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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90年代欧盟各成员国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欧洲认同讨论,并通过确定欧洲文

化认同和欧洲(文化)界定,促进欧洲一体化,实现后冷战时期欧洲的稳定和安全。

在这一背景下,欧盟在 90年代开始推出东扩计划, 并把它同欧元与共同外交和防

务一起看作是后冷战时期欧盟实现欧洲安全和稳定的三项主要行动。综观近年欧

盟东扩计划实施进程,人们不难看到,除政治、经济和安全因素外,欧盟东扩在一定

程度上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本文从欧洲文化认同和欧盟东扩两个方面,阐述

欧盟东扩的文化基础和其战略意义,以此探索欧盟东扩的文化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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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联盟,同时也是一个

价值联盟。¹ 1992年5马斯特里赫特条约6将/自由、

民主、尊重人权、基本权和法治原则0确定为欧共体P
欧盟各成员国遵循的基本价值标准º; 1997年5阿姆

斯特丹条约6也将这些基本原则看作为欧盟东扩界

定的框架原则; 2000 年 12月欧盟尼斯峰会通过的

5欧盟基本权宪章6 »首次以文本形式确定了欧洲政

治文化价值; 在此基础上, 欧盟制宪委员会于 2002

年底提交了5欧盟宪法条约草案6 ¼ , 由此欧盟从经

济、政治联盟向价值联盟发展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

步。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 文化和政治文

化因素在欧盟内外政策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变量。

政治联盟、经济联盟和价值联盟也构成欧盟的三个

层面,它们彼此既属不同范围,又互相依承成为一个

多层面的统一实体,在这方面价值联盟成为欧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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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体化的必然选择,推动欧盟经济、政治一体化。

欧盟面向价值联盟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同

1989年后东欧剧变有着内在的联系。1989 年后东

西方对峙消失, 在冷战期间左右欧洲的政治、思想意

识也逐渐由文化意识所取代, 人们强调/欧洲文化认

同0和/欧洲认同0, 后冷战阶段在这方面进行的讨

论¹ ,旨在确定欧洲界定的文化基石。综观后冷战

时期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洲认同讨论在一定程度上

推进了欧盟东扩。

本文试图从欧洲文化认同和欧洲界定出发,探

索欧盟东扩的文化基础及其战略意义, 以把握欧盟

东扩与欧洲文化认同的互动层面。

一、欧洲文化认同和欧洲界定

综观欧洲历史发展过程, 欧洲文化认同和欧洲

界定互相影响。这一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推进

冷战后欧盟东扩进程。

#欧洲文化认同
欧洲文化认同以欧洲文化为基点。欧洲文化虽

由不同的民族文化组成, 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基

督教文化构成欧洲共同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人文

主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自然科学和法国革命则

为欧洲奠定了共同的文化价值和政治文化价值º;

而发生在 13 16世纪的文艺复兴是欧洲范围内的

文化复兴, 它反对教会神权、解放思想、重振和继承

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财富;形成于文艺

复兴之后的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 强调古希腊

思想家提出的民主意识, 崇尚理性和科学; 16 世纪

的宗教改革主张个人直接对上帝负责的信仰自由,

并建立了新教; 欧洲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同 18世纪以思想解放、理性为中心的启蒙运

动有着内在联系。由启蒙运动提出的理性自由也成

为当今西方价值的基础, 如公民参政意识, 个人自

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一时期提出的执法、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至今仍

被看作是西方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这方面法国革

命对现代欧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它的/人权宣

言0同美国/人权宣言0一起成为当今西方人权政策

的基本出发点。长达二千多年的基督教文化至今仍

是欧洲人的精神纽带。/基督教文化为欧洲文化融

合提供了保证,并继续成为欧洲百姓精神生活一部

分。0 »

从文化底蕴看,除东正教的希腊外,欧盟成员国

都属拉丁语基督教世界, 欧盟成员国百姓宗教信仰

也反映了这一欧洲文化归属,如欧盟公民 62%信奉

罗马天主教, 约 2亿人, 21%信奉新教,约为 6700万

人, 3. 2%信奉东正教。这里认同天主教的欧盟成员

国有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比利时和卢森

堡; 法国有 80%以上公民信奉天主教, 1. 4%信奉新

教; 而丹麦和英国信奉新教占人口 90%以上, 只有

10%的公民信奉天主教; 德国宗教信仰比例则趋于

平衡,天主教和新教各占一半。¼

如此形成的欧洲文化价值和欧洲文化认同构成

了欧盟的文化基础。另外,欧共体P欧盟也十分强调
共同的欧洲政治文化价值标准,除/欧洲人权公约0

( 1954年)外,这方面的文献还有 1989年发表的/欧

洲基本权和基本自由权宣言0。除人的基本权(如人

的尊严、行业自由、财产所有权、隐私权、住宅和行商

区域不可侵犯、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外, 该宣

言还将人权、民主、法治和个人自由确定为欧洲政治

文化价值。½ 2000年欧盟尼斯峰会通过的/欧盟基本

权宪章0汇集了迄今为止分散在/欧盟条约0、/欧洲

人权公约0、/欧洲社会宪章0和/欧盟基本权和基本

自由权宣言0的有关条款,它有 54条条款, 分为 7个

章节,涉及六个方面的基本权,如人的尊严权、自由

权、平等权、社会权、公民权和司法权。人的尊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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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生存权, 身体和精神不可侵犯权, 禁止用刑、

奴役; 自由权方面有自由保障、尊重私人和家庭生

活、保护个人数据、成婚立家权、思想、信仰和宗教自

由、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艺术和学术自由、财产自

由等,平等权涉及的权利有法律平等,无歧视、文化、

宗教和语言多样性、男女平等、儿童权和老人权和残

疾人融入社会等; /社会权0方面有职工企业知情权、

劳工调解服务、合适的劳工条件、禁止童工、家庭生

活和职业生活保护、社会保障及健康保护等; / 公民

权0则包括欧洲议会和地方选举的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迁居和居留自由权等。而/司法权0方面有有效
法律保护、辩护权、禁止罪行重判等。¹ 由此奠定的

5欧洲基本权宪章6将被写进正在拟定的欧盟宪法,

使之具有宪法法律的约束力, 这里,欧盟基本权构成

欧盟宪法的法律基石。另外, 欧盟制宪筹备会建议

通过和批准/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0 º, 使上文所述

的政治文化价值取向成为欧盟公民恪守的价值标

准,由此使欧盟由政治、经济联盟发展成为价值联

盟。»/ 欧洲文化认同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第二特

征0 ¼。/没有欧洲文化认同, 没有具有欧洲意识的

欧洲公民, 欧洲政治的共同发展和政治联盟将几乎

不能付诸实现0 ½。欧盟宪法条约草案在政治层面

上确定了欧洲文化认同和欧洲政治认同关系, 标志

着欧洲未来政治蓝图。宪法制定将使欧盟政治上更

加联合,更加团结, 在政治和法律及宪法框架下,未

来欧盟成员国主权将不断削弱,欧盟超国家的因素

将不断加强;按照欧盟/宪法条约草案0,在联邦制基

础上,欧盟成员国公民不仅具有本国公民身份,而且

也将获得/欧洲公民0身份, 新欧盟将取消轮值主席

国制度,由成员国任命欧盟理事会主席,并通过共同

防御政策捍卫欧洲共同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欧

盟委员会公布了题为/和平、自由、团结0的报告,这

是欧盟委员会提交给欧盟制宪筹委会的正式文件。

报告建议各成员国共同建设/ 世界上第一个超国家

民主实体0,使欧盟最终成为联邦国家。

#欧洲界定
冷战期间, 欧洲界定受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制

度的左右, /铁幕0成为东西欧的分界线。冷战结束,

/铁幕0成为历史,在欧洲进行了/欧洲认同0讨论中,

人们寻找和确定构成欧洲各国共同文化基石和由此

形成的欧洲界定。

如上文所述, 古希腊文化、罗马法、国家意识和

基督教文化构成欧洲的共同精神纽带。在人文主义

时期欧洲概念被看作是政治、思想现代化的代名词,

这里, 欧洲概念不同于/ 东方0 ( Orient )和 /西方0

( Okzident) ,在中世纪/西方0概念指/欧洲西半部0,

/欧洲0则指与拜占庭 ) ) ) 东斯拉夫东正教相对立的

基督教世界。这里,在 4世纪罗马帝国的分裂和 11

世纪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最终分裂过程中形

成的欧洲历史文化界线在很长时期内左右着欧洲的

界定,将西欧和东欧的基督教地区看作是一个统一

的宗教文化区域, 以此区别拜占庭、东斯拉夫东正教

和伊斯兰教世界, 而欧洲界线在于/基督教范围的结

束,伊斯兰教和东正教范围开始的地方0。¾ 冷战结

束,左右欧洲界定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逐渐由欧

洲文化认同归属意识所取代。在对/欧洲认同0的反

思过程中,人们又逐渐回到传统的欧洲界定意识,强

调欧洲共同的文化认同归属, 这一新的欧洲界定意

识也推进了后冷战阶段欧盟东扩的范围和进程。

二、欧盟东扩和战略意义

冷战后, 欧盟东扩是东西欧国家共同的需要。

在政治上,中东欧国家按西方模式实现制度转轨;在

经济上实行私有化, 建立市场经济。波兰、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中东欧国家百姓自

信同属/拉丁语基督教大家庭0。/ 回归欧洲0、加入

欧盟也成为中东欧转轨国家新的归宿。

#欧盟东扩

面对共同的欧洲文化归属和中东欧转型国家早

日重返欧洲(文化)大家庭的愿望, 20 世纪 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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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叶欧盟推出了东扩计划。1993年哥本哈根欧盟

峰会制定了欧盟东扩的三大框架原则: 一、建立稳定

的、制度化的国家机器,保障民主、法治秩序, 保护人

权,切实尊重少数民族权利;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市

场经济制度;三、承担成员国义务, 把政治、经济货币

联盟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也成为入盟候选国的选择

标准。1997年卢森堡欧盟峰会确定了波兰、捷克、

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成为第一

轮入盟候选国,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立陶

宛、拉脱维亚、马耳他为第二轮入盟候选国; 1999年

赫尔辛基欧盟峰会也让长期被拒之门外的北约成员

国土耳其加入第二轮入盟候选国行列, 使欧土在土

耳其入盟方面的矛盾冲突暂时得到缓解。/在和平、

稳定和民主下实现欧洲统一是在欧剧变 10 年后一

个重要历史任务0。¹在此期间, 欧盟委员会认为,除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外, 从经济、政治角度

看,其它 10个国家已达到欧盟提出的要求。2002

年12月哥本哈根欧盟首脑会议正式邀请波兰、捷

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

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这 10个国家于 2004年入盟,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将于 2007年获得欧盟成员国资

格,土耳其可以在 2004年 12 月以后就入盟问题开

始同欧盟谈判。综观欧盟对各国要求入盟候选和俄

罗斯要求入盟的不同态度,人们不难看到,欧盟东扩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文所述欧洲文化界定意识的影

响:

接纳中东欧 10个国家入盟

欧盟接受中东欧 10个国家入盟,有经济和文化

原因。在经济上,这些国家比 3年前有较快的发展。

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欧盟水平四分之三的斯洛

文尼亚和塞浦路斯外, 1999年其他入盟候选国国内

生产总值大大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如捷克为 59% ,

匈牙利为 51%, 斯洛伐克 47% , 波兰 37%, 爱沙尼

亚为 36% , 立陶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低于

30%。º在此期间, 中东欧等 10个入盟候选国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有了很大的提高, 以 2001 年为例,爱

沙尼亚 9800 欧元, 拉脱维亚 7700 欧元, 立陶宛

8700欧元, 波兰 9200 欧元, 斯洛伐克 11100欧元,

匈牙利 11900欧元, 捷克共和国 13300欧元, 斯洛文

尼亚 16000 欧元, 马耳他 12600 欧元和塞浦路斯

18500欧元。»以欧盟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

为标准, 塞浦路斯达到这一标准的 79% , 斯洛文尼

亚达到 68% ,拉脱维亚只达到 27%。虽然已获准于

2004年入盟,但这些国家在正式入盟前还须完成欧

盟评估报告提出的要求, 如波兰须建立一个能抵制

腐败的政治、行政和企业机制,最终完成农业和工业

私有化, 实现同欧盟农业法、环保法和食品安全法的

对接;捷克要减少对钢铁工业的贴补, 发展环保事

业, 要使银行业更有透明度; 匈牙利须完成与欧盟动

物法和环保法的对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保护; 斯洛

伐克要加大对腐败打击的力度; 斯洛文尼亚要进一

步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爱沙尼亚须完善环保法; 拉脱

维亚要加大反腐力度,完善食品法立法;立陶宛要建

立符合欧盟要求的管理机构, 加强渔业立法和环保

立法;塞浦路斯的能源市场和政府采购制度要符合

欧盟的要求。¼因此对中东欧国家来说, 即便入盟,

要完成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

除经济因素外,决定这 10个国家首先入盟还有

文化和政治因素。从历史、文化和自我认同意识角

度看,中东欧国家历来把自己看作是欧洲的一部分,

视欧盟为其共担命运的欧洲大家庭。上文所述欧洲

共同的文化遗产和欧洲文化价值及文化认同使西

欧、中欧和东欧成为一个文化统一体, 基督教信仰构

成欧盟成员国和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共同宗教信仰,

这一共同的欧洲文化体系成为欧盟首批接纳中东欧

国家的重要文化因素;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又成为欧

盟接受入盟候选国的重要政治前提。冷战结束后,

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实现了制

度转轨; 东欧百姓要求早日回到欧洲大家庭,加入北

约和欧盟被许多转轨国家看成是/重返欧洲大家庭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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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步骤。这些入盟国家/虽然存在着差异,但都

有欧洲认同意识的历史前提, 并接受西方民主的价

值0。¹除希腊外, 其它受到拜占庭文化影响的东南

欧国家和地中海国家如塞浦路斯、保加利亚和罗马

尼亚将先后成为欧盟成员国, 但因它们已向西方的

政治文化看齐, 并开始接受西方政治文化,不会成为

欧盟的陌生实体。º

对土政策

在欧盟东扩方面, 欧盟对土耳其采取了不同于

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态度。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的欧

土矛盾,从表面看,似乎由以下三个方面所致:一、欧

土在经济发展上有很大的距离;二、欧盟认为土耳其

有人权问题;三、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问题上同欧盟

成员国希腊长期存在争端。但在入盟方面的欧土冲

突或许更多出于彼此不同的文化归属。因伊斯兰教

文化归属原因, 土耳其一直被排斥在欧洲文化圈外。

在提出入盟申请长达12年之后, 1999年12月赫尔

辛基欧盟峰会才正式将土耳其列入第二轮入盟候选

国行列,并把人权、民主、法治和落实少数民族权利

规定为土耳其入盟的先决条件。面对欧盟提出的入

盟条件,土耳其被迫要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转轨。

在此期间,土耳其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民主进

程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 如取消死刑,尊重少数民族

权利等,但欧盟仍认为土耳其未达到欧盟提出的标

准。根据欧盟对候选国入盟达标评估报告, 土耳其

在民主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方面还存在严重问题,

欧盟理事会三份对土报告认为土耳其仍存在拷打犯

人、缺少法治、军方过多干预政治决策以及没有实施

欧洲人权法院作的相关判决。»虽然在时间上欧盟

答应在 2004年起动土耳其入盟谈判,但在二年内土

耳其要达到欧盟对土的要求似乎是不现实的, 到时

欧盟又会借口加以阻止。从表面上看欧盟未启动对

土入盟谈判是达标问题, 但这更多地反映欧洲对土

耳其伊斯兰教文化归属的反思。欧洲人担心, 土耳

其入盟会使伊斯兰教势力在欧洲扩大。

对欧盟来说,欧土双方存在着历史和文化之间

的差异,法国前总统、现任欧盟制宪委员会主席德斯

坦公然提出疑问, 土耳其是欧洲国家吗? 如果从欧

洲历史与文化自身出发来看, 作为伊斯兰教国家, 土

耳其显然不是基督教欧洲中的一员。从地理上说,

土耳其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亚洲国家,也不属于欧

洲。其次土耳其的政治文化同西方政治文化也有很

大的区别。在人权和民主政治制度方面, 土耳其远

离欧盟的标准。欧盟一方面促使土耳其进行改革,

另一方面提出土入盟条件还未成熟,认为土耳其军

方过多干涉内外政策。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

过凯末尔将军的改革,土耳其废除了封建主义, 实现

教政分离,并颁布了行之有效的民主议会宪法, 但立

法权都在军方和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 /军队的最
高政府作用保证了土耳其的国家稳定,同时又限制

土耳其的民主, 这句话违背欧盟的入盟标准。0 ¼ 面

对军人的势力,今天在土耳其执政的正义和发展党

政府,试图通过入盟限制军方的政治势力。欧盟也

因此处在矛盾之中。它们一方面害怕伊斯兰教政治

势力在土耳其不断扩大,希望军队受到抑制,另一方

面又要求土耳其加快民主进程。再次欧盟/担心土

入盟后会加剧在欧盟成员国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

融入欧洲社会问题,同时这也将为其它穆斯林国家

入盟提供了先例0, ½ 最后, 欧盟担心在土入盟后大

批土耳其人利用欧盟的迁居自由权进入欧盟地区,

给这一地区造成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压力; 担心土耳

其入盟因补贴分摊而降低欧盟的生活水平, 因劳动

自由流通而使欧盟经济受到冲击。

在对土入盟上欧盟政界人士往往使用模棱两可

的语言, 他们一方面躲在土耳其未完成的标准后,反

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另一方面迫于美国支持土耳其

入盟而装出同意接纳土耳其。三年前,在美国总统

施压下, 欧盟作出了涉及土耳其的重要决定。在

1999年赫尔辛基的欧盟峰会上给予了土耳其入盟

候选国资格。这里美国要求接纳土耳其, 除经济利

益和反恐战略的考虑外, 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加入欧

盟会间接地加强美国在近东的战略地位。土耳其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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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 位于巴尔干、中东边缘, 与阿拉伯 伊斯

兰世界接壤, 它信奉伊斯兰教, 同时又是一个共和

国;它是西方的盟国, 北约成员, 同时又与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保持特殊关系。对美国来说, 美国可以

通过土耳其影响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但对欧盟来

说,土耳其入盟将把欧盟疆界推至叙利亚、伊拉克、

伊朗、阿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中东和高加索热点地

区,并面临严重的库尔德民族问题。同美国公布的

邪恶轴心/国家伊拉克和伊朗毗邻,将会受到恐怖主

义、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非法移民潮的直接威胁0,

伊斯兰教势力也会通过未来欧盟成员国土耳其进入

欧盟地区。因此,土耳其入盟所致的欧盟地域的扩

大将不会加强欧盟, 反而会使欧盟置入自我认同的

危机,削弱欧盟,这样的欧盟不会稳定土耳其地区,

也不会稳定近东地区。¹

在土耳其取得入盟候选资格后,土耳其入盟不仅

成为欧盟政治家所关心的问题,而且也引起欧盟社会

精英和欧盟成员国百姓的关注。/土耳其入盟将会使
双方不能承受政治和感情压力, 历史的烙印不能互

换,身份和认同也不能由规定左右。0º虽然欧盟不反

对土耳其入盟,并愿意在 2004年12月起同土耳其进

行入盟谈判,但欧盟要求土耳其在入盟谈判前达到真

正民主国家的程序,以欧盟的标准实施民主和人权。

欧盟这种对土入盟的方式被看作是一种拖延战术,以

此掩饰不同意土入盟的目的,即使到 2年后的可以开

始同土进行入盟谈判,土耳其也会因未达到欧盟入盟

标准而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针对这种欧土在土入

盟问题上的奇特状况,人们提出在欧土之间建立一种

特殊的伙伴关系, /一种带有特权的伙伴关系或许要
比美国坚持的土耳其入盟,对欧土双方更加有利。这

也将有利于土耳其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在没有欧

盟的干预下,推进民主化和包容认同宗教自由的多元

化进程。0 » 这里人们/应该考虑几种补充方式,如联

系国、关税联盟、经济援助或其它合作形式, 以此帮助

土耳其进行西方现代化0 ¼。

对俄态度

如果说,在入盟上的欧土冲突更多地由文化归

属所致,那么欧盟将俄罗斯排斥在外, 除文化归属

外,还出于对地域战略和地域地位的考虑。俄罗斯

虽然是欧洲一部分, 但它位于欧洲边缘、由欧亚间一

大块缓冲地带构成。由于这一原因,俄罗斯人的历

史不同于其他欧洲人。½ 在蒙古人对俄罗斯统治的

两个世纪中,西欧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

扩张和商业革命。俄罗斯基本上不受这些意义深远

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当俄罗斯人于 15

世纪摆脱蒙古人时,显露出来的俄罗斯文明不同于

西欧的文明。东正教也成为俄罗斯人的精神支柱。

/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
史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

革、海外扩张和殖民化, 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

现。,,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 ) ) ) 宗教、
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

人主义 ) ) ) 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然而,

唯一的例外是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它是经过拜占庭

传到俄罗斯的,与从罗马直接传到西方的有所不同。

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 受到拜占

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 这些影响造成的一

种社会和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力量影响下形成

的西欧社会和文化不太相似。0 ¾在冷战结束之前,

虽然前苏联与欧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思

想意识左右,但文化不同性诸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

左右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90 年代初

苏联解体后, 借东扩之势,欧盟和北约不断接近独联

体国家, 俄罗斯感到来自北约的威胁。对之,俄罗斯

试图阻止北约东扩,要求同其它独联体国家(如爱沙

尼亚、立陶宛)一样加入欧盟,但遭拒绝。对欧盟来

说/即便欧盟东扩后, 俄罗斯也不属于欧盟0 ¿。欧

盟对俄这种排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欧洲(文化)

界定的反映。/欧盟东扩最终目的是维护和加强连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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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欧洲国家间的文化纽带, 通过文化凝聚力和欧洲

不同文化的共处方式, 使欧洲避免政治不同性。0 ¹

鉴于同欧洲大陆拥有的共同文化纽带, 爱沙尼亚和

立陶宛等独联体国家也被定为欧盟东扩候选国,俄

罗斯因其东正教文化归属而被欧盟拒之门外。/倘

若将连接欧亚大陆的俄罗斯纳入欧盟, 那么欧盟这

项东扩计划因俄罗斯的广阔的地域而失败。此外,

欧盟也将缺少一种平衡力量0 º。在此期间俄罗斯
实行了市场经济。在经济、贸易上欧盟是俄罗斯最

大的伙伴, 俄罗斯约有 35%对外贸易是与欧盟展开

的,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占对外贸易很大比率, 欧

盟在吸纳了新成员后, 与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将占俄

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政治上, 普京积极推进

/融入西方0政策,通过/ 200机制同北约取得平等的

伙伴地位。在政治上, 以俄罗斯方式引进了西方民

主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开始与西方趋同, 但

因文化归属和其持有的地域战略地位, 西欧国家依

然把俄罗斯看作是自己的对手,并会在一个很长时

间内将其排斥在欧盟东扩范围之外。

#战略意义

欧盟接受中东欧国家和地中海国家塞浦路斯和

马耳他,不仅是出于政治道德义务和欧洲共同的文

化归属意识,而且也是欧洲后冷战时期和平的需要,

因为只局限于西欧的欧洲联合/只会引起欧洲国家

间的分裂0, /使中东欧国家重返面向民族国家、被迫
结盟、传统利益和民族认同的均衡体系。从中长期

角度看,这种传统的东欧冲突线最终也将推至欧盟

境内0 »,影响和破坏欧洲的安全与和平。正因为如

此,欧盟东扩也被看作是/铁幕0的结束和欧洲稳定
安全的项目。以欧洲认同和欧洲文化认可为基石的

欧盟东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阻止中东欧国家面向民

族国家认同的走向和东欧新冲突线的形成, 实现在

欧洲大陆的和平和统一。

另外,东扩可使欧盟的社会、经济、法律制度推

至中东欧地区。在这方面, 欧盟要求入盟国家达到

三大框架标准,接受包括政治、经济、货币和内政等

31项法律, 以此推进和实现入盟候选国同欧盟的法

律、经济和政治一体化。

随着欧盟向东扩大, 其经济势力也向东扩大。

扩大将扫除贸易壁垒,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

这里,欧盟东扩最大收益成员国是德国,其对中东欧

入盟候选国的出口额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 3%。

平均每年有近 18万东欧劳工进入德国就业市场,激

活德国国民经济。¼今天, 德国在东欧的投资超过其

它欧盟成员国, 出口额不断扩大, 这为德国提供了

10万就业岗位。½

欧盟东扩不仅促进欧洲稳定和欧洲经济发展,

而且也有助于欧洲最终填补冷战鸿沟,在欧洲大陆

实现稳定和真正的统一。

结束语

随着 2004年 5月首批 10个欧盟候选国入盟和

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2007年入盟, 欧盟第五次扩

大项目也将完成。今天,面对欧盟东扩进程,人们呼

吁不应无限制地扩大欧盟,因为/越过欧洲界线的扩
大将不会深化联盟,而只是解体联盟, ( ,,)一个不

认可欧洲文化认同的欧洲将会面临民族主义的复

兴, ( ,,)欧盟若拒绝确定扩大的界线,将只会使自

己消失。0 ¾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人对欧盟

东扩界限的反思。

责任编辑:俞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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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rweiterung der EU: Kulturelle Grundlage und strategische Bedeutung

Wang ZhiqiangPDai Qixiu

In den 1990er begann in den EU-Mitgliedst aaten ein Diskussionsprozess �ber die europ¾ische Identit¾t, der einige Jahre

gedauert hat. Durch die Def init ion und Abgrenzung der europ¾ischen kulturellen Ident it¾t wurde die europ¾ische Int egra-

t ion gefÊ rdert und die Stabilit¾t bzw. Sicherheit in Europa nach dem Kalten Krieg ermÊglicht. Vor diesem Hintergrund

begann die EU in den 90er mit der Entwicklung des Ost erweiterungsplans und bet racht ete ihn zusammen mit Euro und

der GASP als die drei haupts¾chlichen Aktionen zur Verw irklichung der StabilitÝt und Sicherheit in Europa nach dem Kalt-

en K rieg. In Anbetracht des Durchf�hrungsprozesses des Ostererweit erungs- plans durch die EU liegt es auf der Hand,

dass die EU-Osterweit erung neben Polit ik, Wirtschaft und Sicherheit auch in gew issem MaBe von der Kulturdimension

bedingt ist. M it Bezug auf die europÝische kulturelle Ident it¾t und die EU-Osterweiterung erÊ rtert die vorliegende Arbeit

die Kulturgrundlage der EU-Osterweiterung und ihre strategische Bedeutung, um die kulturelle Eigenart zu erforschen.

Die deutsche Sprachpolitik in den EU- Institutionen:

Von der Marginalisierung zur Beachtung

Wu Huiping

Bez�glich der Einstellungen der Bundesregierung zum Status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den EU- Institut ionen stellt die vor-

liegende Arbeit einen historischen Wandel von der Marginalisierung zur Beachtung fest und ermittelt die Motive des Wer-

t ewandels in der deutschen ausw¾rt igen Sprachpolitik. Durch umfassende Fakten wird nachgewiesen, dass die deutsche

Regierung zur Aufwertung ihrer Sprache in den EU- Inst itutionen viel Arbeit geleist et hat. Ferner analysiert die Autorin

Wirkungen dieser Bem�hungen und schl¾gt ein eigenes Modell zur Gestalt ung des k�nftigen Sprachenregimes in den EU-

Institutionen vor.

Rudolf Augstein und ¯ Der Spiegel/

Ji YongbinPSong Jianfei
Rudolf Augstein ist tot. Er war Gr�nder und Verleger des deutschen Nachrichtenmagazins SPIEGEL. Mit dem SPIEGEL und

vor allem mit der SPIEGEL-Aff¾re hat er einen antiaffirmat iven, kritischen und unabh¾ngigen Journalismus in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geschichte zur Geltung gebracht, der die deutsche Presse im Geist der Freiheit und Demokratie sehr pr¾gt. Sein

legend¾res Leben war mit dem legend¾ren SPIEGEL eng verbunden. Im vorliegenden Artikel wird versucht, den Lesern durch

Vorstellung der Person und der Erlebnisse von Augstein einen Einblick in die m¾chtigen Einfl�sse des SPIELGEL auf das pol-i

tis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Leb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u g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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