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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抵抗运动在反侵略 、反暴政的同时 ,也在积极勾画未来欧洲的蓝图。他们坚决

主张摒弃民族国家的形式 ,在联邦主义的原则下实现战后欧洲的重建。抵抗运动不仅使欧洲

思想广为传播 ,而且也使欧洲思想进一步丰富 ,从而为战后欧洲联合创造了社会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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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 ,欧洲抵抗运动成功地把社会各行业 、各阶层人士吸纳到自己的旗帜之

下。在抵抗运动的构成中 ,其中坚力量无疑是广大的社会中下层 ,其精神领袖则是(二战前)非社会主流

的知识分子。同权势集团和与国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精英阶层相比 ,这些人的思想最为激进 ,最

少患得患失。抵抗运动坚持斗争的环境是极其险恶的 。纳粹占领者奉行的恐怖政策 ,迫使抵抗战士只

能报之以反恐怖(德国人正是把他们称为“恐怖主义者”)。这些选择了抵抗的人们 ,其中部分必然是“牺

牲的先行者 ,注定了不能享受它的牺牲曾为之铺平道路的胜利”
[ 1]
(第 338 页)。抵抗组织的战士能够如

此勇敢地面对危险 ,不仅仅是为了反对现存的秩序 ,也是为了实现他们渴望的理想和价值。可以说 ,千

千万万的抵抗战士正是抱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投身到出生入死的斗争中去的。

一 、意大利抵抗运动的联邦主义思想

意大利抵抗运动中的欧洲观念最为浓厚 ,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上升到理论层次 ,其中尤以联邦主义思

想为甚。

1941年 2月 ,被囚禁在文托泰内小岛上的意大利抵抗运动领袖 E.罗西和 A.斯皮内利 ,在和一些

狱友讨论的基础上 ,发表了著名的联邦主义文献 ———“文托泰内宣言” 。宣言号召联邦主义者组织积极

联合起来 ,为重获自由 , “彻底铲除把欧洲分裂为各个主权民族国家的现状” ,以便“建立一个将成为几个

世纪以来欧洲范围内出现的最伟大 、最具创新精神的创造物的新机体” 。在宣言中 ,作者还把欧洲的统

一与维护欧洲文明联系起来 ,提出了划分进步与反动的新标准。进步便意味着全力承担起保护“欧洲文

明”的职责并把欧洲推向统一 ,而反动则意味着与此截然对立。宣言发表后不久 ,斯皮内利和罗西又分

别先后发表了《欧洲合众国与不同的政治趋势》 、《明天的欧洲》 、《联邦主义者的各种倾向》等一系列宣

传 、讨论联邦主义的文章或小册子 ,它们均通过地下机构秘密油印出来 ,广泛传播到各地 。

在意大利众多的抵抗组织中 ,1942年成立的行动党是一个欧洲主义思想非常活跃的组织。该党的

基本文件是 1942年 6月 4日发表的“七点纲领” ,主张“废除国家主权” 、“重塑国际关系和价值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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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民主国家进行密切和持久的合作” ,然而他们设想的“欧洲联邦”只是作为一个遥远的目标 ,认为

在战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培养一种“欧洲联合的意识” 。行动党还草拟了一份“欧洲联邦国家宪法草

案” ,这是意大利人首次以宪法的形式对欧洲联邦的宗旨 、责任 、权力和机构进行勾画的文件[ 2]
(第 497-

503 页)。由于看法的不同 ,在意大利抵抗运动之间便出现了一场关于欧洲联邦的讨论 ,抵抗运动的领导

人纷纷在地下刊物上撰文 ,阐述自己的看法 。1943年 8月 ,在罗马的联邦主义者专门编辑出版了刊载

讨论文章的《欧洲联盟》第 2期 。在这个集子中 ,罗西对行动党的“七点纲领”提出了直接的批评 ,认为它

是“谨慎 、中庸和不明确的” ,如果消极地去等待一个“欧洲联合的意识在战后出现 ,势必将丧失建立联邦

的稍纵即逝的机会” 。罗西在回顾了少数优秀人物设法促进意大利统一的历史事实后 ,建议联邦主义者

充分地“运用他们对获胜国家当权者的影响” ,争取“参与对国际形势走向的控制”
[ 2]
(第 510-511 页)。

这场讨论直接导致了意大利“欧洲联邦运动”(MFE)的诞生 ,该组织于 1943 年 8月 27—28日在米

兰成立 ,是欧洲的第一个联邦主义者社团 。罗西和斯皮内利被共同推举为欧洲联邦运动的书记
[ 2]
(第 514-519 页)。

欧洲联邦运动以抵抗组织的喉舌《欧洲联盟》刊物为主阵地 ,不断宣传他们的主张和思想。以当时信

息传递 、收集之困难 ,应该说该刊无论是消息报道还是政论分析 、理论探讨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广度。

《欧洲联盟》刊载的文章涉及盟国政策 、战后计划 、意大利对外战略 、跨国合作以及联邦主义在国内外的发

展等方方面面。其中一些理论文章尤其引人注意 。齐奥尔齐奥 ·帕伊罗纳尔的“联邦主义 、地方自治权和

自治”一文将国内的分权制与超国家联邦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斯皮内利的“意大利外交政策之路” ,

表达了联邦主义者同已获解放的南方政府的不同意见 ,认为南方政府的对外政策太过于民族主义化了[ 2]

(第 534-536 、169-170 页)。在意大利全境解放即将到来的 1944年初 ,罗马的地下组织出版了“文托泰内文件

集” ,并附有详细的说明介绍 。该文集的出版 ,使斯皮内利的早期著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二 、法国抵抗运动关于战后欧洲重建的主张

与意大利抵抗运动基本上以战前政党组织为中心的情况不同 ,法国战前社会的通常结构 ———政党 、

工会或团体等组织在大溃败后已不复存在 ,其各种各样的抵抗组织均是“围绕着地下抵抗”而逐渐成长

起来的。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内 ,绝大多数法国人选择了维希政府 ,贝当“得到了普遍

的尊敬” 。只是到纳粹独裁本质和维希政府真面目逐渐暴露出来后 ,法国国内有组织的抵抗运动才开始

形成 。与法国国外抵抗运动首先就高扬“民族解放”的旗帜不同 ,国内抵抗运动兴起时 ,主要表现的是政

治理想的诉求 ,即为人类共同的价值 ———自由和道义而抵抗[ 3](第 32 页)。应当说 ,这种观念的形成同纳

粹当局和维希政府大规模的迫害犹太人密切相关
[ 4]
(第 177-184 页)。1942年 ,盟军登陆北非和法国南部

自由区被占领后 ,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终于进入了高涨时期 。为逃避被强征到德国作苦工 ,成千上万的

人躲进森林和高山 ,汇入抵抗组织的队伍。维希政府为对付游击队 ,也专门成立了规模达 25万人的保

安队
[ 5]
(第 533-535页)。

法国早期抵抗组织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 ,他们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怎样确保战后的和平。

亨利·弗雷内是 1941年 12月成立的“战斗”的领导人 ,这是法国最大的也是组织得最好的抵抗组织。

在他的回忆录中 ,有一段话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当时这批人的思想状况:“当两个主权国家陷入纷争的时

候 ,国际联盟明显地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只有当欧洲国家结成联邦 ,并且有

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联盟巩固的时候 ,欧洲才会有和平 。这就是为什么在 194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 ,当我

在为`小翅膀'刊物的下一期而工作时 ,我发现自己正在写道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欧洲平等国家的联邦 ,

也包括从自大狂病症中治愈的德国 。' ……这一关于欧洲的短句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后来它为大部分抵

抗组织所接纳。”
[ 6]
(第 91 页)弗雷内的这一关于战后欧洲的设想 ,在 1942年夏季被正式写入了该组织的

纲领“战斗宣言” :“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欧洲合众国———作为通向世界联盟的一个阶段———必将很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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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生生的现实” , “我们和其他各民族人民将创造一个建立在自由 、平等 、博爱和法治基础上的联合的

欧洲 ,以取代一个分裂并为德国强权所奴役的欧洲”
[ 7]
(第 76-79 页)。进入 1943年 ,法国许多抵抗组织纷

纷对战后重建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3年 9月 1 日 ,法国另一大抵抗组织“解放南方”在一篇题为“我们

的任务:超越民族国家”的声明中呼吁 ,在战后 , “为了确保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联邦政府能够行使权力 ,民

族国家的主权必须予以限制”
[ 2]
(第 76-79 页)。“解放南方”的领导人埃马纽埃尔·达斯蒂埃还具体阐述

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要保证和平 ,首先 , “那些在地理上 、文化上联系密切的国家 ,应当组成一个联盟或联

邦 ,彼此取消金融 、关税 、军事等壁垒并共同管理其共有的资源” ;其次 , “必须建立一个基于国际法的共

同法院 ,依照联盟或联邦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来处理相互间的事务与问题”
[ 2]
(第 312 页)。法国社会党的

抵抗组织在 1943年 12月的“抵抗运动纲领草案”中提出 , “欧洲合众国的建立应作为通向国际共同体的

第一步 ,它应保证各成员国的自由 、独立和全体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共同体内的各国具有属于自己的

恰当的位置 ,譬如各自的历史 、传统 、风格 、偏好和地方特色等。民族特性是人类和谐的必不可少的因

素 ,不仅需要尊重 ,而且需要在共同体内养护 。”
[ 2]
(第 333-334 页)法国南部的第三大抵抗组织“自由射手”

在其同名刊物上 ,强烈反对回归战前各国对垒的欧洲体系和“欧洲的巴尔干化” ,在“埋葬法西斯极权制

度和国家主权的废墟上 ,必须建立一个欧洲人民的联盟而不是国家的联盟”[ 8](第 152-157 页)。

在海外领导抵抗运动的戴高乐(1943年被国内抵抗运动承认其领袖地位),从政治倾向上说属于传

统的右翼民族主义者 。他始终关心和追求的是法兰西的“独立 、伟大” ,并没有真正理解本土抵抗运动的

目标和理想。只是在为了扩大力量和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情况时 ,某种程度上不得不部分地接纳了欧洲

观念 。1943年 ,在阿尔及尔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该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时担任该委员会军需与

武器装备委员的让·莫内提出了一份报告 ,结论是“如果各国战后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重建 ,就必然会

带来政治上彼此追逐强权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 ,欧洲因此就不会有和平” 。为避免这种局面 ,莫内

建议建立一个“欧洲联邦或欧洲实体 ,由它来组织一个共同的经济统一体” 。次年 ,莫内在与美国《幸福》

杂志记者谈话中 ,第一次提出了“把鲁尔地区的煤炭和钢铁交由一个欧洲权力机构来管理”的设想[ 9](第

50-51 页)。1944年 3月 18日 ,在阿尔及尔临时协商大会上 ,戴高乐正式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为使复兴

的欧洲大陆能有一个符合我们时代条件的平衡 ,我们觉得应该在欧洲建立某些集团 ,但各国的主权不应

受到损害 。”[ 2](第 51-52 页)他还列出了这个“西方集团”大致的范围 ,即从芒什海岸 、莱茵流域到地中海的

相关国家都可参与
[ 10]

(第 59 页)。但戴高乐的这一建议不仅不明确 ,而且也毫无结果 。

三 、德国抵抗运动关于欧洲未来的构想

如果我们把抵抗运动的概念界定宽泛一些的话 ,即包括所有各类反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斗争 ,那么 ,

意大利在 1925年 、德国在 1933年就已出现了矛头直指本国政权的反抗活动 。但由于德国作为法西斯

的大本营 ,其思想控制和镇压措施 、恐怖手段都极为严厉 ,同其它国家比较起来 ,不可能产生完全意义上

的 、有规模的 、持久的抵抗运动 ,大多数抵抗均表现为个人或小团体的活动 。但是 ,不论是早期开展斗争

的极少数人 ,还是后期几乎所有的抵抗组织 ,都以欧洲联邦的形式来设计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希特勒上台后不久 ,就开始了对赞成欧洲联合 、主张和平的人士的迫害 。当时持这一主张的人数尽

管极少 ,但一度在德国非常活跃。随着法西斯专制独裁体制在德国的确立 ,有一些人预见到纳粹主义必

定会走向对外战争。面对这一危险 ,他们开始思考欧洲统一的问题 ,设想一种欧洲人的联合体 ,在其中

将废止国家主权[ 2]
(第 363页)。以“新开端”命名的柏林左翼社会主义者组织 ,在德国最先创立了跨越边

界的秘密地下网络。该组织在其《十点纲领》中提出 ,鉴于“欧洲一切罪恶的根源 ,都在于德法两国的敌

视” ,因此 ,“建立一个在德法和解基础上的欧洲联邦” ,对未来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 2]
(第 372 页)。

1941年 ,随着战争的大规模扩大 ,纳粹在国内的统治更加恐怖 ,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程度。这些因素使得德国有组织的抵抗小团体纷纷出现并向各地迅速发展。在抵抗组织中 ,联邦欧

373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0 卷　

洲的主要倡导者是那些非正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基督教徒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贵族领导

的团体。“克劳塞集团”便是其中之一。该集团的核心人物是赫尔穆特 ·詹姆斯 ·冯·毛奇 ,他出身于

著名的名将世家毛奇家族 。该集团成员有政府官员 、军人 、宗教人士 、前工会领袖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等 ,

大多 30来岁。1941年 4月 ,毛奇起草了一份题为“起点———目标 ———问题”的备忘录。他认为德国失

败后的和平将带来“一个联合的欧洲主权国家” , “在这个联合的欧洲中 ,将包括一批小的非主权国家 ,

……它们将至少拥有共同的边境海关 、货币 、外交和防务政策 、立宪机构等 ,可能的话包括经济管理”[ 2]

(第 382-388页)。2个月后 ,毛奇在一份“假设与问题”的文件中 ,将“单一主权的联邦欧洲”的疆界划了出

来 ,那就是“西面北面以大西洋为界 ,南面以地中海 、黑海为界 ,东面则以罗马尼亚 、前波兰 、巴尔干国家

和芬兰为界”
[ 2]
(第 389 页)。在 1943年 8月“克劳塞集团”的“重建的基本原则”的声明中(该声明是作为

希特勒垮台后重建的“第一指针”而起草的),他们强调“自由与和平的发展是与单个国家的绝对主权不

相容的 ,和平要求创建一个超越现存国家的(欧洲)秩序” 。至于一个联合欧洲的经济政策 ,应当通过控

制重工业和运用金融 、财政等手段 ,将单个国家经济整合成具有统一货币和共同关税的欧洲“经济统一

体”
[ 2]
(第 367 页)。

1942 —1943年活跃于柏林的“欧洲联盟”组织 ,主要致力于帮助外国在德的劳工 。他们的宣传口号

极为鲜明:“和我们一起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欧洲并肩而战!”“为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联盟而斗争!”[ 2]

(第 423-424页)。曾经创立“白十字世界和平联合会”的天主教教士马克斯 ·约瑟夫 ·梅茨格尔(Max

Josef M etzger),1943年 6月在给瑞典乌普萨拉福音派大主教的备忘录中表示 ,德国应转变到“一个民

主原则下的自由国家联盟中去” ,并被解除武装以支持“跨国防务力量来确保各国间的公正与和平 ,以及

遵循欧洲合众国的合理组织秩序”[ 2](第 424-425页)。

欧洲观念在军队中流行的情况 ,我们可以从恩斯特 ·容格尔 1943年夏季写于巴黎的《和平》小册子

中窥见一斑。容格尔早年曾是一名帝国主义者 ,但后来却成了和平 、欧洲联合和个人尊严的坚定信仰者

和捍卫者 。《和平》是为纪念他战死在意大利的儿子而写的 。他在书中宣称:“欧洲联合的时刻已经到

来 ,在联合中一旦德国为其错误的行为赎罪 ,那么建立在各族人民联合基础上的欧洲就将拥有主权和宪

政机构 。”
[ 2]
(第 369 页)同样早年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右翼保守主义者卡尔 ·弗里德里希 ·格德勒在战争

期间政治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42年 12月 ,他为自己所领导的抵抗团体起草的“关于大西洋宪

章的声明” ,表明他已经从整个欧洲的立场和利益来观察思考问题。声明宣称:“战后自由国家创立的欧

洲经济理事会应该通过关税同盟和经济合作逐渐为政治上的欧洲邦联开辟道路 。”并认为“解除武装将

可能导致一支共同的欧洲防务力量的建立 ,这是迈向超国家主义的一大步[ 2]
(第 369 页)。1943年 8月 ,

格德勒在他提出的《和平方案》中 ,倡导“建立一种永恒的和平同盟 , ……无论是德国还是其他大国都不

谋求主宰权” 。他还设想建立一个“欧洲外交部” 、一个“欧洲经济部”以及一支“欧洲军队”
[ 2]
(第 430-432

页)。这标志着格德勒的欧洲思想从“合作”层次跨入了“联盟”层次 。到了 1944 年 ,他更完成了成为联

邦主义者的最终转变 。在《通向欧洲重建的可行性步骤》一文中 ,格德勒断言 , “只有一种目标可以视作

目前危机的解决方法 ,那就是我们必须坚定地着手创建一个基础深厚 、生机勃勃的欧洲联合体” , “一劳

永逸地消除欧洲(各国)的疆界” ,使之成为“一个有机联合的联邦国家” 。在经过适当的准备后 ,“欧洲总

统将被选举出来” [ 2](第 440-442 页)。容格尔和格德勒战时思想变化的过程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

事实 ,在德国历史上那个最黑暗的年代 ,孕育在欧洲传统文明基础上的欧洲联合思想 ,正逐渐成为当时

知识分子的共识 。

概括来说 ,在德国的抵抗运动中 ,关于战后欧洲的未来设想基本上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在欧洲

内部实施政治 、经济的分散化 ,地方管理自治 。这是从纳粹政治 、经济体制中得出的经验教训 ,它与盟国

酝酿的处置德国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倒是不谋而合;二是在经济上以欧洲各自由国家间的紧密合作取

代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政策;三是为了确保和平 ,各自由国家必须建立具有执行机构的欧洲联邦 ,这个联

邦不仅消除了各种经济壁垒 、原有的国家疆界 ,而且拥有一支统一的军队 ,以维护欧洲的安全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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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 ,德国抵抗运动中的上述思想 ,是千千万万的人们经过巨大牺牲 、痛苦反思方才获得的宝贵的精神

财富 。

正像抵抗运动席卷整个除中立国之外的欧洲大陆一样 ,几乎所有国家的抵抗运动都表现出了或强

或弱的欧洲主义意识 ,如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奥地利 、南斯拉夫 、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罗马

尼亚 、匈牙利等国家 ,这里不再一一提及 。

四 、为建立新欧洲各国抵抗运动之间的联合努力

要使战后的欧洲联合起来 ,抵抗组织十分清楚 ,他们自己必须首先联合起来 。但险恶的环境和抵抗

斗争的特点 ,使跨国交流极为困难 。除非在战前彼此就很熟悉了解 ,否则一般很难发生交往。事实上绝

大多数抵抗组织的活动只能局限在本地区之内。我们所知道的不同国家间抵抗组织正式签署的协定 ,

除了日内瓦会议的几份宣言之外只有两份 ,这还是在战争最后阶段德国的控制不断削弱的情况下才实

现的 。一份是 1944年 5月 ,意大利东北部的“意大利阿尔托民族解放委员会”与铁托军队的代表签订的

互助条约 ,另一份也是同年 5月 ,意大利皮埃德蒙的抵抗组织和法国马赛地区的“抵抗统一运动”组织签

署的协定
[ 11]

(第 379-384页)。

早在 1941年 ,各国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及其精英几乎用一致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共同认识 ,这就是

“从英吉利海峡到爱琴海”正在进行的抵抗战斗是一个整体 ———他们打击的对象是共同的敌人 ,他们都

对人类尊严和法治原则抱有同样的信念 ,他们都把创建欧洲联邦(或某种欧洲组织)视为消除过去纠纷 、

永葆欧洲和平的唯一途径 。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亨利 ·弗雷内 ,常常向自己的同胞介绍德国人抵抗希

特勒的新情况 ,他还建议所有欧洲抵抗组织建立一个联合机构。1944年 3月 26日 ,弗雷内在“战斗”组

织的一次大会上指出:“欧洲被占领的每一个国家 ,其抵抗运动的目标和希望同我们是惊人的相似 。本

来也是 ,我们怎么会有真正的差别呢?! 年年月月我们过着同样的生活 ,遭受同样的困苦 ,冒着同样的危

险 ,进行同样的战斗 。为了同样的自由和正义的理想与共同的敌人及其(反动的)价值观念战斗。此外 ,

他们和我们一样认识到 ,分裂是虚弱的根源 ,我们明天的力量一定来自于联合”[ 12](第 321 页)。同样 ,德

国的毛奇和“克劳塞”集团坚信 ,“欧洲合作要成为可能 ,必定依赖于欧洲精神价值的复活 ,依赖于全体欧

洲人为基督教义 、人性和社会主义的超国家理想所作的斗争努力”
[ 13]

(第 201 页)。毛奇为同各国抵抗运

动建立联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先后与挪威的埃温 ·伯格拉夫主教 ,荷兰领导人范 ·阿斯贝克 、

G.J.斯科尔顿 ,以及波兰克拉科克大主教萨皮耶哈取得了联系 ,向他们转达“克劳塞集团”有关联邦欧

洲的设想计划。毛奇相信 ,抵抗运动的共同目标将为未来提供所必需的团结。他认为“与其他所有欧洲

国家在战争期间的联系都是实践欧洲政策的一部分 ,是为新欧洲的重建在作准备”
[ 12]

(第 201 页)。

联邦主义的代表人罗西和斯皮内利更是积极寻找各国抵抗运动联合起来的机会 。他们看中了瑞士

作为中立国的地位可予利用的可能 ,希望在这里召开一次各国抵抗运动领导人的会议 ,制定出一个战后

欧洲的共同计划 。他们认为欧洲各国的抵抗运动应该从战争中获取教益 ,达成共识 ,而一个共同计划的

制定 ,不仅可以统一各国抵抗运动的认识 ,而且将使他们的观点对盟国的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1943

年秋 ,两人带着这一目的来到了瑞士 。经过许多努力之后 , 1943—1944年冬季 ,以“致全体反法西斯主

义者的公开信”的发表为标志 ,终于形成了一个部分抵抗运动领导人联络交流的内部小圈子。罗西和斯

皮内利赢得了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 ·邦迪的信任 ,通过邦迪 ,进而又结识了法国“抵抗统一运动”组织在

日内瓦的代表让 ·玛丽·苏图 。苏图促成了他们两人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总秘书长 、荷兰抵抗组织

与伦敦荷兰流亡政府之间的调停人威廉 ·A.维塞尔特·霍夫特(Willem A.Visser' t Hoo f t)的接触[ 14]

(第 136-149页)。霍夫特马上发现法国和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新欧洲思想 ,与自己多次表述过的观点竟不

谋而合。他当即决定将自己在日内瓦的住所作为拟议中的这次会议的召开场所 ,但会议必须秘密进行 ,

以免给希特勒提供侵犯瑞士中立的借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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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3月 31日 、4月 29日 、5月 20日和 7月 7日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荷兰 、南斯拉夫 、波兰 、捷

克斯洛伐克 、丹麦和挪威等九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日内瓦四次聚会 ,为战后欧洲勾画一幅各国抵抗运

动都能认可的联邦主义的蓝图 。出席会议的有意大利代表 3人 ,法国代表 2 人 ,德国代表 2人(从第二

次会议时开始参加)、荷兰代表 2人 ,南斯拉夫 、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和挪威各一名代表。由于大多

数人使用的均是化名 ,1名荷兰代表和后 5国代表的真实姓名一直无从知晓[ 12]
(第 178 页)。3月 31日的

会议上 ,代表们采纳了“抵抗不仅意味着拒绝错误的价值观念 ,也意味着对积极价值观念的肯定”的原

则 ,并据此一致通过了第一份宣言 ———“团结声明” 。宣称因“同一原因所造成的一切牺牲和痛苦使得抵

抗运动相互间产生了亲如手足的联系 ,在自由人民中诞生了新的欧洲团结的道德良知 ,维护这种团结将

成为和平最基本的保证之一”[ 2](第 677-678 页)。4月 29日的会议上 ,意大利代表提交的第二份宣言的草

案 ,试图准确界定欧洲联合体的类型。讨论“显示了意见相当的不一致” ,分歧不是要不要联合体的问题

(这一点并无疑异),而是在于要个什么样的联盟问题。所有的与会者 ,除了丹麦 、挪威代表外 ,明确地将

超国家联邦视为基本的和无可争辩的原则。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一是“民族国家政府权力限制的范围”

(法国 、意大利代表期望走得更远),二是“英国和俄国与欧洲联邦的关系” 。5月 20日会议经过讨论终

于达成第二份宣言的折衷意见 ,即“关于欧洲联邦的宣言草案” 。在这份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文件中 ,从

5个方面论述了建立欧洲联合体的重要意义 ,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外交 、经济和防卫职能在内的欧洲

联邦政府 ,并规定任何保证民主体制和个人自由发展的欧洲国家或部分欧洲领土的国家均可获得成员

国资格[ 12]
(第 679-682 页)。5月 20日之后 ,两份宣言一起被尽可能多地送往各国的抵抗组织 ,并希望他

们作出答复。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陆续收到了一些抵抗组织积极的反应 ,但在数量上比预期的要少 。原

因很简单 ,一是诺曼底登陆后 ,欧洲大陆迅即掀起了解放的高潮 ,而获得解放的地区又面临着建立新的

政权结构的紧急任务 。二是已经控制局势的西方盟军和苏联红军在所执行的政策中丝毫没有欧洲联邦

思想的色彩 。解放导致了民族感情的上升 ,流行的观点是盟国另有设想 。正是这样一种情况 ,决定了 7

月 7日最后的一次会议无法产生新的成果。但是 ,在 5 月 20日建立的负责联络的机构 ———“欧洲联邦

筹备临时委员会” ,却一直继续运转到 1944年底 ,并出版了“联邦主义者欧洲”杂志 。1945年春 ,该委员

会更名为“争取欧洲联邦行动中心“ ,他们把收集到的有关抵抗运动的文件和材料 ,以《明日之欧洲》为题

整理出版[ 12]
(第 665 页)。日内瓦会议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 ,未能获得任何预计中的实际成果 ,但它却是

联合起来的抵抗运动 ,渴求建立一个新欧洲的愿望的强烈表达。

抵抗运动是一场广泛的民众运动 ,它所提出的欧洲联合的诉求 ,也就是民众自己的诉求。正是抵抗

运动 ,才把长期在知识分子为主的圈子里流传的欧洲思想 ,传播到社会的最低层和最广泛的社会群体 ,

并成为他们的自觉要求。从抵抗运动的规模这一点来推论 ,在战时至少有一部分人接受了欧洲思想。

此外 ,抵抗运动对欧洲思想的丰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欧洲一统的思想自形成之日起 ,与对和平的追

求始终密切相连 。二战后 ,欧洲思想又增添了对繁荣的追求 。二战中法西斯的侵略 、独裁和暴政 ,则使

欧洲人进一步深刻认识到 ,欧洲仅有和平与繁荣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统一的欧洲还必须是自由 、民主和

平等的。这一新的思想原则的确立 ,对欧洲一体化的启动及其后来的发展 ,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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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hile fighting against the fascist invasion and ty ranny , the Resistance po sitively drew

the outline of the blueprint for Europe.They insisted that the European Rebuilding af ter WW Ⅱ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ederali sm instead of the po li tical form of nation-state.The

Resistance Movements no t only w idely broadcasted the European Idea , but also made it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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