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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欧盟既不愿接纳土耳其, 又不愿放弃。不愿放弃是因为

土耳其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十分突出, 欧盟出于地缘与安全上的考虑,

始终对土耳其有一种需求;不愿接纳是因为双方在历史、政治文化和宗教观念上

存在着深刻差异, 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在宗教、文化层面上面临难以突破的困

境。接纳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入盟将是对欧洲观念和欧盟性质的一个挑战, 意味着

欧盟将超越基督教文化传统,需要对自身的认同重新定义。本文拟从身份认同的

视角来解释土耳其入盟所遭遇的这种困境。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国家发展的战略

选择, 土耳其建构欧洲身份认同的努力已经在其政策实践中体现出来,并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欧盟的认可。2005年 10月 4日, 欧盟正式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

判, 土耳其入盟初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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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20年代凯末尔革命的目标是重建土耳其民族国家和复兴土耳其,

其手段是选择走 /脱亚入欧 0的 /西化 0道路。土耳其从此沿着这条路不断前进,

加入欧盟因此成为土耳其的世纪梦想。土耳其认为获得欧盟完全成员资格与承

认土耳其达到当代西方的文明标准是同义的, 凯末尔革命的最终胜利将由此得

到确认。¹ 从 1963年 9月与欧共体签订 5安卡拉联系协议6到 2005年 10月欧

盟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土耳其在入盟的道路上已经艰难地走了近半个世

¹ O ra l Sander, / Turkish Fo re ign Po licy: Fo rces o f Continu ity and Change0, in Ahme t Ev in

ed. , M odern Turkey: Continuity and Change, Opladen: LeskeV erlag, 1984, pp1 115- 130.



纪。为什么欧盟长期以来既不愿接纳土耳其, 又不愿放弃? 本文认为, 建构主义

或身份认同的方法有助于解释土耳其入盟所遭遇的这种困境。一方面, 土耳其

与欧盟在经济、安全、政治等领域存在广泛和重要的利益性认同,欧盟不愿放弃

土耳其;另一方面,欧盟认为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文化背景和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传

统难以相容,因此双方难以建构起欧盟接纳土耳其所必须具备的身份认同。

基本概念: /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 0

身份与认同是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在英语中这两个概

念就只用 / identity0一个词语来表达。 / identity0指涉身份、属性,带有动态含义的

词形是 / ident ification0,意指 /我者0与 /他者0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身份是指

/自我 0(行为主体 )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与区别性形象, 这种形象是通过与

/他者 0(其他行为主体 )的关系形成的。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自

我 ) 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 /归入 0他

者。¹ 认同最初起源于物质因素,如血缘、种族等,但在后来漫长的演变历程中,逐

渐受到有意识的政治操作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文化和观念性质。总的来说,

身份认同是一个主体间理解性质的概念,它是在自我和他者、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中

确定的,是自我在看待他者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自我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

在共享理解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中, 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自我的延伸。身份认

同要回答的是 /我或我们是谁? 0和 /我们往哪里去? 为什么? 0 (目的指向性问题 )

这两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将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或准则。

由于历史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伊斯兰世界是与欧洲相对立的他者,

是邪恶的、野蛮的、恐怖的、乌合的, 并且这种意象被通过无数种方式加以强化。

奥斯曼帝国是现代土耳其的前身,作为当时阿拉伯世界宗主国的奥斯曼帝国一

直被欧洲基督教国家归入他者和敌人的范畴。 /土耳其人0这个词在当时的西

方是一句骂人的话,而今天这种蔑视仍保留在西方人的头脑中。历史上伊斯兰

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抗是欧洲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对抗中欧洲区别

出我者与他者,明确了自身的身份和认同。欧盟吸收新成员的标准之一就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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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国是否具备 /欧洲认同 0 ( Europe Iden tity) ,因此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成为

土耳其能否最终入盟的关键性问题。这需要土耳其和欧盟之间重新界定自我和

他者的界限,土耳其需要从欧洲的他者转变成群我, 双方建构起一个 /共同的自

群体身份0 ( in-group ing ident ity)或曰 /群我意识 0,形成集体身份和认同。¹

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包括两个方面:土耳其自身的欧洲身份定位和欧盟

对土耳其的欧洲身份的认同。如果欧盟不承认土耳其具有欧洲身份, 土耳其对

欧盟的单方面认同是没有意义的。查尔斯 #泰勒指出,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

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承认, 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

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影响。º 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从内容上看可以区分为

利益性认同和观念性认同两个方面, 其中观念性认同又包括制度认同和文化认

同两个层面。土耳其与欧盟在经济、安全、政治等领域存在广泛和重要的利益性

认同, 这是土耳其建构欧洲身份认同的有利因素;同时,土耳其可以在与欧盟的

积极互动中学习欧洲的机制、制度、规范、惯例等知识,通过学习建构起制度认

同。但由于双方在宗教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上的巨大差异, 对建构集体身份至

关重要的文化认同却始终难以突破。

土耳其的 /洲籍 0问题和欧洲属性

土耳其共和国位于欧亚大陆结合部, 地处 /三洲、五海0» 的战略要地。虽然

77. 94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只有 3. 1%在欧洲, 亚洲一侧的小亚细亚半岛占了

总面积的 96. 9% ,而且 7000万人口中的 95%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但不

能仅凭此就判断土耳其属于亚洲国家。因为在亚洲各种区域组织活动中很少见

到土耳其的身影,相反它却加入了除欧盟之外的几乎所有欧洲组织,包括欧洲委

员会、经合组织、欧安会、西方最大的军事集团 ) ) ) 北约等一系列组织, 确立了其

在欧洲特殊的安全和政治地位。给一个国家定 /洲籍0, 一般首先要看其所处地

理位置,同时兼顾其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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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土耳其这样一个身处特殊地理位置又具有特别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更重

要的是要作政治和文化疆界的分析。

土耳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曾先后作过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的

统治中心,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土耳其是一个 /世俗的国家, 信教的

民族, 多样化文明的矛盾统一体 0。¹ 土耳其没有犹太 ) 基督教文化传统,但也

不属于主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为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文化核心的理解其实

并不完全准确。早在 13世纪的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塞尔柱突厥人就采用并吸

收了大量阿拉伯、波斯甚至拜占廷文化,这些文化相互融合, 产生了土耳其文化

独特的东西方混合特色。历史上作为罗马、拜占廷和奥斯曼三大帝国都城的伊

斯坦布尔,随处可见清真寺、基督教堂, 甚至可以看到在伊斯兰世界难得一见的

犹太教堂。这些多重文化的层叠以及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喻示着土耳其文化

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土耳其可以作为欧亚桥梁的价值所在。

土耳其的民族和文化属性还得从其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寻找,欧洲文明一直

是土耳其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近邻, 土耳其与欧洲在历史文化上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历史上的安纳托利亚文明是被视为欧洲文明源泉

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洛伊木马、诺亚方舟、圣诞

老人, 这些欧洲历史和宗教的标志性事物都源自土耳其这块土地; 第二, 历史上

连接亚欧两大洲、在促进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丝绸之

路的终点就在伊斯坦布尔。因此,土耳其为西方国家吸收和借鉴东方文明成果,

乃至为欧洲的振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第三,从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到奥

斯曼帝国,土耳其与欧洲几乎一直捆在一起, 伊斯坦布尔是三大帝国的都城;第

四,尽管奥斯曼帝国在近代开始衰败,但仍然是 18、19世纪欧洲均势的一个重要

支点; 尽管奥斯曼帝国屡屡因战败而受尽西方列强的凌辱,但仍被列强称为 /欧

洲病夫 0而不是 /亚洲病夫 0, 这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土耳其的欧洲属性。土耳

其人很早就意识到欧洲文明对土耳其的重要性, 早在 1913年, 一位名叫阿卜杜

拉 #杰夫德特的土耳其记者就简明扼要地表达出了土耳其对欧洲文明的认同:

/没有第二种文明;文明就意味着是欧洲文明, 它必须全盘加以输入, 不论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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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还是荆棘。0¹

总的来看,土耳其民族是一个发祥于东方的古老民族,在历经与西方数百年

的接触与撞击后,最终选择了面向西方的发展道路。1923年土耳其民族独立革

命胜利后, /国父 0凯末尔实施了一系列彻底的世俗化改革,如建立共和制,废除

苏丹 ) 哈里发制度,取消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宪法条款;颁布以欧洲法律为蓝本的

新民法、刑法等法律, 废除伊斯兰教法及宗教法庭, 取缔宗教学校, 由国家掌管教

育;废除伊斯兰教历, 采用西方历法和纪元,用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提倡穿

西装, 禁止非宗教人员穿戴伊斯兰教服和佩戴宗教标志,禁止妇女戴面纱和头

巾,等等。土耳其从此走上了一条 /脱亚入欧 0的民族复兴道路, 西方式的政治

制度和文化模式逐渐渗透到土耳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土耳其对东西方文化

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虽然至今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还保留有许多东方民族

传统和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痕迹, 但从政治制度到经济体制,再到人们的生活方

式,土耳其已经具备相当的欧洲属性。如果说土耳其的欧洲性在地理、人口、信

仰上受到质疑的话,那么它所具备的民主的议会制度,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治形

态,主要借鉴于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的司法体制以及得到欧盟承认的市场经济等

这些欧洲特性则是无可争议的。尽管很多批评人士指出欧盟与土耳其之间存在

着巨大的宗教和文化断层,欧盟国家里同样有不少人认为土耳其的 /欧洲特性0

使得它与其他的穆斯林国家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但是土耳其近年来所作的 /史

无前例的改革 0使其最终符合入盟谈判的条件。º 1999年 12月, 欧盟赫尔辛基

首脑会议确定土耳其为入盟候选国, 但此后欧盟委员会关于土入盟的年度报告

仍以 /政治标准不合格0为由, 迟迟不启动入盟谈判。为了达到欧盟的政治标

准,尽早启动入盟谈判,近年来土耳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进行了很大力度

和全方位的改革。从 2002年 2月到 2004年 9月, 土耳其议会共通过了九份协

调方案, » 通过包括修订宪法、改革司法和警察制度、制订新刑法法典在内的各

项重大改革以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法制化; 签订了 5欧洲人权公约6,解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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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领域存在的问题;保护少数民族, 承认库尔德语言的合法地位;取消对言论自

由的限制;取消死刑、严禁虐待和酷刑;改变军队左右国家政治生活的状况。

欧洲观念与欧盟的边界

/何为欧洲? 欧盟的边界在哪儿? 0,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特别是在

欧盟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 不仅要关注地理的欧洲, 更重要的是要

关注在欧洲疆域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 /欧洲观念 0。 /欧洲0除了作为一

种地理存在之外,更多地是一种 /认同 0和一种 /观念 0,其核心包括共同的历史、
价值观 (民主、法治、人权 )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 /欧洲观念 0的形成是在

欧洲近代史的早期 ( 15) 17世纪之间 ) ,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种社会建构,

其中所蕴涵的各种地理、政治和文化的内容在历史演变的进程中不断地丰富起

来。 /欧洲观念0产生的来源有三个: 一个是两希 (希腊、希伯来 )文化、基督教文

明;二是非欧洲文化 (非基督教文明 )对之形成的对照、对立和压力而增强起来

的欧洲自我意识。比如历史上的欧洲十字军东征打到西亚, 而阿拉伯、土耳其也

经常打进欧洲,这些冲突和战争增加了欧洲人 /我们是异于东方民族的欧洲人0
的 /自我意识 0;三是战争频仍,因渴望和平而寻求联合之道。 /欧洲观念 0的这

三方面来源,都在各个层面上以欧洲历史文化的同源性和认同感为人文背景,反

映了欧洲人特有的思想底格。¹ 19世纪中叶以来, /欧洲观念 0开始超越圣 -皮

埃尔、卢梭、康德等少数精英思想家的理论阶段,成为欧洲一种普遍流行的理念。

20世纪中叶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是 /欧洲观念 0的第一次具体实践,欧共体 /

欧盟的诞生和发展就是欧洲观念 /机制化 0的一种反映。 /欧洲观念 0是欧洲联

合的一种精神支柱,对欧洲观念和同质文化的认同成为欧洲联合的价值取向。

在今天欧盟的许多正式文件中, /欧洲观念 0这一概念,常常作为欧洲人所认同

的历史人文价值观被写进前言。º 正如亨廷顿所说, /欧盟就是建立在共同的欧

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的基础之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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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属于欧洲? 谁不属于欧洲?, 这是欧盟扩大进程中首当其冲的身份问

题,能否具备欧洲国家的身份认同因此成为衡量欧盟成员国资格的首要条件。

在人们看来,某个国家似乎只有隶属于某个欧洲组织才能证明其欧洲属性, 才有

权申请加入另一个欧洲组织。¹ 到底哪些国家是欧洲国家, 这个问题始终模糊

不清。 1987年摩洛哥的入盟申请之所以被驳回,就是因为该国在地理位置上不

属于欧洲。对于土耳其的入盟申请, 欧盟似乎没有更多考虑这条标准, 因为土耳

其在政治和宗教文化方面的因素更加关键。º 土耳其入盟问题关系到欧盟对自

身的定位及其认同的性质,对欧盟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法国前总统、欧盟制宪委

员会主席德斯坦 2002年 11月接受 5世界报 6采访时时断言, 土耳其确实不是一

个欧洲国家, /土耳其的首都不在欧洲 0, / 95%的人口生活在欧洲以外。它有不

同的文化、不同的处事方法、不同的生活方式。0土耳其入盟将意味着 /欧洲的终
结 0。» 德斯坦的这种情绪并不独见,他的评论得到了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

响应。施密特公开表达出这样的担忧, 即土耳其入盟 /会给非洲和中东的其他
穆斯林国家要求类似的盟员资格打开大门0,导致 /欧盟从一个政治联盟退化为

一个自由贸易区 0。¼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蒙布里亚尔则认为,欧盟的核心

观念是民主、法治、人权、世俗主义、市场经济、安全和团结。他说, /我们在欧洲
想要实现的是一种新的政治单位, 其身份认同就是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0½土

耳其入盟将表明欧洲能够从原来那种基于区域、历史和宗教文化传统的比较狭

隘的自我认同转向一种基于未来的、以政治性认同为特点的多样性中的认同。

德国当代哲学泰斗哈贝马斯和法国哲学大师德里达多次强调要寻找一种能

带动欧洲联合的共同价值观,即统一的欧洲认同价值观。欧盟作为一个价值共

同体, 是应该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普世性的西方价值观来界

定,还是要用欧洲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基督教文化 )来界定; 欧洲认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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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于制度认同还是文化认同,两者的关系是如何以及应当如何。这些问题关

系到欧盟自身的认同性质和未来的发展, 土耳其入盟给欧盟回答这些问题机既

提供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

毫无疑问,土耳其入盟将在很多方面深刻改变欧盟,对欧盟的影响将远远超

过 2004年 5月欧盟的扩大。从地理上看,土耳其的加入将把欧盟的边界往东南

方向推进,从而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克兰等国家进入欧盟提供可能,即使

土耳其成为欧盟的最终 /边界 0, 这也意味着欧盟将与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接
壤,欧盟与中东之间将失去战略缓冲地带。从文化上看,欧盟将第一次穿越基督

教世界的传统边界,甚至有人担心欧盟将难以消化土耳其这个穆斯林大国。从

政治上看,土耳其入盟将提出一些技术层面的、战术性的挑战,比如:按照目前的

人口出生率,预计十年后土耳其人口将超过 8000万, 根据欧盟宪法条约规定,土

耳其在未来欧盟理事会中的决策权将超过法国而与德国相等; 土耳其作为美国

在中东地区的亲密盟友,一旦入盟势必增强欧盟内部的亲美势力; 土耳其的大规

模移民将成为欧洲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土耳其入盟还可能构成更大、更具有

战略性的挑战,比如: 接纳土耳其对欧洲的认同和价值意味着什么, 土耳其的成

员资格要怎样才能与欧盟国家建设一个更紧密的联盟的目标相匹配。¹

土耳其与欧洲:利益性认同与文化困境

分析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首先要观察土耳其的国家身份和身份定位的

变化, 然后观察土耳其因此而产生的利益和基于这种利益的行为。重大政治、军

事、社会变革往往会导致国家对于自我身份的再认识。 20世纪 20年代和 30年

代是土耳其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精心策划

了包括国家世俗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 确定了 /现代化 0和 /西方化0的发展方

针,并预定 /西方化0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在这种变革的冲撞下,土耳其

对国家身份的定位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定位观 0已成为土耳

其政治文化的主流,是历届政府长期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

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包括利益性认同和观念性认同两个方面。利益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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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指土耳其与欧盟为了各自的利益认同对方, 自我利益的驱动使土耳其产生加

入欧盟的动机和欧盟接纳土耳其的动力。观念性认同指土耳其与欧洲社会的融

合,涉及身份、制度、文化和合法性等因素, 包括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层面。

观念性认同不是利益驱动的认同,是土耳其对欧洲社会制度和规范内化的结果,

是文化交融、对话的结果。土耳其建构自身的欧洲身份认同,也就是土耳其与欧

盟创建集体身份、形成集体认同的过程。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都

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观念或话语建构起来的。根据

建构主义,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是推动集体身份形成的四个

主要变量。¹ 这些变量能够减弱国家的利己身份, 帮助创建集体身份。从这些

变量来看,土耳其与欧盟在建构集体身份的过程中,既有利益性认同的积极一

面,也面临着难以逾越的文化认同的困境。

(一 )土耳其与欧盟的利益性认同

土耳其与欧盟在经济、安全、政治方面有广泛的、客观的共同利益诉求, 相互

依存、共同命运这两个变量总的来看存在程度很高,这是土耳其与欧盟建构集体

身份中有利的一面,也是欧盟不愿放弃土耳其的主要原因。

1. 经济利益: 从成本 ) ) ) 收益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土耳其与欧盟在经济上有

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欧盟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

方、最大的旅游客源和最大的侨汇来源,土耳其在经济上对欧盟有很大的依赖关

系。欧盟一直是土耳其农业和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来自欧盟的资本、货物

的持续供应是土耳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欧盟是土耳其最重要的

贸易伙伴 ) ) ) 土耳其超过 50%的对外贸易是同欧盟进行的。º 实际上,二战后

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的直接投资和与欧盟的自由贸易。

1963年的5安卡拉联系协议 6原则上规定土耳其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到欧洲,这不

但大大减轻了遭受结构性失业的土耳其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流动工人每年寄回

国内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对维持土耳其的收支平衡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土耳其能够向欧盟提供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的劳动力,补充欧盟国家

不断萎缩和老化的人口。许多土耳其人在欧洲国家从事各种劳务活动, 目前大

约有 350万土耳其人生活在欧盟国家,其中在德国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 2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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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通过对欧洲规范的接受导致双方形成了一个包括劳动力移民、旅游、资本

和货物流动在内的巨大的交易网络, 增强了土耳其和欧洲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

互依存。自 1963年提出入盟申请以来, 土耳其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整体经济

实力位列世界第 16位,目前 3360美元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

亚这两个欧盟新成员国。¹ 美国商务部在 2004年把土耳其列为世界十大新兴

市场之一,对于欧盟商品来说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出口市

场。此外,土耳其作为中亚石油输往西方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欧盟所看重的。

2. 安全利益: 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冷战世界里,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

土耳其被纳入到了西方的安全体系中。 1952年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国, 北约向

土耳其提供国家安全保证,土耳其则依靠自身关键的地缘位置帮助守护北约的

东南翼,坚定地站在西方阵营共同对抗苏联威胁,被证明是西方安全一个有效的

缓冲器。冷战后的安全结构使土耳其的战略重要性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在处理

欧洲面对的安全挑战方面处于核心地位。土耳其邻近动荡的中东、高加索地区,

北约专家界定的关系到欧洲安全的 16处热点中有 13处 º处于土耳其的周边。

把土耳其纳入到欧洲安全结构里、而不是让它独自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地区, 欧盟

在东南部碰到的安全问题就会大为减少。没有土耳其的参加, 欧洲安全所需要

的条件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和可信的满足。1992年 11月土耳其被接受为西欧联

盟的联系成员国; 1994年 5月土耳其外交部长被允许参加西欧联盟的部长级会

议; 1995年 5月, 土耳其被给予在西欧联盟会议上投票的权利。双方在反恐问

题上也需要紧密合作,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认为接纳土耳其将是阻挡恐怖分子

在欧洲内部制造分裂的一个决定性的考验;西班牙和意大利出于安全考虑也赞

成土耳其入盟。» 此外,土耳其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军队,土耳其入盟将大大增

强欧盟薄弱的军事力量, 这对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对土耳其而言,冷战后同样面临新的不稳定形势,库尔德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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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中东中亚地区的战乱等因素都严重威胁到它

的安全与稳定,土耳其应对这些问题都有求于欧盟的合作与相助, 加入欧盟是维

护其安全利益的重要手段。

3. 政治利益: 在欧洲,伊斯兰教徒的地位一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欧洲

有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土耳其人是其中最大的群体。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移

民到他们国家表示担忧,对他们中间有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感到不安。甚至

有关穆斯林妇女戴头巾一事,在一些西方国家也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

欧洲现有 1100万到 1200万穆斯林,其中法国有 500万, 德国 300万, 英国 200

万,意大利 100万。这样的人口数, 再加上一些国家伊斯兰居民的融合问题、欧

洲和其它地方伊斯兰好战情绪的上升、欧洲大陆有组织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发

现,使得土耳其入盟这个话题更令人担忧。¹ 2003年马德里 / 3. 110火车爆炸恐

怖事件、2005年 7月英国伦敦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增加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与恐

怖主义的疑惧; 2005年 10月底法国穆斯林移民引发的全国性骚乱警示欧洲国

家需要对穆斯林移民的生存状态予以关注。在这种暗淡的局势下, 欧盟接纳土

耳其将是对穆斯林世界发出的一个重要的积极信号,是对全欧洲穆斯林的一种

慰藉, 缓和欧洲人与穆斯林群体的关系。 / 9# 110事件之后, 土耳其似乎可以成

为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对话的一个重要桥梁, 伊斯兰教传统的土耳其加入

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欧盟可以证伪 /文明冲突0论。美国总统布什 2004年 6

月访问土耳其同埃尔多安总理会晤时重申 /全力支持0土耳其加入欧盟, 认为土

耳其的加入将是 /加强穆斯林世界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要一步0。º 同时,欧盟

里的自由派意图把土耳其塑造成穆斯林世界中世俗民主化的样板, 有助于推广

欧盟自由、民主的理念。土耳其入盟还有助于表明欧盟确实是一种正在形成的

新型的全球规范性权力,它不是把穆斯林世界作为欧洲的他者加以排斥,而是能

够接纳一个有一天将成为其最大成员国的穆斯林国家。此外, 土耳其要发挥一

个地区大国的作用也离不开与欧盟的合作,在应对国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

的问题、解决与希腊对塞浦路斯和爱琴海未决的争端、欧盟国家的客籍工人问

题、库尔德少数民族问题、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民主稳定性等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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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都需要欧盟的帮助,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政治利益。

(二 )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面临的文化困境

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背景始终是土耳其入盟的一个根本障碍, 欧盟各国对

该问题心照不宣。达到欧盟要求的 /哥本哈根标准 0固然是一大障碍, 土、欧双

方在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及其形成的心理隔阂则更加难以克服。换言

之,即使土耳其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权等方面完全符合哥本哈根入盟标准,

由于双方文化、宗教同质性的缺失,欧盟仍将对土耳其的入盟问题犹豫不决。正

如土耳其前总统厄扎尔在 1992年所说: /土耳其的人权记录是土耳其无法加入

欧盟的虚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 我们是穆斯林, 他们是基督徒 0, 他进而补充

说, /他们并不这么说 0。¹ 事实上, 西方国家十多年前的对手、华约组织成员国

的东欧国家都已经正式入盟,在欧盟门口等了四十多年的土耳其却仍然被排斥

于这个 /基督教俱乐部 0之外,而它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发展水平都在这些国家

之上, 在地缘政治上要比它们更为重要。东欧国家是打着 /回归欧洲 0的口号入

盟的, 而土耳其则被许多欧洲的精英和民众认为不属于欧洲,欧洲人对土耳其缺

乏认同感。有分析人士指出,欧盟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搞了双重标准。

欧洲的思想和宗教发展的历史背景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欧

洲文化包含着人从宗教里解放 (从神本主义到人文主义 )、国家和社会的分离、

公民社会、人的自然权利这样一些要素。土耳其的思想和宗教发展的历史背景

跟欧洲完全不一样,这些要素在土耳其社会和文化里很少起作用。土耳其在历

史上长期是作为欧洲的他者 ) ) ) 主要还是敌人的形象 ) ) ) 出现的。欧洲人对奥

斯曼帝国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历史至今记忆犹新,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欧盟委员会

委员弗雷兹 #鲍尔克斯坦认为,土耳其入盟意味着 1683年维也纳成功保卫战的

成果将付诸东流。º

文明冲突是欧盟推迟土耳其入盟的深层原因之一。» /文明冲突 0论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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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分析工具就是 /自我撕裂的国家 0或称 /无所适从的国家 0 ( Torn Coun-

try)。 /自我撕裂的国家 0的领导人特别希望推行 /搭便车 0战略,使他们的国家

转变成西方一员,但该国在历史、文化和传统上是非西方的。亨廷顿举出的一个

典型的 /自我撕裂的国家0就是土耳其。欧洲国家不愿接纳它, 因为它被视为穆

斯林国家;伊斯兰世界认为它与自己更不相关,因为它长期以来一直拒绝成为这

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的一部分,或避免卷入有关伊斯兰世界的激烈争论。土耳其

精英把土耳其定位为西方社会,但西方精英拒绝接受这个国家。亨廷顿认为文

化和宗教的差异造成了西方和 /自我撕裂的国家 0在从人权到移民、贸易和商

业、以及环境保护这些政策问题上的差异。¹

有意思的是,欧洲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轻易就表达这样

的观点:他们反对土耳其入盟主要是由于宗教 ) 文明的原因。比如奥地利总理

沃尔夫冈#许塞尔在公开场合是这样说的,土耳其的人口规模、农业部门、地理

位置是土耳其入盟的主要障碍, 而他对文化问题则保持沉默。º 法国战略研究

基金会会长弗朗索瓦 #海斯伯格认为, /不管是公开说出来还是隐瞒不说,人们

普遍拒绝土耳其进入欧盟的主要因素就是伊斯兰教。0»在 2005年 5月底法国

对欧盟宪法的全民公投中, 投反对票的人中有 22%把反对土耳其入盟列为他们

对欧盟宪法说不的原因之一。¼ 大部分欧洲人反对土耳其入盟的原因一般包括

以下几点:土耳其太大、太穷、落后的农业国、政治专制、众多的穆斯林, 而其中最

为深刻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可能对欧洲文明造成威胁。

土耳其的入盟前景

土耳其由于其独特的地缘优势而在欧亚大陆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

战略地位,无论是在冷战时代还是冷战后时代, 欧盟出于地缘与安全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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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对土耳其有一种需求。但由于感到土耳其在文化上不属于欧洲, 对土耳其

的伊斯兰教文化背景感到不安, 欧盟在定义和土耳其的关系时总是摸棱两可。

它总是犹豫明确宣布把土耳其的最终入盟作为双方关系的长期目标, 回避就这

个目标提出一项可行的政治战略。由于缺乏清晰的战略指导, 欧盟对土耳其一

直是犹豫不决。它既不愿接纳土耳其, 又不愿放弃。欧盟的自由派希望通过有

条件地接纳土耳其来体现欧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但保守派则反对给予土耳其

完全成员资格,认为土耳其的入盟将是欧盟的终结,双方至多只能发展优先战略

伙伴关系。长期以来,欧盟的策略就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间进行妥协,尽量避

免与土耳其的关系出现紧张和进一步的疏远, 同时向土耳其提出了近乎苛刻的

候选国资格要求,抬高其入盟的门槛。欧盟对土耳其的这种模糊性策略使双方

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在许多土耳其人眼里变得可疑, 导致土耳其人形成一个共识,

即 /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0¹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注意到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身份合

法性与能否加入欧盟直接相关。土耳其认为加入欧盟是它源于历史、地理和国

际条约的权利,是本来具有的 /权利 0。土耳其不准备为入盟牺牲国家尊严, 在

融入欧洲的进程中将谨慎保护它的国家权利和利益。加入欧盟是土耳其优先的

对外战略目标,但这种优先目标的确立更多地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体现而不是价

值理性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走凯末尔 /脱亚入欧 0的民族复兴道路这种民
族主义的、内向的利己动机所驱动,而没有把入盟看成是与欧洲国家一起为重塑

欧洲政治命运所做努力的一个部分, /西方化 0只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而非它的
最终目标,这势必从深层次上影响双方认同的建构。

土耳其为取得欧盟成员国资格, 一直在努力按照欧盟的标准进行改革, 公布

哥本哈根标准就是 /安卡拉标准 0, 努力将这个标准内部化并逐步实现之。º 土
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表示,他的目标就是使 /欧洲价值成为安卡拉价值。0»在他领

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一直致力于土耳其的欧洲命运, 在国内推动了多项重

大改革,以达到入盟标准。土耳其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改革、民主化的进程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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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大的进步,而且还在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 双方在制度认同上取得重要进

展,这也是欧盟同意启动入盟谈判的重要原因。

欧盟在被称为是土耳其入盟 /路线图0的谈判框架中就土耳其入盟问题达

成了一个妥协的表述,即欧盟和土耳其谈判的共同目标是让土耳其加入欧盟,但

谈判是一个 /开放 0的过程,其最终结果不能保证土耳其一定能加入欧盟。根据

欧盟的规定,与候选国之间的入盟谈判涉及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领域,共计

30多项内容,而且要由所有成员国认可。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可以否决土耳其入

盟资格,包括采用公投方式来决定是否批准土耳其入盟。法国总统希拉克已经

建议土耳其入盟应该通过欧盟国家的全民公决来批准。¹ 民意调查机构欧洲晴

雨表 2002年的调查表明,只有 31%的欧洲人赞成土耳其入盟。º 这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欧盟目前还缺乏接纳土耳其入盟的社会基础。欧盟在谈判期间要定期

对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进行评估,一旦发现土耳其有违反欧盟 /达标
标准0的现象,如民主进程出现倒退, 欧盟便可立即中止谈判。法国总统希拉克

在 2004年年底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土耳其的谈判有三种前景: 谈判成功,土耳其

成为欧盟成员;谈判在某方面出现问题,谈判中止; 谈判在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

协议, 双方只能寻求建立某种 /特殊的伙伴关系 0, 而不是以土耳其的入盟结
束。» 希拉克的话比较客观地勾画了土耳其的入盟前景及其复杂性。而对于土

耳其来说,获得欧盟完全成员资格是其可以接受的惟一谈判目标。可以预计,入

盟谈判将旷日持久,土耳其入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简介:张学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彭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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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kan countries, yet, it shares cultural trad ition w ith centra lEuropean countries

asw el.l The specif ic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lem ents that different-i

ate Croatia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re reflected in its accession to the

EU.

39  Turkeyps European Identity and Its EU Membersh ip B id

ZHANG Xuekun
EU has ne ither adm itted T urkey nor abandoned it s ince Turkey applied EU mem-

bership in 1960s, wh ich ism ain ly ow ing to T urkeyps key geo-strateg ic posit ion in

Euro-Asia. T here are mi portant correl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o f economy, po l-i

t ics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EU and Turkey. H owever, profound differences of

their histories and culturesm ake the EU find it difficult to bu ild a collective iden-

t ity necessary for adm itting Turkey. Adm itt ing Turkey w ill also be a big cha llenge

to EUps own identity, s ince thatm eans the EU has to transcend itsChrist ian trad-i

t ion. A s the EU has partly recognized Turkeyps efforts to get the m em bership, it

started negot iation process w ith Turkey in October 4, 2005. Nevertheless, the re-

sult is still uncertain.

52  A Comparative S tudy of Mediterranean Policies of European Security
O rganizations

DONG Rule i
The Euro-M editerranean Partnership In itiat ive deals w ith a system of true and e-f

fective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bordering theM editerranean Sea, and reflects

a new European po litical and security identity. This paper exam ines the adaptabil-i

ty and evolvement o f the EU, NATO, WEU and OSCE that have ad justed their

policies toward theM editerranean region to face the post-Co ldW ar challenges and

the changes o fEuropean security structure. Ever s ince early 1950s, w ith the eas-t

ward enlargem ent and developm ent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EU seeks to

shape its rmi land. W ith the advancem ent of econom ic, polit ical and sociald mi en-

s ions of Euro-M editerranean Partnership Initiative, the EU is not only w illing to

but also has the capacity to be a leading force to keep econom ic, polit ica l and so-

cial developm ent stable in the reg ion.

71  EU Ant-iD rugs Policy: A Policy Framework for C ross-Border D rugs

Prob lems
GE Y ikun
By analys ing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common policy, strategy and capacity among

EU member states in the policy field o f ant-i drugs, th 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EU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a policy fram ew ork for common governance of cross-b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