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维希法国与第三帝国的关系

李 义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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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希政府是希特勒战争的直接产儿
,

是德国法西斯的傀儡政

权
。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

维希法国不可能有 自己真正的对外

政策
,

其对德政策更是如此
。

偏安一隅的维希政权
,

是由一些彼此分裂
、

勾心斗角的派别

和小集团构成的
。

这些派别和小集团的对德政策并不一致
,

且随战

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

维希政府的首脑贝当
,

既是作为投降派的集

中代表
,

又是作为因战败而迷惘的法国人民的偶像而上台的
。

贝当

幻想通过停战使维希成为一片中立的
“
安宁 ” 、 “ 和平

”
的绿洲

,

以

达到所谓
“

减轻法国人民的损失和痛苦
”
的目的

。

他在位期间
,

尤

其是前期
,

对德国侵略者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抵制
。

当然
,

这种抵制

是相当有限的
,

也是相当软弱的
。

在贝当政权中
,

赖伐尔是投靠德

国的死心踏地的卖国分子
,

达尔朗是一名十足的投机者
,

魏刚则

是反对同德国进行超出停战协定规定之外的合作的代表人物
。

基于上述考虑
,

本文对维希法国和第三帝国的关系分四个阶



段来加以论述
,

各阶段着重从政治
、

经济和军事诸方面进行分析
。

。年 月维希政府成立 — 年 月赖伐尔下台是维希

法国和第三帝国关系的第一阶段
。

在这一阶段
,

围绕着停战协定的

签订和实施
,

德法双方进行了妥协
。

德国对战败国法国通过停战协

定从政治上迫使其降服
,

经济上将它纳入纳粹战争机器的运转轨

道
,

但并不透露其真实意图
。

维希政府内贝当和魏刚则对德国抱有

种种幻想且进行一定范围内的抵制
,

而赖伐尔则极力讨好德国人

以巩固个人地位
。

维希政府成立的当夜
,

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通过西班牙寻

求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
。

考虑到德国的
“

过分
” 要求将促使法国国

内的主战派继续抵抗
,

尤其是法国完好无损的海军有可能落入英

国之手
,

希特勒提出的停战条件是相对
“

宽容
”
的

。

停战协定规定

法 国西北部由德军占领 法 国绝大部分军队
“
应复员并解除武

装
”

法国在占领区内一切设备
、

一切军事机关和储存物资均应完

整地被交给德国部队 ” 。

①维希只保留少量陆军 以维持国内秩序
,

德国可以在
“

自由区 ” 内派遣代理人
,

强迫维希把比较重大的决

策诸如对高级行政职务的任命提请他们批准
。

停战协定明文规定

德国占领费用 由法国承担
,

具体数 目留待停战委员会解决
,

而结

果
“

由德国人单方面定为四亿法郎一天 ” , “

并要求每十天作为一

期来支付
” 。 ②

贝当领导的维希政府幻想通过同德国合作
,

置法国于战争之

外
,

使之不受干扰地在国内推行所谓
“

民族革命
” ,

而让世界其余

国家继续去打仗 同时使占领状况有所减轻
,

并适当改善法国战

俘的命运
。

因此
,

在蒙都瓦会谈中
,

贝当拒绝了希特勒要法国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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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的建议
,

提议法德缔结一项最终和约
,

认为
“

这样
,

法国就

可解决 自己的命运
,

两百万法国战俘也可以尽早返回家园 ” 。

魏刚

则在停战协定签订后
,

为了保存法国舰队和海外殖民地
,

在北非

积极设防
,

随时准备抵抗任何可能的对北非的入侵
。

只有内阁总理

赖伐尔力主同德国人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
,

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利
,

益以扩张 自尽的权力
。

在他看来
,

同德国人在行政方面合作是停战

协定规定的
,

在经济方面合作则是该协定的必然结果
,

而只有进

行政治合作才能使法国在德国控制下的欧洲改善 自身处境 当和

平到来时
,

法国可以让英国偿付全部损失
,

而且或许还能代替意

大利成为希特勒的宠儿
。

如何统治战败的法国
,

德国早有打算
。

其基本政策是吞并和割

裂法国领土
,

防止法国海军落入英国之手并尽力促其对英作战
, 以

及将法 国经济纳入纳粹战争体系
。

德国首先就吞并了阿尔萨斯

—洛林地区的三个省
。

在占领区内
,

法国丧失了
“

的耕地
,

“ 的产业工人
,

的小麦产量
,

的牛奶
。 ” ①

停战协定为德国的经济掠夺提供了方便
,

使法国经济完全纳

入纳粹战争机器轨道
。

年 月 日
,

凯特尔曾这样概括希特勒

的观点 “ 法国经济的动荡是与我们不相干的事情 对法国的任何

让步
,

都必须用由非占领区或殖民地供给的货物来平衡
。 ”

德国对

法国的经济掠夺形式
,

首先是索取占领费用
,

要求法国政府每天

支付二千万德国马克即 亿法郎的占领费用
,

每月 日
、

日
、

日支付
,

其占领当局在法兰西银行开设特别帐户
。

其次是从法国工

厂和仓库搬运走设备和货物
,

将占领区的一切经济往来纳入德帝

国及其卫星国的渠道
,

力图使法国成为一个为德国生产农产品和

初级产品的经济附属 国
。

第三则是大量征用劳动力
。

起初德国试图

吸引法国工人
“

志愿
” 到德国工作

,

在占领区设立就业机构
,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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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

许诺诱人的薪水
、

奖金等
。

后来随着战争扩

大
,

劳工需求急剧增加
,

接连推行绍克尔计划
。

维希政府也同意法

国兵工厂使用法国战俘
,

还推行强迫劳动制
,

强迫中青年去德国

服劳役
。

年一 年
,

法国 万俘虏为德国工厂做工
。

年 月法国的败降
,

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力量对

比
。

面对德国的不断侵略扩张和 巨大实力
,

美国深深感到 自身安全

受到的威胁
。

年秋
,

罗斯福向维希和北非分别派出了强有力的

外交代表 —李海和墨菲
。

美国一方面对维希提供大量援助施加

笼络
,

另一方面对维希超出停战协定规定
、

同德国合作进行恫吓

和威胁
,

这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维希完全投入德国怀抱
,

也

使维希内部的中立派对亲德派有所牵制
。

所以
,

当赖伐尔肆无忌惮

的公开卖国和企图完全掌握维希政府大权时
,

维希政府的部长们

对贝当施加压力
,

迫使他于 月 日解除其内阁总理职务
。

于是维

希政府出现了由达尔朗
、

弗朗丹和亨茨格组成的三头政治
。

面对赖

伐尔的倒台
,

德国并未恼羞成怒
,

而是一方面保护他的人身自由
,

另一方面利用这张牌来胁迫新的当权者同德国合作
。

在德国人的

干预下
,

三头政治很快跨台
。

年 月 日
,

海军上将达尔朗出任

维希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

开始执掌维希政府大权
。

年 月达尔朗上台 — 年 月的下台是维希法国与第

三帝国关系的第二阶段
。

在这个阶段
,

德国正在北非
、

巴尔干以及

苏联进行军事活动
。

因战争需要
,

德国急需获得法国物资补给和运

输便利
,

于是对维希施加种种 压力
,

迫使其在
“

建立欧洲新秩

序
”

上与之进行
“

更密切的合作
” 。

达尔朗是一个见风使舵
、

不断在希特勒那里争宠的地地道道

的
“

机会主义者 ” 。

随着法西斯德国在巴尔干的军事胜利
,

更加增

强了达尔朗之流德国必胜
、

英国必败的信念
。

他认为
,

德国人打胜

要 比英国人打胜更为有利
。

由于德国人的主要 目标在于获取法 国



军事和物资上的援助
,

而这种援助大多又来 自殖民地
,

因此
,

达

尔朗的殖民地政策占了主要地位
。

年 月近东危机的爆发
,

使

达尔朗看到 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和实现野心的机会已经到来
,

他将

法属叙利亚的机场供给德国人使用
,

并允许德军享有调运物资和

军队的过境权
。

月 至 日
,

达尔朗在希特勒的老巢 —贝希斯

特加登拜会纳粹
“

元首
” ,

他不失时机地向希特勒表白自己的忠诚
。

经过商谈
,

双方达成了著名的 《五月议定书 》
。

议定书规定 “
允许

德
、

意飞机在叙利亚着陆和加油
,

德国人可以经 由叙利亚的公路

和铁路向伊拉克运送物资
,

可以在北非利用 比塞大港和 比塞大

—加 贝斯铁路为部队运送给养
。

法国将从法属北非向德国人提

供运输及其补给品
。

此外
,

法国还原则上允许德国海军和商船使用

达喀尔港
。

尽管五月议定书后来由于维希内部的不同意见和美 国

的强烈抗议而成为一纸空文
,

但德国人还是能够从法属殖民地为

他们的部队取得食物供应
、

卡车和军火
,

且无需为获得这些便利

而向维希作出任何让步
。

德国在占领区内可以任意支配铁
、

煤
、

石

油和大型钢铁或冶金企业
。

对非占领区的掠夺也十分严重
。

年

月
,

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中
,

的冶金加工业
、

的橡胶业和

的纺织业为德国占领者生产产品
。
①

长期以来
,

德国对贝当在法属北非的总代表魏刚一直耿耿于

怀
,

把他视为眼中钉
,

必欲除之而后快
。

为了撤换魏刚
,

德国频频

向维希施加压力
。

年 月 日德国照会贝当政府
,

声称如果维

希不将魏刚撤掉
,

他们将占领整个法国
,

并将迫使法国向占领德

国提供粮食
。

在德国的强大压力面前
,

贝当无奈
,

只得于 年

月将魏刚从法属北非召回
。

尽管达尔朗向德国人大献殷情
,

但德国人对他并不完全信任
。

《五月议定书 》的流产
,

表明维希对德国并非彻底的俯首贴耳
,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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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朗也并非是德国达到 自己 目的的完全理想的工具
。

德国外交部

门认为
,

只有赖伐尔上台才是维希
“
忠诚 ”德国的真正保证

。

于是
,

到 年底
,

策划赖伐尔代替达尔朗的阴谋已布置停当
。

年 月赖伐尔重新上 台 — 年 月盟军在北非登陆

是维希法国与第三帝国关系的第三阶段
。

这一时期
,

由于赖伐尔有

德国人作后台
,

贝当对他也无可奈何
。

此时的贝当比以前更加软弱

无能
,

他几乎已经难有作为
。

年 月
,

在德国的左右下
,

赖伐尔再次上台担任维希政府

内阁总理
。

他是根据 自己的条件复出的
,

这些条件排除了 年

月他下台事件重演的一切可能性
。

对于德国主子的看重和
“

栽培
” ,

赖伐尔感激涕零
。

他上台后
,

立即竭尽全力地推行与德国的
’

“ 合

作
”

政策
。

赖伐尔公开声称
, “ 我的政策是基于同德国和解

,

⋯⋯

没有这种和解就不可能有欧洲的和平
、

法国的和平
,

或是世界的

和平
。

我确信德国人将会获胜
。 ”

从 年 月到 年 月
,

两年

内他把 万法国人送往德国去服劳役
。

他还想尽办法用青年工人

去
“

更替
”

那些上了年纪的犯人
。

他动用秘密警察跟踪法国南部的

抵抗运动者
。

真可谓纳粹德国的忠实走狗
。

在赖伐尔的命令下
,

法

国工业的主要能力都在为德国生产军备
,

大批大批的法国原料
、

燃

料和机器产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德国
。

随着德国在苏联战场上的

不断失败
,

纳粹德国对法国的掠夺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

据统计
,

德国在法国征敛的主要产品的比例为 煤
,

电力
,

石

油和汽车燃料
,

铁矿砂
,

钢材
,

锡
,

写 镍
,

写 铂
,

汽车器材
,

写 工业精密零件
,

线 海军

器材
,

航空器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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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
,

绝大部分法国人 已经看清了维希政权的卖国本质
。

在

国内
,

赖伐尔已无法进行有效统治
,

抵抗运动越来越活跃 在国

外
,

法兰西帝国的大部分地区 已经脱离了维希的控制
,

不少地区

纷纷转入了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
。

年 月 — 年 月是维希政权与第三帝国关系的最

后一个阶段
。

年 月 日
,

美英盟军在北非正式登陆
。

随即
,

希

特勒对法国南部实行了全面占领
,

维希政权事实上寿终正寝
。

赖伐

尔这时对德国人的信心也被盟军的胜利动摇了
。

他曾幻想充当盟

军和德国之间的掬客
,

但交战各国无一理会
。

年 月
,

当德国

即将彻底失败时
,

希特勒强令维希政府迁往贝耳福
。

在大势已去面

前
,

不仅贝当
,

甚至连赖伐尔也拒绝履行 “公职
” 。

维希的空架子

此时也散落已尽
。

对盟军的登陆
,

维希各派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

碰巧到达北非的

达尔朗
,

在美方的压力和利诱下
,

被迫同意全面停火
,

协同盟军

作战
,

并以贝当的名义在北非进行统治
。

这一局面使赖伐尔大为惊

慌
,

他生怕 自己赖以维持的同德国人达成的不稳定的妥协完全崩

溃
,

一再重申先令
,

要保卫法属殖民地
。

月 日上午
,

赖伐尔力

劝贝当谋求德国以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为基地进行空军援助
,

接着

又接受了德国使用突尼斯机场的要求
。

但他未敢答应希特勒要法

国对盟军宣战的要求
。

对法国实行全面占领的同时
,

希特勒决定除掉他的心腹之患

—法国的土伦舰队
。

停战以后
,

法国的舰队一直闲停在土伦
,

毫

无作战准备
。

月 日
,

德国海军出其不意
,

突然进攻土伦港
,

法

国官兵被迫将舰只全部凿沉
。

德国对法国实行全面占领后
,

维希已无法对它的占领者作出

任何反抗
。

在此之前
,

由于维希不断坚持要求削减占领费
,

占领当

局为换取法国的军事合作和进一步让步
,

同意从 年 月起将占



领费降到每天 亿法郎
。

但德国占领南部地区后
,

占领当局借 口 占

领区扩大
,

德军负担加重
,

要求增加占领费
,

这时维希 已完全失

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
,

于是占领费便从 年 月提高到每天 亿

法郎
。

意大利投降后
,

占领当局进一步要求每月增加 亿法郎的占

领费
。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
,

占领者更是疯狂至极
,

每月征收 天

的占领费
。

这样
,

每月实际征收的占领费就增加到 亿法郎
。

年 月维希已失去了对法国的控制
,

占领当局直接派部队从法兰西

银行抢走了 亿法郎
,

这是法国支付的最后一笔占领费
。

年 月
,

当巴黎的通敌分子提出一份国家
“

复兴
”
计划

,

主张建立一个类似德国的以一党为基础的政府并同德国结盟的时

候
,

贝当虽然仅仅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
,

但德国人还是极其不满
。

当德国得知贝当起草了一项宪法修正案
,

即如在新宪法生效以前

他死了
,

就把他的权力移交给国民大会的时候
,

立即占领了维希

的电台和印刷厂
,

并查禁了该项法案
。

稍事之后
,

德国人作出了更

强烈的反应
。

月 日
,

里宾特洛甫严厉指责贝当缺少合作诚意
,

并

要求今后一切立法应先提交德国政府批准 委托赖伐尔负责
“

在

确保合作的基础上 ” 改组法国政府
,

并威胁说如果法国政府无力

在法国维持秩序和正义
,

德国政府将不得不 自行采取措施保护其

利益
。

贝当被迫让步
,

由德国人指定的戴阿
、

达尔南等铁杆通敌分

子于 年 月纷纷进入了新内阁
。

从此
,

贝当不再出席内阁会议
,

维希实际 已被巴黎的极端合作分子替代了
。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
,

德国人感到他们不可能对巴黎和维

希控制多久了
,

这时他们能做的是紧紧抓住那些肯效劳的人不放
。

年 月 日
,

德国命令赖伐尔和 贝当迁往贝耳福
。

由于贝当甚

至赖伐尔也拒绝履行任何
“

政府职责
” ,

里宾特洛甫便邀请布里农
、

多里奥和其他极端合作分子组织一个
“

全国革命 ”
政府

,

但没有

成功
。

在戴阿的鼓励和布里农的主持下
,

以贝当的名义成立了一个
“
政府委员会 ” 贝当拒不承认

。

至此
,

维希政权连残存的空壳也

不复存在了
。



维希政权的历史
,

是法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
。

在半壁河山被

占领
、

德国法西斯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
,

贝当政府事实上只有两

条路可供选择 要么妥协勾结
,

要么抗战到底
。

贝当的悲剧在于

他以幻想保持
“

中立 ” 为开始
,

结果却以身不由己地成为德国的

工具和附庸而告终
。

他在被迫对德让步的同时
,

也进行了某种程度

的抵制
,

但这些洗测不了他的历史罪责
,

也抵偿不了他给法兰西

民族根本利益所带来的灾难
。

赖伐尔和达尔朗虽然力主同德国进

行更密切的合作
,

希冀德国最终取胜
,

仇视英国
,

但两者还是有

一定区别的
。

赖伐尔几乎是无条件地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魏刚虽是

维希分子
,

主张停战
,

但他始终坚守法国在北非的利益
,

直到被

撤职
。

德国在变法国为其附庸国的总 目标下
,

采取了步步紧逼的政

策
。

起初
,

赖伐尔在任政府首脑时
,

希特勒试图利用他来削弱贝当

的影响
,

使维希完全控制在 自己手下
。

当贝当解除赖伐尔职务时
,

鉴于防止法国的海军和广大殖民地倒向英国和戴高乐的
“

自由法

国 ” ,

加上希特勒此时正忙于入侵苏联
,

德国政府只得听任赖伐尔

下台
。

达尔朗执政期间
,

随着战事的发展
,

轴心国更需要法国在殖

民地的援助
,

于是利用达尔朗的合作愿望
,

积极在殖民地问题上

迫使维希让步
。

而对在北非积极设防的魏刚
,

德国长期以来一直视

为一个危险人物
,

最后终于迫使维希拔除了这个眼中钉
。

当希特勒

发现达尔朗不是他的理想工具的时候
,

又策划赖伐尔上台
。

盟军在

北非的登陆
,

揭开了西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
,

同时在客观上也敲

响了维希政权的丧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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