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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漫長而焦慮的民族認
同史中，歐洲始終是心之所向，也
是挫折之源”

而這，不僅反映了土耳其與北約的關系，
也暗示了土耳其和歐洲之間的若即若離。土耳
其與西方的關系在意識形態意味較淡的軍事
領域，有深入發展，但是象征歐洲一體化的歐
盟，土耳其努力多年，依然不得而入，土耳其學
者Meltem Ahiska曾說，“在土耳其漫長而焦慮
的民族認同史中，歐洲始終是心之所向，也是
挫折之源。”

土耳其1952年就加入了北約，但北約只是
軍事合作組織，更側重戰略和外交政策，土耳
其因地理位置和戰略需求而成爲西方的盟友，
和其他成員國並不是平起平坐。土耳其毗鄰中
東，周圍有六個高加索和中亞的前蘇聯加盟共
和國，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大本營，連接巴爾
幹，貫通東西。在這個動蕩的地區，土耳其扮演
著定海神針的作用。對包括歐洲在內的西方來
說，土耳其更像是一顆戰略棋子：冷戰時期，鉗
制蘇聯；90年代，提防薩達姆；21世紀，對抗恐
怖主義。

而土耳其對待西方，則更有“抱大腿”的心
態。自1923年建立共和國起，土耳其一直向西
方看齊。凱末爾收拾舊山河，廢除了奧斯曼土
耳其帝國的舊制，建立共和國，在政治、經濟、
法律上全面西化，比如廢除宗教法庭、使用拉
丁文字、賦予婦女選舉權等。

從1987年開始，土耳其一直試圖
加入歐盟，但數十年來逡巡不得
入，甚至被一些前共產主義國家
成功超車

不僅在本國制度上，在對外關系上，也力
圖向歐洲看齊。土耳其朝野上下都想加入歐
盟。自由派和商人想借此獲得自由，加速經濟
改革。少數族群比如庫爾德人認爲這是爭取人
權的絕佳方式。伊斯蘭教徒則覺得，加入歐盟
可以減少軍方幹政；軍隊則希望背靠大樹，土
耳其的領土安全得到保障。從1987年開始，土
耳其一直試圖加入歐盟，但數十年來逡巡不得
入，甚至被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等前共産主義
國家成功超車。

1999 年，土耳其終于成了歐盟候選國。
2002年的哥本哈根峰會上，歐盟爲土耳其加入
歐盟列出了條件，也就是歐盟的入會標准——
哥本哈根標准，要求土耳其在民主、法治、人
權、自由市場等方面，達到哥本哈根標准，方能
入夥。雖然自凱末爾改革後，土耳其走上世俗
化的現代共和之路，但是痼疾仍在，無法滿足
歐盟的苛刻條件。

雖然土耳其是伊斯蘭世界少有的
世俗化國家，但仍飽受軍人幹政、
伊斯蘭極端主義等問題困擾

軍人幹政是土耳其政壇的一大特色。1961
年的《土耳其軍隊內部服務法》和1982年的憲
法賦予了軍隊拱衛凱末爾遺産的重任，任何背

離凱末爾改革的政府，軍隊都有權力“撥亂反
正”。憲法要求內閣優先考慮國家安全委員會
認爲攸關國家存亡的決定，該委員會由總參謀
長和總統領導，還有內閣成員，但憲法明確規
定至少一半成員必須是軍官。這就給了軍隊巨
大的權力，在制定國家目標和計劃時，土耳其
總參謀部的軍人比政治領導人更有影響力。
事實也是如此。自1960年代起，軍方已經四次
蕩滌政壇，三次推翻時任總理，一次驅逐了剛
上台一年的伊斯蘭福利黨。

盡管已實現世俗化，但土耳其仍然是伊斯
蘭國家，約98%的國民信仰伊斯蘭教，國內的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一直蠢蠢欲動。這對信奉
基督教的歐盟來說，是不小的挑戰。國家安全
委員會在1992年的報告中稱，政治化的伊斯蘭
教是該國的安全威脅之一。曆年來，土耳其政
府和軍隊中，屢有官員因宗教極端主義被裁
撤。土耳其現任總統埃爾多安就曾因爲在公開
場合誦讀伊斯蘭詩歌被判利用宗教煽動騷亂，
入獄四個月。

1997年，土耳其辛詹市長主持的集會上，
伊朗大使批評土耳其的世俗主義，該市長是福
利黨成員，而福利黨是信奉伊斯蘭主義的政
黨。軍隊逮捕了這位市長。國家安全委員會向
時任總理埃爾巴坎提交了18項反伊斯蘭措施，
包括限制伊斯蘭媒體、伊斯蘭裝束；關閉古蘭
經學校；將世俗教育延長至5到8年等。最終，
憲法法庭因福利黨宣揚極端伊斯蘭主義而將
其封禁，身爲該黨領袖的總理埃爾巴坎引咎辭
職。

阻礙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除了因爲軍人幹
政和身爲穆斯林國家，還有管制言論自由、鎮
壓抗議遊行、腐敗、市場經濟不完善等衆多新
興經濟體的通病，尤其是近來總統埃爾多安日
漸專制，大有開倒車的趨勢。

過往幾十年，土耳其領導人造訪
歐洲都是乞求的姿態，為歐盟門
票奔走遊說。但歐洲的難民危機
讓土耳其手握砝碼

因此，過往幾十年，土耳其領導人造訪歐
洲都是乞求的姿態，爲歐盟門票奔走遊說。但
是風水輪流轉，歐洲的難民危機讓土耳其手握
砝碼。今年10月15日，歐洲諸國首腦在布魯塞
爾會晤，簽署了幾天前由歐盟委員會提出、經
土耳其同意的“共同行動計劃”，尋求歐洲難民
問題的解決之道。

歐盟向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提出了兩個
要求，一是妥善安置在土耳其境內的150萬敘
利亞人，比如爲他們提供更多就業和上學機
會；二是阻斷難民通過土耳其入境希臘、進而
深入歐洲腹地的渠道，比如在與希臘、保加利
亞的邊境增設巡警。顯然，歐盟的算盤是，土耳
其改善條件，則敘利亞人樂不思歐；阻斷偷渡
之路，則擋住了敘利亞難民西進的步伐。

歐盟的要求是要付出代價的。埃爾多安要
求歐盟給予土耳其30億歐元的援助，土耳其人
可以在歐盟申根區的免護照暢遊。最最重要的
是，如果土耳其能做到這些，歐洲諸國領導人
同意“重新激活”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流程。

土耳其：不入歐盟心不死
11月24日，土耳其擊落俄羅斯蘇24戰機。土耳其方面稱俄羅斯戰機飛入土耳其境內，多次警告無效後

將其擊落。這是自冷戰結束後，北約成員國第一次承認打下俄羅斯飛機。事態之嚴重，甚至有人稱這可能是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不過，鑒于敘利亞局勢已經夠亂，多數北約國家或選擇淡化衝突，北約秘書長斯
托爾滕貝格呼籲土俄雙方進一步接觸，避免事態升級。

但是，如果俄羅斯以武犯禁，北約將如何應對？答案是，一起坐下來商討對策，必要時出兵支援土耳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