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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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昱 撰稿

“好说好还”的德国债

作为有着苦难近代史的国
度，中国人对于战争赔款这个词
再熟悉不过，但很少有人想过一
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种债务，
这种赔款按现在的说法属于不
折不扣的不良资产，尤其是到了
国际社会日臻成熟的20世纪，各
类战争赔款反而很少有如数结
清的。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有关
战争赔款的一个悖论——— 如果
战败国的国力衰落，整个国家已
经濒临破产，赔款当然要打水
漂；但如果战败国重新崛起，有
了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曾经的战
胜国们又怎么敢跟这个大块头
讨要旧账呢？

一战后的德国赔款问题，完
整地诠释了这个悖论。《凡尔赛和
约》给德国规定的2690亿金马克
的赔款，相当于9 . 6万吨黄金，这
笔巨债先是压得德国濒临崩溃，
而后又促使美国推出了旨在扶植
德国经济以保证它有能力继续还
钱的道威斯计划，但等到德国受
惠于该计划重新崛起之后，协约
国惊讶地发现他们已经不敢跟武
装到牙齿的纳粹政权要钱了。不
仅如此，这笔旧账还成为了希特
勒发动二战的一大借口。所以在
二战临近尾声时，痛定思痛的欧
美国家认识到战争赔款不能再这
么要了，相对宽松的战争赔款条
件在欧洲战场成为了主流，这种
氛围为二战后欧洲国家的一团和
气奠定了基调。

当时，有资格向德国索取战
争赔款的国家囊括美国，苏联，
英国，以及几乎所有其他被德国
侵略过的欧洲同盟国成员，包括
法国、希腊、荷兰、波兰、南斯拉
夫、比利时、丹麦、挪威、卢森堡
等国。如果这些国家都秉承严格
的复仇主义战略，德国的战后赔
款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过，美
国战后随即推行援助欧洲复兴
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对该计划接
受国设置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
要在对德赔款问题上体现出“最
大限度的容忍”。

受该计划影响，德国对欧洲
各受害国的政府赔偿实际上大
部分被减免：根据雅尔塔会议的
约定，战后德国对受侵略的同盟
国应总计赔款200亿美元，其中
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苏联独
占100亿美元（主要通过从所占
领的东德拆除工业设施进行赔
偿），剩余的100亿美元中，西方
各国所持有的债权的大部分被
减免，而英法等主要国家早在
1952年就宣布放弃了对德国的
战争损害赔偿要求。到1953年，
同盟国甚至签订了《伦敦债务协
定》，减免了德国一半的债务。

西方国家的债务减免政策，
客观上也促进了联邦德国战后的
重新崛起和两德的最终统一。
1990年，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
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签署了有关
德国统一的《最终解决德国问题
条约》（2+4条约）。四个同盟国宣
布从此放弃此前在德国持有的权
利与义务。同年，包括希腊在内的
欧洲国家签订了《建设新欧洲的
巴黎宪章》。《巴黎宪章》宣布欧洲
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过去，欧
洲从此将走向合作与团结，并欢
迎《2+4条约》。这两份条约，被认
为是从法理上确认了德国的二战
国家赔偿已经就此结清。

知恩图报的民间赔偿

正如德国前总理高克所言，
如果没有战后欧洲大家庭的宽容
与谅解，德国的繁荣是不可想象
的。而繁荣的德国也体现出了知
恩图报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反
映在德国对民间赔偿的态度上。

二战后民间赔偿的概念始
于以色列。作为一个战后刚刚建
国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并不具备
传统战争赔款的主体资格，因此
在1948年建国之后，以色列向德
国提出的是民间赔偿的诉求。

由于民间赔偿在二战前少
有先例，德国其实存在着“赖账”
的空间。不过，当时的德国阿登
纳政府仍积极回应。1951年9月，
阿登纳向国际社会正式宣布，联
邦德国政府愿对纳粹政权犯下

的罪行承担责任，愿意对以色列
和犹太人世界进行赔偿。1952
年，德以双方签订了《卢森堡条
约》。联邦德国向以色列政府支
付价值30亿马克赔偿，向犹太人

“要求赔偿联合会”支付价值4 . 5
亿马克的赔偿用于救助世界各
地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支付
赔偿的年限为12到14年。德国最
终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条约，1966
年赔偿正式完成，促进了以色列
经济的起飞。

德以政府之间的互动，开启
了德国民间赔偿的序幕，奔驰、
法本等德国企业战时曾使用外
籍劳工。战后，在国内外强大的
舆论压力下，为了洗刷自己的罪
恶，这些大公司积极参与赔偿。
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与美国
前总统克林顿联合倡导了一个
名为“纪念、责任与未来”的公共
基金会，发起者包括大众、鲁尔
煤炭、巴斯夫这样的大公司。德
国政府及德国企业向基金会捐
赠了100亿马克，用于向战时被
德国奴役的劳工发放赔偿。2000
年，德国政府以立法形式认可和
规范了该基金使用方式。时至今
日，德国对于二战劳工的民间赔
偿仍在继续。

默克尔2007年曾表示，德国
二战后已经支付了各类赔款大
约640亿欧元，其中民间赔偿占
到了相当大的份额。

美国变相帮日本赖账

相比于欧洲战后对于战争
赔款好说好还的一团和气，战后
亚洲的局势远没有如此乐观，而
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无疑是一
手安排该地区战后规则的美国。

美国对于日本战后赔偿问
题，本来有着清晰的安排，美国
处理战后赔偿问题的总统特使
埃德温·鲍莱曾公开表示，日本
的工业设施“除维持最低限度的
日本经济所必需者外，均一律拆
除”，而鲍莱对“维持最低限度”
的解释是，“这意味着不高于日
本侵略过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换而言之，美国原本打算尽可能
地拆除日本的工业设施，用以抵
偿其给受害国造成的损失。

但是，战后远东政治局势的
突变打断了美国的这一计划，
1948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
主任乔治·凯南（“遏制政策”的
发明人）发表报告，指出“必须复
活日本的能力，以便为日本的经

济复兴和远东的稳定做出建设
性的贡献”。受该思路影响，美国
于1949年就单方面宣布停止执
行拆迁赔偿方案，转而开始思考
如何帮助日本逃避战争赔款。

1951年9月，美国召集各国
召开旨在恢复日本国际地位的
旧金山和会，美国不仅伙同英联
邦国家一道放弃了对日索赔的
要求，而且在《旧金山和约》（中
国从未承认）中写道：“日本应对
其在战争中所引起之损害及痛
苦，给予盟国以赔偿，但亦承认
如欲维持足以自存之经济，则日
本之资源，现尚不足对此等损害
及痛苦，作完全之赔偿而同时履
行其它义务。”这句绕口的外交
辞令可以简述为一个三段论：日
本应该赔偿，但赔不起，所以不
用赔了。这种论述无疑是在变相
帮助日本赖账，以至于当时的日
本首相吉田茂喜不自禁地惊呼：

“这是史无前例的宽大的和约！”
《旧金山和约》的另一个恶

劣之处，在于规定“由日本自由
选择”与台海两岸哪一方（新中
国政府、台湾当局）缔结和约。这
一条款使台湾当局最终被迫放
弃了对日的国家赔偿，并影响了
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仗着《旧金山和约》和自身经
济优势，日本在对其他受侵略亚
洲国家的谈判中也体现出了惊人
的“砍价能力”：索赔50亿美元的
缅甸只拿到2 . 5亿美元，索赔80亿
美元的菲律宾只拿到5 . 5亿美元，
索赔121亿美元的印度尼西亚只
拿到2 . 23亿美元，索赔20亿美元
的越南（南越西贡当局）只拿到
5000万美元。日韩之间的谈判最
为奇葩，根据《日韩请求权协
定》，日本最终给其殖民60年的
韩国区区3亿美元，日本还反复
强调“这是经济合作的形式，而
不是战争赔偿”。

到1981年，日本政府索性宣
布，除了与北朝鲜因尚无外交关
系无法进行战争赔款的谈判外，
日本的“国家赔偿责任已结束”，
对所有二战受害国进行的赔偿
和准赔偿实施完毕，共赔偿5250
亿日元（折合15亿美元），而同年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突破
1 . 2万亿美元大关。

只对“自己人”的慷慨

与德国的“被动减免”不同，
日本的“主动砍价”，虽然表面上
同样达成了减免战争赔款的目

的，但给受害国的感受却是截然
不同的。受到日本侵略的东亚各
国既没有在战后享受“马歇尔计
划”式的变相补偿，也没有欧洲
各国从一战中收获的经验教训，
对于日本在赔款中的“砍价”自
然心怀不满，认为日本在赔款谈
判中的表现“对受赔国没有丝毫
感情上的歉意。”自上世纪90年
代以后中韩等国对日本相继发
起民间赔偿请求，正是这种不满
情绪的集中爆发。

与德国二战期间各大企业
奴役外籍劳工一样，日本企业二
战同样存在着强征中韩等国劳
工的问题。但日本对于相似的劳
工索赔事件，体现出的却是出奇
的吝啬。以2015年引发日韩两国
媒体震动的“199日元事件”为
例，面对曾被强征到三菱重工从
事体力劳动的4名韩国老人，日
本政府仅向其中三人每人赔付
1 9 9日元（折合人民币 1 0元左
右），这一处理方式与其说是赔
偿不如说更像变相侮辱。其结果
当然只能让事态愈演愈烈。

不得不说，与日本对他国民
间赔偿请求体现出“抠门”不同，
日本对其本国的战争相关人士
是很舍得花钱的，早在1952年，
日本国会就通过《战时伤病者、
战殁者及遗属等援护法》，依据
该法案，日本旧军人（包括被盟
军认定的战犯）、军属、遗属可以
得到日本政府发放的抚恤金。到
1993年为止，已支付金额35万亿
日元，折合3000多亿美元。甚至
到了战后50周年之际的1995年，
日本政府还对战争阵亡者遗属
约1万人支付了6040亿日元的特
别抚恤金，对原子弹爆炸受害者
27万人支付了270亿日元的特别
葬仪补助费。

无论立法形式，还是补偿额
度，日本的这种“民间赔偿”都很
像德国。但讽刺的是，日本这份

“慷慨”只针对本国国民，与德国
竭尽全力对外谢罪的态度刚好
相反。

从减免国家赔偿，到处理民
间赔偿，70年来德日两国干了相
似的事，但结果完全不同。这其
中固然有两国民族性格不同的
因素，但用心思考，也未尝不是
环境使然——— 相比于经历太多
国家、民族分分合合，已经积累
了足够智慧的欧洲，东亚对于怎
样处理战争留下的伤疤，还是缺
乏经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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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都是是赔赔偿偿，，差差别别咋咋这这么么大大
二战后德日战争赔偿轨迹相似但毁誉不同

近日，日本三
菱公司首次表示，
愿意向二战中受
奴役的中国劳工
幸存者及遗属道
歉和达成和解，有
关二战赔偿的话
题再次吸引了人
们的眼球。俗话说

“谈钱伤感情”，但
毫无疑问，借理清
战后的赔偿问题
清算战败国的罪
责，无疑是世界走
出二战阴影的第
一步。回顾二战后
的赔偿史我们发
现，无论是“认罪
劣等生”日本还是

“优等生”德国，其
所走过的轨迹都
是相似的，但相似
的轨迹为何会收
到截然相反的评
价呢？

1953年，同盟国签订《伦敦
债务协定》，减免了德国一半的
债务。图为德国代表（中）在签
字。

2月25日，韩国光州，日本强征劳役受害者出席新闻发布会。此前，日本向二战期间被强征为劳工的韩国三名老人每人支付199日元(约合人民
币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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