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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演变

李 荣 建

1 9 5 8年 5月 31 日的阿尔及尔事变
,

促成戴高乐复出
。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
,

立即着手处理

导致第四共和国垮台的重大因素之一— 由来已久的阿尔及利亚问题
。

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最老
、

最大的殖民地
,

一直为法国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 的 农 产 品

和能源
。

法国大资产阶级包括金融集团和石油工业集团为了维护其继续占有阿尔及利亚市场

和从阿尔及利亚不断获得经济资源的长远利益
,

虽然从根本上反对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独立

的国家
,

但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面前
,

不得不倾向于作些让步
。

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

国庄园主殖民集团却竭力维持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
,

以保全和发展其既得利益
。

至于在印度

支那战争中败北
“

蒙羞
”

的法国殖民军队
,

则梦想打赢阿尔及利亚战争
,

以恢复昔日的
“

荣耀
” 。

所以
,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已勾画出使法国成为一个遍及欧亚非三大洲 的
“

法 兰

西联盟
”

蓝图的戴高乐
,

首先制定了旨在
“

把阿尔及利亚同法国拧在一起
”

的政策
。

为此
,

他在

政治上培植介乎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
“

第三种政治力量
” , 在军事上鞭策

装备精良的法国殖民军队
“

平定暴乱
” ,

以便牢牢控制阿尔及利亚的局势 , 在经济上援助阿尔

及利亚
,

藉此笼络人心
, “

从经济上合并阿尔及利亚
”

①
。
1 9 5 8年 6 月 7 日

,

正在阿尔及利亚巡

视的戴高乐总理面对穆斯塔加奈姆的居民振臂高呼
“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
” ,

充分表达了他

当时的心愿
。

同月 13 日
,

他在广播讲话中宣称必须
“

平定阿尔及利亚
,

使它在形体上
、

精神上

永远和法国在一起……
” ②

。

然而
,

戴高乐的谋求继续控制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是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意愿相违背

的
。 9 月 1 9日

,

以法尔哈特
·

阿巴斯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开罗成立
,

26 日临

时政府发表声明
,

指出其首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和军队走向解放
,

同时也希望和法国举行谈判
,

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

然而
,

令人遗憾的是
,

当时硬要保留宗主国地位的戴高乐政府没

有作出积极的有效的反应
。

戴高乐为了使法国能够继续主宰阿尔及利亚的命运
,

他左右开弓
,

双管其下
。

他于 10 月

3 日在君士坦丁宣布了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
,

许诺要加快发展阿尔及利亚经济
,

在五年内为

10 。万阿尔及利亚人解决住房问题
,

将 25 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分配给贫困农民
,

为 40 万人提供

就业机会等等
。

这个
“

十分诱人
”

的新殖民主义计划理所当然地遭到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

府的断然拒绝
。

10 月 23 日
,

戴高乐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呼吁
“

勇敢者的和平
”

③
,

要求民族解放

阵线先停火
,

然后进行谈判
。

但是
,

为 自由而战的阿尔及利亚勇士在国家获得独立之前是不

会随便放下武器的
,

拒绝接受戴高乐的这个建议
。

与此 同时
,

戴高乐暗中加快了军事解决的步伐
。

他在巴黎参加研究并且批准了新任北非

祛军总司令夏尔将军制定的分区围歼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

并且多次亲临阿尔



及利亚
,

为殖民军队鼓劲打气
。

但是
,

法国殖民者用武力消灭不了久经战火考验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 军
,

更征服不

了英勇不屈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心
。

19 59 年 1 月
,

越战越强的民族解放军在战略上由防御转

为进攻
,

并且屡次突破法军封锁线
。

在这种情况下
,

戴高乐总统于 3 月 5 日在记者招待会上

重申
,

愿 同民族解放阵线进行关于停火的直接谈判
。

5 月 1 日
,

阿巴斯总理在贝鲁特提出
:

“

我们准备在中立国境内与戴高乐将军会该
,

不提任何先决条件
”

④
,

再次表达了阿尔及利亚

共和国临时政府愿意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诚意
。

8 月末
,

戴高乐通过与两位阿尔及利

亚人的交谈
,

进一步意识到
“

民族独立
”

是阿尔及利亚的人心所向
。

9 月间
,

民族解放 军粉碎

了夏尔组织的10 万法军大围剿
,

从基本上扭转了战争的态势
。

戴高乐
“

平定暴乱
”

的政策在阿尔及利亚遭到了失败
,

从而使对戴高乐寄于厚望的法国民

众感到失望 ; 国内厌战情绪 日趋强烈
,

反战力量不断增长
; 庞大的军费开支

,

也直接影响国

计民生
,

朝野颇多微词
。

在国际上
,

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 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
,

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

非殖民化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

势不可挡
。

事与愿违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局面和国内外形势发展
,

迫使戴高乐作出比较明智的抉择
。

9 月 1 6 日
,

他赶在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召开的联合国第十四届大会开幕前
,

发表重要电视广

播讲话
,

提 出在阿尔及利亚恢复和平后第四个年头让 阿尔及利亚人自决
,

在下列三者之间选

择
: 1

.

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分离 (即
“
独立

”
) ; 2

.

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合并
,

完全法 国 化
; 3

.

与

法国保持紧密联系的阿尔及利亚实行内部自治
。

从试图通过
“

平定暴乱
”

强迫阿尔及利亚归并

法国到被迫提出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决
,

是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重大转变
。

当然
,

戴高乐十分清楚
,

此时压迫阿尔及利亚归并法国纯粹是
“

空想
” ,

但若给阿尔及利

亚以自由也
“

不妙
” ,

因为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可能会把撒哈拉的油气资源收归国有
。

独立后

的阿尔及利亚政权如果
“

苏维埃化
” ,

便会成为西方国家的对头
。

所以
,

戴高乐有意敦促阿尔

及利亚人选择第三种方案
。

同年 n 月 10 日
,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关于赋予阿尔及利亚人 自

决权的建议
,

并提出确保愿到法国会谈的民族解放阵线代表的安全
。

民族解放阵线对此作出

了反应
,

但由于法方不同意阿方提出的代表人选而未能举行会谈
。

在此前后
,

戴高乐悄悄委

派前办公厅主任
、

时任罗特希尔德银行秘书长的乔治
·

蓬皮杜以及莫里诺律师与阿尔及利亚

民族主义者和旅阿法侨进行秘密接触和谈判
,

旨在协商组成法一阿临时政府
,

阿尔及利亚试

行为期 10 年的内部 自治⑤
。

尽管戴高乐提出的自决和 自治是很有限的
,

然而
,

顽固坚持法属阿尔及利亚立场的极端

殖民主义分子对此却深为不满
。

1 9 6 0年 1 月 23 日
,

皮埃尔
·

拉加亚尔笋率领暴徒抢占阿尔及

尔大学教学大楼
,

接着在大学门前筑起街垒
,

举行武装暴乱
。

第二天
,

约瑟夫
·

奥蒂斯组织

的示威游行队伍在中央广场酿成流血事件
。

极端殖民主义分子蓄意闹事
,

破坏了戴高乐的计划
。

他于 1 月 2 5日发表广播讲话
,

愤怒

痛斥暴乱
“

是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的罪恶行动
”

⑥
。

1 月 2 9 日20 点整
,

身穿军装的戴高乐

总统发表电视广播演说
,

再次严厉谴责叛乱
,

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叛乱分子
“

有使法国 丢 掉

阿尔及利亚的危险……
”

⑦
。

他命令军队采取各种手段击败武装暴乱
,

在阿尔及尔等地恢复秩

序
。

2 月 1 日
,

法国 1 2 0 0多万工人和公务员举行一小时的大罢工
,

声讨阿尔及尔殖民者的叛

乱
。

当天
,

处境孤立的叛乱分子撤离据点
,

以失败而告终
。

“

街垒周
”

进一步巩固了戴高乐的地位
,

同时也表明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都渴望早

日结束肮脏的殖民战争
。

许多原来持法属阿尔及利亚观点的法国人由 此 改 变了看法
。

善于



利用时机的戴高乐趁热打铁
,

要求国会授于政府特别权力
,

以应付重大事件
。

2 月 2 日
,

国

会通过特别权力法
。

2 月 5 日
,

戴高乐改组内阁
,

将反对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海外部长科

尔尼
·

让蒂尔和 国务部长苏斯戴尔摒于新内阁之外
。

他还采纳负责阿尔及利亚事务的技术顾

间贝尔纳
.

特里科和总统府秘书长若弗鲁瓦
·

德库塞尔的建议
,

组织了阿尔及利亚事务委员

会
,

以便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
。

另外
,

他在阿尔及利亚实行 了一系列改革
,

重新组织警察
,

解散

在街垒战中支持叛乱分子的地方 自卫队
,

取消军队里已被极右派军人所把持的心理战机构
。

3 月 3 日至 7 日
,

戴高乐风尘仆仆视察了驻阿尔及利亚部 队
。

他诱导军人淡化比较浓厚

的殖民主义思想
,

不要死盯住
“

最耗费精力而得不到成果
”

的阿尔及利亚
,

而应该放眼未来
。

为广泛探听国际舆论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意见
,

戴高乐频繁与外国首脑接触
。

3 月 23 日

至 4 月 3 日
,

他在巴黎接待了来访的赫鲁晓夫
。

此后不久
,

戴高乐相继访间了英国
、

加拿大

和美国
。

通过国际交往与新闻媒介
,

他进一步意识到
,

举世瞩目的阿尔及利亚间题使法国在

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

为了提高法国的威望
,

必须尽快解决阿尔及利亚间题
。

为此
,

戴高乐于 9 月 10 日在爱丽舍宫秘密会晤两名民族解放军高级军官
,

试图寻求首先

局部停火进而全面停火的解决办法
,

结果未能如愿
。

6 月 14 日
,

十分重视舆论导向的戴高乐

发表 电视广播演说
。

他指出 , “

这个世纪的精神改变了我们的国家
,

也改变了我 国在海外进行

活动的条件
。

用不着列举那些导致我们结束殖民化工作的原因
。

…… 人们怀念帝国时代的东

西
,

那是很自然的
,

就像人们可能怀念过去的油灯的柔和
、

帆船的优美
、

马车时代的优雅一

样
。

但是
,

又怎样呢 ? 脱离了现实
,

任何政策都会失去价值
。 ”

当谈到阿尔及利亚间题时
,

他

说
: “

我从来不相信这个存在了 1 30 年的问题
,

在一天一夜之间就能够解决
。

但是
,

我相信
,

现

在比任何时候更加接近于真正的解决
。

阿尔及利亚人对他们的命运享有自决权
,

是这场复杂

而痛苦的悲剧的唯一可能的出路
。 ”

他在讲话中还邀请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到法国会谈
,

并且

第一次使用 了
“

阿尔及利亚人民
”

的提法⑧
。

6 月 25 日至 29 日
,

阿尔及利亚共和 国临时政府的

两名代表在默伦与法国政府代表举行了预备性会谈
。

由于法方拒绝双方在平等基础上谈判
,

因此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

在非洲
,

原来在法兰西共同体内享有内部自治权的乍得等 12 个国家和马尔加什 (马达加

斯加 ) 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
。

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

戴高乐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
,

用灵

活的
“

合作
”

政策代替过时的老殖民主义政策
,

从而使法国在新独立国家得以继续保持传统的

势力和利益
。

这些国家非殖民化的过程及其后果
,

对戴高乐处理悬而未决的阿尔及利亚问题

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

在法国本土
,

由萨特等 12 1名知识分子签名的宣言书于 9 月 6 日公开发表
,

要求立即停止

阿尔及利亚战争
,

集中地反映了法国民众激烈的反战情绪
。

主张
“

欧洲人的欧洲
”

的戴高乐为

了积极推动
“

西欧共同市场
”

向前发展
,

为了加强法国在共同市场的竞争力和与美国分庭抗礼

的实力
,

也迫切要求卸下沉重的殖民战争的包袱
。

世界非殖民化的大趋势与法国 自身发展的需要
,

促使戴高乐从根本上转变殖民主义立场
,

加快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间题的步伐
。

他于 11 月 4 日在对全国的一次电视广播讲话中
,

拐弯

抹角地使用了
“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
”

一词
。

他很有分寸地引导人们逐渐接受不可避免的既成事

实—
“

一个将有它 自己的政府
、

自己的体制和 自己的法律的阿尔及利亚
。 ”

⑨

从试图威胁利诱阿尔及利亚实行
“

自治
”

到被迫让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
,

是戴高乐对阿尔

及利亚政策的又一重大转变
。

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转变
,

使 阿尔及利亚走上独立道路
,

戴高乐于 n 月 22 日任命其心腹



路易
.

若克斯将军担任负责阿尔及利亚事务的国务部长
,

以免顽固坚持法属阿尔及利亚立场

的米竭尔
.

德勃雷总理直接干预阿尔及利亚事务
。

12 月 9 日至 13 日
,

戴高乐再次巡视了阿尔

及利亚
。

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祖国独立的强烈愿望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
,

使他彻底打

消了法阿联合的念头
。

他清醒地意识到为了保持法国政局稳定和经济繁荣
,

务必将法国从得

不偿失的殖民战争的泥潭中拖出来
,

以便轻装前进
,

跃入世界大国之林
。

19 6 1年 1 月 6 日
,

戴高乐发表电视广播演说
,

要求法国公民投票赞成关于阿尔及利亚自

决的法律草案
。

他还明确指出
,

继续在阿尔及利亚实行殖民统治不仅在政治上
、

军事上和财

政上给法国增加了压力
,

而且在当代
“

是荒谬和不合潮流的东西
。 ”

L 1 月 8 日
,

法国举行全民

投票
,

其中76 %的投票者支持戴高乐推行的阿尔及利亚政策
。

2 月 20 日及 3月 5 日
,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两位代表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秘密

特使乔治
·

蓬皮杜及其助手布津诺
.

德勒斯在瑞士洛桑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谈
。

3 月 30 日
,

法

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分别在巴黎和突尼斯同时宣布
,

双方将在埃维昂举行停

战谈判
。

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
一

卓识的政治家戴高乐顺应历史潮流的决策
,

引起了极端殖民主义分

子的恐慌和反对
。

他们不甘心
“

街垒战
”

的失败
,

拼凑了
“

秘密军组织 ( O A s)
” ,

四处进行恐

怖活动
,

妄图阻止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

4 月 22 日
,

在几个陆军上校的策划和煽动下
,

夏尔等

四位法国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发动军事政变
。

他们逮捕了政府总特派员
、

北非总司令等要员
,

宣称军队已经控制了阿尔及利亚
,

并在公告中扬言
“

军事法庭将逮捕和审判直接参与放 弃 阿

尔及利亚和撒哈拉的行动的人
。 ”

@

对于叛军一时得逞 的政变
,

戴高乐泰然自若
。

他当即派遣路易
·

若克斯和国防部总参谋

长奥利埃将军飞往阿尔及尔
,

以团结犹豫不决的官兵
。

在法国本土上
,

戴高乐对军中可疑分

子进行了预防性的逮捕
。

处事果断的戴高乐还下令切断通往阿尔及利亚的海空交通
,

并宣布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

第二天
,

他开始行使宪法第 16 条所授予总统的全权
。

4 月 23 日晚 8 点整
,

他发表电视广播讲话
,

大声痛斥
“

狂热的军官
”

进行的
“

可恶的愚蠢的冒险
” ,

使
“

国家遭到了嘲

弄
,

民族遭到了挑战… … ” ,

并庄严宣布
: “

我以法兰西的名义
,

命令用所有的手段
,

我说的是

所有的手段
,

切断他们 的去路
,

直至他们投降
。 ”

L戴高乐义正辞严的讲话
,

分化了叛军
,

有

力地打击了叛乱者的气焰
。

戴高乐的讲话得到法国人民的拥护
。

24 日
, 1 0 0。多万人举行全国

大罢工
,

支持戴高乐的政策
,

法国本土的多数政党明确表态反对叛乱
。

得不到人民和广大官兵支持的叛乱分子于 25 日放下了武器
,

如鸟兽散
。

妄图强行归并阿

尔及利亚的兵变被粉碎后
,

戴高乐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既定方针
。

5 月 20 日
,

阿尔及利亚共

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和法国政府代表团在埃维昂举行第一轮正式会谈
。

在谈判中
,

阿方提出

对撒哈拉拥有主权的正当要求
,

遭到法方拒绝
。

6 月 13 日
,

法方故意建议暂时中断谈判
。 7

月 1 2日
,

戴高乐发表电视广播演说
,

声称
“

法国毫无保留地同意阿尔及利亚居民建立一 个 完

全独立的国家
。 ”

L 7 月20 日
,

法阿双方在 吕格兰堡再次举行会谈
。

但由于法方顽固坚持拥有

撒哈拉的错误立场
,

使谈判难以进展
。

28 日
,

阿方建议暂时中断谈判
。

9 月 5 日
,

戴高乐举

行记者招待会
,

承认撒哈拉属于阿尔及利亚
,

从而排除了谈判中的主要障碍
。

n 月 10 日
,

戴

高乐在马赛演说中指 出
: “

阿尔及利亚问题压在我们身上
,

以至于我们的前途本身都被它阻塞

住了
。 ”

L 19 6 2年 2 月 10 日至 19 日
,

法阿双方在莱鲁斯举行秘密会谈
,

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广泛

地交换了意见
,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

3 月 7 日
,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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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认识论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20 世纪认识论发展的总观点和基本评价
,

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20 世纪科学认识论与哲学认识论的论争
,

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

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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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和法国政府代表团在埃维昂举行第二轮正式会谈
。

经过 n 天的谈判
,

双方于 3 月 18 日达

成协议
,

第二天中午在阿尔及利亚全境实现停火
。

根据《埃维昂协议》 ,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
,

享有完全的
、

充分的主权
。

阿法两国实行经济

和文化合作
,

共同开采撒哈拉石油资源
。

4 月 6 日
,

戴高乐向全国发出呼吁
,

请求每一位公民投票赞成从根本上解决阿尔及利亚

伺题的埃维昂协议
。

4 月 8 日
,

法国举行全民投票批准埃维昂协议
,

91 %的投票人投了赞成

票
,

从而结束了法国的殖民时代
。

7 月 1 日
,

阿尔及利亚举行全国公民自决投票
, 9 9

.

7 3%的投票人赞成独立
。

7 月 3 日
,

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
。

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
,

终于赶走了法国殖民

主义者
,

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

作为宗主国领袖的戴高乐将军
,

在阿尔及利亚推行旧的殖民主义政策行不通的情况下
,

转而走上了非殖民化的新路
,

从全局的战略利益出发
,

审时度势
,

不断调整对阿尔及利亚政

策
,

使之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
,

把法国从殖民战争的泥潭中拖了出来
,

使阿尔及利亚获得了

独立
,

从而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

在理智地熄灭殖民战争的火焰之后
,

他从法国的利益和前途出发
,

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

政策
,

这是继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高举
“

自由法国
”

的旗帜
,

为民族独立而战的伟大功绩之

后的又一壮丽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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