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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问题”与早期欧洲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为什么走上联合道路

吴　友　法

[摘　要] 在欧洲历史上 ,欧洲联合的思想由来已久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却没有

走上联合之路 ,这是因为德法两国没有实现和解。二战后 ,美国为了复兴西欧 ,为了解决“德国

问题” ,才有了“舒曼计划” ,德法才逐渐实现了和解 ,才有了早期欧洲一体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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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问题”在不同时期 ,含义也不同。可以说 ,从 1871年德国统一以来 ,德国在每一个历史时期 ,

都有每一个时期的“德国问题” 。解决“德国问题”的方式 、方法尽管都不一样 ,但最后都失败了 。二战

后 ,对整个德国来说 ,“德国问题”就是战胜国签订对德和约 、结束对德国的占领状态 、实现德国的重新统

一。对刚成立的联邦德国(还有民主德国)来说 , “德国问题”就是复兴西德经济 、取得独立的国家主权 ,

改善德法关系 ,防止德国成为“第四帝国” 。战后初期西德的“德国问题”的解决 ,就是通过欧洲一体化途

径予以实现的。“德国问题”的解决 ,也促使西欧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 ,以至于有了今天的欧盟和欧

洲的大联合。

一

其实 ,在欧洲历史上 ,欧洲联合思想由来已久 。由于在欧洲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频繁不断 ,尤其

是法德两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 ,使整个西欧元气大伤;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 ,更使欧洲经济遭到严重破

坏。因此 ,欧洲人民对和平与安宁的向往十分迫切 。从近代以来 ,欧洲出现了一些要求通过欧洲联合来

化解分歧 、求得和平的思想和理论 。

有关欧洲联合的想法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 ,首推法国的圣 —皮埃尔 ,他被称为欧洲联合的精神“鼻

祖” 。他在《永恒和平方案》中首次提出了建立欧洲邦联政府的思想 ,即通过建立欧洲各国参加的欧洲

“邦联政府”来实现欧洲各民族间的“永恒和普遍的和平” 。19世纪 ,欧洲联合的理想进一步发展成为

“欧洲统一”的思想。在 19世纪 40年代 ,法国就涌现出了一批欧洲联邦主义者 ,如空想社会主义者蒲鲁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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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外 ,在法国还出现有“欧洲合众国” 、“欧洲联盟”等主张和思想。

欧洲人不仅在理论上探讨欧洲联合的问题 ,而且还企图将这一思想付诸行动 ,并为此进行过努力。

欧洲人曾在布鲁塞尔 、巴黎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地多次举行过和平大会 ,要求欧洲国家为和平而联合

起来 。1891年的罗马国际和平大会的决议就曾明确提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问题。20世纪初 ,在帝国

主义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和战争爆发的危急情况下 ,要求通过欧洲合作以避免战争的呼声非常高涨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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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德国实业家马科斯 ·瓦希特发起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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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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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奠

定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灾难 ,使欧洲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必须通过欧洲联合来消除战争 ,

尤其是在知识界 ,这种呼声很高。一位挪威生物学家在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信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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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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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著名作家海因利希 ·曼等人也主

张通过德法间的合作达到欧洲的团结与合作的目的。

欧洲联邦的思想除了在知识分子之中流行外 ,也为一些政治家 ,特别是法德两国的开明政治家们所

接受 。一战后 ,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意识到了在欧洲框架内实现法德和解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认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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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和外长的白里安就是法德合作和“欧洲联邦”计划的最热心的鼓吹者之一。他的“欧洲联邦”构想

是:首先实现法德和解 ,认为这是构建欧洲联邦的基础 。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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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第 93 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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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对德国作出重大让步:结束对莱因区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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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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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里安将非战公约的签订当作实现欧洲与世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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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联合提供了一个好的设想。白里安提出建立“欧

洲联盟”的倡议 ,也得到德国外长斯特雷泽曼的大力支持。时任科隆市市长的康拉德 ·阿登纳以一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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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白里安等人的法德接近和合作政策终究未能实现。

德法作为欧洲的两个大国 ,又是邻国 ,它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导致了长期的相互仇杀 ,结怨甚深 。长

期以来 ,两国都是以削弱对方 、打倒对方为第一要务 ,以致两国总是冤冤相报 ,没有走出这个历史怪圈。

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支配下 , “复仇”成为合理 、也是最得人心的口号 。同时 ,

也是统治者摆脱国内危机 、转移人民注意力的手段。在这种思想指引下 ,欧洲的联合也就不可能实现;

相反 ,德国法西斯为实现民族复仇 ,将欧洲再一次拖入更加残酷的战争之中 ,最终还是导致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爆发。

二

即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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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洲才能从战争造成的混乱中摆脱出来 。战争初期 ,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企图通过所谓“欧洲新秩

序” ,通过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来实现欧洲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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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德意志为中心的

“新秩序” ,显然不是欧洲人民所向往的真正欧洲联合 ,因此注定要失败。

尽管在欧洲历史上不断有欧洲联合的思想 ,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并为此作出过不懈努力 ,但欧洲从

来也没有走上联合之路。为什么欧洲联合一直没有实现 ,而在二战后实现了 ,使多少代欧洲人的梦想变

成了现实呢?

首先 ,这与二战后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有关 ,即美苏冷战的形势有关。当时 ,西方世界普遍认为 ,西

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所谓苏联共产主义的西进威胁 ,保障资本主义自由制度 ,所以冷战导致美国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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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复兴西欧。其次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 ,欧洲各国受到沉重打击 ,欧洲人民认识到和平的极端重要性 ,人

们迫切要求恢复经济 ,重振欧洲。再次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与解决二战后的“德国问题”有关。

美国复兴西欧 ,重点是复兴西德 ,这是从外部来讲;从西德自身来讲 ,也强烈要求恢复经济 、重建家园 ,恢

复主权;对法国来说 ,害怕德国的复兴对法国重新构成威胁 。此时所谓的“德国问题” ,即复兴德国 ,恢复

德国的主权 ,实现德法和解 ,同时防止德国成为“第四帝国”以及再次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 ,使欧洲永远

和平 ,不再发生战争 。这也是法国所期望的。

联邦德国成立后 ,总理阿登纳认为 ,联邦德国要使西方民主国家承认其为平等的伙伴 ,就要为恢复

完全的主权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1949年 9月 21 日 ,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随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行

政和立法机构的建立 ,大部分责任和决定权将交到德国人的手中。但是 ,我们还不拥有完全的自由 ,根

据《占领法规》 ,对德国还有相当的限制 。我们将尽力造成一种气氛 ,使盟国能以平等和宽容的方式应用

《占领法规》 ,只有这样 ,德国人才能取得充分的自由。” 为实现完全平等的独立主权 ,并与欧洲进行合

作 ,联邦德国极力争取与法国言归于好 ,消除两国关系方面的障碍 ,积极支持欧洲合作与联合的各种计

划。11月 3日 ,阿登纳利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机会 ,作出了呼吁德法和解的姿态。他说:“许

许多多历史上的荆棘挡住了两国人民的视野 ,阻碍着双方往来的道路。但是处在欧洲今天的阶段 , `世

仇夙怨' 已经完全不合时宜。因此 ,我决心要以德法关系作为我的政策的一个基点 。”
[ 3]
(第 287 页)11

月 7日 ,阿登纳向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发表谈话 ,再次呼吁德法和解 ,并强调“如果法德之间缺乏

根本谅解 ,欧洲合作是无法实现的” [ 3]
(第291 页)。针对联邦德国积极寻求与法国和解的态势 ,法国也作

出了积极的回应。11月 2日至 16日 ,法国国民议会讨论对德关系 ,并通过了一项动议 ,明确表示要通

过“西欧一体化”来解决德国问题。动议指出:“建立赋予有效权力的欧洲机构” , “通过它来使得欧洲各

国和德国的关系能够正常化起来” ,并要求“把鲁尔国际化 ,以作为欧洲安全的必要保证和创建一个统一

欧洲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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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建立德法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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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第 354页)。在 3 月 21日第 2次接见史密斯时 ,阿登纳提出了实现

德法联盟的具体措施 ,即从“关税和经济着手 ,使两国逐步结合” , “从两国的立法机构中产生” , “成立一

个共同的经济议会” ,“以便逐步实现两国的统一” 。他认为 , “通过这样的步骤 ,法国对于安全的要求可

以得到满足 ,同时也能够制止德国民族主义的抬头”
[ 3]
(第 357-358 页)。可见 ,阿登纳是想以德法和解方

式来解决“德国问题” 。

鉴于阿登纳向法国频频投送秋波 ,美国遂催促法国政府考虑采取主动行动。法国深知无法阻挡美

国决心加快复兴联邦德国 、并打算武装联邦德国的计划 ,只有顺从美国之意 ,与联邦德国打交道 ,谋求德

法和解 ,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于是 ,法国率先与联邦德国实行煤钢联合。在事先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商

谈后 ,法国外长舒曼于 1950年 5月 9日举行记者招待会 ,宣读了一项声明 ,宣告“法国决定在欧洲建设

方面 ,在与德国建立伙伴关系方面 ,采取第一个决定性的行动” ,这一行动是“把法德的全部煤 、钢生产

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以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的管制之下” ,“煤 、钢生产的联合经营将促使欧洲联

邦共同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发展 ,还可改变这个地区长期从事武器制造使它自己不断成为牺牲品这一命

运” , “这样结合起来的联合生产意味着将来在法德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再可

能” 。声明建议成立一个超国家的高级管理机构 ,即创建“一个强大的 、各国可以自由参加的生产共同

体” ,管理西欧的煤炭和钢铁资源。这一声明被称为“舒曼计划” ,西方学者称它为“欧洲史上划时代”事

件。阿登纳对“舒曼计划”表示“由衷地赞同”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舒曼计划”“是法国及其外交部长

舒曼针对德国和欧洲问题所采取的一次宽宏大量的步骤” , “对德法关系和整个欧洲的发展具有可以想

像的巨大的意义” , “是德法关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 , “为今后消除法德之间的一切争端创造了一个

真正的前提”
[ 3]
(第 377-378 页)。5月 10日 ,艾奇逊在伦敦发表声明 ,称“舒曼计划”是促进法德和解及推

进西欧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态发展” ,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所支持的目标 ,美国政府“以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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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赞赏的心情来认识这个法国所倡议的重大和深远的意图”
[ 4]
(第 242 页)。

由上可见 ,如何解决“德国问题” ? 为了防止德国在复仇主义情绪下重新走上战争之路 ,人们期望的

是通过欧洲一体化来实现 。当时法国资深政治家勃鲁姆说得好:“在一个和平和稳定的欧洲中使德国不

致为害”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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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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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互合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

《舒曼计划》才得以提出。

三

之所以说早期欧洲一体化的实现 ,最主要的原因是与解决“德国问题”有关 ,还因为西欧一体化的起

步是从煤钢联营开始的 ,而煤钢联营又主要是解决西德的鲁尔问题。鲁尔是德国钢铁工业的中心 ,重工

业的中心 ,是德国历次建立强大军事力量 、发动战争的基础 。有了钢铁工业才能建立强大的军队。法国

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是由于敌不过以西门子 、克虏伯发明制造的钢炮武装起来的普鲁士军队。正如凯

恩斯所说:“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依靠血和铁建立起来的 ,不如说是依靠煤和铁建立起来的。” [ 6]
(第 1

页)钢铁工业是使德国强大的重要工业基础。复兴德国 ,不对鲁尔工业区进行管制 ,法国是不会安心的。

鲁尔是法国最害怕 、在安全方面最担心的问题 。所以 ,为解决鲁尔问题 ,法国外长舒曼别出心裁地抛出

了《舒曼计划》。舒曼建议“将法德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它欧洲国家都可以参加的高级联合机构

的管制之下” ,其目的是很明确的 ,是想通过煤钢生产经营一体化来约束和牵制德国 。所以“舒曼计划”

提出后 ,才有了煤钢联营条约 ,才有了西欧煤钢生产经营一体化 ,才有了 1957年的《罗马条约》 ,才有了

欧洲经济共同体 ,才有了早期欧洲一体化。

当然 ,复兴德国的前提是因为美苏冷战 ,是因为要实施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 ,这是解决“德国问

题”的外部因素 。就法德两国而言 ,法国认为 ,欧洲一体化除了能更好地拴住德国外 ,德法合作及欧洲一

体化也增加了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 ,满足了法国振兴法兰西成为欧洲大国的愿望;另外 ,从经济上

来说 ,法国也需要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共同体 ,运用共同体自由贸易的条款使法国工业现代化。对德国来

说 ,实现与法国的和解 ,并通过与法国的合作推进西欧一体化 ,积极接受法国目的在于控制德国的欧洲

一体化建议 ,也是因为它符合德国当时的最高国家利益 ———恢复主权 、复兴经济 ,重返国际大家庭 。因

为 ,德国认识到从一个对抗 、分裂的欧洲得不到任何好处 。因此 ,德国愿意也乐于接受法国的这种约束

与限制。德法双方都有各自的目的 ,一体化是其和解 、合作的最好途径。

出于对第三帝国给法国及欧洲带来伤害的愧疚 ,德国在二战后特别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

扮演了一个顺从和迁就法国的小伙伴角色 ,并尽力避免欧共体内的摩擦。如在《罗马条约》及共同农业

政策形成的谈判时 ,德国就基本上顺从了法国的意愿;德国虽然希望英国加入欧共体 ,但戴高乐在 1963

年和 1967年对英国申请的两次否决 ,德国也表示了默认;在对法国及对欧洲政策问题上 ,德国宁愿保持

低调 ,尽量避免在欧共体内追求本国的最大利益。总之 ,为欧洲一体化顺利发展 ,德国作出了很多让步。

后来的领导人施密特 、科尔 ,也为推动欧洲一体化和建立欧洲联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二战后美国的复兴西欧计划是促使西欧走向联合的外部条件。即使没有美国复兴西欧计划 ,德国

照样要复兴 ,法德照样会实现和解 。所以 ,二战后西欧走上联合之路 ,德国是核心 ,德法和解是关键 ,所

以人们称德法是欧洲联合的发动机 、火车头。战后欧洲一体化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德法两国的关系史 ,

而在德法两国的关系中 ,战后欧洲一体化也占据着绝对的中心位置。与 1945年以前的德法关系相比 ,

战后两国关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和解与合作。这种和解与合作的表征和外壳是欧洲一体化 ,而欧洲

一体化也保证了德法关系能在一个既定的轨道上稳定而健康地发展 。

解决“德国问题”的前提是首先要实现德法和解。“舒曼计划”为实现德法和解提供了一个途径 。从

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到 1963年《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 ,德法两国在短短的 14 年内就完成了从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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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到伙伴的转变 ,并使西欧初步迈上了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解决“德国问题” ,实现德法和解 ,从而使西

欧顺利走上了早期欧洲一体化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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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Issue” and the Early European Integration

Wu Youfa

(Schoo l o f History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In the histo ry of Europe , the thought o f European unif ication ex isted long time befo re.

But befo re WW Ⅱ , Europe had never entered the pro cess of unif ication.The reason w as that Germany

and France had no t reconciled wi th each other.After WW Ⅱ , the U .S.pushed the French

gove rnment to f ind a solution for bet ter reconst ructing Weste rn Europe and solving “Germany issue” ,

then the “Schumann Plan” came into being.After that , Germany and France had g radually reconci led

wi th each o ther , and the early integ ration o f Europe w as also launched.

Key words:“Germany issue” ;Germany and France reconciliation;early European integ 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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