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尔干联邦计划研究 (１９４４ ~ １９４８):
以保南联邦为中心

徐　 刚

【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巴尔干共产党人执政前后提出了建立巴尔干

联邦的设想ꎮ 该设想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

特洛夫倡议推动ꎬ 第一步是建立保南联邦ꎬ 在此基础上商讨建立巴尔干联邦的可

能性ꎮ 在得到苏联当局和斯大林的肯定与指示后ꎬ 保南联邦计划正式启动ꎮ 该计

划进展大体分为两大阶段ꎮ 从 １９４４ 年年底索非亚会谈到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布莱德会谈

期间ꎬ 保南联邦计划在争论中艰难前行ꎻ 从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斯大林训斥季米特洛夫

关于建立东欧联邦的讲话到同年 ２ 月莫斯科会晤后斯大林接二连三攻击铁托及随

后苏南关系破裂ꎬ 保南联邦计划落下帷幕ꎮ 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ꎬ 保南联邦

计划从轰轰烈烈出台到急转直下夭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 其中主要是由于南斯拉

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分歧ꎬ 特别是两极格局的对立以及大国政治下的南斯拉夫与

苏联的冲突ꎮ 建立保南联邦的尝试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ꎬ 它既是巴尔干联合史

上的一次实践高地ꎬ 同时也成为此后半个多世纪巴尔干联合思想的 “绝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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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８ 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ꎬ 巴尔干各民族、 不同身份属性的

人们在追求民族解放、 国家独立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ꎬ 不断尝试合作与联合ꎬ
提出了南部斯拉夫联合和巴尔干联合两种联合思想与实践①ꎮ 前者既包括 １９ 世纪

中前期克罗地亚人倡导的伊利里亚运动 (Ｉｌｌｙｒｉ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和塞尔维亚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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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 А Г 扎多欣、 А Ю 尼佐夫斯基: «欧洲的火药桶———２０ 世纪的巴尔干战争»ꎬ 徐锦栋等
译ꎬ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２０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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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部斯拉夫人统一计划ꎬ 也有 １９１８ ~ ２００３ 年间存在的三个南斯拉夫国家①ꎮ 就

后者来说ꎬ 至少包括 １８ 世纪末到 １８７８ 年 «柏林条约» 签署前后巴尔干革命民主

主义者以暴力和革命手段建立巴尔干 (联邦) 共和国的主张、 １９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

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人以和平和民主方式建立巴尔干

联邦的设想、 一战结束前后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前期巴尔干共产党人以无产阶级

专政途径建立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的方案、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知识分子和 “二轨

活动家” 们以宣传教育以及民间交往形式建立巴尔干联盟的运动以及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共产党力量强大特别是执政前后提出的独立国家间的巴尔干联邦计划ꎬ
等等②ꎮ

应该讲ꎬ 国内学者对二战结束前后的巴尔干联邦即保南联邦③计划有一定的

研究ꎮ 沈志华编著的 «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 对保南联

邦计划的来龙去脉以及该计划与苏南关系的变化作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④ꎮ 马细

谱等译的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是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节选ꎬ
其中对保南联邦计划的缘起和失败的历程进行了记录ꎬ 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

贵的原始材料⑤ꎮ 郝承敦的 «苏南冲突» 一书将巴尔干联邦计划的失败纳入苏南

冲突的视角进行考察⑥ꎮ 此外ꎬ 北京大学钱可威的硕士学位论文 «１９４８ 年苏南冲

突原因重探———兼论 “巴尔干联邦” 之争» 以及李延长的论文 «巴尔干联邦问

题与 １９４８ 年苏南冲突» 也对巴尔干联邦与苏南冲突的关系进行了论述⑦ꎮ 这些

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ꎬ 它们更多的是从苏南冲突的角度进行考察ꎮ 然而ꎬ 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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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南斯拉夫ꎬ 即存在于 １９１８ 年至 １９４１ 年期间的南斯拉夫王国ꎬ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成立时称为塞尔维
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ꎬ １９２９ 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ꎮ 第二南斯拉夫是 １９４５ 年二战结束后成立至
１９９２ 年解体的南斯拉夫联邦国家 (简称南联邦)ꎮ 二战结束成立的国名称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ꎬ １９６２
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ꎮ 第三南斯拉夫是指由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
夫联盟共和国 (简称南联盟)ꎮ 随着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南联盟易名塞尔维亚和黑山ꎬ 南斯拉夫不复存在ꎬ 该国名
退出历史舞台ꎮ

关于这些思想主张参见徐刚: «巴尔干联合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８ 年
第 ４ 期ꎻ 马细谱: «巴尔干纷争»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５５ ~ ７２ 页ꎻ 徐刚: «巴尔干地区合作与
欧洲一体化»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５９ ~ ６５ 页ꎮ

也有南保联盟、 保南联盟的说法ꎬ 都是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国家的联合ꎬ 文中除了引语外统一
使用保南联邦ꎮ

参见沈志华编著: «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ꎮ
参见 〔保〕 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ꎬ 马细谱等译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ꎮ
参见郝承敦: «苏南冲突研究»ꎬ 学林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ꎮ
钱可威: «１９４８ 年苏南冲突原因重探———兼论 “巴尔干联邦” 之争 »ꎬ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１ 年ꎻ 李延长: «巴尔干联邦问题与 １９４８ 年苏南冲突»ꎬ 载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ꎮ



巴尔干联邦计划研究 (１９４４ ~ １９４８): 以保南联邦为中心　

尔干本体或者说巴尔干联邦的主体参与者角度的研究并不多见ꎬ 包括马其顿问

题、 科索沃问题、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关系以及南

斯拉夫、 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关系等层面①ꎮ 本文拟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及其关

系为切入点ꎬ 全面考察保南联邦计划出台及其失败原因ꎬ 并结合巴尔干数百年的

联合历史和冷战史对保南联邦计划给予客观评价ꎮ

一　 保南联邦计划的出台: 从马其顿问题到巴尔干联邦

二战开始后ꎬ 巴尔干地区一些流亡政府和流亡人士主张通过巴尔干联合②来

抵抗法西斯侵略ꎮ 在战时条件下提出巴尔干国家进行联合的主张固然值得肯定ꎬ
但流亡政府所代表或支持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专制君主的立场在实践中难以得到广

泛的民众支持ꎮ 随着战争的推进ꎬ 不仅流亡政府威信逐渐减弱ꎬ 它们关于巴尔干

联合的主张也渐渐销声匿迹ꎮ 与此同时ꎬ 在地下活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 保加利

亚共产党③和希腊共产党等在进行抵抗运动的同时自身力量不断壮大ꎬ 它们继一

战结束前后再次提出了共产党人关于巴尔干联邦的设想④ꎬ “盼望在解放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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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ꎬ １９５９ꎬ ｐｐ ２２３ － ５４ꎻ Ｂｒａｎｋｏ Ｐｅｔｒａｎｏｖｉꎬ “Ｋｏｓｏｖｏ ｉｎ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 － Ａｌｂａｎ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ａ
Ｂａｌｋ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ｂ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ｓꎬ Ｖｏｌ ＬＸＩꎬ Ｎｏ ２０ꎬ １９９１ꎻ
Ｐｅｔｅｒ Ｓｔａｖｒａｋｉｓꎬ Ｍｏｓｃｏｗ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ꎬ １９４４ － １９４９ꎬ Ｉｔｈａｃａꎬ Ｎ Ｙ : １９８９ꎻ ＣｏｌｏｎｅｌＷｏｏｄｈｏｕｓｅ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ｃｅ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ｖａｎ Ｒ Ｄｅｅꎬ １９７９ꎻ Ｄａｖｉｄ Ｃｌｏｓｅ ｅｄ 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ꎬ １９４３ －
１９５０: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９３ꎻ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Ｇｏｒｉ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ｉｏ Ｐｏｎｓ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ꎬ １９４３ － ５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９６ 由于篇幅所限ꎬ 本文并未对巴尔干联邦与希
腊、 阿尔巴尼亚、 科索沃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ꎮ

突出的代表是南斯拉夫和希腊流亡政府的主张ꎬ 它们还于 １９４２ 年在伦敦签订了关于建立巴尔干联
盟的协定ꎬ 提出了 “巴尔干属于巴尔干各国人民” 的行动口号ꎬ 规划了未来的巴尔干联盟将包括政治、 经
济、 财政、 军事委员会以及常设局的设想ꎮ 参见马细谱: «巴尔干近现代史» (上卷)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４８６ ~ ４８７ 页ꎮ 关于其他的主张及其评述ꎬ 请参见 Ｓａｖａ Ｎ Ｋｏｓａｎｏｖｉｃｈ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４１ꎬ ｐｐ ６ － １１ꎻ Ｅｄｕａｒｄ Ｂｅｎｅš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２３２ꎬ Ｍａｒ ꎬ
１９４４ꎬ ｐｐ １６３ － １６８ꎻ Ｆｅｌｉｋｓ Ｇｒｏｓｓꎬ “Ｐｅａ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２３２ꎬ Ｍａｒ ꎬ １９４４ꎬ ｐｐ １６９ － １７６ꎻ “Ｇｒｅｅｋ －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 Ｐａｃｔ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ＩＩꎬ Ａｐｒ ꎬ １９４２ꎬ ｐｐ ８８ － ９０ꎻ Ｌ Ｓ Ｓｔａｖｒｉａｎｏｓꎬ Ｂａｌｋ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Ｂａｌｋａｎ 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ｎ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 ꎬ １９４４ꎬ ｐ ２６６ꎮ

二战结束前后ꎬ 保共的名称经历了数次变化ꎮ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ꎬ 保加利亚工人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工人
党 (共产党人)ꎮ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ꎬ 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名称恢复ꎮ 为叙述方便ꎬ 文中统一使用保共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就提出了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主张ꎬ 后来随着共产党力量受到压制、 法西斯的猖
獗以及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的政策ꎬ 这个主张被搁置了起来ꎮ 参见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编委会主编: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１９４８ 年» (第一编第四分册)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ꎬ 第 ３０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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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联邦或巴尔干联邦ꎬ 同时设想这个联邦由铁托或季米特洛夫领导”①ꎮ
由铁托或季米特洛夫来领导并建立巴尔干联邦或南斯拉夫联邦的主张符合当

时的情势ꎮ 南共已经成为巴尔干地区最大的共产党组织ꎬ 它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在

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ꎮ 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ꎬ 季米特洛夫不仅在巴

尔干甚至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都具有较高的声誉和威望ꎬ 同时他还与苏联有着比

较密切的联系ꎮ 换言之ꎬ 此时的南共和保共及其领导者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不仅在

各自国家也在整个巴尔干地区拥有较高的民众基础ꎬ 同时得到苏联的支持ꎮ
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来说ꎬ 他们也在思考战争结束后新生政权的内政外交方

针ꎬ 特别是热衷于通过建立巴尔干联邦或南斯拉夫联邦以解决悬而未决的马其顿

问题ꎮ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ꎬ 铁托提出将解决马其顿问题纳入南斯拉夫联邦的想法: “南
斯拉夫党乐意看到整个马其顿 (南斯拉夫的、 保加利亚的和希腊的马其顿) 最

后在一个实行联邦制的南斯拉夫的体制中联合起来ꎮ 这个时候ꎬ 马其顿将实行自

治ꎬ 并能够自由地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ꎮ”② 然而ꎬ 由于当时整个欧洲处于胶着

的战争状态ꎬ 无论是建立巴尔干联邦还是南斯拉夫联邦的条件都不成熟ꎮ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ꎬ 随着战争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ꎬ 南共明确提出并加快了建立巴尔

干联邦的步伐ꎮ 铁托的发言人约塞普斯莫德拉卡 (Ｊｏｓｉｐ Ｓｍｏｄｌａｋａ) 明确宣称: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ꎬ 第一步将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结成联邦ꎮ 第

二步ꎬ 我们将邀请阿尔巴尼亚加入ꎬ 它将享有充分的、 平等的权利ꎮ 希腊或者加

入这个联邦ꎬ 或者与我们结成永久性的联盟ꎮ”③

南共领导人提出的主张也符合保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想法ꎮ 首先ꎬ 这是解

决马其顿问题的需要ꎮ 自 «柏林条约» 签订以后ꎬ 马其顿问题一直影响着塞

(南) 保两国的关系ꎬ 没有得到根本解决ꎮ 季米特洛夫希望借此机会改变这一状

况ꎮ 除解决马其顿问题之外ꎬ “对保加利亚总理季米特洛夫来说ꎬ 巴尔干联邦的

主张不仅是他的有关统一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邻国的革命理想的付诸实现ꎬ 而且

也是使一个直到战争结束一直站在轴心国一边的保加利亚同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对战胜法西斯作出过卓越贡献并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享有威望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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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合二为一”①ꎮ
季米特洛夫的这些主张在他与苏联领导人的通信中也有所体现ꎮ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ꎬ 他在给斯大林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信中指出: “马其顿在战后将会是怎样

的具体情况ꎬ 现在未必能够肯定地说清ꎬ 我也不想这样做ꎮ 一切取决于目前还不

清楚的一系列因素ꎮ 在我看来ꎬ 对巴尔干国家和对苏联来说最合乎愿望的可能是

由保加利亚人、 塞尔维亚人、 黑山人和马其顿人在平等基础上组成的南部斯拉夫

人联邦ꎮ 在这个联邦里ꎬ 马其顿将会获得自己民族的自由和国家地位ꎬ 将不会再

是巴尔干国家间发生纠纷的根源ꎮ”② ７ 月ꎬ 在给铁托的密电中ꎬ 他又表示: “全
力支持新的联邦制南斯拉夫使马其顿人获得平等的马其顿政策ꎻ 要认识到只有在

巴尔干各国人民之间兄弟合作基础上ꎬ 首先是在民主的新保加利亚和民主的新联

邦制南斯拉夫两个斯拉夫国家之间最亲密友谊的基础上并在伟大苏联的帮助下ꎬ
才能在战后正确地解决巴尔干地区的领土问题ꎮ”③

从季米特洛夫的表态可以看出ꎬ 他希望新生的保加利亚国家能在改善与南斯

拉夫的关系上特别是处理马其顿问题上有所作为ꎬ 同时认为这种努力离不开苏联

人的帮助和支持ꎮ 在改善关系方面ꎬ 季米特洛夫力图用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来赢取保共的支持ꎮ 铁托在其自述中提到ꎬ 当时季米特洛夫在给保共中央的一封

信中写道: “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ꎬ 特别是对于塞尔维亚人民和马其顿人民ꎬ 我

国人民自感有罪ꎬ 因为听凭保加利亚的法西斯掌权者把保加利亚变成德国奴役者

的据点ꎬ 把保加利亚军队变成希特勒在巴尔干的宪兵我国人民竭尽所能来尽

可能彻底和尽可能迅速地抹掉刚刚成为过去的一切ꎬ 并为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建

立起永恒的、 牢不可破的友谊以及兄弟般的紧密联盟开辟道路”④ 在寻求苏

联人的支持方面ꎬ 身在苏联的季米特洛夫不仅表达了这种愿望ꎬ 也在不断付出

行动ꎮ
虽然在建立巴尔干联邦还是南斯拉夫联邦的措辞上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经常混

用ꎬ 但是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一个联邦来解决马其顿问题的立场是一致的ꎮ 对铁托

来说ꎬ 他首先希望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ꎬ 然后再由希腊、 阿尔巴尼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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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入ꎮ 在这一点上ꎬ 季米特洛夫同铁托的设想存有一定的差异ꎬ 即马其顿是作

为一个平等的自由国家在拟建立的南部斯拉夫人联邦中存在的ꎮ
由于南共和保共均与苏共有着密切的联系ꎬ 在领导抵抗法西斯运动的进程中

一直得到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ꎬ 所以ꎬ 苏联领导人对它们提出的巴尔干联邦或

南斯拉夫联邦设想也非常清楚ꎮ １９４４ 年秋ꎬ 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时刻ꎬ 也是

南斯拉夫组建新的国家的关键时候ꎬ 斯大林在与铁托初次会面时亲自交流了南斯

拉夫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设想①ꎮ 应当说ꎬ 这完全契合铁托的计划ꎮ 如果说此

前保南双方就建立联邦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ꎬ 那么ꎬ 斯大林指示的发出则开启

了保南双方的谈判ꎬ 作为建立巴尔干联邦第一步的保南联邦计划正式出台ꎮ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ꎬ 苏联看到了南斯拉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力量及其在巴

尔干地区的地位ꎬ 同时南共又与苏联有着很好的关系ꎮ 这样两种因素使得苏联乐

于推动南斯拉夫强化其在南部斯拉夫民族甚至是巴尔干地区的领导角色ꎮ 斯大林

的具体构想是这样的: “为了稳定战后的欧洲局势ꎬ 需要加强斯拉夫世界的团结ꎬ
建立斯拉夫各民族的平等联盟ꎻ 首先ꎬ 使南、 保两国结成政治、 文化和关税联

盟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将联盟变成南部斯拉夫联邦ꎮ”② 这样ꎬ 不管保南联邦计

划是为了解决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有争议的马其顿问题ꎬ 还是将其作为建立巴尔

干联邦的第一步ꎬ 苏联方面起初都予以坚定支持ꎮ

二　 从索非亚会谈到布莱德会谈: 在争论中艰难前行

得到斯大林指示后ꎬ 南保双方加紧就联邦计划进行协商ꎬ 两国两党频繁交换

文件和派团互访ꎮ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底ꎬ 季米特洛夫同铁托进行了两次会谈ꎬ 达成了如

下共识: “我们拟定的路线是建立保南联盟ꎬ 它将导致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 (由
保加利亚人、 马其顿人、 塞尔维亚人、 克罗地亚人、 黑山人、 斯洛文尼亚人构

成) 的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ꎮ”③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会见爱德华卡德尔 ( Ｅｄｖａｒｄ
Ｋａｒｄｅｌｊ)、 塔诺耶西米奇 (Ｓｔａｎｏｊｅ Šｉｍｉｃ) 和伊万舒巴希奇 ( Ｉｖａｎ Šｕｂａšｉｃ)
时ꎬ 斯大林又催促尽快推进保南联邦计划ꎮ 第二天ꎬ 卡德尔与同在莫斯科的季米

特洛夫举行了会谈ꎬ 商定了有关准备和签订保南联盟条约的事宜ꎬ 同时重申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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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景是建立全体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①ꎮ 此后ꎬ 双方还就阻碍联邦的一系列问

题进行了讨论与协商ꎬ 决定 １９４４ 年年底在索非亚进行正式会谈ꎮ
据参与索非亚会谈的南斯拉夫代表卡德尔回忆ꎬ 会谈期间保共政治局书记特

拉伊乔科斯托夫 (Ｔｒａｉｃｈｏ Ｋｏｓｔｏｖ) 提出了关于保南两国首先签署友好互助条约

的建议ꎬ 而该建议是根据季米特洛夫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起草的②ꎮ 事实上ꎬ 这

个建议是斯大林提出的ꎮ 据有关档案记载ꎬ 斯大林认为: “保南两国最好签署 １０
年或者 ２０ 年的友好互助条约ꎮ 以二元制原则作为联合的基础ꎬ 按奥匈帝国的模

式建立两位一体的国家ꎬ 可以避免奥匈帝国存在的许多弊端ꎮ 这种联合非常迫

切ꎬ 如果形势急剧转变ꎬ 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和英国ꎮ”③ 从这里可以看

出ꎬ 苏联支持保南联邦计划还有一个目的是希望处于战败国地位的保加利亚摆脱

英美的控制ꎬ 借此巩固其在巴尔干地区尤其是保加利亚的优势地位ꎮ
从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ꎬ 南保双方共拟订了 ８ 个保南联邦条约草案ꎮ

其中ꎬ 保方 ３ 个、 南方 ３ 个、 苏联 １ 个和南保共同方案 １ 个④ꎮ 这么多草案的出

台充分说明南保双方对于联邦计划存有分歧ꎮ 卡德尔在索非亚会谈期间给铁托的

信中指出: “保加利亚的建议实际上是要签订 ‘某个互助条约’ꎬ 而签订这个条

约ꎬ 只会使南斯拉夫承认保加利亚为盟国ꎬ ‘鉴于保加利亚是战败国ꎬ 缔结这样

一个条约ꎬ 就会贬低南斯拉夫作为战胜国的作用’ꎬ 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ꎬ 这也

是不符合南斯拉夫的利益的ꎮ”⑤ 南斯拉夫不同意签订一个含糊的条约ꎬ 坚持签

订联邦条约ꎬ 同时希望在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 日就签署ꎮ 但是ꎬ 关于联邦应采取何种

形式的问题ꎬ 双方意见分歧很大ꎬ 保加利亚人希望两国以平等地位进入这一联

邦ꎬ 而南斯拉夫人则要求保加利亚必须作为南斯拉夫现有六个联邦共和国外的第

七个联邦共和国加入联邦⑥ꎮ 由于这种分歧ꎬ 联邦的建立注定不可能在短期内

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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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ꎬ 在保加利亚国内也出现了两种关于联邦计划的不同派别ꎮ 第一个是以

科斯托夫为代表的坚决反对派ꎬ 他们认为保南两国在传统以及文化精神方面的不

同使得建立保南联邦不会带来任何好处ꎮ 第二个是以维尔科契尔文科夫

(Ｖｕｌｋｏ Ｃｈｅｒｖｅｎｋｏｖ) 为代表的坚定维护派ꎬ 他们极其坚决地主张建立联邦ꎬ 甚至

坚持应当尽快进行ꎬ 认为任何拖延都是有害的①ꎮ 这种对立的观点使得许多其他

保加利亚人对联邦事宜持保留态度ꎬ 既不敢公开反对ꎬ 因为该主张有莫斯科的支

持ꎻ 也不敢贸然赞成ꎬ 由于是否建立联邦涉及两国诸多历史纠葛ꎮ 保加利亚的内

部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联邦的建立进程ꎬ 也决定了此后它在这个问题上对苏

联意见的依赖ꎮ
苏联虽然没有派出代表参加会谈ꎬ 但从索非亚会谈期间给季米特洛夫的建议

以及后面斯大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苏联是站在保加利亚一边的ꎮ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初接

见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里亚赫布朗 (Ａｎｄｒｉｊａ Ｈｅｂｒａｎｇ) 时斯大林指出: 南

斯拉夫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是不合适的ꎬ “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是可以加入联邦

的两个国家ꎬ 而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

国家”②ꎬ “必须向完全联合努力ꎬ 这将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ꎮ 但是必须一个

阶段一个阶段地朝这一目标走ꎬ 先从联盟ꎬ 从互相援助开始ꎬ 然后逐步走向联

合ꎮ 这不是权宜的联盟ꎬ 而是永久的联盟ꎮ 这是自由的联盟ꎬ 是自由结成联邦的

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ꎬ 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ꎮ”③ 苏联显然也不同

意很快就签订南保联盟条约ꎮ 据季米特洛夫回忆ꎬ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同莫洛托

夫会谈时ꎬ 后者认为南斯拉夫人想在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 日签订条约是完全不合适的ꎬ
因为这样重大的问题需要有非常扎实的准备工作④ꎮ

最终ꎬ 保加利亚拒绝了南斯拉夫的建议ꎬ 仍然坚持首先签署友好互助条约ꎮ
这样ꎬ 签订建立联邦的条约在这次会谈上没有得到实现ꎬ 南斯拉夫人也不赞成签

订互助条约ꎮ 双方均表示: “目前尚需一段时期不采取任何明确的立场ꎬ 而是进

一步会谈ꎬ 即继续会谈ꎮ”⑤

如果说南共在执政以前对建立南保联邦持消极态度是因为与保加利亚在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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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存有分歧ꎬ 那么ꎬ 执政之后南共对保共尚未取得执政地位而产生的猜疑

影响了保南联邦计划的进展ꎮ
鉴于南保双方在直接签订联邦条约还是首先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上意见不一ꎬ

斯大林决定让双方派代表来莫斯科进行会谈ꎮ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中旬ꎬ 莫沙皮雅杰

(Ｍｏšａ Ｐｉｊａｄｅ) 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ꎬ 安东于哥夫 (Ａｎｔｏｎ Ｙｕｇｏｖ) 率领保加利

亚代表团ꎬ 先后抵达莫斯科ꎮ 斯大林在会谈中表示ꎬ 建立 “保南联盟在欧洲历史

上具有转折性质ꎬ 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ꎮ 这是斯拉夫各民族联盟的开端”①ꎮ 但

是ꎬ 鉴于双方存在的分歧和国际形势的需要ꎬ 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可以先起草一

个合作互助条约ꎮ 该建议得到南保双方的赞同ꎬ 但双方在保加利亚作为平等成员

还是南斯拉夫第七共和国组建未来的联邦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ꎮ
莫斯科会谈结束后不久ꎬ 在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英美苏克里米亚三国领导人会议上ꎬ

英国对保南联邦计划提出了抗议ꎮ 英国认为保加利亚属前敌国而置于三大国管制

机构之下ꎬ 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处置它的领土ꎮ 它尤其反对建立一个统一的马其

顿ꎬ 因为这意味着要把希腊一部分领土转让给一个共产党的联邦②ꎮ 如果要建立

巴尔干联邦ꎬ 也必须把非共产党的希腊和土耳其包括进去ꎮ 在英国的抗议下ꎬ 苏

联考虑到战争还在进行ꎬ 巴尔干联邦体制一时又难以解决ꎬ 就建议把这个问题暂

时搁置起来③ꎮ 不仅如此ꎬ 关于合作互助条约的签署也被推迟了ꎮ
不过ꎬ 得到苏联支持的保加利亚却对联邦计划兴致盎然ꎮ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ꎬ 季米

特洛夫还向斯大林表达了解决保南问题应该经过的三个阶段: “作为第一阶段ꎬ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外交关系ꎬ 以此结束过去

(消除过去的敌对关系ꎬ 战争赔款问题等)ꎻ 作为第二阶段ꎬ 过一段时间以后ꎬ
就两国恢复建设和防备德国的可能再次入侵方面签订合作与互助的条约ꎻ 作为第

三阶段ꎬ 此后着手准备建立两国间的共同联邦ꎮ”④ 然而ꎬ 此后有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南保双方没有就联邦事宜进行交涉ꎮ １０ 月ꎬ 保加利亚驻南公使佩特罗
托多 罗 夫 ( Ｐｅｔｒｏ Ｔｏｄｏｒｏｖ ) 在 与 苏 联 驻 南 大 使 伊 万  萨 德 奇 科 夫 ( Ｉｖａｎ
Ｓａｄｃｈｉｋｏｖ) 的两次谈话中均表示保加利亚方面对未能及时建立联邦感到遗憾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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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ꎬ 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际ꎬ 季米特洛夫在给铁托的信中指

出: “最好重新具体讨论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间的联邦条约问题ꎬ 并征求我们好

朋友们 (指苏联领导人———译注) 的意见ꎬ 在什么时间、 以何种方式实行此项

极为重要的措施”①ꎮ 然而ꎬ 铁托在回信中只字不提联邦条约ꎬ 只表示 “同意关

于进一步改善和加深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间关系的看法”ꎬ 也没有提及征求苏联

人的意见ꎬ 只表示希望 “在某个地方见一次面ꎬ 详细谈谈这些及其他问题”②ꎮ
之所以如此ꎬ 是因为取得执政地位后的南共更加坚定认为ꎬ 保共尚未取得执政地

位以及保加利亚走向的不明确不利于南保联邦的建立ꎮ
１９４６ 年初ꎬ 保加利亚当局再次向南斯拉夫和苏联提出重启会谈商讨联邦条

约的要求ꎬ 但遭到了南斯拉夫的拒绝ꎮ 南斯拉夫当局认为ꎬ “保加利亚还是一个

君主立宪制国家ꎬ 共产党在国内的影响也无法与南斯拉夫相比ꎬ 这就使联邦失去

了最重要的基础”③ꎮ 与此同时ꎬ 铁托还请求苏联驻南大使明确苏方对保加利亚

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的意见与态度ꎮ
斯大林准备通过与铁托进行会谈来表明他的态度ꎬ 于是ꎬ 要求苏联外交部巴

尔干国家司起草了一份报告ꎮ 这份报告认为ꎬ 虽然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

符合两国的利益ꎬ 但是ꎬ 在缔结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两个国家内部复

杂政治问题之前ꎬ 建立联邦还为时尚早④ꎮ 这份报告符合南共的立场ꎮ ４ 月ꎬ 铁

托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指出: 在对保条约还没有签署之前ꎬ 签订南斯拉夫与保

加利亚的结盟条约是不合适的⑤ꎮ 虽然铁托是拿对保条约说事ꎬ 实际上是对保共

能否取得政权的不确定的怀疑ꎮ 所以ꎬ 随后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ꎬ 铁托 “以异常

坚决的口气表明ꎬ 他现在不能支持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这种思想”⑥ꎮ
然而ꎬ 出于对保加利亚的关切ꎬ 斯大林在 ５ 月底与铁托的会谈中改变了此前

关于在对保和约签署之前南保不建立联邦和不签订互助条约的立场ꎬ 希望南斯拉

夫强化与保加利亚的关系以防止英美国家的 “反攻倒算”ꎮ 但是ꎬ 铁托没有改变

立场ꎬ 对建立联邦仍然持消极态度ꎬ 指出 “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⑦ꎮ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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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却认为联邦应该建立ꎬ 可以分步骤进行ꎬ “起初可以局限在友好和互助条约

上ꎬ 而实质上应该做得更多一些”①ꎮ 对此ꎬ 铁托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给予否

定ꎮ ６ 月ꎬ 铁托在与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会谈时决定ꎬ 南保两国的互助条约要等

到对保和约签字后再行缔结ꎮ 可见ꎬ 苏联与南斯拉夫对保加利亚前景的认识不同

导致了双方在推动保南联邦事宜上的分歧ꎮ 然而ꎬ 此时的南斯拉夫与苏联保持着

良好关系ꎬ 苏联领导人也没有采取强力手段来使南斯拉夫听从ꎮ
９ 月 １５ 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不久祖国阵线②在议会大选中取得

胜利后ꎬ 不仅君主政体被废除ꎬ 保共在新国家中的地位也确立了起来ꎮ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对保和约在巴黎签署后ꎬ 南斯拉夫一改此前消极观望的态度ꎬ 主张重启谈判ꎬ
加快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步伐ꎮ 南斯拉夫对建立联邦的态度发生变化ꎬ 一方面

是因为到这时南斯拉夫已经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和强大起来ꎬ 政治、 经济和军事

力量的相对强大都促使铁托增强了主宰巴尔干地区的欲望和信心ꎻ 另一方面还因

为随着保共取得在保加利亚的执政地位ꎬ 南共的疑虑消除ꎮ
保加利亚随即也表明了相似的立场ꎮ ３ 月ꎬ 季米特洛夫在给铁托的信中表

示ꎬ 现在 “应该就签订友好与互助联盟条约进行具体的筹备ꎬ 以便作为今后我们

两国实现共同计划的一个步骤ꎮ 我认为ꎬ 这种主动倡议无疑应该由在巴尔干国家

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南斯拉夫提出来”③ꎮ “我觉得ꎬ 如果在签署经济协定之前先缔

结同盟条约是合适的ꎮ 至于经济协定我们已邀请贵国的经济代表团来索非亚ꎮ 同

样ꎬ 若能签署一个专门的文化公约也是不错的ꎮ”④ 随着保共执掌国家政权以及

对保南联邦计划的再次肯定ꎬ 计划又开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ꎮ
得到保加利亚的同意后ꎬ 南斯拉夫立即着手制定条约草案ꎬ 争取快速建立保

南联邦ꎮ ５ 月ꎬ 南斯拉夫向保加利亚寄去了友好与互助条约草案文本ꎮ ６ 月ꎬ 铁

托向保加利亚报界人士表达了建立保南联邦的理念ꎬ 宣称 “自由的巴尔干各国人

民” 必须建立 “一个强大的坚如磐石的统一体”⑤ꎮ 当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向苏联

通报即将签订条约一事时ꎬ 斯大林于 ７ 月 ５ 日答复说ꎬ 南保条约应当延期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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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生效后再签订①ꎮ 然而ꎬ 南保双方坚持了自己的立场ꎬ 决定进行会谈并签署

相关条约ꎮ
７ 月底ꎬ 季米特洛夫前往南斯拉夫的布莱德 (Ｂｌｅｄ) 进行会谈ꎬ 会谈确认了

此前制定的草案文本ꎬ 签订了四项包括贸易、 边界、 战争赔偿、 护照签证和希腊

战争等问题的条约ꎬ 建立了两国关税同盟②ꎮ 会谈中ꎬ 季米特洛夫还表现出了对

建立保南联邦的信心ꎬ 认为 “建立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是一个时间问题”ꎬ 秘密

同意将属于保加利亚的皮林马其顿并入马其顿共和国ꎬ 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组成

部分③ꎮ 然而ꎬ 这种没有得到莫斯科首肯擅自付诸的行动受到了苏联方面的强烈

指责ꎮ 在斯大林看来ꎬ 和平条约未签订之前作出这些都是不恰当的ꎬ 它会为英美

加强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援助以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提供借口ꎮ 于是ꎬ 斯

大林通过密电对季米特洛夫和铁托进行了批评ꎮ
虽然受到了批评ꎬ 但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丝毫没有放慢联合的步伐ꎮ 特别

是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巴黎和平条约的正式签署ꎬ 为南保签订友好与互助条约提供了有

利环境ꎮ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铁托率团抵达索非亚ꎬ 启动布莱德会谈商定的计划ꎬ 宣称

“我们要建立的合作是如此广泛、 如此密切ꎬ 联邦将不过只是一种形式而已”④ꎮ
季米特洛夫和铁托在会谈中审定了友好、 合作和互助条约的最后文本ꎬ 并在 １１
月 ２８ 日签署了为期 ２０ 年的同盟条约⑤ꎮ 条约的签署增强了双方联合的信心ꎮ 诚

如来自保共领导层的科斯托夫所言: 最近的事态发展正在导致 “在不久的将来成

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并建立一个共同的南部斯拉夫国家”⑥ꎮ 这次访问结

束后发表的公报宣称: “由季米特洛夫和铁托签署的友好、 合作和互助条约为保

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历史揭开了新的光辉的一页ꎬ 它必定是永恒的牢不

可破的友谊、 最紧密的全面合作和兄弟团结的篇章”⑦ꎮ
季米特洛夫带着欣喜的心情于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访问罗马尼亚ꎮ 也许是出于

想进一步实现南部斯拉夫人梦寐以求的大联合ꎬ 也许是被南保会谈的成功所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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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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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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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沈志华主编: «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５３ 页ꎮ
参见 〔英〕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 «国际事务概览 １９４７ ~ １９４８ 年»ꎬ 第 ２３４ 页ꎮ
同上ꎮ
〔英〕 艾伦帕尔默: «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ꎬ 于亚伦等译ꎬ 商务印

书馆 １９９７ 年版ꎬ 第 ３８３ 页ꎮ
参见 〔保〕 内甘乔夫斯基: «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秘书的观察和纪实»ꎬ 吴锡俊译ꎬ 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１ 年版ꎬ 第 １８８ 页ꎮ
〔英〕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 «国际事务概览 １９４７ ~ １９４８ 年»ꎬ 第 ２３５ 页ꎮ
〔保〕 内甘乔夫斯基: «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秘书的观察和纪实»ꎬ 第 １８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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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ꎬ １ 月 １７ 日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竟讲出了关于将保南联邦扩大成

巴尔干联邦或多瑙河联邦的设想①ꎮ “当建立这个联邦或邦联的时刻到来的时候ꎬ
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去问帝国主义者ꎬ 不会理睬他们的反对ꎬ 将会在我们

本身的利益的原则下ꎬ 解决这个问题ꎮ”② 其中ꎬ 他还特别提到了这些国家将包

括保加利亚、 阿尔巴尼亚、 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 波兰、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和希腊ꎮ 然而ꎬ 季米特洛夫没有想到的是ꎬ 这个 “大胆的设想” 不久便使他遭

受斯大林的指责ꎬ 不仅被搁置起来的巴尔干联邦设想不允许重新提出ꎬ 就连保南

联邦计划也将面临着失败ꎮ

三　 从训斥季米特洛夫到攻击铁托: 在批评中自行落幕

随着冷战帷幕的降临ꎬ 欧美国家日益担心东欧地区的苏联化ꎬ 开始对保南联

邦计划进行批评并施加压力ꎮ 与此同时ꎬ 苏联日益对南保两国尤其是南斯拉夫的

自主政策产生不满ꎮ 季米特洛夫在罗马尼亚发表讲话后不久ꎬ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

出: 第一ꎬ 季米特洛夫把巴尔干联邦扩大到有一亿人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ꎮ 第

二ꎬ 把还不是人民民主国家的希腊也包括在联邦在内ꎬ 这是够大胆的ꎮ 第三ꎬ 把

东欧组织起来ꎬ 这一大胆计划几乎没有顾及苏联③ꎮ
事实上ꎬ 在季米特洛夫发表讲话后不久ꎬ 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

(Ｅｒｎｅｓｔ Ｂｅｖｉｎ) 认为希腊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ꎬ 呼吁西欧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东

欧的苏联化④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季米特洛夫的行为越过了斯大林可能容忍的限

度⑤ꎮ 于是ꎬ 继西方发出警告后ꎬ 斯大林、 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米哈伊尔
苏斯洛夫 (Ｍｉｈａｉｌ Ｓｕｓｌｏｖ) 以及 «真理报» 总部均对季米特洛夫进行了公开批

评⑥ꎮ 斯大林亲自写信给季米特洛夫让他收回那篇唐突的讲话: “我们觉得有义

务提醒您注意ꎮ 您在罗马尼亚记者招待会上讲到建立人民民主国家联邦或者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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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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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马细谱: «南斯拉夫兴亡»ꎬ 第 ２１２ 页ꎮ
转引自王绳祖总主编: «国际关系史» (第七卷)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ꎬ 第 ２２０ 页ꎮ
转引自姜琦: «关于苏南冲突»ꎬ 载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１９８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４８ 页ꎮ
参见 〔美〕 沃捷特克马斯特尼: «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ꎬ 郭懋安译ꎬ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３７ 页ꎮ
同上ꎮ
关于这些批评ꎬ 参见 〔英〕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 «国际事务概览 １９４７ ~ １９４８ 年»ꎬ 第 ２３５

页ꎻ 沈志华主编: «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ꎬ 第 ５４ 页ꎻ 〔南〕 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 «铁托传»
(下册)ꎬ 叶周等译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７７ 年版ꎬ 第 １１０ ~ １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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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ꎬ 其中包括希腊、 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ꎮ 在莫斯科的朋友们认为这

是有害的ꎬ 因为它对新民主主义国家有害ꎬ 而有助于英美同这些国家作斗争
很难理解是什么迫使您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出如此匆忙和轻率的讲话ꎮ”① 遭受批

评的季米特洛夫选择了公开认错ꎮ １ 月 ３０ 日季米特洛夫急电斯大林ꎬ 表示以后

一定会 “吸取教训”ꎬ 绝不 “重复类似的疏忽与轻率”②ꎮ
与其说斯大林的批评是针对季米特洛夫和保加利亚ꎬ 不如说是针对铁托和南

斯拉夫ꎮ 批评了季米特洛夫之后ꎬ 斯大林又把保南两国领导人召来莫斯科ꎬ 于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举行领导人会晤ꎮ 铁托因病没有前往莫斯科ꎬ 由卡德尔、 米洛

万吉拉斯 (Ｍｉｌｏｖａｎ Ｄｊｉｌａｓ) 和弗拉基米尔巴卡里奇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Ｂａｋａｒｉｃ) 组团

参加ꎮ 保方代表团包括季米特洛夫、 科拉罗夫和科斯托夫ꎮ 苏方参加会谈的有斯

大林、 莫洛托夫、 安德烈日丹诺夫 (Ａｎｄｒｅｉ Ｚｈｄａｎｏｖ) 和格奥尔基马林科夫

(Ｇｅｏｒｇｉｉ Ｍａｌｅｎｋｏｖ)ꎮ 莫洛托夫首先就保南条约、 季米特洛夫在罗马尼亚的讲话以

及南斯拉夫军队进驻阿尔巴尼亚等问题表明苏联的态度ꎮ 在布莱德会谈及南保缔

约的问题上ꎬ 他指出: “两国政府的草率行为帮助了英美反动派ꎬ 给了他们加速

武装干涉以及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借口本来跟我们已经协商一致ꎮ 然

而ꎬ 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却背道而驰ꎮ 这种两国和两党之间发展相互关系以及

决定问题的方式是不正确的ꎬ 也是不允许的ꎮ 发生这种错误有必要进行纠正ꎮ”③

可见ꎬ 苏联领导人对南保两国在布莱德会谈上的自主行为尤其是季米特洛夫关于

建立东欧联邦的讲话耿耿于怀ꎮ
接下来主要是斯大林、 莫洛托夫、 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四个人之间的会谈ꎮ

卡德尔回忆说ꎬ 斯大林在会谈中斥责季米特洛夫的粗暴和恶劣程度出乎他的意

料ꎮ 斯大林说: “季米特洛夫的建议 (关于建立东欧联邦的建议———引者注) 是

愚蠢的ꎬ 简直是可笑的: 一个老共产党人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建议原则

上是不正确的ꎬ 反马克思主义的ꎬ 因为ꎬ 没有苏联参加ꎬ 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广泛

的联邦ꎮ” 他还说: “不错ꎬ 联邦我们要建立ꎬ 但是ꎬ 季米特洛夫同志ꎬ 不是您

设想的那种联邦ꎬ 而是另外一种联邦ꎮ 我们要建立的第一联邦是保加利亚—南斯

拉夫联邦ꎬ 而且要尽快建立ꎮ”④ 据有的学者分析ꎬ 斯大林实际上 “计划建立三

６５１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 〔保〕 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ꎬ 第 ４４５ 页ꎮ
参见同上ꎬ 第 ４４６ 页ꎮ
转引自 〔保〕 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ꎬ 第 ４４６ 页ꎮ
〔南〕 爱德华卡德尔: «卡德尔回忆录 １９４４ ~ １９５７»ꎬ 第 １２４ ~ １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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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联邦ꎬ 一个是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 (包括阿尔巴尼亚) 联邦ꎬ 另一个是波兰

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ꎬ 第三个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联邦ꎬ 这可能是俄国人要最

终把这些联邦并入自己版图的预备阶段”①ꎮ 斯大林的联邦计划显然与季米特洛

夫和铁托主张的东欧联邦或巴尔干联邦并不是一回事ꎮ 前者希望通过建立一系列

联邦并最终纳入苏联版图ꎬ 后者突出自己在巴尔干甚至东欧地区的地位和自

主权ꎮ
其实ꎬ 斯大林主要是在试探南斯拉夫的态度ꎮ 卡德尔是这样回复斯大林的:

“１９４４ 年ꎬ 南保还没有建立适当的新政权形式时ꎬ 他们便想建立联邦ꎻ 如果那时

建立了ꎬ 面前的道路可能已扫清ꎮ 但是ꎬ 由于外界的压力ꎬ １９４４ 年南斯拉夫人

的愿望没有能实现ꎮ 现在两国已建立了新政权ꎬ 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因素ꎬ 不必忙

着去建立联邦ꎮ”② 当卡德尔强调即使建立联邦也应该是七个平等成员的联邦而

非两个国家的联邦后ꎬ 斯大林站在南斯拉夫一边强调: “南斯拉夫人是对的ꎮ 联

邦必须是七个成员ꎬ 而不是两个成员”③ꎮ 而当卡德尔强调问题并不在于是建立

两个成员的联邦ꎬ 还是建立七个成员的联邦ꎬ 而在于联邦本身ꎬ 也即建立联邦的

速度、 方式和形式问题ꎬ 并且认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等言论后④ꎬ 斯大林打

断了卡德尔的话说道: “不行ꎬ 不能拖延ꎬ 联邦应该建立ꎬ 最好明天就建立ꎮ”⑤

卡德尔没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意见ꎬ 而是以代表团无法作出最后决定作为回答ꎮ
也就是从这时起ꎬ 斯大林一转之前的态度和话题ꎬ 开始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进

行批评ꎬ 尤其对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革命问题上的做法进行指责⑥ꎮ 总

之ꎬ 莫斯科会谈没有就建立保南联邦特别是时间事宜达成一致共识ꎮ
南斯拉夫代表团回国后ꎬ 南共中央于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开会讨论代表团从莫斯科

带回来的报告ꎬ 最终决定拒绝苏联关于立即建立保南联邦的意见ꎬ 认为 “目前建

立联邦为时过早ꎬ 应当就这个问题进一步研究ꎬ 并为今后建立联邦创造条件”⑦ꎮ
然而ꎬ 在斯大林看来ꎬ 这是对他的公然挑战ꎬ 得对南斯拉夫采取打压行动了ꎮ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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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斯蒂芬克利索德编: «南苏关系 (１９３９—１９７３ 年) 文件与评注»ꎬ 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
语翻译组译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ꎬ 第 １０８ 页ꎮ

〔南〕 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 «铁托传» (下册)ꎬ 第 １１７ 页ꎮ
〔南〕 爱德华卡德尔: «卡德尔回忆录 １９４４ ~ １９５７»ꎬ 第 １２７ 页ꎮ
同上ꎬ 第 １２８ 页ꎮ
同上ꎬ 第 １２８ 页ꎮ
关于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革命问题上的指责ꎬ 参见 〔南〕 米洛凡杰拉斯: «同

斯大林的谈话»ꎬ 赵洵、 林英译ꎬ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ꎬ 第 １１２ 页ꎻ 沈志华编著: «斯大林与铁
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ꎬ 第 ２７ 页ꎮ

〔南〕 爱德华卡德尔: «卡德尔回忆录 １９４４ ~ １９５７»ꎬ 第 １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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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 苏联接二连三地向南斯拉夫发去信件ꎬ 猛烈批评和指责铁托ꎬ 攻击南共的领

导及其整个政策ꎬ 这一切以苏南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彻底决

裂而告终①ꎮ 同时ꎬ 季米特洛夫也对保南联邦的前景产生了怀疑ꎮ 随着不久共产

党情报局 (Ｃｏｍｉｎｆｏｒｍ) 将南共开除ꎬ 紧跟苏共的保共与南共关系发生破裂ꎬ 保

南联邦计划宣告失败ꎬ 以此为基石的巴尔干联邦计划再也没有被提出ꎮ

四　 保南联邦计划失败的原因: 大国政治的悲剧

从 １９４４ 年年底到 １９４８ 年年中ꎬ 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ꎬ 保南联邦计划便

从轰轰烈烈出台到急转直下夭折ꎮ 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 其中主要是由于南斯

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分歧ꎬ 特别是两极格局的对立以及大国政治下的南斯拉夫

与苏联的冲突ꎮ
首先ꎬ 从保南联邦的参与双方来看ꎬ 两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为南部斯拉夫民

族ꎬ 拥有相似的社会结构和共同的历史命运ꎬ 但历史的恩怨特别是在马其顿问题

的争执使联邦失去了现实基础ꎮ 看上去ꎬ 南斯拉夫对保南联邦计划出现了反反复

复的情况ꎬ 经历了一个从最早提出到消极观望到积极推进再到否定苏联催促的过

程ꎬ 但不变的主线是南斯拉夫人一直很谨慎并主张逐步、 分阶段地来实现联邦ꎮ
南斯拉夫希望建立的联邦旨在实现南部斯拉夫人的联合和统一ꎬ 同时发挥其自身

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ꎮ 保加利亚领导人的想法既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ꎬ
也来自于对南斯拉夫在二战中的卓越表现的赞誉ꎬ 还有更多的是听从苏联的指

示ꎬ 而这更容易使南斯拉夫对保加利亚产生猜疑ꎮ 卡德尔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他

在 １９４８ 年莫斯科会晤上否定建立联邦的理由: 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是完全依

附于斯大林的ꎬ 当然ꎬ 我们根本就不愿意建立联邦ꎮ 我们感到ꎬ 斯大林想把某种

特洛伊木马强加给我们ꎬ 如果他得逞ꎬ 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ꎬ 人民解放的南斯拉

夫的独立将会完蛋ꎮ 而且在这样的联邦里ꎬ 必然会产生导致严重冲突的内部矛

盾ꎬ 而只有靠苏联施加压力ꎬ 这种冲突才有可能得以平息②ꎮ 所以ꎬ 在南共看

来ꎬ 保南联邦建立后不仅保加利亚甚至整个联邦都将受到苏联牢牢地控制ꎮ
在具体如何建构联邦的问题上ꎬ 或者说保加利亚以怎样的地位或身份加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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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的问题上双方也一直存有分歧和争议ꎮ 双方虽然试图通过分阶段、 分步骤的方

式逐渐消除差异ꎬ 特别是双方采取了以签订互助条约为过渡形式的措施ꎬ 但是ꎬ
关于保加利亚加入联邦的身份问题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ꎮ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在 １９４７ 年签订的布莱德条约的一些未公开的条款中ꎬ 季米特洛夫甚至愿意放弃

皮林马其顿使其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ꎬ 但为何保南联邦计划在后来没有

取得如意的进展呢? 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保加利亚内部分歧的影响ꎮ 以科斯托夫为

代表的反对派不赞成 “季米特洛夫路线”ꎬ 他们希望建立的联邦是二元联邦而不

是将保加利亚作为南斯拉夫的第七个联邦成员①ꎮ 然而ꎬ 保南联邦计划最终破产

的因素主要来自外部ꎬ 即两大集团的对抗与苏联的干预ꎮ
冷战期间ꎬ “要使一个小地区的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并不需要很久ꎬ 只要一定

的政治因素的政治表现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就可以了”②ꎮ 保南联邦问题 “不仅是

两国之间的问题ꎬ 而是和东欧国家在联邦或者邦联基础上实行更广泛的联合相联

系的”③ꎬ 更是与二战结束初期形成的世界格局相联系的ꎬ 尤其是与苏南关系的

变化直接相关的问题ꎮ
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ꎬ 斯大林与西方盟国采取合作的政策ꎬ 临近战争结束时

在被解放的欧洲国家推行联合政府政策ꎬ 具体到 “对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政府的

政策是尽量不去创造条件和机会ꎬ 避免同西方列强发生冲突”④ꎮ 战争结束初期ꎬ
苏联的 “主导思想和战略是保持大国合作态势ꎬ 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

伴关系ꎬ 通过与西方国家ꎬ 特别是美国的合作ꎬ 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波茨

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⑤ꎮ 所以ꎬ 苏联不希望南斯拉夫的行为会影响甚至

冲击与大国合作的框架ꎬ 也不希望保南联邦计划突破这一框架ꎮ
１９４７ 年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冷战的开始使苏联战后的对外政策发生根本转

变ꎬ 即从大国合作走向集团对抗ꎮ 英美集团也加强了攻势ꎮ 在巴尔干问题上ꎬ 英

国甚至认为不应该再受英苏协议的约束ꎬ 因为 “雅尔塔协定已在更大程度上使早

些时候和斯大林达成的关于巴尔干的百分比的协定失去了效力”⑥ 所以ꎬ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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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密切注视保南联邦计划的进展ꎬ 特别是在苏联极力推动该计划以作为其加强在

巴尔干的存在的一个重要手段后ꎬ 英美国家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ꎮ
在苏联方面ꎬ 随着集团对抗思维的日益加剧ꎬ 它推动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以

加强与东欧的联系ꎮ 在对抗马歇尔计划和建立情报局 “两个问题上ꎬ 南共都是积

极和主动向莫斯科靠拢的ꎬ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参与了共同谋划”①ꎮ 但是ꎬ
在保南联邦问题上两个国家尤其是南斯拉夫日益显现出 “不理会” 甚至 “不听

从” 苏联的立场ꎬ 这种自主的表现使苏南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加剧ꎮ 有学者指出:
“斯大林之所以反对建成全巴尔干或泛巴尔干联邦ꎬ 是因为这些人民民主国家推

行相似的独立外交政策ꎬ 这既会脱离苏联的控制而与其分庭抗礼ꎬ 又会引起欧美

大国的干预和打乱苏联的外交部署ꎮ 更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ꎬ 这些国家在采取

如此重大的步骤时不同苏联事先商量ꎮ”② 因此ꎬ 在苏联与西方大国保持合作的

时候ꎬ 苏联不允许南斯拉夫的行为突破合作的框架ꎮ 同样ꎬ 在两大集团形成、 两

大格局对峙以后ꎬ 苏联更不会容许南斯拉夫的 “自大” 和 “自作主张”ꎮ
卡德尔的论述较为清楚地解释了苏联的行为逻辑: “自然ꎬ 斯大林也必须考

虑国际局势和西方国家政府的态度ꎬ 西方国家对建立南保联邦无疑是不悦的ꎬ 尤

其是因为当时世界已处于冷战的边缘ꎮ 我们以前也奇怪: 斯大林为什么非要建立

南保联邦不可ꎬ 因为在战争中和战争刚结束时ꎬ 他在处理凡是可能导致苏联和西

方关系的激化的事情上ꎬ 向来是谨慎的ꎮ 显然ꎬ 他此时十分关心的是ꎬ 如何调整

新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地位ꎬ 好让这些国家听命于他ꎮ 而使他感到

不安的首先是南斯拉夫ꎬ 南斯拉夫进行了广泛的民族解放的人民民主革命ꎬ 自己

解放了自己ꎬ 因而独立和自信的精神异常强烈ꎮ”③ 所以ꎬ 苏联一直表现出倾向

保加利亚的立场ꎬ 这种支持的潜台词是苏联绝不允许保加利亚有任何异于苏联的

想法ꎮ “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临死前在苏联失庞的原因ꎬ 可能就是

因为他赞同在经济基础上建立巴尔干联邦ꎮ”④ 苏联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在苏联的

势力范围内出现一个南斯拉夫中心ꎮ 总之ꎬ 建立保南联邦甚至巴尔干联邦不仅关

系到巴尔干有关国家的利益ꎬ 也与大国在该地区的争夺密切相关ꎮ 保南联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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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苏联和英美集团逐渐走向对抗以及苏南关系的恶化是相关

的ꎮ 它的失败不仅是冷战时期两大集团对立的表现ꎬ 也是社会主义内部独立与反

独立、 控制与反控制的结果ꎮ

结　 语

虽然保南联邦计划的失败表明巴尔干共产党人倡导的巴尔干联邦计划失去了

可能ꎬ 建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国家设想未能实现ꎬ 但是南部斯拉夫人或者

说巴尔干人追求联合、 自主的精神和愿望仍然值得肯定ꎮ 在数百年来南部斯拉夫

人追求联合的历史进程中ꎬ 这次尝试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ꎮ 一方面ꎬ 这次尝试

得到的倡导方的内部支持 (尽管也有不同意见) 是绝无仅有的ꎬ 联合所涉及的

南部斯拉夫民族是历次联合实践中最多的ꎮ 一定程度上说ꎬ 以保南联邦为基石的

巴尔干联邦计划是巴尔干联合史上的一次实践高地ꎮ 另一方面ꎬ 这也成为此后半

个多世纪关于建立巴尔干联邦思想和实践的 “绝唱”ꎮ 冷战期间ꎬ 巴尔干地区既

出现了两大集团成员的分化ꎬ 在同一阵营内部彼此的外交政策也不一ꎬ 巴尔干联

合的实践难上加难①ꎮ 冷战结束后ꎬ “巴尔干联邦的思想已经过时ꎬ 不再符合今

天的现实ꎮ 这种思想在今天可能成为整个地区发展的障碍在全球化和欧洲一

体化进程条件下解决巴尔干问题 (包括 ‘巴尔干化’ 问题) 的途径不是要建立

巴尔干联邦ꎬ 而是要建立欧洲联邦ꎬ 以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洲联盟”②ꎮ 很大程

度上讲ꎬ 保南联邦计划的出台及其失败为考察冷战的起源以及冷战期间两大阵营

的互动提供了极好的案例ꎬ 也为探讨巴尔干国家外交政策及相互关系的走向厘清

了源头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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