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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据新华社巴黎11月10日电（记
者韩冰 王子辰）法国总统马克龙和
德国总理默克尔 10日在位于法国
首都巴黎东北约60公里的贡比涅
森林中共同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百年，重申法德和解对于维护和
平的重要意义。

当天下午，雨霁初晴，马克龙和
默克尔在贡比涅森林中一战协定签
署之地共同为一块新纪念牌揭牌，
牌上用法德两种文字写着：法国总
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此重
申法德和解对于欧洲与和平的价
值。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是1945年
以来，法德两国首脑首次在一战停
战协定签署地会晤。

新华社记者在现场看到，马
克龙和默克尔还检阅了成立于
1989年、象征着法德两国决心世代
友好、永不再战的“法德混合旅”的
部分成员，并参观了见证一战和
二战期间法德仇怨的“福熙元帅
车厢”。

1918年 11月 11日，法国元帅福
熙代表法国和英国等在一战中占据

优势的协约国阵营在停于贡比涅森
林一带的火车站的一节车厢内与德
国签署一战停战协定，意味一战结
束。1940年6月22日，时任德国总
理希特勒选择在同一车厢内，代表
德国与节节败退的法国签署停战协
定。

马克龙在参观结束后，对参加
纪念活动的中小学生说：“永远不要
向分裂的倾向退让！（法德之间）永
远不要再发生战争！”

福熙元帅的重孙富尼耶·福熙
10日在纪念活动现场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当天的活动再次彰显
法德和解是面向未来、惠及世世代
代的，法德和解本身以及这种和解
精神对于维护欧洲乃至世界和平都
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 1914 年爆
发，主要战场在欧洲，是二战之前人
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强、波及面最广
的战争。今年，法国政府定于11日
在首都巴黎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停
战 100 周年纪念仪式，美国、俄罗
斯、德国、英国等约70个国家领导
人将出席活动。

法德首脑共同纪念一战结束百年
重申两国和解之重

今年11月 11日是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日，美国总
统特朗普将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盛
大纪念活动。

一战结束后，欧洲不再是国际
体系中心，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国际
地位迅速上升。自一战到二战再到
冷战，美欧关系几经变迁，双方最终
结成同盟，成为西方世界的核心。

但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
政府似乎并不看重过往历史，而用
更加现实和自我的眼光来处理跨
大西洋关系。主动挑起贸易争端、
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美国
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
让其欧洲盟友心寒，也迫使欧洲寻
求更多战略自主。眼下，美欧关系
再次面临考验。

一战结束百年 美欧关系再临考验

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美国一直
居于主导地位。一些欧洲人士把当
前美欧矛盾归因于特朗普，希望随
着美国领导人更迭，美欧可以重回
亲密。然而，他们的愿望未必能变
成现实。

其实，早在小布什、奥巴马总统
时期，美欧关系就已出现明显裂痕，
比如法德领导人和小布什在伊拉克
战争问题上公然决裂，奥巴马将战
略重点转向亚太等。

可以说，当前美欧分歧是多年
来双方地缘政治差异、经济竞争及
内部社会、政治变化等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而特朗普上台直接
加快了这一进程。

此外，冲击西方社会的民粹主
义风潮也左右着美欧关系。美国政
府与欧洲民粹主义代表人物惺惺相
惜。2018年 6月，美国驻德大使理
查德·格雷内尔公然表态，支持欧洲
保守派，即右翼民粹主义。前白宫
首席战略师班农计划在欧洲设立一
个名为“运动”的基金会，想要联合
欧洲极右派，以掀起一场“右翼民粹
主义的反叛”。民粹主义抬头将进
一步削弱美欧价值观基础，损害双
方长远关系。

但美欧关系盘根错节，短期内
难以脱钩。在安全上，北约仍是主
导，欧洲“独立防务”还是雷声大雨
点小；在经济上，美欧相互深度依
赖，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
在战略上，面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
和新兴国家崛起，美欧总能找到一
些共同立场。

然而，由于利益分化，美欧今后
一段时间纷争和矛盾可能还会增
多。跨大西洋离心力加大，将给西
方世界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带来
长远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短期内难以脱钩

当地时间11月10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左三）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左二）在法国贡比涅森林出席一战结束
百年纪念仪式。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国际观察

11月9日，在法国巴黎凯旋门下，数百名法国政界人士、军人、中小
学生和亚裔社区代表来到巴黎凯旋门下，共同悼念参与第一次世界大
战、为赢得和平作出贡献的亚洲人。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巴黎原不在特朗普行程之内。
他曾计划 11月 10日在华盛顿举行
阅兵活动，但因花费巨大，只能将阅
兵推迟到明年。阅兵推迟消息公布
后仅数小时，特朗普便宣布将飞往
巴黎。从这一点来看，巴黎之行更
像是特朗普临时起意的公关之旅，
并不是重寻美欧关系的历史渊源。

特朗普自上台以来屡次无视欧
洲利益和关切，直接导致美欧关系
纷争和矛盾增多。大体来看，美国
政府两类做法让欧洲“很受伤”。

一是一味从所谓“美国利益”出

发，不仅不顾及欧洲，还损害其利
益。比如美国退出被欧洲视为重大
外交成就的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
朗严厉制裁，殃及与伊朗有经贸往
来的欧洲企业；特朗普扬言退出被
欧洲视为安全基石之一的《中导条
约》，可能让欧洲再次面临军备竞赛
的威胁等。

二是公然胁迫欧洲盟友，以服
务于美国利益。经济上，美国政府
以“国家安全”为由挥动关税大棒，
以迫使欧洲作出让步，包括加大购
买美国液化天然气、进一步开放市

场等；安全上，美国要求德国等欧洲
国家提高军费，在北约框架下承担
更大责任。

虽然美欧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分
歧，但此轮矛盾显然更为深刻，双方
不仅产生现实利益之争，更有价值
观之争。长期以来，欧洲主张基于
规则的国际体系和多边主义、国际
机构和自由贸易等是国际社会和平
稳定的保证，也是欧洲的最大利益
所在。而美国现政府一系列做法显
然背离了这种价值观，导致跨大西
洋关系裂痕加深。

▶分歧更为深刻

美国政府不断触及欧洲“底
线”，不仅导致欧洲民众对于美国政
府的看法更加负面，也让欧洲国家
重新思考跨大西洋关系。

除了到访巴黎外，特朗普原计
划顺道访问爱尔兰，但最终取消。
有媒体认为，这是为了躲开当地可
能举行的抗议活动。今年7月特朗
普访英期间，英国伦敦、牛津郡等多
地民众曾游行抗议。

不少欧洲国家认识到，此轮美
欧矛盾再次暴露出欧洲自身的弱
点。欧洲向来重视贸易和金融实

力，认为这是欧洲得以成为世界一
极的重要保证。但美国退出伊核协
议并恢复对伊制裁之举，暴露出欧
洲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弱势。虽然欧
盟启动所谓“阻止条款”，但欧洲许
多跨国公司仍然选择从伊朗撤离。
同样，对于美国可能退出《中导条
约》，欧洲国家虽极为担忧，但除了
期望游说美国改变主意外，实际上
没有更有效的应对手段。

面对美欧关系变局，欧洲谋求
更大的“战略自主”，即军事上发展
独立的防务力量，经济上摆脱美元

霸权，外交上寻找新的伙伴等，从而
在对美关系中获得更大回旋空间。

8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
德国外长马斯分别发表讲话，发出
共同信号，即建设“一个主权欧洲”，
坚持和维护自身利益。除了军事能
力建设外，马斯还谈及两个具体的
行动领域：建立独立于美元的支付
体系，以确保欧洲金融主权；建立一
个“多边主义者联盟”。马斯提出

“要与美国建立一种新的、平衡的伙
伴关系”“当美国越过红线时，我们
欧洲人必须形成一种制衡力量”。

▶谋求更多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