个重新武装进程曲折而艰难 。

最初 ,法国不能接受德国人重著军装 。1945年后 ,法国军事政策的最高目标就是防止自己再次受

到像在 1870 、1914与 1940年那样的侵略[ 22]
(P.1)。这个最高目标显然是针对德国。但美国政策对第四

共和国的外交方向有着重大影响。由于法国战后经济的重振离不开美国的经援 ,在使得法国对外政策

在保持本国利益的同时 ,又不能远离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方向。因而 1947至 1948年间 ,法国军事政策

所考虑的主要危险便来自苏联而不是德国了[ 23]
(P.101 , 104 , 109)。而随着 1947年 12 月伦敦第五次外长

会议盟国未能就德国问题达成谅解 、“捷克事件” ,以及“柏林危机” ,欧洲安全状况已远非二战结束时那

样平静。加上苏联也成功爆炸了原子弹 ,以及美国核优势逐步衰减 ,苏联在欧常规部队的规模优势仍继

续存在着 ,同时法国的军事力量已江河日下 ,仅一场印支战争就使她应接不暇 ,她当然就更无从谈独撑

欧洲防务了。所以 ,法国的安全政策自 1947年四国外长会议失败后 ,一直在确立一种新方向。这个过

程一直延续到了朝鲜战争的爆发 ,并在爆发之际达到了高潮[ 24](P.64)。朝战的爆发使法国意识到西德

的重新武装不可逆转 。于是决定 ,与其坐待美国主导重新武装西德进程 ,不如把其控制在自己手中 。因

而才有了在重新武装西德问题上以“普利文计划”为先导 ,到《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一系列法国提议。

欧洲防务集团方案源于法国欲用共同体精神来约束德国军事力量的主张。然而 ,它的最早倡议者

法国后来却成了它的原定成员中最缺乏热情的一个
[ 6]
(第 568 页)。1954年 8月 30 日 ,法国国民议会最

终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 ,使得自“普利文计划”出台以来 ,历时近 4年的关于重新武装西德的探讨

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因为从 1954年 10月 23日 ,作为替代方案的《巴黎协定》来看 ,在重新武装西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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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它几乎与 4年前美国的“一揽子计划”相同 。于是 ,1950年 10月———1954年 10月的重新武装之路

似乎是一段不必要的`冤枉路' 。其实不然。笔者认为 ,这 4年的曲折反复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战后法

德实现历史性和解的必经阶段 。在安全利益逐步上升的同时 ,法德不断掩埋仇隙。短短 4年间实现了

经济 、政治 、军事等多方面的试探与合作 。没有这段时间的磨合 ,两国不会有 60年代的和解 。因此 ,可

以说 ,重新武装问题为法德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带来了巨大动因。而良好的法德关系不仅是欧洲联合的

基石 ,也是联邦德国入盟西方的保证。因而 ,绝不能孤立地看待欧洲防务集团的失败 。这个失败并非法

德关系的单纯否定 ,而是对它的扬弃。经历了这个关键阶段 ,法国才开始调整对德政策 ,接受西德重新

武装乃至入盟西方。

德国学者 J.M.贝克(Johannes M.Beck)曾指出:“由于新生的西德国家因重新军事化而取得了与

之紧密相关的政治主权 ,所以这意味着一次质的飞跃(Ein qualitativer Sprung)”[ 25](P.30)。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这种质的飞跃不仅体现在联邦德国获得了主权国家地位 ,还表现在:由于 20世纪 50年代西德

的重新武装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因国家分裂 、主权悬置 、联盟归属未定等诸多因素而僵滞的德国问

题有了解决的可能。原因在于 ,战后德国问题的不断解决有赖于联邦德国入盟西方战略的确立 。联邦

德国入盟西方的过程又是一部战后西方从政治 、经济 、外交与军事上逐步接纳西德的过程 。军事安全既

是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保证 ,又是既定外交方针的保障。因此 ,它是国家主权的基础。所以 ,没有军

事上的“入盟” ,就谈不上平等入盟 ,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入盟 。但若给予西德军事权力 ,必然会产生

一系列政治后果 ,这也将影响到西方对德政策的成败 ,以及两极对峙中西方集团的整体利益 。因而 ,军

事上的接纳在入盟过程中最为棘手而关键 。从 1949 年 11 月开始 ,西德重新武装历经艰难曲折 ,到

1955年 5月 ,最终以条约形式付诸实施 ,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入盟过程中的诸多障碍 ,终于使联邦德国

重新武装 ,并获得平等 、独立与完全主权 ,并为达到民族统一做好了政治 、经济 、与军事上的准备 ,同时也

为后来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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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circumstance s o f the cold w ar , German uni ty w as unable to realize on behalf of

German people.Set ting aside the objective of national unity , the new ly bo rn West German state took

the resumpt ion of i ts ow n sovereignty as the primary stage fo r propelling the continuous so lution of

German problem.At the same time , Adenauer' s gove rnment hel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ederal

Repulic of Germany w ould no t be gained neutrally , but at tained by means o f Westinteg ration.The

w ay of Westinteg ration w as sinuous , and especially displayed on the aspect of mi li tary af fairs.From

1949-1955 , Fedral Republic of Germany eventually surmounted the largest obstacle on the w ay of

Westintegration and won over equality and sovereignty .Thus that laid a sound foundation for the final

solut ion of German problem aiming to the nat ional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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