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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零三个多月——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到1918年11
月11日协约国接受了德国的要求而签订停战协定。
停战之后，协约国需要五年多的时间去完成全面的和平安排。
1919年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6月28日），同奥地利签订了圣日耳曼条约（9
月10日），同保加利亚签订了纳伊条约（11月27日），1920年同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6月2日
）。
但是直到1923年7月23日，才在洛桑与土耳其签订了最后的和平条约；随着该条约于1924年8月6日生效
，和平最终得以在全世界正式重建。
与此同时，1921-1922年冬天，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缔结了一系列条约，旨
在将维持远东的现状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
或许可以说，所有这些条约，以及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许多较小的条约和协定，构成了战后的和平安排
。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几乎每一件国际性的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是这些安排的直
接或间接的产物；因此，我们的研究就有必要从4简洁概述这一和平安排的最重要的内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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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强制时期：联盟国家（1920-1924）第一章 法国和它的盟国在1919年以后的年代里，欧洲事
务中的最重要的和最持久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国对安全的追求。
在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有理由把自己视为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而且这种传统观念在拿破仑战争之
后仍然存在，因为当时它只是屈服于反对它的全欧洲的联盟。
1870年，法国对它的力量的这种幻觉因法国一普鲁士战争而猝然破灭。
一个新的国家已经在中欧兴起。
它的民族意识和法国的民族意识同样强大而凝聚，而它的自然资源要比法国丰富得多。
德国的丰富的矿产资源使它的工业得以发展并赋予它生产战争物资的能力。
在这些方面，法国别指望和它竞争。
法国的人口几乎总是停留在不到4000万的水平上，而德国的人口却以每十年500万的速度增长着，
到1905年已经超过了6000万。
不仅如此，德国人还显示了他们拥有组织军事力量的天赋。
德国的战争机器不仅在装备和人员方面优于法国的战争机器，而且在其运转方面也超过法国。
1914年，法国人——就像他们完全意识到的那样——如果不是英国的迅速介入，他们将会在六个星期
内再次成为一个战败国；而英国的介入简直是千钧一发。
对1918年的胜利的欢呼是昙花一现的。
而且即使在欢庆胜利的时候，人们也听到了一种深深的担忧之声。
自1870年以后——更不必说自1914年以后——法国已经可怕地意识到它在德国面前的虚弱地位。
法国已经将1871年的失败转为胜利，那么，它能够找到什么办法才能阻止德国在某一天将1918年的失
败转为胜利呢？
法国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是明确而坚决的。
它希望获得它称之为“天然屏障”的地区，即永远拥有莱茵河及其河上的桥梁，因为任何来自东方的
对法国的入侵之敌都必须经过它们。
一份法国于1919年2月提交给和平会议的备忘录指出：“危险来自德国拥有莱茵河左岸和莱茵河上的桥
梁⋯⋯在目前情况下，对西方和海外的民主国家来说，它们的安全使由它们来守卫莱茵河上的桥梁成
为必须之事。
”令法国深深失望的是，它的盟国拒绝将莱茵河作为法国的安全边界，理由是这种安排将使一直居住
在莱茵河左岸的500多万德意志人从德国分离出去。
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法国被迫放弃了它的要求。
作为交换条件，法国得到了：（1）在凡尔赛条约的条款中包括规定由协约国的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15
年，并规定了它的永久非军事化（即禁止在莱茵河西岸驻扎军队或修建工事）；（2）法国与英国和
美国分别签订条约，其中规定“一旦德国对法国采取任何未经挑衅的侵略行为时”，英、美同意立即
对法国实行援助，这两个条约与凡尔赛条约同时生效。
美国未能批准在凡尔赛签订的条约致使英国和美国对法国的上述保证无效。
法国感到自己受了欺骗。
法国仅凭一纸并未兑现的诺言就放弃了它的要求；而这种不满则成为以后所进行的、法国和英国有关
安全问题的讨论中贯穿始终的基本因素。
由于法国不得不就这样放弃了它对获得“天然屏障”的追求，因此在随后的四年中，法国进行了疯狂
的努力去寻求它对德国天生劣势的补偿措施，并减少它对德国报复的担心。
它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式：建立条约保证体系和联盟体系。
保证体系大约在1920年初，当时的情况已经很清楚，即英国和美国针对未经挑衅的侵略的保证决不可
能生效，因此除了在国联盟约中具有的保证法国免遭德国侵略的条款之外，法国处于没有任何条约保
证它免遭德国侵略的状态。
而法国从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不够的。
法国的判断的确不错，盟约第10条规定，国联成员国保证“尊重并保持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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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犯”，盟约的第16条和第17条还规定了对任何无视它的义务而诉诸战
争的国家实行制裁或惩罚。
但是英国（它被视为最重要的国家）只是勉强地接受了第10条；而法国关于建立一支国际部队的建议
则遭到了英国和美国的断然拒绝，但只有这支国际部队才能使制裁成为有效之事。
第16条规定国联成员国有义务与某个侵略国断绝财政和经济关系。
但是军事行动（只有它才能制止德国）取决于行政院的“建议”，而该建议要求全体一致的投票，而
且在投票时，该建议是否被接受则取决于每个国家是否愿意这样做；另外，美国拒绝履行义务也引起
了对国联的财政和经济封锁的功效，甚至对国联是否会宴行财政和经济封锁的可能性的极大怀疑。
当国际联盟正式开始工作时，法国进一步加深了对盟约效力的怀疑。
在1920年12月国联于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大会上，第10条和第16条立即成为攻击的目标。
加拿大希望完全删掉第10条；斯堪的纳维亚的代表团们则要求规定根据第16条自动实施经济制裁的例
外情况。
这两项建议都引起了长时间的磋商。
第二年，国联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它特别规定，如果需要，国联行政院将建议一个期限，到此期限
将开始实行第16条所规定的强制经济压力，其结果是使行政院可以在推迟经济制裁和减轻经济制裁的
实施程度方面自由行事。
1923年提出的决议宣布，需要采取何种措施去履行第10条的义务，必须由“每个成员国的政府裁定”
。
这个决议的结果是把整个军事援助问题留给每个政府自由决定；而且只要一个小国投票反对，这种行
动的采取就会受到阻挠。
尽管第10条和第16条都未被正式修改，但从这些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危机期间实际实行这些条
款的程度将大大落后于盟约的严格的字面含义。
这个在日内瓦的机构显然不可能发动那种迅速的军事行动，但只有这种行动才能挽救法国免遭侵略。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继续催促英国给以某种追加的援助保证以反对德国的侵略，这是不奇怪的。
然而这些努力的结果与初衷相悖。
1922年1月，英国政府终于鼓足勇气提出给法国一个保证，它大体上相当于1919年那个夭折的条约中的
条款。
碰巧当时的法国总理是固执而短视的普恩加莱——他信奉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政策——他要求该
保证必须附加一个规定英国军队提供明确援助性质的军事协定，并且宣称，如果没有这个协定，单纯
的保证条约对法国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英国政府并不打算使自己在承担义务方面走得这样远。
它已经还清了它欠法国的道义债；现在它暂时放弃去完成这个明显是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即满足法
国对安全的追求。
联盟体系普恩加莱之所以采取这种不妥协的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法国在其他方面寻求安全并获得
了成功。
这个成功就是一个联盟体系的建立。
一个军事联盟政策比起一个更多是抽象色彩的反对侵略的安全保证来说，更适合法国的气质和法国的
传统。
对法国来说，正是这种政策使它在18世纪的欧洲获得了霸权，当时它借助与奥地利周围的小邻国的联
盟而牵制了奥地利。
现在它也正是依靠这种政策寻求包围德国。
在西部，法国依靠1920年9月同比利时的军事联盟确保了安全形势。
而在其他地区则必须开辟新的天地。
俄国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存在。
但是在它原来的地域中，新的波兰共和国出现在德国的东部边界。
在南部，多亏协约国取得了胜利，才出现了三个新的或领土大大扩展了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南
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它们是法国的天然盟友和法国的附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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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利用这种形势，在战后三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和相互利益攸关的联盟体系。
波兰战争结束时诞生的波兰共和国并不是一个新的国家，而是一个古老国家的复活。
从10世纪到18世纪，波兰曾经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王国。
18世纪后半期，它召来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合敌视；并在它的越来越多的领土因三次“瓜分
”而被夺走之后，波兰于1791年失去了它的独立。
1918年俄国、德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同时崩溃是一次意外的幸运，这使波兰的复国成为必然之事。
但是最初的年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原属俄国的、德国的和奥地利的波兰人现在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国家，但是他们在大约125年的时间
里生活在不同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体制之下，曾服役于不同的军队并站在敌对面进行战斗，而且已经养
成了不同的传统和忠诚于不同的国家。
这需要巨大的共同的爱国之心才能战胜那些意识上的分歧。
另外，处于欧洲大平原上的波兰，除了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把它同斯洛伐克分开之外，并没有明确的
地理边界。
它的西部和北部与德国的边界已经根据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方法得以划定，而在其他任何地方，新的
波兰的边界都是它同其邻国激烈争执的问题。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编辑推荐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根据英国麦克米兰出版社1984年重印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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