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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洲一体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和主权观念，也改变了国内少数民族地区与国 家 的 关 系 以 及 地 区 性

少数民族运动的诉求、目标和行为方式。传统的民族主义所追求的独立建国目标，已经不再是欧盟框架内的地区性民

族主义运动的首要选择。其战略诉求已经转向在既有的政治框架下，争取民族发展的最大空间和最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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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给民族国家政治实践

带来了冲击，也改变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给国家

内部地区与国家的关系带来了影响。本文试图从一

种新的视角，审视欧洲一体化带来的主权观念的变

化和国家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民族国家内地区性少

数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地区民族主义诉求和目

标的转向，以及这一变化对多民族国家解决地区性

民族冲突的启迪意义。

一、欧盟框架下主权观念与实践的变化

自从１６世 纪 民 族 国 家 在 欧 洲 最 先 产 生 以 来，
欧洲人便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投入到了民族间的大

厮杀中，诸如三十年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巴尔干战争等

等，直至２０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些性质的战

争，构成了自１６世纪以来直至２０世纪上半叶这四

百多年欧洲历史的重要内容。欧洲民族之间围绕着

领土、霸权和各种利益的争夺，导致了不同民族之

间持续的紧张、对立、仇恨和战争，如德 法 世 仇、
英法对抗、波兰与德国的仇恨等等。围绕着领土和

人口归属而展开的激烈争夺，更是国与国之间矛盾

和战争的根源。特别是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的几

次战后和会上，战胜国倚强凌弱，对传统民族社会

的强行肢解和分割，成为现代世界国与国之间关系

紧张、地区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不绝如缕的一个重要

根源。如德 法 在 阿 尔 萨 斯 和 洛 林 归 属 问 题 上 的 争

夺，德国对捷克苏台德德语居民区的领土要求，由

此引起的收复领土运动，都是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

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 国 家 内 部，尽 管 从 宗 教 改 革 以

来，欧洲国家就力图对境内的居民实行一种强制性

的宗教、语 言 和 文 化 的 同 化，如 西 班 牙 的 宗 教 裁

判，法国推广强化法语的行为，英国的效忠法案，
以及１７世纪末和１８世纪在宗教、教育、土地所有

和就业 领 域 针 对 天 主 教 徒 的 严 刑 峻 法，等 等。但

是，这些同化运动都没有获得统治者们所追求的人

口和文化均质化的目标，这些国家始终存在着没有

被同化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生活在既有国家境内

的少数民族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同化和边缘化的

命运，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反抗，保存自己的文化

特性。这些带有分离主义和泛民族主义倾向的地域

性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存在，如

法国的布列塔尼运动、科西嘉运动，西班牙的加泰

罗尼亚、巴斯克和加利西亚的民族主义运动等。
上述这些国家间的领土纠纷、跨界人 口 纠 纷，

以及国内的地域性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在欧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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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之前，一直被官方民族主义看做是对国家稳定

与安全的一个严重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边界地

区跨界人口之间的往来和互动，更是被相关国家视

为心腹大患，受到中央政府的严密监控和镇压。而

国家内部的一些激进的地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

动也把谋求从既有国家中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独立

的民族国家作为既定目标，如加泰罗尼亚的激进民

族主 义 组 织 加 泰 罗 尼 亚 左 翼 共 和 党 （Ｅｓｑｕｅｒｒ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ａ　ｄｅ　Ｃａｔａｌｕｎｙａ，ＥＲＣ）和加泰罗尼亚独

立党等。地区民族主义与国家和官方民族主义之间

的张力和 矛 盾，始 终 是 多 民 族 国 家 面 临 的 一 个 问

题，处理不好，不仅会演变为民族分离主义，而且

在合法手段不能达到分离目的时，一些组织也会采

取极端的暴力手段，蜕变为恐怖主义，对地区和平

与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分

离主义组织 “埃塔”为了达到独立的目的，把恐怖

行为转向了和平居民和本民族拒绝分离的人士。
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开始的欧洲一体 化，在 机

制设计和制度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人们的主权观念和国家观念。特别是在解决

国家间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所创造的新的机制，对

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改善产生了重要作用。其中最有

创意的一个机制，就是煤钢联营。在理论上，煤钢

联营突破了传统的主权和领土观念，主权不再意味

着是 “绝对的、不可分割的领土”和 “事实上的独

立”，“而 开 始 意 味 着 一 种 法 律 权 利”。① 在 实 践 上，
它创造了一种搁置争议、合作开发、权利共享的机

制，将煤钢这两大部门的生产与销售统一交给一个

超国家共同体去管理。煤钢联营机制的设计，不仅

解决了德法之间围绕着萨尔和鲁尔矿区归属上的长

期矛盾，使先前时刻处于敌对和戒备状态的德法关

系得到改善，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 “德法世

仇”，而且迈出了欧洲 一 体 化 最 关 键 的 一 步，即 超

越了政府间的政治合作形式，在资源开发、利益分

配和共同市场方面创造了新的合作形式，使西欧进

入一个和平合作的新时代。
继煤钢联营之后，欧洲一体化一系列超国家层

次的机构建设，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上以民族国家为

单位的政 治 实 践。包 括 设 在 斯 特 拉 斯 堡 的 欧 洲 议

会、欧洲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等一系列超国家机

构的创设，以及欧洲议会议员的直接选举。强化欧

洲一体化、扩大欧洲议会职权、各成员国向欧盟移

交更多主权的 《里斯本条约》、 《马 斯 特 里 赫 特 条

约》，加强成员国之间司法合作的 《尼斯条约》，以

及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建立的地区委员会、公

民投票表决 程 序 等 一 系 列 制 度 和 条 约 的 建 立 与 通

过，使欧洲的权力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民族国家

传统的权力和职能发生了向上和向下两个方面的变

化，即从传统的民族国家向欧盟和地区层次的双向

让渡和转移。一方面，通过国家之上的更大的超国

家的政治实体的建设，驱使现代生活的政治体制向

联系更紧密、功能更合理的方向运动，以获得更大

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和安全保障；另一方面，通

过向国家以下的更小的认同单位 （地区）的权力下

放，实现向人们所希望的对自己的事务拥有自决权

的自我管理形式的转变。主权的这种双向转移，造

就了欧洲政治的三层结构：地区、国家和超国家。
这 种 三 层 结 构 带 来 了 欧 洲 权 力 关 系 的 深 刻 变

化。首先，传统上属于国家主权范围的职能上移，
如安全、防务、外 交、市 场、法 律、经 济、文 化、
货币、金融等传统上属于国家的领域，如今都全部

或部分地转移到欧盟，在欧盟层次上形成了凌驾于

民族国家之上的超国家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机构，改

变了传统上以国家为核心的权力运行机制。
其次，国家的独立主权变成了相对的。各成员

国在制定 自 己 的 政 策 时，不 仅 需 要 考 虑 本 国 的 利

益，还要考虑其他成员国的利益以及与其他成员国

的关系，考虑与欧盟立法一致与否。成员国之间的

利益关系也不再是排斥性的，而是建立在彼此依赖

彼此关联的基础之上。这种结构性的联系与互动关

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一种传统，影响到人们

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第三，在传 统 国 家 权 力 向 欧 盟 层 次 上 移 的 同

时，传统上属于国家的一些权力也在向地区一级下

移。国家不再处于权力中心的地位。国家的作用和

职能更多地转向在疆域之内的行政权力，而地区在

新形势下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
自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欧盟经历了一 个 权 力

从国家向地区层次下移的过程。大多数成员国都把

政府的服务职能下放给下级地区政府。地区级的政

府更多地参与了国家和欧盟层次上的决策过程，活

动范围日益扩大，自主性也在不断加强。地区政府

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隶

属性关系转变为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央政府对

地方自治政府的财政补助占地方财政的比重越来越

高，地方自治政府利用中央财政补助执行经济、社

会管理职能的能力也在加强；中央在加强与地方政

府之间的纵向合作的同时，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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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区和地方自治政府之间的协调管理事务，促进

各国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总之，欧盟范围内这种权力转移，改变了权力

结构，打破了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建立起超国家、
国家、地区三个层次的权力运行机制和决策过程。
这种三层分割的主权形态，在不弱化国家内部管理

能力的同时，改变了国家与地区的关系，带来了地

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对与主权观念相联系的自治、自

决、自主这些概念的理解上的变化，促进了一体化

进程中地区关系的重建，以及地区性民族主义运动

在目标和诉求上的改变。

二、欧盟框架下地区关系的重塑

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向超国家机构的上移，另一

方面是国家权力向地方层次的下放，这两方面的变

化，使地区作用增强。特别是地区与欧盟超国家层

次上的权力机构的直接联系，充实并扩大了欧盟框

架下的 子 机 构、子 系 统，使 之 不 再 局 限 于 国 家 层

次，而直接伸展到国家以下的各个地区。这种超国

家性的顶层权力机构与亚国家层次的地区性基层权

力机构的直接联系，构筑起了一个新的立体交叉的

联系网络，大大地加强了欧盟的一体性，也给地区

提供了极大的能动空间。
在这方面，欧盟的地区政策，起到了极大的作

用。其核心内容为，创建专门机构和地区基金，加

强欧盟 （欧共体）与地区的联系，用经济杠杆促进

地区交往 和 联 系，增 强 欧 洲 的 一 体 性。１９７４年 建

立了地区发展基金，对边远落后地区进行必要的资

金援助和政策倾斜，提升了这些地区的经济能力和

发展水平，促进了地区之间的交往联系。１９８８年，
创 立 了 欧 洲 地 区 和 地 方 委 员 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其 宗 旨 就 是 加

强共同体与地方的接触，管理欧共体的区域基金。

１９９２年，在爱丁堡峰会上，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
拿出１５６０亿 欧 元 建 立 凝 聚 基 金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ｆｕｎｄ），
其中 的１４１０亿 作 为 结 构 基 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ｄ），
其余的１５０亿用于建立新的凝聚基金，以促进欧洲

范围内的交 通 和 环 境 项 目。② 同 年 启 动 的 《马 斯 特

里赫特条约》，再次强调地方政府在欧盟决策中的

作用，进 一 步 建 立 了 欧 盟 水 平 上 的 地 区 委 员 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
这 些 欧 盟 层 次 上 的 地 区 机 构 和 地 区 基 金 的 创

建，改变了欧盟与地区和地方政府以及社会经济集

团联系的性质，越过传统的国家，建立起欧盟决策

和影响向下渗透的渠道，形成了欧盟框架内纵向的

欧盟地区发展委员会与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以及

地区与地区之间不受传统国家疆域和边界限制的横

向交往。这种纵横交错的交往关系，使欧盟内的地

方政府之间的合作空间大大扩展。过去，区域发展

计划的制定、地区财政支持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

都由国家说了算。现在，在欧盟框架下，地方政府

在区域发展等经济领域具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并且

将其活动范围扩大到一些原来属于私人的领域或社

会方面的事务，如私人企业的发展问题，地区性经

济发展中所需要的社会服务、资金计划、资金筹措

等问题，以及组织地方性生产，支持地方性组织参

与国内和 国 际 竞 争，直 接 进 入 欧 洲 市 场 和 世 界 市

场，获取更大边际效益等。
同时，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对外交往 的 扩 大，

也促进了原来为国家边界所分隔的比邻地区之间建

立跨界伙伴关系，形成新的经济中心和区域认同。
过去，跨界民族地区的合作往往被认为会导致民族

分离和领土收复运动，威胁到既有国家的领土和存

在，因而遭到相关国家的严格禁止和严密监控。随

着国家边界的开放，欧盟成员国家对这类合作已经

不再那么敏感那么排斥了，境内少数民族与境外具

有共同族源关系的民族地区之间的合作，得到欧盟

的积极支持。
在这方面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西班牙的

加利西亚自 治 共 同 体、卡 斯 提 尔－雷 翁 自 治 共 同 体

与葡萄牙北部大区正在进行的跨界地区合作计划。
加利西亚 以 及 雷 翁 与 葡 萄 牙 的 北 区，不 仅 地 理 相

接，而且语言一致，历史上曾经同属于一个王国，
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根据史书记载，西班牙抒情

诗最早就产生于加利西亚的葡萄牙语。③１７世 纪 葡

萄牙独立后，其奉行的一个传统国策，就是向大西

洋寻找自己的盟友。因此，长期以来，葡萄牙一直

是英国坚定的盟友，与英国结盟对抗西班牙是葡萄

牙得以自保的基本要素。加入欧盟以来，西葡之间

传统的敌对立场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双方都主动接

触，冰释 前 嫌。１９９１年，西 班 牙 加 利 西 亚 自 治 区

与边界对面的葡萄牙北区签订了合作协议，以后，
又有卡斯提尔－雷翁自治区的加入。经过２０年的发

展，跨界合作模式逐渐完善，刺激了边界两边地区

发展的活力。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三个大区的首脑签订

了正式的框架协议，启动了这项地区合作计划。该

合作项目使西班牙、葡萄牙之间的跨界性地区合作

成为欧盟地区间合作的一个典型，在环境保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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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新 兴 产 业 等 领 域 实 现 了 共 赢。２０１１年４
月１３日，笔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

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合作交流项目的一员，访问

了葡萄牙北区政府驻在地波尔图。在访谈中，笔者

曾经有意问起加入欧盟之前边界两边的地区关系。
因为之前笔者曾认真地阅读了西班牙著名历史学家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１９７０年出版的 《西班

牙现代史论》。他在书中谈到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

的关系时，很强调葡萄牙对西班牙的防范。④ 但是，
负责接待我们的葡萄牙北区开发合作委员会的秘书

长却有意回避了笔者的提问，闭口不谈民族国家时

代边界两边居民的心态和关系，而反复强调葡萄牙

北区与加利西亚地区历史上和文化上的渊源，双方

目前在交通、环境、港口、汽车、纺织、海洋渔业

等方面展开的全面合作。这种态度让我们深深地感

到，欧洲一体化进程已经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们的

观念和思维方式。传统的国家边界正在模糊，传统

的国际关系正在淡去，一种新型的地区关系正在形

成。此前为国家边界所分割的地区，相互之间的关

系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由敌对、戒备转向合作，
边界两边的人民也正在有意识地忘却不愉快的历史

记忆，对地区合作前景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勒南认为，对一个民族来说，遗忘与记忆同样

重要。有选择的记忆以及大量的遗忘对一个民族的

生存是必须的。欧洲在重建过程中确实进行了有选

择的遗忘，有选择的重建记忆。德法、英法、英西

和西葡之间忘却了历史上长达几个世纪的对立和仇

恨，通过资源的联合开发和利益的共享机制，在新

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的合作关系，从而消除了国家

间和地区间的零和博弈，确立了正和博弈方法和规

则。如今，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敌对和战争状态对这

一代欧洲人来说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合作共赢成

为新一代欧洲公民的共同目标。

三、地区性民族主义运动的变化

在传统的民族国家模式下，国家是国际社会唯

一承认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政治单位，政府是

毫无差别的人民意志的代表，中央政府的声音，是

唯一合法的声音。这种国际政治格局，决定了民族

把独立作为最高目标的价值取向，把建国看作一个

民族得到国际社会接受和承认的唯一途径。因此，
多民族国家内激进的少数民族运动往往不满足于国

家框架下的自治安排，认为自治安排不能使民族共

同体在国际社会打上自己公共文化的印记，不能跻

身于国家民族的行列，不能享受国际社会平等成员

的地位，故把寻求独立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作为自

己最终的政治抱负。民族主义运动在主权上的这种

不妥协立场，是传统的国家与民族地区之间关系紧

张、暴力性民族冲突频发的根源之一。
欧盟地区组织与地区合作关系的建立，给地区

提供了实现自己抱负的一个新的空间、新的机遇和

新的远景。原来属于国家主权的许多内容，已经转

到了超国家的联盟机构手中。欧盟框架内的一些以

争取独立为目标的地区性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在很大

程度上失去了对既有的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威胁。
地区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新的思路。放弃

一元民族国家的主张，明确多民族国家的性质，承

认地区民族主义要求的民族地位和身份，在国家政

治制度中做出相应的安排，既可以满足地方层次上

的民族主义的各种诉求，也可以化解统一与分裂的

传统张力，将冲突控制在宪政的框架之内，消除对

现有社会秩序的威胁。
随着主权实践的变化和国家边界的开放，地区

获得了被欧盟宪法以及各种法律制度化了的国际活

动空间。自１９８５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 《欧洲地方

自治宪 章》和１９８８年 欧 洲 地 区 委 员 会 建 立 以 来，
欧盟的各种宪法性文件中，不断地加进了保障地方

自治的条款，一再地重申地区自治的权利，从而在

欧盟层面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地方自治制度框

架。地区成为仅次于国家层面的、由国家法律所确

定、并享有政治性自我治理的疆域实体，获得了充

分的自治和在国家及欧盟层次上参与和地区切身利

益相关事务的决策过程的机会和权力，其文化差异

也得到了充分的承认和尊重。
国家权力上移的同时，地区自主权的加强，使

得地区获得 了 一 种 新 的 独 立 行 动 的 可 能 性。⑤ 在 欧

盟的框架下，不仅成员国的代表在欧洲组织中具有

代表席位和发言权，地区，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也

可以在欧洲的组织中获得代表席位和发言权，其集

体身份同 样 得 到 欧 盟 和 国 际 社 会 的 承 认。⑥ “地 区

的欧 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和 “民 族 的 欧 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与 “国家的欧洲”（Ｅｕｒｏｐ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⑦ 获得了平等的博弈空间。这就大大改变了

地区性民 族 主 义 运 动 对 主 权、自 治 和 自 决 权 的 理

解，使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区民族主义运动不再拘泥

于传统的民族主义对国家主权的诉求，不再把独立

建国作为最高价值取向，而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目

标，确定新的行为范式，愿意接受自治安排，在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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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框架下争取地区和民族更大的发展机遇。一些原

来没有形成自己国家的地区性民族运动，大声疾呼

效忠于新 欧 洲，特 别 提 出 了 “各 族 裔 的 欧 洲”和

“地区 的 欧 洲”的 口 号 与 戴 高 乐 的 “各 国 的 欧 洲”
相对。⑧ 几乎欧 盟 框 架 内 所 有 的 无 国 家 民 族 都 热 烈

地拥抱 “地区的欧 洲”和 “民 族 的 欧 洲”，把 争 取

在欧盟框架下更大的自主活动空间作为制定自己的

战略计划的重要目标，在欧盟提供的国际舞台上展

开积极的互动，发出有力的声音。德国的邦、西班

牙的自治区，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地区，都是 “地
区的欧洲”的坚定支持者。如苏格兰民族党就喊出

了 “欧洲的 苏 格 兰”的 口 号。⑨ 上 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后，苏格兰各政党积极开展平行外交，苏格兰工党

在布鲁塞尔建立地区的办事处，与加泰罗尼亚、托

斯坎尼、北莱 因－威 斯 特 伐 利 亚 和 巴 伐 利 亚 建 立 联

系，并且建立了北欧－苏格兰行动计划，与德国兰

黛尔建立合作关系，积极参加欧洲地方和地区委员

会 （ＣＬＲＡＥ）的 活 动。瑏瑠 威 尔 士 党 （Ｐｌａｉｄ　Ｃｙｍｒｕ）
同样也提出了争取 “在欧盟框架下威尔士的全权民

族的地位”的主张，表达了争取威尔士自决权的宪

政目标。瑏瑡 在 西 班 牙，地 区 民 族 主 义 相 当 活 跃 的 加

泰罗尼亚自治区，亦表现出强烈的亲欧盟立场，不

仅积极支持 “地区的欧洲”，与欧洲的一些少数民

族地区建立合作关系，而且展开全方位的活动，一

方面在国内争取马德里承认其独特的民族地位，另

一方面又在欧盟层面上积极争取使加泰罗尼亚语成

为欧盟官方语言之一，使加泰罗尼亚成为欧盟的一

个选区。
近年来，随着地区政府与欧盟直接联系的迅速

扩大，在布鲁塞尔设立了自己办事处的地区已达到

一百多个。传统国家格局下以首都和中央政府驻在

地为中心的辐辏现象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了向欧

盟总部、布鲁塞尔这些新的中心的辐辏。随着 “地
区的欧洲”概念的兴起，国家与先前曾经要求分离

的边界地区 之 间 的 张 力 明 显 地 缓 和。瑏瑢 这 正 是 地 区

民族主义在欧盟境内呈活跃增长势头、但同时又保

持着温和的公民民族主义性质的一个结构性原因。

四、欧盟框架下的文化多样性保护

在欧洲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上，民族国家享有无

限主权的思想，一直占据着主权观念的核心。国家

是神圣 的，是 唯 一 的 权 力 中 心，是 最 高 的 道 德 标

准，是民族的终极目的和最高体现。国家利益高于

一切。为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牺牲个人、民族和

文化多样性，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这种神圣

国家、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主宰了近代欧洲民族

国家的建构过程，给通过暴力手段消灭地区差异、
强制进行语 言 文 化 同 化 的 行 为 披 上 了 合 法 性 的 外

衣。近代欧洲历史上所发生的所有强制同化行为，
究其原因，都和这种国家观念和主权观念相联系。

然而，消除地区差异的行动并没有奏效，地区

差异仍然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一大特征。而这种差异

又通过语言文化的差异强烈地表现出来。历史学家

统计，直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法国仍有超过１００万

的居民讲布列塔尼语，还有许多人讲巴斯克语、弗

兰德语、德语和加泰罗尼亚语。这种语言多样性折

射出来的是，迟至当时法国的区域认同仍然具有的

强大力量。随着欧洲一体化观念的付诸实践，如何

处理欧洲内部的多样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各

个民族的文化特性问题，变得更加昭彰紧迫。所有

民族都不希望自己的民族文化消失在一体化的大潮

之中，而强烈地希望自己的文化及其发展得到制度

化的保障，并且在未来的欧洲文化建设中做出更大

的贡献，提升民族文化的威望和影响力。对此，欧

洲一体化进程采取了保护地区差异，保护欧洲文化

多样性的立场。从一 开 始，新 一 代 的 “欧 洲 之 父”
们就选择了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文化均质化完全

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让·莫奈就认为，欧洲统一的

动力应该来自共同的制度，而非文化意识。不应着

力确定欧洲统一的文化基础，而应该通过制度建设

实现统一。统一的欧洲必须建立在和平、多元主义

和尊重他人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也认为，欧洲一

体化的关键不在于构建一种同质化的欧洲文化，而

在于建立起一种以共同的政治文化为基础的欧洲政

治公共领域的交往机制。从这种认识出发，欧洲一

体化在文化方面的态度和举措从欧共体之时起就一

直以多元化为主导。不仅没有创造同质化欧洲文化

的企图，而且还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文化多样化

的制度、法律和政策，督促各成员国保护其境内的

少数民族，以及他们的语言文化，进行必要的政治

体制改革，在多元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包容地区少数

民族的政治诉求，通过层级性的特殊安排满足少数

民族的自治要求，包容境内民族的语言文化差异。

１９８２年，欧 盟 成 立 了 一 个 少 数 民 族 语 言 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ｌｅｓｓｅｒＵｓ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该机

构在促进少数民族事务的文化合作和保持欧洲文化

多样性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１９９２年，欧 洲 部 长

会议通过了 “欧洲地 区 或 少 数 民 族 语 言 宪 章”，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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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使用地区和民族语言的自由是

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敦促所有成员国消除在语言

上的歧视，并且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在公共生活中的

使用。瑏瑣１９９３年，欧洲委员 会 起 草 了 《欧 洲 保 护 少

数民族框架公约》，再次强调了少数民族平等的法

律地位和权利。
在欧盟政策和法律的促进下，绝大多数欧盟成

员国都进行了必要的体制改革，通过联邦制和新联

邦主义的模 式 解 决 了 地 区 认 同 的 问 题。１９７２年 和

２００１年，意 大 利 两 次 扩 大 了 南 蒂 罗 尔 的 自 治 权。

１９９２年比利时 国 家 体 制 也 开 始 从 一 元 化 向 由 三 个

语言共 同 体 和 三 个 地 区 组 成 的 联 邦 制 转 化。１９７８
年，西班牙加入欧盟后，也改变了佛朗哥时代的绝

对集权体制，逐渐向地区下放权力，加泰罗尼亚、
巴斯克和加 里 西 亚 三 个 民 族 地 区 率 先 获 得 了 自 治

权。英国也改变了威斯敏斯特独揽大权的传统，在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都建立起地方议会，在

教育、经济发展、健 康、住 房、法 律、国 内 事 务、
地方政 府、税 制 改 革 等 方 面，都 拥 有 一 定 的 立 法

权。瑏瑤甚至集 权 程 度 最 高、坚 持 强 硬 的 文 化 同 化 立

场的法国也开始有所转变。
法国是欧盟成员国中少数民族最多、而且最为

活跃的国家之一。著名的少数民族有布列塔尼人、
阿尔萨斯人、科西嘉人和巴斯克人等。但是，法国

又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文化上对境

内的少数民族实行了强硬的毫不妥协的同化政策，
对所有法语以外的少数民族语言都实行压制、歧视

甚至清除的政策。如历史上对布列塔尼地区采取了

坚决的 “去布列塔尼性”和 “语言清洗”政策，对

弗 朗 什－孔 泰 居 民 保 持 自 己 文 化 传 统 和 地 区 认 同、
反对法国政府文化同化的斗争进行坚决的镇压。此

外，还有拒绝承认法国历史上存在少数民族、抹煞

和歪曲了 地 方 的 文 化 传 统 的 官 方 历 史 编 撰。直 到

２０世纪，法国 都 强 硬 地 坚 持 自 己 是 一 个 一 元 化 国

家，拒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拒绝少数民族权利

的概念，也拒绝任何少数民族语言的合法性。１９９２
年６月的法国宪法修正案再次重申法语为法兰西共

和国的语言。甚至在地方少数民族自治要求受到欧

盟法律框架保护的大背景下，法国立宪会议仍然拒

绝了法国国会承认科西嘉人独特地位的提案。在国

际社会，法国拒绝批准联合国１９６６年大会有关公

民权利和政策的法案，因为该法案要求在存在着族

裔、语言和宗教上的少数民族的国家，保护少数民

族成员使用 自 己 语 言 持 续 其 文 化 和 宗 教 生 活 的 权

利。同时，法国也拒绝批准联合国大会关于保护儿

童权利法案的第３０款，因为该款法令规定，儿童

有享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如果遵从这条法令，法国

就必须承认在公共生活中使用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

正当性。这是法国到目前为止仍不愿接受的。瑏瑥

但是，统一的欧洲少数民族框架协议，给法国

地区性民族运动的诉求增加了砝码，也使法国政府

的态度有 了 些 微 的 改 变。１９７５年，法 国 颁 布 哈 比

法令 （Ｈａｂｙ　Ａｃｔ），解禁了少数民族语言在法国社

会生活和 教 育 机 构 的 使 用。瑏瑦 其 中 包 括 科 西 嘉 语、
德语和布列 塔 尼 语 等。瑏瑧 这 些 改 变 让 法 国 境 内 的 地

区性少数民族看到了希望。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０日，布

列塔尼地区选举的结果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

个左翼占多数的地方议会。当年１２月，布列塔尼

地方议会在欧盟地区宪章的鼓舞下出台了一项语言

政策，并 且 提 出 了 扩 大 自 治、重 建 布 列 塔 尼 行 政

区，扩大布列塔尼与欧洲联系、向欧洲机构派出代

表等议题。受到一体化进程的压力，最近法国也准

备向地区民族主义运动让步，授予科西嘉其有限的

自治权，给其他地方一些文化自主权。瑏瑨

总体上说，欧盟对各成员国内部的世居少数民

族及其文化，实行了多元化的保护和包容政策，即

在承认并保持多样性的基础上，强调平等机会和相

互宽容，通过平等和包容增进社会的凝聚力，将种

族信仰不同的少数民族整合到欧盟各成员国的社会

生活中，而不是将他们与主流文化同化。在这一点

上，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保护内部的地域性

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基本上是

成功的。但是，在处理全球性跨国移民带来的外来

文化的多样性问题上，欧洲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

验。近年来，欧洲一些政要们不断发出的 “多元文

化主义已死”的言论，其矛头主要指向的就是来自

欧洲外部的跨国移民的多样性文化，特别是穆斯林

文化和生活习俗。关于这一点，笔者已经在其他文

章中有所讨论瑏瑩，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结　语

１６世纪以 来，以 领 土 为 基 础 的 主 权 国 家 的 兴

起，曾经极大地改变了欧洲既有的地缘政治格局，
带来了一系列欧洲战争，使欧洲成为民族厮杀的战

场。２０世纪，经历 了 两 次 世 界 大 战 的 痛 苦，欧 洲

选择了联合的方式避免战争，再次改变了欧洲的地

缘政治格局。这一次的改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国

与国之间的关系的相对和平与稳定，也给国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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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欧洲的联合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间或政府间的

结盟与合作，它已经从一个自上而下的经济一体化

发展为一个自下而上的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等

角度全方位重塑欧洲的过程。欧盟框架的建立以及

由它推动的一体化进程，给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

地区提供了一个超越国家边界、在不必瓦解传统国

家的存在和权威的条件下进入欧洲和世界舞台、实

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地区的地位和自主性得到很大

的提升和加强。
在经济上，欧盟的区域发展计划，将少数民族

地区的经济发展融入到地区发展计划之中，在地区

合作与发展的框架内加以解决，带动了西欧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缩小了地区之间的差距，
增进了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增进了地区对欧洲

的向心力。
在文化上，欧盟也通过一系列制度化 的 规 范，

创造了容纳地区性文化差异和多样性的制度空间，
促进了欧盟框架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满

足了地区性民族主义运动对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特

性的要求，大大降低了欧洲各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因

语言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与国家认同间的张力。
在政治上，传统国家主权向欧盟层次 的 转 移，

以及向地区层次的下放，改变了地域性少数民族对

民族自决权的理解和运用，也改变了国内少数民族

地区与中央的关系，促使欧洲内部的地域性少数民

族从新的国际格局、地理区位、资源环境、市场交

通、可持 续 发 展 等 多 种 角 度，重 新 思 考 自 己 的 前

途，思考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地域性民族集团

开始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考虑和制定自己的战略目

标，传统的地区性民族主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

经历一个重构过程。布列塔尼、弗兰德斯、加利西

亚等一些具有文化差异的地区追求在既有的政治框

架下争取更大的地区利益和发展机会，不再把国家

边界看做是民族发展的羁绊；而像苏格兰这样的地

区，则期望摆脱在政治和经济上与欧盟若即若离的

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从一体化提供的更大

的空间和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欧盟提供的

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中得到好处，在欧洲一体化带

来的更广泛的交往中，寻求自己的未来。
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欧洲公民权建设、地区

建设和超国家结构的建设，已经使欧洲联盟各成员

国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联动性，但是欧洲联盟的国

家间和政府间性质依然明显，各成员国仍然是拥有

国家主权的政治实体，在行政和法律方面还享有相

当大的独立自主性。这是欧洲一体化在短时期难以

突破的一个瓶颈。欧盟的一些超国家机构，除了欧

洲议会是由欧洲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外，都是由各国

政府的代表组成。但是，欧盟框架下的地区交往与

合作，特别是具有文化差异和民族抱负的民族地区

与超国家机构联系的加强，以及地区越过首都向欧

盟总部的辐辏，却真真实实地发生，并且正在重塑

着欧洲的政治结构。
新世纪以 来，欧 盟 经 历 了 它 第 四、第 五 次 扩

张，由原来的１５个成员国扩大到现在的２７个。通

过向东欧的扩展，欧盟强化了欧洲经济和政治的一

体化，在更大的范围内重建了中心－边缘结构。与

此同时，一体化本身也经历了两次危机的考验。一

次是２００３年由于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不同

态度而导致 的 新 老 欧 洲 的 分 裂，另 一 次 则 是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各国在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来

的各行其是。欧洲一体化受到了迟滞，前景扑朔迷

离，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今天甚至比十几年前更

难预测欧洲的未来。同时，从两次危机中一些成员

国自行其是的行为上，从苏格兰日益高涨的脱离英

国的诉求中，我们也很难说一体化已经驯服了桀骜

不羁的民族主义。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

就是欧洲一体化已经导致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和

实践的变化，在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和重组中，在

国家主权的让渡和转移过程中，深层的结构性变化

已经发生。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地区对欧盟的

向心力的生成，特别是边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跨

界合作，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与

地区的关系，改变了欧洲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活，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张力，
改变了欧盟框架下的地区性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
诉求和行为方式。一体化进程中所创造的通过制度

和规范建设容纳族裔文化多样性，通过合作共享机

制协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消除对抗、避免冲突、
增进和谐的方式，对当代世界族际冲突的治理也具

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本文是在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６日首都师范大学区域

文明研究中心举办的 “首届文明与区域研究学术论
坛———文明·区域·国家：历史与现实中的互动”
会议上的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中的一些观点
曾与参会学者进行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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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６，ｐ．８．

瑏瑩　关于欧洲对待 移 民 和 移 民 文 化 差 异 的 问 题，笔 者 曾 发

表 《移民和 欧 洲 认 同———政 治 人 类 学 的 视 角》一 文 进

行了详细讨 论。该 文 载 于 马 胜 利、邝 杨 主 编 《欧 洲 认

同研究》第１１８－１４４页。另有 《后殖民 时 代 移 民 问 题

的本质与政治共同体的重建》（《世界民族》２００４年第１
期）、《多元文化主义价值意义的再审视》（《世界民族》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具 体 分 析 了 欧 洲 对 待 外 来 移 民 的 态

度，并对欧洲 政 要 的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已 死”言 论 进 行

了剖析。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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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Ｐ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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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周蓉／校对　　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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