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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欧洲向何处去 ,这是欧洲各国尤其是德法两国政治家

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德法关系是关键。鉴于德法两国仇怨的历史及二战后

欧洲局势 ,阿登纳提出德法和解与欧洲联合的思想。 德法和解不仅有利于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

而且是刚成立后的联邦德国取得独立主权、实现经济复兴的重要途径 ,也是欧洲一体化的基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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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欧洲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之中 ,经济上由于战争的破坏也亟须重建和复

兴。欧洲今后向何处去 ,这是欧洲各国政治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欧洲历史演变的进程说明 ,欧洲的

和平与稳定 ,欧洲的进步与发展 ,德国与法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有鉴于此 ,两国政治家在二战后致力

于修复两国关系 ,尤其是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提出了德法和解和欧洲联合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

德法两国最终实现了和解与合作 ,从而导致了后来欧共体的建立 ,使欧洲开始走上了联合和发展的道

路。没有德法之间的和解 ,就没有早期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德法和解是早期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 20世纪 60年代初 ,即欧共体成立不久 ,有识之士高度评价了德法和解 ,认为“法德和解这个事实 ,今

后将列入 20世纪的伟大历史事件中” [1 ]
(第 56页 )。当时的戴高乐也指出 ,“我们两个国家 (指法德—— 笔

者注 )的友好接近无可争辩地是欧洲和世界和平多少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和最辉煌的事件之

一” [2 ]
(第 370页 )。德法和解是二战后西欧、乃至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可

以说 ,没有德法和解 ,就没有今天欧洲联合的历史 ;要研究早期欧洲一体化的历史 ,就不能不研究二战后

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及意义 ,研究德法两国为什么在短短的十几年内 ,摒弃前嫌 ,化敌为友 ,实现和解。

一、德法仇怨的历史回顾

二战结束后 ,德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反省之中。同样 ,以阿登纳为首的德国政治家们也在思

考着德意志民族的前途及出路。通过对德法两国历史的深入研究 ,阿登纳认为两国必须走出冤冤相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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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圈 ,重新修好 ,才有前途可言。这个怪圈就是两国“相互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
[3 ]
(第 180

页 ) ,以及为争夺欧陆霸主地位而不断兵戎相见 ,以导致恶性循环的状态。

这个怪圈滥觞于公元 3世纪起日耳曼人对高卢的大举入侵。 公元 3世纪 ,日耳曼人大举入侵高卢 ,

其中西哥特人与勃艮第人在入侵后分别建立了王国 ; 5世纪 80年代 ,法兰克人 (日耳曼人的一支 )也开

始入侵高卢 ,到 6世纪中叶 ,法兰克人开始统治整个高卢。两国之间怨恨的种子大概是这个时候播下的。

产生于 5— 6世纪之交的法兰克国家在查理统治时期 ( 768— 814)达到极盛 ,查理也因此而被视为

“欧洲的统治者”。由于查理帝国是在征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是一种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集合

体 ;并且帝国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 ,各地发展很不平衡 ;另外 ,帝国实行的采邑制导致了“王室的彻底削

弱、豪绅显贵的独立和帝国的瓦解” [4 ]
(第 544页 )。因此 ,在查理大帝死后 ,他的不稳固的帝国便难以维持

了 ,最终走向瓦解、分裂。 840年 ,路德维希死后 ,三个儿子罗塔尔、日耳曼人路易、秃头查理又彼此混战。

最后 ,他们于 843年在凡尔登签订了著名的关于三弟兄瓜分帝国的条约。帝国领土从此一分为三:帝国

西部的领土阿奎丹尼亚 ,即后来发展并称为法兰西的“西法兰克王国” ,由秃头查理获得 ;东部的巴伐利

亚等地区 ,即后来发展并称为德意志的“东法兰克王国” ,由日耳曼人路易获得 ;归罗塔尔的则是秃头查

理和日耳曼人路易两块领土之间—— 从莱茵河口起到罗纳河口止——的一长条地区和意大利。《凡尔登

条约》的意义在于大体确定了后来的法、德、意三国的雏形。但“这种划分是极其草率的 ,尤其是界于法德

之间的楔形地带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仍为法德两国时常发生争执的地方” [ 5]
(第 37页 )。因此 ,近代德

意志、法兰西两国的形成本身就是矛盾对立的产物 ,而这种情况又为德法两国结怨埋下了伏笔。 因为他

们在诞生之日也就同时诞生了敌意。

分裂后的各王国在相继完成封建化的过程中 ,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 9世纪到 15世纪 ,德

意志历史经历了王权的巩固、削弱、重振与崩溃这一过程 ,到 15世纪末 ,德意志王权跌落到最低点 ,“德

国深深陷入四分五裂之中” [6 ] (第 96页 )。在这几个世纪中 ,法兰西历史则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 ,其

中重要的事件是英法百年战争 ( 1337— 1453)。 “百年战争是法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经受

过这场战争以及随着战争而来的破坏的考验 ,法国变得更加统一、更加巩固” [7 ]
(第 241— 242页 )。 到路易

十一时期 ( 1461— 1483) ,法国的统一已基本完成 ,并实现了政治的统一。

法国的统一与德意志的分裂这一反差刺激了法国的扩张野心 ,为法国企图称霸欧洲提供了契机。法

国要扩张 ,必然威胁到它的邻国 ,自然也包括德意志。于是 ,随着法国谋取欧洲霸权 ,法德之间的敌意与

仇怨也不断发展。

其实 ,法国谋取欧洲霸权由来已久。早在腓力普四世 ( 1285— 1364)时 ,就有一位法学家杜布亚撰写

了一个法国大国主义计划 ,体现了法国称霸欧洲的野心。杜布亚认为 ,“法兰西国王应当充当全世界的君

主的角色 ,……希望……领有莱茵河西岸” [7 ]
(第 240页 )。但是 ,法国称霸欧洲的初次尝试在它的一切邻

国 ,首先是德意志各诸侯的反对下终告破产。 “十七世纪是法国真正称霸欧洲的时期” [7 ]
(第 339页 ) ,

“ 1679年签订的奈梅根和约……是封建法国在欧洲最强盛时期的标志”
[5 ]

(第 61页 ) ,但法国的霸权是在

与别国、首先是德意志的斗争中逐渐建立的。从 16世纪初起 ,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法

国 ,这对法国非常不利 ,因此法国便“力求脱身于这种受钳制的状态” [7 ]
(第 324页 ) ,它选择以意大利为突

破口来打破这种受包围的状态。 这种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便是法国发动几次意大利战争 ( 1494— 1559)

的起因 ,也是贯穿着 16、 17世纪和 18世纪一部分时期的法兰西——哈布斯堡竞争的起因。 难怪有人会

说 ,意大利战争是“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欧洲的鏖战” [8 ]
(第 86页 )。16世纪的德法对立还表现在法国

支持德意志新教诸侯反对信奉天主教的皇帝。 法国的这一举措 ,在政治上促使德意志帝国走向衰微 ,同

时并“不时地、一块块地割下帝国的领土” [7 ] (第 326页 )。

16世纪末、 17世纪初 ,法国出现了所谓追求“天然疆界”的说法。在路易十四亲政以前 ,摄政的首相

黎塞留 ( 1624— 1642)一再论证: 古代法兰克人曾征服过高卢。 因此 ,他在其《政治遗书》中写道: “我秉政

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 ,……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 ,在原属古代高卢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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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地方建立新的高卢”
[7 ]
(第 345页 )。正是在这种意图的支配下 ,即“加剧和利用德意志的分裂 ,……力图

将王国的疆域在东北和西南方向继续朝`天然疆界’ 推进 ,为法国打开通往邻国各邦的大门” [8 ]
(第 107

页 ) ,法国于 1635年介入了主要战场在德意志领土上的 30年战争。 30年战争既是德国内部两个诸侯集

团之间以及诸侯与皇帝之间的一场内战 ,又是西欧和北欧主要国家 (如法国、瑞典 )相继卷入的一场大规

模的国际冲突。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结束的标志。根据和约 ,瑞典夺去了北方的奥得河、

易北河和威塞河的河口 ,法国夺去了德国西部最富饶的地区 ,实现了黎塞留“天然疆界”计划中把国界扩

张到莱茵河的目的。而且 ,法国、瑞典“两国都有权干涉德国内政”
[ 9]

(第 53页 )。然而 ,德国国内的分裂割

据局面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 ,反而“实际上还让德意志各地方诸侯成了完全独立的势力” [10 ]

(第 158页 )。因此 ,“三十年战争是以法国的胜利以及取得欧洲霸权而告终” [10 ]
(第 157页 )的。 30年战争加

剧了德法之间的怨恨与敌意。 1789年 ,法国大革命爆发。由于极端害怕毗邻的法国革命引起国内革命 ,

以及法国革命直接威胁德意志的封建秩序 ,德意志的最大两个邦奥地利和普鲁士从 1792年— 1813年

先后组织或参加了六次反法同盟 ,虽然都先后失败了 ,但德法冤冤相报的怪圈已然形成。其后 ,从 19世

纪 70年代开始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法国人和德国人三次兵戎相见 ,浴血残杀” [3 ]
(第 180页 )。这

三次兵戎相见指的是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 1870年的普法战争、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39

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毫无疑问 ,这些“兵戎相见”都是德法仇怨发展的结果。

普法战争爆发以前 ,普法两国矛盾已较尖锐。首先 ,两国都想获得莱茵河左岸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地

区 ;其次 ,两国都想夺取西班牙空缺的王位 ;再次 ,法国企图阻止德意志统一 ,反对出现一个新的强大的

德国 ,而普鲁士则“力求夺得统一德意志的领导权 ,建立德国 ,角逐欧洲” [8 ]
(第 351页 )。 1870年 7月 19

日 ,战争正式爆发。轻敌的法国最后战败 ,被迫同普鲁士签订和约。根据 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 ,法国

把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普鲁士 ,并赔偿 50亿法郎作为战争赔款。德意志也因此完成了统一 ,成为法

国强有力的对手和威胁。巨额的赔款和领土的丧失 ,使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情绪 ,以致法德矛盾构成

了 19世纪 70年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普法战争不但没有消灭德法之间长期的对立 ,“没有使德

法之间的宿怨趋于缓和”
[11 ]

(第 35页 )。相反 ,使德法关系更加复杂化 ,加深了它们之间的鸿沟 ,并孕育着

新的战争危险。两国在 1875年发生了战争危机 ,尽管战争危机最后被解除 ,但仇怨却越积越深。 1886

年 ,后来担任法国国防部长的布朗热在法国煽起复仇主义狂热 ,并着手加强军队建设。 德国政府则正想

利用保加利亚危机造成的英俄关系的恶化和法国的复仇主义狂热 ,发动一场对法国的战争。但最后“由

于俄国拒绝同德国签订中立条约 ,德国又一次被迫在德法战争的边缘上停止不前”
[5 ]
( 335页 )。总之 ,在

1871— 1900年间 ,“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 ,……仍旧是准备复仇主义的对德战争”
[ 12]

(第 639页 ) ,“法

德矛盾是帝国主义间的最重大的矛盾之一” [12 ]
(第 639页 )。

20世纪初 ,法德矛盾加剧。法国借口要求收复阿尔萨斯、洛林 ,积极准备复仇战争。法德两国的资本

集团在摩洛哥、土耳其、中国等地的竞争异常激烈。 如 1905年和 1911年的两次摩洛哥危机就是法德矛

盾的表现。在同德国争夺的同时 ,法国加强同英俄的接近 ,共同的需要和战略考虑使得英法协约和英俄

协约先后于 1904年和 1907年签订 ,法英俄三国军事同盟最终形成。到这时 ,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已

经形成 ,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 “法德矛盾长期存在 ,终于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 [8 ]
(第 353页 )。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法两国在 1914年 8月正式交火。双方先后展开了马恩河、凡尔

登、索姆河等大的战役。后由于美国的参战及德国的腹背受敌 ,德国于 1918年 11月 11日投降。 1919年

6月 18日 ,协约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签订。德国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被迫把阿尔萨斯和

洛林归还法国。此外 ,将萨尔矿区的煤矿划归法国所有。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全部地区由战胜国共管。另

外 ,德国还要赔款 ,割让全部海外殖民地等。法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德国的复仇。但这种建立在一国对另

一国的掠夺的基础上的复仇只会使矛盾加深和不断地积累 ,总有一天 ,矛盾会再次爆发。

一战以后 ,“法国外交面临的最大难题仍是对德关系” [8 ]
(第 482页 ) ,法国采取强硬的对德态度 ,力图

使德国一蹶不振 ,并在 1923年挑起鲁尔事件。 20年代中后期 ,即赫里欧和白里安政府时期 ,法国力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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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德国的关系甚至与德国和解。 30年代纳粹在德国上台后 ,法国一度奉行对德强硬政策 ,但最终被对

德绥靖政策所代替。然而 ,不管法国对德国采取的是和解政策还是绥靖政策 ,德法之间的仇怨并未消除 ,

德国对法国仍是耿耿于怀 ,并暗暗地积蓄力量 ,在希特勒的煽动下 ,民族复仇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终于挑

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法之间于是第三次烽烟再起。德国以闪电般的速度击败了法国 ,建立了傀儡政

权 ,痛解一战后对法国的心头之恨。但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打击下 ,纳粹再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

并为之付出了比一战更沉重的代价。 由于纳粹的暴行 ,德法之间的怨恨越积越深。

通过对德法关系的历史回顾 ,可以看出 ,德法在历史上充满了深深的仇怨与敌意。 这种关系往往造

成两败俱伤 ,从长远来看 ,没有谁是真正的胜利者。 因为“胜利者都不是最后胜利者 ,……复仇主义导致

的只能是战争的再次爆发 ,战争只能导致一次较一次更严重的破坏”
[13 ]

(第 100页 )。 那么 ,为什么德法之

间会走进冤冤相报的怪圈呢? 这主要与两国解决相互之间冲突的方式有关。我们知道 ,自从民族国家出

现以来 ,各个国家出于维护民族利益——如领土、资源、人口等—— 的要求或争夺其他利益 ,相互之间出

现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来说 ,矛盾冲突的解决无非两种方式—— 对抗与妥协。对抗表现为国与

国之间剑拔弩张 ,甚至付诸武力 ;妥协则表现为相互让步 ,直至达到和解与合作。 但两个国家之间“如果

不是用妥协的方式解决冲突 ,而是用对抗的方式即用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那么 ,冲突的

根本解决意味着更大的冲突的生成 ,冲突的暂时解决意味着埋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 [14 ] (第 31页 ) ,导致

冤冤相报的历史循环。

二、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

德法之间如要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 ,必须消除两国之间的仇怨 ,实现两国之间的和解。 阿登纳是一

个伟大的政治家 ,他当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并认为在二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 ,德法两国只有变对

立为和解 ,两国及欧洲才有光明的前途。

联邦德国成立后 ,在对法关系上执行的就是一项与法国和解的政策。这种迥异于以往各个时期德国

对法国政策的出台 ,是德国人民反思的结果 ,是以阿登纳为首的富于预见性与勇气的战后德国政治家们

的杰作。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是联邦德国与法国和解政策的基础和指针 ,并贯穿于阿登纳政府的整个执

政时期 ,也为以后历届政府所遵循和实践。 我们知道 ,一国的对外政策 ,往往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 ,在

一定的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出台的。阿登纳的德法和解政策也莫不是如此。

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 ,侥幸脱离纳粹樊笼的阿登纳呆在勒恩多夫 (在科隆行政区内 ,属波恩近郊 )自

己的家里。 1945年 3月 ,美军在占领科隆之后 ,请他再次出任科隆市长 (他曾于 1917- 1933年两次任科

隆市长 ) , 6月 21日 ,科隆地区改由英国占领后 ,英国最终于 10月 6日宣布撤去他的市长职务。 在这之

后 ,阿登纳得以暂时摆脱政治活动 ,“在家里看报 ,收听广播 ,同友人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认真回顾德国近

百年来的历史变迁 ,总结经验教训”
[15 ]

(第 57— 58页 )。他着重研究了德法两国从古至今结仇积怨的历史 ,

认为德法之间的仇怨“是一道魔鬼的圆箍 ,一个邪恶的圈套 ,非破除不可”
[16 ]

(第 216页 )。通过对历史的反

思 ,并以他在 20年代所形成的改善德法关系的一些主张为基础 ,阿登纳逐渐形成了一些更为成熟 ,并在

其后几年内不断完善的德法和解思想。联邦德国成立后的 1949年 11月 3日 ,他利用接见美国《时代》周

刊记者的机会 ,发表了著名的“破冰解冻”演说 ,表明德国要与法国重建友好合作关系。 他说: “我决心要

以德法关系作为我的政策的一个基点” ,“和法国的友谊将成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基点”
[17 ]

(第 287— 288

页 )。在此之后 ,他在不同场合大力宣传他的德法和解思想。

当然 ,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 ,离不开二战后欧洲局势和德法两国政治与经济的现状 ,尤其是

两国要求重新恢复经济的迫切愿望。

二战使欧洲国家几百年来积蓄的人力、物力和财务消耗殆尽。 战争期间 ,整个欧洲 [苏联除外 ]的国

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25% ,欧洲在世界制成品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比 19世纪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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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欧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一半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 50% ,苏联则大大缩小了

与西方的差距 [18 ]
(第 414页 )。 一句话 ,欧洲时代已消逝 ,新世界的领导权为传统欧洲之外的美苏所分享。

另外 ,美苏两极以欧洲为前沿展开了冷战。 在这一背景之下 ,欧洲政治家们开始感到在这种新的非欧洲

中心的两极冷战国际关系体系之中 ,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和新的出发点。 于

是 ,以联合求自强的口号应运而生。 但是 ,联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基石和核心来不断巩固和确保联合的

成就。 这使得阿登纳认为 ,在英国对欧洲联合事实上的不冷不热的情况下 ,只有德法两国及两国的和解

才能担负起这个角色。

二战结束以后 ,随着冷战的爆发及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形成 ,在西欧看来 ,欧洲国家的安全时

刻受到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入侵”的威胁 ,尽管美国的核保护能为欧洲的安全提供一定的保障 ,但这毕竟

不是欧洲人能一劳永逸的 ,欧洲人要自己有所作为才行。阿登纳认为 ,在共同对付苏联的目标上 ,德法的

和解与合作格外重要 ,只有这样 ,欧洲的安全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这首先是由德法两国的地理位置决

定的。阿登纳说: “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 [17 ]
(第 98页 )。德

国是美苏冷战对峙的最前沿 ,一旦情况有变 ,德国会首当其冲。因此 ,德国只有尽可能拉拢欧洲大陆上的

大国——法国才能共同筑起安全的堤坝。法国与德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法国也有意用德国作为挡箭牌

或缓冲地带 ,这就需要双方的合作。 其次 ,则是由德国特殊的境况决定的。阿登纳曾说: “从军事观点来

看 ,我们德国人是完全没有防御的。” [17 ]
(第 396页 )但是 ,德国所具有的军事及工业上的潜力 ,又不容别国

忽视它。当时有人夸张地说: “谁占有西德及其钢铁生产 ,谁就可能赢得第三次世界大战。” [17 ]
(第 401页 )

因此 ,西方国家都认识到 ,撇开德国对安全的贡献是不现实的 ,“重要的是找出一条适当的途径 ,使德国

有可能在西欧防务中占有席位”
[17 ]

(第 431页 )。因此 ,德法和解与合作也是欧洲安全的需要。

德法和解是重建德国经济和恢复国家主权的需要。战争使德国经济遭到严重打击 ,并且在美苏对峙

的格局中领土也被一分为二。战败国的屈辱 ,国家的分裂 ,加之困苦不堪的生活 ,使德国民众的理想和信

念彻底动摇。而只有彻底恢复经济 ,才能恢复德国人民的信心。而刚刚诞生的联邦德国外交处境也相当

艰难。在 1949年 9月 20日正式组成的第一届政府中 ,没有外交部 ,因为“外交事务……属于三个占领区

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的权力范围” [17 ]
(第 266页 ) ,这无疑限制了联邦德国外交上的作为。它也不是一个完

全的主权国家 (直到 1955年 5月 )。 根据 1949年 4月 10日颁布的《占领法规》 ,占领当局还保留着一些

重要的权力 ,如“包括缔结国际间协议在内的联邦德国的外交事务由占领国负责”等。 正因为如此 ,联邦

德国自成立以来 ,就把重获主权作为外交事务的头等目标。由于纳粹在欧洲大陆的肆虐破坏了德意志民

族的形象 ,使得德国的邻国 (法、比等 )对德国重建经济和恢复主权的再度崛起疑虑重重 ,担心本国的安

全还会受到德国的威胁 ,因而时时警惕德国政府的种种动向 ,德国的一举一动都遭受到周边国家的密切

注意、监视 ,甚至是强烈反对。这一切使联邦德国面临着一种矛盾的处境:一方面要求重建经济和恢复国

家主权 ;另一方面又因德国两次挑起世界大战的历史 ,令邻国忌讳和害怕德国实力增强 ,甚至对提高德

意志民族国家主权地位的任何企图 ,都会招致来自法国、比利时等国的强烈反对。 这一矛盾使得德国必

须寻找一条新的思路 ,即消除周边国家对德国的疑虑 ,必须实现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和解。

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 ,也是与阿登纳的个人出生及从政经历有关。阿登纳出生于政治观念倾向于西

方的德国西南部莱茵地区 ,虔诚信奉基督教 ,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原则与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观念根深蒂

固。他“毕生……力求不违背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义 ,按照基督教义的精神想事和行事”
[15 ]

(第 25页 )。阿登

纳也认为 ,“即使在处在民族国家的年代里 ,这个欧洲的政治和精神的生活基础也是共同一致的。……即

希腊和罗马精神以及基督教精神” [19 ]
(第 6页 )。 他还厌恶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精神” [20 ]

( P. 41) ,反对极权 ,

认为是极权把国家和人民引向灾难。这些都使他认为 ,德法两国尽管存在对立 ,但还是有着共同点 ,存在

着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他反对军国主义及极权思想则使他走出了历届德国领导人向法国复仇的覆辙 ,愿

意寻求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国的恩恩怨怨。1917年 9月 18日 ,阿登纳当选为科隆市市长。“这时他年方四

十有一 ,是德国当时最年轻的大城市市长” [15 ]
(第 31页 )。二战结束后 ,他再次被美国人请出担任科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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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次任职市长的经历 ,不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 ,更使他在工作中形成了自己朴素的处事风

格、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以及矢志以求的耐心。 例如 ,他经常说: “政治应该是朴素简明的。 ……一个人

只有通过深入了解事物才能使它变得简单。如果你只看到事物的表面 ,事物就不能简单明了 ;但是如果

你能钻得很深 ,那么你将看到真相 ,并且真相总是简单明了的。”
[20 ]

( P. 28— 29)还有人说 ,“阿登纳最伟大

的品质之一是耐心。……他行动的格言是……`宁可缓慢些 ,也要有把握’ ”
[20 ]

( P. 85— 86)。这些品质都使

他不流于形式和表面 ,他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德法对立的原因 ,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 ;同时 ,他能够富于耐

心地一步一步地迈向他以一贯之的奋斗目标——与法国的和解。因为他早在第一次担任科隆市长期间 ,

就“多方设法谋求改善同法国的关系”
[15 ]

(第 87页 ) ,但德法和解却直到 1963年才最后完成。

三、德法和解思想主要内容及意义

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及意义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德法和解是欧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 ,是欧洲安全的可靠保障之一

阿登纳是个“头脑清晰” [ 21]
( P. 30)的人 ,他“对问题有现实的看法 ,不凭感情用事 ,不抱任何幻想” [15 ]

(第 69页 )。 他认为 ,从历史来看 ,欧洲大陆之所以一直就战乱频仍 ,动荡不安 ,主要是由于各国争霸欧洲

造成的 ,尤其是德法两国之间的争夺。“德法之间的紧张关系 ,给世界造成了……灾难” [16 ]
(第 132页 )。因

此 ,如果这种争夺不停歇 ,即“德法两国不能真正和解 ,欧洲就不会太平” [16 ]
(第 132页 )。阿登纳还认为 ,近

代以来欧洲大陆短暂的和平与稳定 ,主要是依靠国家 (集团 )之间的均势 ,即力量的平衡来维持的。这个

平衡体系是“从 17世纪到 18世纪初逐渐形成的”
[ 22]

(第 8页 ) ,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均势……并非总

能使和平得到维护” [ 23]
(第 253页 ) ,而且均势的可变性很大 ,“很可能是脆弱的” [ 23]

(第 251页 )。因为各国出

于自身不同的利益或者某国随着力量的强大而不满足于均势现状时 ,都会使均势被打破 ,从而导致战

争。例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存在着 6国的均势 ,具体来说是两大军事集团的均势 ,但由于各种

矛盾的不可调和 ,在均势形成后的不到 10年内 ,一战就爆发了。因此 ,阿登纳认为 ,欧洲要保持和平与稳

定 ,就要以一种新的形式来代替均势 ,这就是联盟。他认为 ,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基督教信仰之上的欧

洲各个国家的联盟 (合 ) ,才能“避免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 ,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 [24 ]
(第 61页 )。他还说 ,

“如果欧洲要建立和平秩序 ,……只有通过从根本上采取新的途径才能实现。 ……新途径就是建立一个

欧洲联邦”
[ 17]

(第 263页 ) ,因为只有联盟才可以“排除不安全因素”
[23 ]

(第 298页 ) ,而欧洲要联盟 ,不首先改

善德法这一对世仇的关系的话 ,也很难建立起真正的联盟。同时 ,德法是除原苏联之外欧洲大陆的两个

大国 ,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欧洲稳定至关重要。在抗御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威胁方面 ,也只有德法的紧密合

作 ,加强西欧防务才能实现。

(二 )德法和解是联邦德国走出外交困境、获取主权和实现经济复兴的重要途径

联邦德国成立后的对外政策目的是恢复国家的主权地位。基于联邦德国只拥有部分主权及外交上

的困境 ,阿登纳认为 ,在这些问题上 ,要有所突破 ,关键在于法国 ,“德法问题主要是一个心理上的问

题” [17 ] (第 289页 ) ,法国对德国重新崛起的担忧以及对德国的戒备之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战后初期的

法国对德政策。“因为它 (法国 )害怕德国重新强大起来 ,在这样一种心理的支配之下 ,一心以长期削弱德

国为目的” [ 17]
(第 274— 275页 )。这种情况使阿登纳认识到 ,“为了不断争取更多一些国家权力而不得不与

盟国进行谈判时 ,心理上的因素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 17]
(第 277页 ) ,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建立双方的相

互信任 ,并且“信任只能慢慢地、一步步地重新获取 ,而且……必须认真小心 ,避免任何足以再次引起对

我们 [德国 ]猜疑的事情”
[ 17]

(第 277页 )。 总之 ,阿登纳认为 ,德法和解对德国来说 ,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更

是惟一明智的选择 ,“我们的整个未来取决于同法国实现和解”
[16 ]

(第 216页 )。

然而 ,要实现经济复兴 ,必须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占领国取消对德国实行的拆除设备计划。按

照这个计划 ,“仅 1947年就要从联邦德国地区拆迁 1800个工厂” [25 ] (第 39页 ) ,“如果按规定计划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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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拆卸一光 ,德国……就根本无法在经济上恢复元气”
[17 ]

(第 275页 )。因此 ,阿登纳曾说: “联邦政府的

首要目标只能是取消拆除设备计划 ,不管要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 [17 ]
(第 275页 ) ;其次是占领国对鲁尔的

专署 ,“鲁尔工业区对整个德国工业来说意义极为重大” [17 ]
(第 280页 ) ,素有德国工业心脏之称 ,因此德国

迫切希望有代表进入鲁尔专署 ,以便“有一定的机会对那边 (即占领国 )执行的政策施加影响” [ 17] (第 281

页 ) ;再次是消除法国及其他邻国对德国经济实力增强的畏惧与担忧。这种“心理方面的因素”不利于德

国经济的发展 ,包括到国外开辟市场、原料的进口及相互的投资等。 阿登纳十分清楚 ,这诸多问题的解

决 ,离不开法国的态度与政策。因此 ,他认为 ,如果能与法国达成和解 ,将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并且为

经济复兴提供一种较好的政治基础。 因为“经济复兴是立足于政治基础之上的” [26 ] ( P. 61)。

其实 ,德法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早就存在 ,这种联系尤其表现在重工业方面。 如地处法德边界的洛

林地区是法国主要的钢铁工业基地 ,其炼钢用的煤和焦炭 ,一直是从靠近法德边界的萨尔和鲁尔地区进

口的。 鲁尔地区历来是德国的重工业基地 ,但鲁尔地区所用铁矿石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法国的洛林地区。

人为地割裂这种经济联系 ,不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 相反 ,通过和解巩固和加强这种联系对双方都是大

有裨益的。另外 ,通过和解与合作 ,还能扩大对外贸易 ,增加相互投资 ,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等。 这也正

是阿登纳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就积极致力于改善德法关系的原因之一。 他当时就认为 ,只有“在经济领

域中建立起共同的利害关系 ,…… [才能 ]结束 [两国之间 ]战争的恶性循环”
[16 ]

(第 216页 )。

(三 )德法和解是未来欧洲一体化的基石 ,是推动西欧联合的核心力量

欧洲联合的思想在欧洲有着久远的渊源 ,它发轫于中世纪和近代之交。 诸如“欧洲联邦”计划 ,一战

后流行于欧洲的“泛欧”主义思想等。 1923年成立的“泛欧同盟”的创建者康德霍夫—— 卡利吉在 20年

代中期还“建立了一个法、德的泛欧经济理事会 ,企图推动各国经济间的互相渗透 ,使新的战争不再爆

发” [22 ]
(第 30页 )。 1929年 ,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白里安曾提出过一个建议 ,即“在欧洲人民之间 ,应该有

某种联邦式的联系” [22 ]
(第 32页 ) ,但这个建议在经历了各种尝试之后最终失败。其后 ,不管是“法英同盟

计划” ,还是希特勒统治下的“新欧洲”运动 ,或抵抗运动中的“欧洲合众国” (或“欧洲联邦运动” ) ,都没有

使欧洲走上真正联合的道路。

二战结束后 ,要求欧洲联合的呼声越来越高 ,各种旨在推进联合的组织纷纷建立 ,各国的政治家们

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阿登纳在分析了以往各个时期有关欧洲联合的情况及结果之后认为 ,欧洲联合之

所以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性的进展 ,主要是由于欧洲联合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 ,因此也就缺乏一块基

石 ,或者说一种强有力的粘合剂。故此 ,他认为 ,德法和解将是未来欧洲联合 (一体化 )的基石。 其一 ,是

由于德法都是欧洲大陆上传统的大国 ,具有政治上的分量和影响力 ,德法之间的和解将给其他各国 (尤

其是小国 )一个示范作用。 正如他所说: “德法谅解即使不是欧洲政治经济统一的一把钥匙 ,也是欧洲政

治经济统一的一个开端” [17 ] (第 294页 )。其二 ,德法两国之间存在着冤冤相报的怪圈 ,“如果法德两国互不

谅解 ,欧洲统一是不可能的”
[17 ]

(第 288页 )。再次 ,德法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密地经济联系 ,德法和解将会使

欧洲各国以经济联合为突破口和纽带 (这在当时是惟一可行的现实的途径 )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阿

登纳还认为 ,德法和解将是推动西欧联合的核心力量 ,这主要是由英国对欧洲联合的态度决定的。英国

一贯认为 ,他们是“世界第三大国” ,“他们和英联邦以及和美国的关系要比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关系更重

要”
[22 ]

(第 60页 )。因此 ,英国不想加入一个有可能限制其主权和行动自由的机构。阿登纳也认为 ,尽管美

国出于自己的冷战需要 ,也会积极推动西欧联合 ,但其力量是有限的 ,况且美国推动西欧联合的动机就

是“为我所用” ,它只会使欧洲逐渐成为美国的附庸。而欧洲联合最终是要谋求摆脱美国的影响的 ,因此 ,

对美国的企求不应太大。

(四 )德法和解要从经济领域寻找突破口

德法两国在历史上的仇怨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 ,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工业革命以降 ,

煤、铁作为工业生产的基本要素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翻开欧洲地图 ,我们会

发现 ,诸如萨尔、阿尔萨斯、洛林等与“煤”和“铁”相联系的地名就处在德法边境地区。 由此 ,德法两国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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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对煤和铁的争夺就发生了不少冲突。 1871年 ,普法战争以法国的战败而结束 ,法国被迫割让铁矿区阿

尔萨斯和洛林。 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则规定: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 ,萨尔煤矿由法国开

采。1923年 ,法、比以德国未履行和约规定的支付赔款的要求为借口 ,出兵占领了鲁尔地区。1940年 6月

22日 ,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 ,根据停战协定 ,法国北部工业区由德军直接占领 ;而纳粹德国战败后 ,

法国则接管了莱茵兰和萨尔 ,且参加了对鲁尔的国际专署。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对煤、铁的不断争夺的

情况 ,早在 20年代 ,就有人试图在经济上使两国相互渗透 ,以使新的战争不再爆发。如康德霍夫—— 卡

利吉的“法、德的泛欧经济理事会” ;卢森堡工业家埃米尔· 迈里施的“钢铁卡特尔” ;法国部长路易· 卢

舍尔的“在主要的原材料上组成法德卡特尔”
[ 22]

(第 30页 ) ,还有法国政治家阿纳托尔· 德蒙齐的“莱茵河

卡特尔”。这些美好的设想 ,由于 1929年的经济危机及后来希特勒的上台 ,都没有得到实现。

同样 ,阿登纳在 20世纪 20年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认为解决德法争端的途径是“在经济领域中建

立起共同的利害关系”
[ 16]

(第 216页 )。 二战结束后 ,面对着“自 1947年以来 ,……经济上一直隶属于法

国”
[22 ]

(第 88页 )的萨尔、鲁尔被专署以及法国的对德强硬政策 ,阿登纳尤其强烈地感觉到 ,必须使德法两

国共同享有两国边境的煤铁等资源。这是因为德国的经济要恢复和复兴 ,离不开这些地区的贡献。同时 ,

德国是战败国 ,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靠武力来夺取这些地区 ,而只能“请求”占领国实行一些有利于自

己的政策。 1950年 3月 7日 ,阿登纳利用接见美国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的机会 ,提出在经济领域建

立“法德联盟”的建议: “法国和德国之间建立一个完整的联盟 ,并把它视为消除萨尔以及其他问题上的

分歧的一种手段” ,“成为欧洲合众国的奠基石” [17 ]
(第 354页 )。在当时的形势下 ,德法和解不可能从政治

领域起步 ,因为“ 1945年以后 ,……对德国的恐惧心理在法国人民中间根深蒂固” [16 ]
(第 217页 ) ,只有通

过从经济领域突破 ,进行合作 ,才能逐渐走向政治和解。

阿登纳的建议在当时有实现的可能。 首先 ,由于《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实施以及 1948年欧洲经济

合作组织的成立 ,已使德法两国的经济有了一定的联系 ;其次 ,“ 1949年 ,各国尤其是联邦德国、法国、比

利时等国的钢铁工业领导人进行了有可能导致重建生产者卡特尔的接触” [ 22] (第 89页 ) ,并做了一些尝

试 ;再次 ,随着冷战不断升级而导致美国决心转而扶植联邦德国 ,使法国感到其对德强硬政策不可能得

到切实有效地执行 ,而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将不可避免 ,迫于形势 ,法国认为自身的安全只有通过与联

邦德国经济的合作才能确保。 在“当时还不可能实行经济上完全的合并” [22 ]
(第 97页 )的情况下 ,法国的

“让· 莫内选择了煤炭和钢铁两个部门”
[ 22]

(第 97页 ) ,以期通过“对煤炭和钢铁实行共管 ,……使一场新

的法、德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
[22 ]

(第 97页 )。于是 ,联邦德国与法国率先实行煤、钢联合 ,并导致后来的

《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的正式签订 ,在欧共体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正是由于阿登纳从经济领域寻求合作的突破口 ,才实现了德法两国的初步和解 ,才有了早期欧洲一

体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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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 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question concerned most by poli ticians of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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