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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鲁尔区，法德间的斗与伤

与永载史册的许多大事件相
比，那些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次
要事件”往往被人忽略，比如1923

年1月10日法国和比利时联军占
领德国鲁尔区。与前后两次世界
大战相比，此事看上去微不足道，
然而对于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
说，这一事件对二战爆发起到的
助推作用是无法忽略的。

事情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
起，一战对法国来说可谓以“惨
胜”收场——— 由于战争双方拉锯

的主战场就在其境内，整个法国
东北部变成了一片“被重炮犁过
的焦土”。而在人员上，法国损失
了整整300万青年男性。这让法国
人对本来就是世仇的德国更加恨
得牙根痒痒。在法国的力主下，一
战对德国的处罚相当严厉，仅赔
款就达两千多亿金马克——— 如果
您对这个数字没感觉，不妨想象一
下40倍的庚子赔款或者10万吨黄金
是个什么概念。这么一笔巨款，战
败后千疮百孔的德国当然是赔不
起的，所以1921年德国在支付了5亿
美元首批赔款后，索性赖起账来。
看着战败国还这么不老实，“占理”
的法国人当然义愤填膺，你既然不
送钱来，那我只好自取了。于是
1923年1月10日，法国就伙同在一
战中同样损失惨重的比利时占领
了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

在法国人看来，占领鲁尔是
战胜国理应享受的权利，但在德
国人看来，此举却是赤裸裸的侵
略。要知道，一战战败后德国被规
定只能拥有十万人的陆军，且在
与鲁尔毗邻的莱茵兰地区不得驻
军，这意味着德国事实上已经是
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这个时
候，你法国不仅动用武力威胁还
派军队入侵其领土，相当于持枪
者向着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法理
上站得住脚，道义上却说不过去。
更何况鲁尔区当时是整个德国工
业的命脉所在，德国80%的煤炭、
钢铁都仰赖这里，法国占领鲁尔
等于是要掐死德国经济。觉得自
己横竖是个死的德国人最终决定

“以命相搏”，实行不计后果的“消
极抵抗”政策，停付一切赔偿，要
求鲁尔地区行政官员拒绝服从占

领当局的命令，企业一律停工。这
种消极抵抗当然首先造成德国经
济的崩溃，但法国人其实也没捞
着好处，它从已经瘫痪的鲁尔区
运出的煤、铁价值甚至不够偿付
占领费，更始料未及的是，由于鲁
尔煤矿停产，法国本国工业也断
了粮，经济面临崩溃的风险。最
终，在英美的调停下，法国不得不
撤出了鲁尔。

除了德法经济上的两败俱
伤，1923年这次占领更深远的影
响，是极大刺激了德国民众的复仇
主义情绪。就是在这一年，希特勒
发动了“啤酒馆暴动”，暴动本身虽
然失败了，但其所表达的思想却一
下子引爆了德国民众的悲愤情绪，
从那以后希特勒摇身一变成了响
当当的“意见领袖”。可以说，在希
特勒的发家之路上，法国占领鲁

尔区的行动无形中也给他帮了
忙。以至于二战爆发，德军闪击法
国，法军溃败，贝当政府投降，德
国人欢呼：“我们报仇了！”

所幸的是，二战后，法国对德
国这个老冤家采取了与一战后截
然相反的态度。早在1951年，法国
就与德国牵头成立了欧洲煤钢共
同体，共同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
程，之后法国一直积极支持德国
以平等盟友而非“战败者”的方式
融入欧洲社会，而1970年勃兰特
总理在波兰华沙犹太殉难者纪念
碑前的惊世一跪，更让世人看到
德国人民反思历史的真诚态度。
直到今天，在很多欧盟内部事务
上以及外交领域，法德一直扮演
盟友的角色。从“斗则两伤”的历
史中走出来的法德二国，想必更
能体会到“和则两利”的力量。

11991144年年，，一一个个帝帝国国的的墓墓碑碑
——— 德国如何滑入一战深渊

□本报记者 王昱

老宰相“闭门思过”

提到德国的统一与崛起，俾
斯麦是个绕不开的人物，由于有
个“铁血宰相”的称号，他被不少
后人误解为是个强硬派。事实
上，俾斯麦的确有过毫不退让的
强硬，但更多时候则透着以退为
进的精明。

俾斯麦的转变发生于1875
年。这一年，在普法战争中战败
的法国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还清
了普法战争中的赔款，并开始
重整军备。法国的重新武装让
俾斯麦十分警惕，为了避免缓
过气来的法国找德国寻仇，他
决定赶紧再揍法国一顿，将其
彻底打服。于是俾斯麦有意先
在报纸上放出口风，称德法之
间“战争在望”。此文一出立刻
在国际社会炸了锅，英俄等大
国警告说，如果德国真敢动手，
他们决不袖手旁观，一定帮法
国。英俄等国的立场让俾斯麦
大吃一惊，要知道普法战争中，
这些国家对新生的德国还是乐
观其成的，这才刚过去不到五
年，怎么自己一下子就四面楚
歌了呢？

遭遇挫折的俾斯麦在安抚
住英俄等国后，自己跑到度假胜
地瓦尔青整整“闭关思过”了五
个月，回来后提出了一套新的外
交战略，而这套战略的根基被他
总结为：“强者必遭嫉妒”。

“装孙子”的大战略

摊开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欧
洲地图，你就知道俾斯麦此话
的深意。自德国统一以后，欧洲
政治版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
格局，统一的德国不仅一亮相
就在各项指标上超过了法国，
并隐隐然有与英国一较高下之
势。更重要的是，德国的地理位
置实在太差，东有沙俄、西对法
国、北望英国、南控奥匈，这么一
个东西南北都是大国的国家，一
旦崛起四邻就都睡不安稳。所以
已经足够强大的德国，只要稍微
透露出那么一点扩张野心，周边
列强会立刻抱起团来参与对其
的围殴。

想通了这一关节，俾斯麦彻
底改变了他的外交思路。俾斯麦
改弦更张后执行的“大战略”，其
实可以总结为几个点：

首先是“等”。俾斯麦有句名
言：“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行
船。”他论证说，在大国博弈中，
越是有未来的国家就越是等得

起，只有那些自知已经日薄西山
的国家才会急于一较高下。所
以俾斯麦一改在统一战争中说
打就打的作风，做起了欧洲的
和事老。

其二是“让”。俾斯麦通过各
种方式引诱英法俄等国扩张其
海外殖民地，至于德国本身，俾
斯麦表示：“德国一寸殖民地都
不要。”相反，德国鼓励他国在海
外扩张，则最有效地恶化了其他
列强间的关系。当其他列强为那
几块荒地争得打破头时，德国的
机会就来了。

有耐心等，有气度让，俾斯
麦终于能够实现战略中的最后
一步，“和”。在其任期内，德国
几乎与所有周边国家都保持若
即若离的关系，正是这种“玩暧
昧”，让列强虽然眼看着德国日
渐成了气候，却迟迟结不成反
德同盟。在这种和平的外部环
境下，19世纪末，德国在工业能
力上实现了对英国的赶超，坐
上了欧洲头号强国的交椅。

“最明显的败笔”

俾斯麦“大战略”的核心其
实就是待时而动，等到德国国
力足够强大时，让霸主的桂冠
自己落到德国的头上。这个计
划需要执行者具有惊人的自制
力，在明知自己有足够力量“大
有为”一番时依然保持克制。然
而历史跟俾斯麦开了个玩笑，
当他的战略已经执行到八字已
经有一撇时，来了个缺乏自制

力的新上司——— 德国皇帝威廉
二世。

威廉二世被公认为志大才
疏而为人浅薄、急功近利却喜好
炫耀，连他亲叔叔、英国国王爱
德华七世在得知其登基后都评
价说：“这是历史上最明显的败
笔。”威廉上台后忠实地证明了
他叔叔的这个评价，不到两年就
把俾斯麦炒了鱿鱼，大权独揽的
他兴冲冲地跑到军队去发表演
讲：“士兵们，我，你们的皇帝，将
带领德国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
黄金时代。”

此后，德国原本模糊的敌友
关系突然清晰起来，俾斯麦惧怕
的那个梦魇开始变为现实———
俄法在德国咄咄逼人的政策下
迅速联起手来，英法两国也因
感 到 威 胁 而 越 抱 越 紧 。到 了
1905年，借威廉挑起的第一次
摩洛哥危机，英国正式向法国
提出了军事联防承诺。威廉二世
为包围自己的铁桶阵亲手敲实
了最后一根钉。

最“天才”的蠢计划

虽然让德国深陷英法俄的
包围网中，威廉二世却没有蠢到
坚信自己能包打天下，直到1914
年，他还不断跑到各国坦称自己
不希望战争。最终把德国送上绝
路的，是一纸看似十分“天才”的
战略计划。

拜威廉二世“大有为”所赐，
德国军人当时不得不考虑如何
在两线同时单挑法俄，于是就有

了著名的“施里芬计划”。曾任德
军参谋长的施里芬认为，俄国虽
然是个巨人，但反应速度慢，动
员需要4到8个月，一旦德国两线
开战，应先倾全力西向打败法
国，而后移师东线，进攻俄国。

这个计划看似精巧，却在前
提条件上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它
假定俄国不会在开战以前就做
动员。一旦俄国发布动员令却不
宣战时，德国怎么办？计划里没
提。所以当1914年萨拉热窝事
件爆发，俄国宣布总动员令，德
国总参谋部那边立刻就慌了。
为了执行施里芬计划，德国不得
不同时向法俄两国宣战，最终

“自我实现”了被列强围殴的那
个“夙愿”。

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
交，其次伐兵”，纵观德国落入一
战深渊的整个过程，我们会发
现，德国恰好是从这三个层级上
逐步跌落下来的——— 因为放弃
了俾斯麦“伐谋”的“大战略”，所
以威廉二世不得不处心积虑地
离间英法同盟以便“伐交”，伐交
的失败则迫使德国不得不制定

“施里芬计划”。最终，当这个
“伐兵”的计划付诸实施时，德
国在整体战略上已经彻底失败
了。德意志帝国在这一刻走进
了它的坟墓。

一个曾经欣欣向荣的大国
夭折了，一个曾经构思精巧的大
战略破碎了。1914年，作为一座
强国折戟沉沙的墓碑，将永远存
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供后来者凭
吊、警醒。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1月6日—1月12日）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在2014年来临之际，
欧美不少报纸不约而同
地回忆起1914年——— 一战
爆发前夕世界的景象。

一战的爆发对整个
世界无疑是一场悲剧，而
对于德国来说，这个悲剧
则更加深了一层，这个崛
起中大国的强国梦，在这
场战争中被打得粉碎，并
由此开启它20世纪前半
叶的悲剧。今天，这个国
家虽然重新回到了世界
强国的行列，但回顾它近
百年的动荡与分裂，人们
不得不感叹，德国为崛起
所付出的“学费”实在太
高昂了。

象征德意志统一的勃兰登堡门。

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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