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约里，法国似乎很爱唱反调，甚至曾
经一度退出北约，不过又加入回来了，到底是
咋回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由合作走向
对抗。美国为了围堵苏联，提出建立欧美共同军
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倡议。法
国等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为了获得美国的经济支援，积极支持美国。

北约是实现欧美共同防卫的国际军事组
织，因此掌管军队指挥和训练的“军事一体化
机构”在北约处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1949年，法国作为创始国加入北约。法国和
北约度过十几年的亲密期。60年代，随着法国自
身实力的增强、戴高乐主义的盛行以及对外政策
的调整，法国决定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

冷战结束后，出于对国际形势变化的考
量，法国在2009 年再次重返北约。这又是什
么原因导致的呢？

妥协的法兰西难忘光荣传统
法国曾是欧洲历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强

国，执掌欧洲大陆霸主的位置多年。17 世纪
法王路易十四当政时，法国确立了君主专制中
央集权。在法国蒸蒸日上的时候，欧洲大陆的
德意志和意大利还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先是通过遗产战
争打败西班牙，然后经过法荷战争打败荷兰。
连年的对外战争，让法国确立了欧洲大陆最强
国的地位。

到了 18 世纪末，君主集权的封建主义阻
碍资本主义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君
主制被废除，法国成立民主共和国。

大革命后期拿破仑当政，法国积极对外输
出民主共和观念，沉重打击欧洲的君主制，法
国大革命被誉为当时是资本主义革命中，最彻
底的一次革命。

随后法国积极在世界抢占殖民地，建立起仅
次于英国的殖民帝国。法国的荣耀一直延续到德
意志统一战争。1870年，普鲁士为实现德意志的
统一，与法国爆发战争。最终法国失败，丧失欧陆
霸主地位，欧陆进入多强并立时代。德国先后挑
起一战和二战，导致西欧走向衰落，法国在二战中
死伤人数达到150多万，工农业生产下降了55%。

为此，美国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通过
经济援助的方式重新恢复西欧的经济实力。

1949 年，美国还提出了建立军事联盟组
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共同防御苏联的倡
议，英法等欧洲传统强国迫于无奈，只能追随
美国的脚步加入。

刚开始北约是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防卫
协作组织，由美国人担当北约盟军最高司令。
根据协议，盟军司令可以统一指挥驻扎在欧洲
的所有北约国家部队，这样美国就将北约的军
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法国则积极配合北约的部署，不仅为北约
提供大量的军事力量，还提供多处军事基地和
战略港口。但法国的加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而是迫于情势。作为一个曾经有过辉煌历史
的大国，法国也不甘心居人之下，等到时机合
适它会再次追寻大国的地位。

谋求大国地位退出北约
在美国的援助下，50 年代后法国经济持

续稳定发展，工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但
50年代中后期法国由于陷入了阿尔及利亚殖
民地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
终导致法国内阁更换不断。

在美苏主导世界格局的局势下，法国依旧
在世界局部地区保持着影响力，特别在非洲和
中东。但真正让法国丧失领导力和影响力的，
当属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英法为了获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联合
以色列对埃及进行军事打击。但在美苏的强
大压力下，英法最终失败，埃及获得苏伊士运
河的主权，英法接受停火协议。这次事件让英
法的颜面尽失，标志着美苏实质上成为中东和
世界的主宰力量。

在重重危机之下，1958 年戴高乐重返政
坛，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美苏
两极格局愈发强化，法国社会对“法兰西帝国”
的未来深感忧虑，戴高乐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
识，认为作为一个长期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
大国，法国不应该是北约中的普通一员。

戴高乐提出了自主的外交原则，独立的防
务观以及“欧洲人的欧洲”的观点。他的追求
和美国想要支配全球的战略相冲突。

核武器作为二战后最具有战略威慑的武
器，是很多国家想要拥有的，尤其是英国在
1952 年成功制造出核武器深深刺激了法国。
法国认为想要重建大国地位，就必须独立掌握
核力量，但是美英不仅拒绝和法国共享核技
术，还严格控制这项技术。

经过努力法国在1960年成功爆炸了第一
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继美苏英之后第四个掌
握核武器的国家。

有了核武器的法国在和美国谈判的时候
越来越强硬，法国要求提高自己在北约的地
位，提出北约由美法英共同指挥的想法，但法
国的提议被美英拒绝。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但
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50年代末，
美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核均势，这就使得战争
难以爆发。到了60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
泥沼，在与苏联的争霸战争中处于防守的状态。

在法国看来，美国控制北约来对抗苏联，一
旦双方发生战争，那么法国就会成为苏联从东
德进攻的首要目标，沦为美国的棋子和炮灰，法
国对美国能否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产生怀疑。

法国为了重建世界大国地位，通过撤出法国
在北约中的驻军的方式，迫使美国将北约的指挥
权让给它，但是法国的抗争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1965年，北约部长级会议在巴黎召开，会
议上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对北约军事的控
制权，这成了法国加快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
组织”的催化剂。

1966年，法国单方面宣布正式退出“北约
军事一体化组织”，并要求北约军队撤出法国，
总部搬离巴黎。虽然美国对法国的行为采取了
一定的报复措施，但法国依然坚持退群并要求
美军撤走。1967年，驻法美军全部撤出法国。

当然，法国只是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
组织”，法国的北约观察员等其他身份还被保
留着。作为以军事防御为目的北约，退出“北
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实际上就相当于退出了
北约。从此之后，法国成为北约第一个不参加
军事行动的成员。

灵活应变 重返北约
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意味着

摆脱了对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依附关系，使
它成为美苏两极格局下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退群后，法国的外交不再受美国的把控，更
加独立自主，它主动加强和苏联的交流。1966
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苏联，双方签署《法苏
宣言》，宣布促进欧洲各国关系正常化，尊重各
国的独立，缓解了法国来自于苏联的压力。

法国奉行的“戴高乐主义”，强调法国在国
际上的大国地位以及在国际机构中的主导权，
并且坚持“欧洲人的欧洲”的防务观念。因而
从50年代开始，法国就谋求法德为中心的欧

洲联合，实现欧洲一体化。
在戴高乐的领导下，法国与联邦德国实现

了和解，这为之后的欧洲联合铺平了道路。到
了60年代，法国与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
利时、卢森堡五国签署条约，决定在1967年成
立欧洲共同体。

以法德为核心的欧共体（欧盟前身）在70
年代迎来了它高速发展的时期，到70年代末
欧共体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独霸
世界经济的局面，变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
局面。崛起的欧洲开始谋求在世界上的地位，
成为了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欧共体的壮大，它在国际的影响力越
来越大。作为创始国的法国一直在欧委会中占
据着要职，保留着“战略性”的职位。在无法单
独挑战美苏任何一级的情况下，法国越来越觉
得，与其单打独斗，还不如在国际机构中掌握主
导权，这对法国施展全球影响力至关重要。

随着欧洲的重新崛起，法国开始重新思考
其究竟在国际上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是要单独成
为某一级，还是在某一级中成为一个主导国家？

而苏联却在走下坡路，最终在 1991 年解
体，两极格局瓦解。北约开始扩大其规模，吸
收了前华约国家、独联体、波罗的海以及波兰
等东欧国家，其中很多是欧盟国家。

北约的成立，最初是防范苏联，苏联解体后，
北约开始转型，逐渐变成全球性政治军事组织。

法国因而也重新思考了其在北约中可以
获得怎样的主导力。经过欧盟长期的实践，获
益匪浅的法国觉得，加入北约或许可以让法国
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法国尽管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但还
要承担北约非军事预算的15%，在成员国中仅
次于美英。尽管投资不菲，法国的退出让它只
能长期做一个没有任何决策权的普通成员。

随着欧盟和北约联系的密切，法国意识
到，若不能在北约中发挥主导性作用，那就会
损害它在欧盟中的地位。因此法国重新审视
了与北约的关系。

从 90 年代开始，法国积极向北约靠拢，
1992年，法国在单独干涉波黑内战失败后，就
曾同意将驻波黑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北约。

到了 21 世纪，法国回归北约的进程加
快。2009 年，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宣布重返
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从退出到重返，体现了
法国在看待自己国际地位的问题上不同考
虑。 本报综合消息

1990年，西非国家利比里亚处于内乱之
中。当年8月4日，美国以利比里亚战乱威胁
到本国侨民的安全为借口，宣布实施“利刃”
行动，派遣部队从海上和空中入侵利比里亚
首都蒙罗维亚，并开始实施撤侨行动。军事
行动一直持续到1991 年1月9日，共从利比
里亚撤出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近 3000 名外国
侨民。

美军撤离后，利比里亚的内战又持续了7
年之久才选出新的总统。受连年内战的影响，
利比里亚长时间沦为世界最穷困的国家之
一。尽管该国有着丰富的矿产和橡胶等自然
资源，人民却始终未从国家发展中获得实惠。
按照美西方一贯的宣传，同时也是美国派兵介
入利比里亚冲突的借口，利比里亚的动荡和落
后，主要归因于当地人的野蛮和贪婪造成的人

道主义灾难。而对此，美国及西方世界不能袖
手旁观，于是只能进行军事干预。

丹麦学者尼尔斯·哈恩在其2020年出版
的著作《美国在利比里亚两个世纪的军事行
动：抵抗与顺从》中，揭穿了美国的这一谎
言。哈恩指出，利比里亚连年内战源于内因
和外因两重因素。其国内原因在于贫富差
距、阶层分化、宗教和民族冲突，外部原因则
在于美国利用利比里亚国内的不稳定因素进
行煽动。而通过进一步剖析，不难看出利比
里亚战乱的内因也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利比里亚在1847年得以建国。当年，美
国不顾当地人反对，强行在西非买了一块土
地，用于安置从美国运来的获得自由的黑奴。
这些有着美国“基因”的黑人，在美国的指导下
完全仿照美国的模式建立了利比里亚。但这

些人，实质上对土著黑人来说，也相当于新的
殖民者。美国基于自身利益，100多年来对利
比里亚的发展指手画脚，并不时武装介入。而
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在美国的指挥下，形成以
矿产资源等为主的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再
加上美国将利比里亚当作与其他大国在非洲
角力的战场，导致利比里亚政局动荡，命运多
舛，人民生活陷入连年的困顿。

回到 1990 年美国对利比里亚的武装入
侵。利比里亚时任总统多伊就是通过美国扶
持的政变、杀害前任总统上台的。多伊在美国
支持下，对前任政府疯狂清算。后来多伊试图
反抗美国对利比里亚的全面控制，双方交恶。
美国遂支持新的反政府武装，向多伊的政府发
难，并最终在1990年3月发展成全面的内战。
逃亡的多伊最终被抓并被虐杀身亡。

多伊政府被推翻之后，特别是美军撤离
利比里亚后，当地出现了各方势力争夺总统

“宝座”的“战国”局面。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
维亚，控制权频繁交替，甚至一度出现了白天
还是政府军掌权，晚上就变成叛军占领的情
况。而哈恩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实际上是
利比里亚国内冲突的“总导演”。美国为了自
身利益在利比里亚不断寻求并扶植代言人，
实际上是该国动荡的决定因素。

美军撤离后，利比里亚的政局持续动
荡。正如美军的军事行动名称所预示的那
样，“利刃”已经离身，而利比里亚仍“血流不
止”。在1990年至1997年间，利比里亚共经
历了4任过渡政府领导人，终于在1997年，查
尔斯·泰勒当选总统。但美国视其为激进的
民族主义者，试图推翻其统治。正如美国学
者诺姆·乔姆斯基所言：美国对于“激进”的定
义，并非是指某国的政策本身，而是不服从美
国的支配。 本报综合消息

法国一度退出为何又重返北约

““利刃利刃””离身离身，，利比里亚仍利比里亚仍““血流不止血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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