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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欧洲一体化对爱尔兰的国家身份产生了持久的深刻影响ꎬ为认识全球化、

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身份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案例ꎮ 爱尔兰的欧洲化进程

与其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相契合ꎬ带来了国家身份在国家形态、经济模式、社会治理、对外

关系维度的重大变化ꎮ 英国脱欧使爱尔兰国家发展再次面临关键历史节点ꎬ有助于爱尔

兰民族摆脱历史上形成的对英国的心理依赖ꎬ成为爱尔兰潜在的“宪法时刻”和国家身份

进一步变迁的契机ꎬ但也显示了其在参与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借助“后民族国家”方案解决

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面临的复杂挑战ꎮ 就该问题开展深入的跨学科研究不仅有助于拓

展欧洲化研究在历史制度主义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议程ꎬ而且彰显了在更广义的欧

洲学和全球化研究视野下国别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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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国家身份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ꎮ 爱

尔兰参与欧洲一体化后出现的国家身份变迁为梳理现代爱尔兰国家建构的历史轨迹

提供了重要线索ꎬ对成员国国别研究在欧洲学发展中的价值问题将提供诸多启示ꎮ

一　 欧洲化与欧盟成员国的国家身份变迁

(一)欧洲一体化背景下成员国国家身份变迁问题

“国家身份”的概念来源于社会心理学集体认同的理论ꎬ 是政治学关于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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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概念ꎮ 国家身份既是国内社会个体和群体国家认同形成的

基础ꎬ也是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属性ꎮ①历史社会学家史密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曾提出ꎬ共同的历史记忆、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层面的特性

是国家身份的基础ꎮ② 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一般首先表现为其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

的政治制度、主权等国家基本形态特征ꎮ 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政治制度、权力的运行

形式是国家保持自身的身份ꎬ并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根本原则ꎮ③ 随着现代民族国

家的发展ꎬ经济社会政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ꎬ国家的经济表现、福利制度

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联系日趋紧密ꎬ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国家经济、社会治理模

式成为国家身份特征的另一个重要维度ꎮ 此外ꎬ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背景下ꎬ国家

身份特征的内部属性与外部属性的界限日益模糊ꎬ二者相互作用、互相影响ꎬ国家政

治、经济、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既是先在的历史、制度、文化传统的体现ꎬ也随着国家内

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建构ꎬ表现出变动不居和开放性的特征ꎮ

加入欧共体 /欧盟对于大多数成员国而言都是重新界定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历史

时刻ꎬ欧洲一体化影响国家政治思想和体制、政党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形式ꎬ同时也塑

造着国家认同、社会共有观念、规则和规范及其制度表现形式ꎬ从而形成了相对更加稳

定的国家集体身份特征ꎮ 同时ꎬ成员国固有的国家身份与欧洲身份之间的趋同和趋异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体化对国家身份改造的结果ꎮ 一般认为ꎬ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与

本国国家身份的传统和演变方向一致时ꎬ成员国能够更加主动地接受体系结构对自身

身份的改造ꎬ反之则通过强化自身固有身份表现出抵抗的姿态ꎮ

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也从不同侧面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学理上的回应ꎮ 米尔沃德

(Ａｌａｎ Ｓ. Ｍｉｌｗａｒｄ)在«民族国家的欧洲拯救»等著作中提出ꎬ一体化进程拯救了二战后

濒临破产的西欧资本主义民族国家ꎬ这首先是通过产业和贸易政策的一体化实现的ꎬ

而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改造则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ꎬ克服激进的民族主

义ꎬ增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ꎮ 因此ꎬ地区一体化和民族国家不是相互对立和替代ꎬ而是

可以通过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的重建ꎬ达致增强国家认同的目标ꎮ④沙普夫

(Ｆｒｉｔｚ Ｗ. Ｓｃｈａｒｐｆ)等学者则持相反观点ꎬ认为欧洲法律和经济一体化削弱了成员国的

治理能力和民主合法性ꎬ需要成员国通过坚持和完善自身的政治经济模式特别是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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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度来克服一体化的挑战ꎮ①

在这一领域ꎬ为数不多的经验研究主要针对法、德、英等欧盟大国ꎮ 马克森(Ｍａｒ￣

ｔｉｎ Ｍａｒｃｕｓｓｅｎ)等学者的研究表明ꎬ法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创始成员国ꎬ历史上民族与

国家具有高度的同一性ꎬ法兰西民族的优越感和在一体化之初扮演的领导者角色反而

抑制了其妥协精神和灵活性ꎮ②直到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建立ꎬ法国将欧洲联合视为

实现自身大国影响力的工具ꎬ通过参与并领导一体化传播法国观念ꎬ实现了法国民族

国家身份与欧洲身份的和解ꎮ 尽管如此ꎬ法国的政治文化在接受欧盟超国家治理架构

时仍面临很大阻力ꎮ③ 德国战后国家身份改造中受欧洲一体化影响最为显著ꎬ其历史

上民族国家的形态长期不稳定ꎬ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纳粹主义一度成为国家身份的根

本特征ꎬ参与一体化意味着借助与本国传统相对立的欧洲身份ꎬ实现了国家身份的重

塑ꎮ 而英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使其国家身份中欧洲维度的建构举步维艰ꎬ不断遭遇曲

折、反复与抵抗ꎬ疑欧主义也因之成为英国国家身份的标签ꎬ最终导致英国脱欧ꎮ

欧盟中小成员国的国家身份变迁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更为复杂ꎬ呈现出多样性特

征ꎮ 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的经历表明ꎬ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变化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转型

的方向趋同时ꎬ二者间的共振效应对国家身份产生的持久影响更为显著ꎮ 而中东欧新

成员国在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及其与欧盟老成员国历

史经历之间的差异也带来了相互适应上的困难ꎬ使国家身份演变不断起伏、摇摆ꎮ④

(二)欧洲化与成员国国家身份变迁

“欧洲化”是近二十多年来欧洲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ꎬ是对欧洲一体化

与成员国多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实践的概括ꎮ 奥尔森( Ｊｏｈａｎ Ｐ. Ｏｌｓｅｎ)认为ꎬ

“欧洲化”包含欧洲边界的变动、欧盟机构的发展、欧盟制度对成员国的影响、欧洲制

度的对外输出、欧洲的政治统一等层面的内容ꎮ⑤这一概念涵盖内容十分广泛ꎬ但其研

究议程的关键部分仍是“欧盟层面的机构、身份、政策导致成员国国内核心政治和治

理制度的变迁”ꎬ可以从具体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经验研究入手ꎬ探究更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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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国家身份特征的变化ꎬ为研究成员国国家身份欧洲化提供一个基本框架ꎮ①

首先ꎬ欧洲化研究路径体现了国家身份变迁在较长时段内的社会建构特征ꎮ 作为

欧洲化研究的核心概念ꎬ成员国对欧盟的“适应机制”是成员国学习、调适欧盟制度的

过程ꎬ但这种适应不是成员国简单地接受欧盟的指令ꎬ而是面临长期的消化、吸收过

程ꎬ具体可能因政策领域的差别而异ꎬ所需时间长短不一ꎮ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ꎬ“适应

机制”更多体现为欧盟和成员国两种规则、规范、制度之间的竞争性选择和长期相互

建构的过程ꎮ 欧盟可以塑造、影响国家的法律、规范、制度ꎬ进而带来国家身份特征的

欧洲化ꎮ②在这一过程中ꎬ“适应机制”扮演了欧洲一体化和国家身份之间的传送带的

角色ꎮ 国际关系研究的建构主义理论ꎬ从社会建构的角度为阐释国际 /地区体系结构

与国家身份相互建构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工具ꎮ③

其次ꎬ历史制度主义的欧洲化研究关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关键历史节点对成员国

国家身份变迁的影响ꎮ 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行为体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关键选择(关键

的偶然性)的重要性ꎬ并认为其将产生持久的影响ꎬ即关键选择产生的制度、身份的路

径依赖具有相对稳定性ꎮ④他们引入“宪法时刻”的概念ꎬ提出关键历史节点具有超越

一般性的利益、习惯的特征ꎬ可以建立新的规范性原则ꎬ改变政治、法律、制度结构ꎬ从

而建构具有多重新属性的政治共同体及其相应的宪法制度ꎮ⑤ 从这种意义上说ꎬ国家

的具体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变革与国家身份的变迁借助关键历史事件实现了从量变到

质变的转化ꎬ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ꎮ 同时ꎬ历史制度主义特别强调ꎬ重大外部冲击

可以成为国家制度、国家根本属性变迁的关键历史节点ꎮ⑥ 然而ꎬ这些关键历史节点

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突变ꎬ还是所处历史条件长期演化的积累效应? 这些关键节点为

随后的历史进程所建立的路径依赖是长期稳定的ꎬ还是取决于行为体新的理性选择的

结果? 这些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对认识欧洲一体化下成员国国家身

份的变迁也具有启发意义ꎮ

欧洲一体化的条约制定与改革ꎬ如«罗马条约»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里斯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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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ｃｔｕａｌ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５９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３４１－３６９.
Ｓｅｅ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ꎬ Ｏ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ꎬ １９６３ꎻ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 “Ｗｈｙ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ｅｄ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ＮＬＲ １１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１.
Ａｎｄｒｅｗ Ｐ. Ｃｏｒｔｅｌｌ ｅｔ ａｌ.ꎬ ｅｄｓ.ꎬ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３.



约»ꎬ成员国与欧盟关系的重要转折ꎬ如欧元的启用、欧盟东扩、英国脱欧ꎬ都曾带来成

员国国家身份的转型与重塑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欧洲一体化面临多重危机ꎬ特别是英国脱

欧开创了成员国退出联盟的先例ꎬ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欧盟治理模式的缺陷ꎬ法德等

欧盟核心国家强调欧洲主权、重建欧盟政治合法性的努力面临民粹主义的抵制ꎬ欧洲

化和去欧洲化并行发展、相互博弈ꎬ都具有塑造成员国国家身份的潜力ꎮ

最后ꎬ欧洲化研究出现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转向有助于解释共同制度环境

下成员国国家身份变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ꎮ 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ꎬ成员国制度和身份

的差异性是欧盟制度的复杂性和政策领域发展不均衡的结果ꎬ也与民族国家自身历史

建构的多样性密切相关ꎮ①长期以来ꎬ欧洲化研究往往聚焦欧盟机构、政策对成员国法

律、制度、规范、身份的改造ꎬ即采取所谓“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ꎬ主要关注英、法、德

等大国ꎬ成员国间的比较研究无论在规律性的学理探索还是方法论层面都存在不

足ꎮ② 因而ꎬ一些学者提出ꎬ需要通过成员国“国内传统、机构、身份和资源对欧洲层面

发出的信号加以解释和修正”ꎮ③ 当前ꎬ欧洲一体化面临多重挑战ꎬ欧盟成员国间错综

复杂的利益、观念和偏好差异凸显ꎬ“再国家化”的压力上升ꎮ 关注成员国内部因素ꎬ

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探讨成员国与欧盟ꎬ乃至更广义的民族国家与地区一体

化、全球化关系问题ꎬ可以对民族国家面临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诸多命题做出回应ꎮ

(三)爱尔兰国家身份的欧洲化

爱尔兰历史上曾经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外族入侵ꎬ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经历具有

一定的独特性ꎬ其历史传统与欧洲化之间的相互适应是备受关注的问题ꎮ 爱尔兰民族

历史悠久ꎬ但法理意义上的现代爱尔兰国家的建立只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ꎬ④其国家

身份在 ２０ 世纪随着国家独立、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参与欧洲一体化而不断面临建

构与重塑ꎮ 欧洲一体化与民族国家身份变迁之间的关系是认识爱尔兰现代国家身份

建构的重要线索ꎬ也对认识全球化时代地区一体化与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建构的复杂关

系提供了经验研究的案例ꎮ

９１１　 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爱尔兰国家身份变迁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ｈａｎ Ｐ. Ｏｌｓｅｎ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ｐｐ.９３２－９３３.
Ｈｅｌｅｎ Ｗａｌｌａｃｅꎬ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Ｕ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ｅｍｂｅｒ￣

ｓｈｉｐ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ｉｄｅｎ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ｉｘｔｈ Ｄａａｌｄｅｒ Ｌｅｃｔｕｒｅꎬ １９９９ꎬ ｐ.１ꎻ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Ｊｏｈａｎ Ｐ.
Ｏｌｓｅｎꎬ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ａ 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Ｈｅｌｅｎ Ｗａｌｌａｃｅꎬ ｅｄ.ꎬ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３２３－３５３.

Ｊｏｈａｎ Ｐ. Ｏｌｓｅｎ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ｐ.９３６.
爱尔兰政府将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年命名为“百年纪念季”(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ｉｅｓ)ꎮ 从 １９１２ 年亲英国的北爱尔

兰统一派发表«厄尔斯特盟约»到 １９２２ 年南北分治最终成为现实ꎮ 在此十年间ꎬ爱尔兰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ꎬ
如复活节起义、«英爱条约»签订、自由邦建立、爱尔兰内战ꎬ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爱尔兰历史的发展进程ꎮ



爱尔兰加入欧共体加速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ꎬ国家身份发生了

深刻变化ꎮ 爱尔兰作家麦加亨(Ｊｏｈｎ ＭｃＧａｈｅｒｎ)曾说:“爱尔兰是一个独特的社会ꎬ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前ꎬ她还属于 １９ 世纪ꎬ随后ꎬ她的发展几乎跨越了 ２０ 世纪ꎬ进入 ２１

世纪ꎮ”①国家身份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爱尔兰做出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抉择的结

果ꎮ «罗马条约»签订后ꎬ爱尔兰开始思考加入欧共体的问题ꎮ 爱尔兰财政部于 １９５７

年首次发表的国家发展规划称ꎬ解决国家经济困境的出路在于改革依靠高关税维持的

保护主义经济模式ꎬ逆转严重的人口外流ꎮ 它进一步明确提出ꎬ经济健康发展是保证

国家政治独立的前提ꎬ根本解决爱尔兰的经济问题需要从更广阔的欧洲层面寻找出

路ꎮ② 爱尔兰于 １９６１ 年与英国共同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ꎬ克服了法国否决的障碍

以及各方对制造业能否经受完全开放市场冲击的疑虑ꎬ最终于 １９７２ 年完成谈判ꎬ并在

当年 ５ 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以 ８３.１％的压倒性多数获得民众的支持ꎮ③ 此后ꎬ欧洲一

体化对爱尔兰国家形态、经济社会模式、国际角色认知等身份特征带来了革命性的影

响ꎮ

二　 爱尔兰国家身份特征的传统及其面临的挑战

学术界使用“爱尔兰性”(Ｉｒｉｓｈｎｅｓｓ)的概念来讨论爱尔兰国家的身份特征ꎬ近年来

从传统的历史、文化维度转向政治、经济、社会、对外政策层面ꎮ④爱尔兰独立建国后ꎬ

国家身份特征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的国家建构历程同步发展ꎬ然而ꎬ到爱尔兰 １９７３

年加入欧共体时ꎬ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仍未完成ꎮ

(一)国家形态维度

爱尔兰国家身份在政治维度上表现出双重属性:新生的爱尔兰国家一方面致力于

建立基于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公民权利保护的现代国家ꎻ⑤另一方面ꎬ以维护民族

传统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为目标ꎬ表现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强烈民族主义立场ꎮ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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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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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于 １９２１ 年建立自由邦ꎬ赢得了事实上的独立ꎬ但面对国家的内部争议和英国的外

部压力ꎬ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仍是国家身份建构的主要内容ꎬ

爱尔兰以“兄弟阋墙”的内战为代价ꎬ接受«英爱条约»、南北分治的妥协并与英国维持

紧密的经贸联系ꎮ 在政治上ꎬ亲英派仍然希望保持爱尔兰对英国的依附ꎬ留在大英帝

国内部ꎮ 支持«英爱条约»的务实派接受爱尔兰自治的方案ꎬ主张建立某种联邦形式

的爱尔兰国家ꎬ或者实行大英帝国和爱尔兰共治的多层治理ꎮ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则明

确提出了建立政治意义上的主权独立的爱尔兰国家方案ꎮ 爱尔兰不同的建国方案之

间的相互竞争与融合ꎬ决定了这一身份建构的复杂性ꎮ

内战结束后ꎬ德瓦莱拉(Éａｍｏｎ ｄｅ Ｖａｌｅｒａ)领导的新芬党温和派与强硬派分离ꎬ建

立了共和党ꎬ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ꎮ 自此ꎬ共和党和统一党等主流政治力量力求在正

统民族主义和国家生存与发展需求之间达到平衡ꎮ 以 １９３７ 年宪法颁布为标志ꎬ确立

了基于温和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政治体制ꎬ即爱尔兰民族和国家相统一的政治实体ꎮ

１９４９ 年爱尔兰正式脱离英联邦ꎬ但民族主义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的过度膨胀抑制了

现代公民国家建构的活力ꎬ与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仍然无法消除ꎮ①

(二)经济社会治理维度

在经济社会治理维度ꎬ爱尔兰性包含了保守的天主教义、乡村生活方式、经济上的

自给自足与贸易保护、反物质主义等内涵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德瓦莱拉在国庆日演讲

中对爱尔兰性做了经典的概括ꎮ 他所梦想的爱尔兰国家是爱尔兰人的精神家园:爱尔

兰人仅仅是将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正确生活方式的手段ꎻ他们满足于简约的生活ꎬ将闲

暇的时间用于精神层面的活动ꎮ 在这片土地上ꎬ田园中处处是温馨的家园ꎬ生机盎然

②这种对传统田园生活方式的向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爱尔兰经济上的自给

自足和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取向ꎮ 而在社会层面ꎬ爱尔兰沿袭英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

式ꎬ加之保守的天主教教会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拥有巨大影响力ꎬ爱尔兰存在严重

的就业性别歧视、保护妇婴的立法争论以及天主教会丑闻等社会问题ꎮ

然而ꎬ爱尔兰在独立建国后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ꎬ一直未能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

经济模式ꎬ现代化道路在国家身份探索中的重要性上升ꎬ撬动了国家理念、治理形态和

社会文化层面的变革ꎮ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们常常提出的一个根

本问题是ꎬ爱尔兰为何在建国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未能成功地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

１２１　 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爱尔兰国家身份变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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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ｅｎｃｅ Ｂｒｏｗｎꎬ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２２－２００２ꎬ Ｈａｐｐｅｒ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ꎬ ２００４ꎬ ｐ.１３４.



的现代化ꎮ①爱尔兰 １９２２ 年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英国的 ５６％ꎬ到 １９５７ 年下降为 ４９％ꎻ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年ꎬ爱尔兰国民总收入仅增长 ８％ꎬ同期英国增长 ２１％ꎬ欧陆国家增长 ４０％

左右ꎮ② 在这一阶段ꎬ爱尔兰人从政治独立中获得的经济红利有限ꎬ人口持续外流ꎬ经

济落后于北爱尔兰的局面也未能改观ꎮ 爱尔兰财政部长惠特克(Ｔｈｏｍａｓ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ｈｉ￣

ｔａｋｅｒ)曾说ꎬ国家如不能解决好经济发展问题ꎬ政治独立只是一块破碎的遮羞布ꎮ ③

(三)作为“他者”的英国维度

英国是爱尔兰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他者”ꎬ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也是爱尔兰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对象ꎬ与爱尔兰国家身份的内部和外部特征的

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尽管早期居民在爱尔兰的定居已有近一万年的时

间ꎬ但权威历史著作记述的爱尔兰史很多始于 １１６９ 年英国对爱尔兰的入侵ꎬ④从此开

始了两国八百多年的历史恩怨ꎬ到 １６ 世纪 ４０ 年代爱尔兰已事实上沦为英国的殖民

地ꎮ 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里ꎬ并不存在法理意义上独立的爱尔兰民族国家ꎮ 既是爱尔兰

人又是英国人的身份困惑成为一代又一代爱尔兰人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ꎮ 凯伯德

(Ｄｅｃｌａｎ Ｋｉｂｅｒｄ)于 １９９５ 年发出了著名的“谁创造了爱尔兰”之问ꎬ在爱尔兰学术界乃

至民众中引发了激烈争论ꎮ 他写道:“假如爱尔兰从未存在ꎬ那就是英国人发明了爱

尔兰ꎮ”⑤凯伯德进一步指出ꎬ爱尔兰是由爱尔兰人、英国人和海外爱尔兰移民共同创

造ꎬ从山川河流的命名到风俗人情、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制度莫不如此ꎮ

尽管爱尔兰 １９２１ 年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并最终退出英联邦ꎬ但经济上对英国的依

赖并未终结ꎬ产业结构仍以农牧业为主ꎬ双方签订了紧密的贸易协定ꎮ １９６０ 年ꎬ英国

在爱尔兰贸易中占比 ７４％ꎻ⑥按照雅各布森(Ｊｏｈｎ Ｋｕｒｔ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的说法ꎬ加入欧共体

前ꎬ对爱尔兰人而言ꎬ“外国”就是英国ꎬ“出口”即意味着畜牧业ꎮ⑦ 爱尔兰政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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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主义立场与经济层面事实上对英国的依赖相互背离ꎬ成为爱尔兰国家身份发展

的内在矛盾ꎬ特别是关乎国家领土和统一的北爱尔兰问题更加剧了这一矛盾的复杂

性ꎮ

(四)领土和南北关系维度

长期以来ꎬ爱尔兰南北关系和国家统一问题既与英爱关系问题紧密相连ꎬ也是界

定爱尔兰国家形态的重要维度ꎮ 虽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亲英统一派之间的斗争随

着国家政治体制的稳定在爱尔兰逐渐弱化ꎬ但北爱尔兰留在英国的宪法地位及其内部

主要族群、宗教派别之间关系的复杂性ꎬ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ꎮ 经历了近 ５０ 年的

“敌意下的和平”和 ３０ 年的“大混乱时期”后ꎬ１９９８ 年«复活节协议»使北爱尔兰走上

和平、和解道路ꎬ同时也在宪法制度、政党政治、民族情感、政治话语、公共舆论等层面

影响着爱尔兰国家身份的变迁ꎬ特别是北爱尔兰问题的起伏、波折不断塑造着爱尔兰

国家统一和南北边界问题的话语与政策走向ꎬ使爱尔兰国家不断面临主权、领土问题

传统和政治经济现实之间的艰难选择ꎬ成为爱尔兰国家的重大宪法挑战ꎮ①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ꎬ爱尔兰政府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坚持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ꎬ

但在实际政策上也表现出尊重北爱尔兰现状、维持地区稳定的灵活性ꎮ 在官方政治话

语中ꎬ爱尔兰政府长期拒绝使用“北爱尔兰”的称谓ꎬ代之以“北方六郡”(ｔｈｅ Ｓｉｘ Ｃｏｕｎ￣

ｔｉｅｓ)ꎬ对英国则长期禁止使用“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全称ꎬ这一情况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才有所改变ꎻ直至«复活节协议»达成前后ꎬ英爱两国才同意按国际惯例

使用对方的国名ꎮ② １９３７ 年«爱尔兰宪法»宣告爱尔兰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

国家ꎬ领土包含整个爱尔兰岛南北方 ３２ 郡ꎬ但同时承认爱尔兰的法律只适用于南方

２６ 郡ꎮ③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爱尔兰政府的北方政策进一步缓和ꎬ勒马斯(Ｓｅáｎ Ｆｒａｎ￣

ｃｉｓ Ｌｅｍａｓｓ)总理不再把北爱尔兰视为“问题”ꎬ而是积极与之发展互利友好关系ꎮ １９６９

年后的北爱尔兰暴力冲突延缓了南北方和解进程ꎬ但并未导致其中断ꎮ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爱尔兰面临的这些深层次挑战促使爱尔兰人重新审视自身历

史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兴起ꎬ对正统的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政治经济政策做出反思ꎮ 历

史学家质疑爱尔兰独立和内战的历史叙事ꎬ把独立后爱尔兰天主教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和封闭的政治经济政策视为爱尔兰各种问题的根源ꎬ要求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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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造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以勒马斯、林奇(Ｊａｃｋ Ｌｙｎｃｈ)为代表的共和

党改革派顺应了这一潮流ꎬ推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略ꎮ① 爱尔兰与英国达成自贸

协定并共同申请加入欧共体ꎬ标志着爱尔兰接受了欧洲联合共享主权的观念ꎬ加快了

其传统的国家观念的转变ꎮ 爱尔兰政治精英出于遏制新芬党崛起的考虑ꎬ也与激进的

民族主义立场拉开了距离ꎬ在北爱尔兰问题上一定程度地接受了历史修正主义者的立

场ꎮ

三　 欧共体 /欧盟成员国资格与爱尔兰国家身份转型

加入欧共体 /欧盟后ꎬ爱尔兰通过学习、适应新的欧洲规则、规范和制度ꎬ在政治、

经济、社会等方面推动了国家身份的转型ꎮ

(一)加入欧共体后爱尔兰国家身份的转型

第一ꎬ加入欧共体后ꎬ爱尔兰国家身份的政治维度在注重独立、主权和民族性等基

本内涵的基础上成功融入了更多相互依存和对外开放的元素ꎬ并传导到经济社会领

域ꎬ带来了国家治理形态的变革ꎮ 爱尔兰政治精英和民众意识到欧盟成员国资格可以

加强爱尔兰国家身份的固有元素ꎬ并推动其现代化进程ꎮ 不同于历史上的英国殖民主

义ꎬ欧盟主权平等下的主权共享、多样性中的统一、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等原则有利于

实现国家身份和欧洲身份的相互加强、共同发展ꎬ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爱尔兰保守

的民族主义传统ꎬ有利于国家内部超越族群、宗教、政治等身份政治对立ꎬ并与英国在

内的其他欧盟成员国建立新的共同体认同ꎮ 按照爱尔兰前总理埃亨(Ｂｅｒｔｉｅ Ａｈｅｒｎ)的

说法ꎬ参与一体化使爱尔兰“通过相互依存实现了独立”ꎮ 在这样的理念下ꎬ爱尔兰超

越了独立的表层含义ꎬ注重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ꎬ更加接近于国家真正独立的目标ꎮ

曾任欧盟竞争政策委员的萨瑟兰(Ｐｅｔｅｒ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也称ꎬ加入欧共体是爱尔兰人“历

经艰难困苦赢得独立的终极表现形式”ꎬ也让国家走出了独立后长期无法解决的经济

发展困境ꎮ②

在此背景下ꎬ爱尔兰实现国家治理结构从中央集权模式向多层治理模式的演变ꎮ

爱尔兰独立建国后虽采取共和制政体ꎬ但仍沿袭了英国式的单一制政体ꎬ加入欧共体

时被称为欧洲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ꎮ③入盟除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增加了欧洲地区

４２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Ｋｅｖｉｎ Ｗｈｅｌａｎꎬ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ꎬ”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２ꎬ Ｖｏｌ.３１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１７９－２０５.
Ｋａｔｙ Ｈａｙｗａｒｄꎬ Ｉｒ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ｐ.１９７.
Ｂｒｉｇｉｄ Ｌａｆｆ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ｎｅ Ｏ’Ｍａｈｏｎｙꎬ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Ｒｅｄ Ｇｌｏｂ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１３３－１３４.



维度外ꎬ也带动了国家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化ꎮ 爱尔兰传统治理模式中ꎬ立法权、行政决

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ꎬ不存在有实际权能的省与地区层级政府ꎬ城市和郡一级政府更

多承担礼仪性角色ꎬ实际政策执行由更低层级的区(ｂｏｒｏｕｇｈ)、镇( ｔｏｗｎ)政府承担ꎮ 这

一体制存在中央政府立法决策脱离基层民众和区镇等低层级政府专业性不足、行政效

率低的双重矛盾ꎮ 爱尔兰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启动了加强市、郡政府自主权的行政改

革ꎬ并尝试建立地区级协调机构ꎬ通过制定«地方政府法» (１９９１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１４ 年

等)实施这一改革ꎮ 在此过程中ꎬ欧盟从两个方面推动了爱尔兰中间层级政府的发

展ꎮ 其一ꎬ欧盟对成员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参与其法规的实施有明确要求ꎬ在结构

基金、气候环境政策等涉及预算问题的欧盟政策上ꎬ区、镇一级政府在按照欧盟法规行

使职能时面临专业性等方面的困难ꎬ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央政府加强郡、市政府职能ꎬ

重建省级和地区政府(如芒斯特省、东南大区议会等)ꎬ承担相应工作ꎮ 其二ꎬ欧盟鼓

励成员国地方政府在布鲁塞尔设立代表处ꎬ实现跨国政策协调ꎮ① 此外ꎬ随着爱尔兰

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加强ꎬ参与全球治理也成为爱尔兰国家多层治理模式的有机组成部

分ꎮ

第二ꎬ欧洲一体化结束了爱尔兰在经济上对英国的过度依赖ꎬ通过贸易多元化和

产业转型成功建立了新的发展模式ꎬ并使之成为国家新的身份象征ꎮ 爱尔兰在产业结

构上从传统农牧业立国转向具有高科技和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工业化国家ꎬ英国在爱尔

兰出口中的份额从 １９７３ 年的 ５５％下降至 ２００４ 年的 １８％ꎮ②同时ꎬ保持制造业适度的

本土化ꎬ坚持 １２.５％的低公司税率政策ꎬ吸引外国投资ꎬ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

资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ꎬ爱尔兰经济出现了近 １５ 年的高速

增长期ꎬ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年均 ＧＤＰ 增速高达 ８.９％ꎬ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为 ５.３％ꎮ 按人均 ＧＤＰ

计算ꎬ爱尔兰从入盟时的欧共体最穷国上升为欧盟第二富国ꎬ被称为“凯尔特虎”经济

奇迹ꎮ③ ２０２０ 年爱尔兰人均 ＧＤＰ７.９７ 万美元ꎬ居世界第三位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的预测ꎬ２０２１ 年爱尔兰将超越瑞士上升至世界第二位ꎮ④

社会学家鲁安(Ｊｏｓｅｐｈ Ｒｕａｎｅ)用“对接多核心国家的外围国家发展模式”(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概括爱尔兰新的经济身份特征ꎬ即爱尔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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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与英国间的传统外围—核心国家依附型经济ꎬ逐渐实现转型ꎬ在欧洲一体化背景

下与欧盟、英国、美国三个核心经济体实现良性互动和有效对接ꎬ 同时对每个核心经

济体保持相对的自主性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爱尔兰不仅接受了欧盟共享主权的观念ꎬ而

且充分利用更广阔的区域制度环境ꎬ化解了外围国家处于依附地位的不利因素ꎬ实现

了自身经济的转型和高速增长ꎮ①

第三ꎬ融入欧洲一体化带来了爱尔兰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ꎮ 爱尔兰社会政策传统

上接近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ꎬ天主教会在社会问题上奉行社会福利保守主义ꎬ未能

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ꎮ②欧盟通过其规范、目标和政策工具推动了爱尔兰社会

福利制度的进步性变革ꎻ马约趋同标准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爱尔兰打破经济保护主义

的决心ꎬ也为社会政策的变革提供了动力ꎮ 德洛尔主政欧共体委员会时期ꎬ欧盟对经

济欠发达成员国资金支持加大ꎬ爱尔兰得到欧共体结构基金、地区基金的大量支持ꎬ

１９９１ 年接受的转移支付金额达到其国民总收入的 ８.３％ꎮ③ 自 １９８６ 年起ꎬ爱尔兰借鉴

欧盟经验推行社会伙伴模式ꎬ并引入开放式协调法机制ꎬ欧盟机构、国家政府、雇主组

织和工会就工资、所得税等问题充分谈判ꎬ使爱尔兰在推行以加强财政纪律为目标的

市场化转型中ꎬ稳妥处理劳资关系ꎬ推进就业政策ꎬ保持劳动力市场基本稳定ꎮ④ 欧盟

共同农业政策给爱尔兰农牧业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ꎬ提升了农业人口的福利ꎮ 由于农

牧业在爱尔兰经济中的占比较大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经济腾飞后ꎬ爱尔兰仍长期是欧盟

预算净受益国ꎬ直到 ２０１６ 年才成为净出资国ꎮ⑤

随着爱尔兰法律制度的欧洲化ꎬ特别是民众观念与其他西欧国家逐渐趋同ꎬ爱尔

兰在社会平等领域的天主教保守主义也出现了动摇ꎮ 在性别平等方面ꎬ从 １９２２ 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爱尔兰政府中没有女性部长ꎮ 在公务员、教师、卫生等公共部门广

泛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ꎮ⑥加入欧共体之初ꎬ爱尔兰即通过«女性地位委员会报告»和

«反歧视(工资)法»改变了这一状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又先后出现了罗宾逊(Ｍａｒｙ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和麦卡利斯(Ｍａｒｙ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ｃＡｌｅｅｓｅ)两位女性总统ꎮ 作为天主教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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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和堡垒的离婚、堕胎禁令也随之被打破ꎮ 离婚、堕胎合法化的立法几经拉锯ꎬ宪法

修正案最终分别于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在全民公投中获得批准ꎻ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的全民公投

又以 ６２％的明显多数通过了同性婚姻法ꎮ① 在教育方面ꎬ欧洲大市场的启动和教育政

策的协调推动了爱尔兰教育的开放ꎬ伊拉斯谟等项目加强了爱尔兰与欧盟成员国的合

作ꎬ同时在执行欧盟标准过程中ꎬ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也为爱尔兰经济起

飞提供了人才保障ꎮ②

然而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ꎬ欧盟日益面临经济可持续增长困境ꎬ先后提出了卡

迪夫进程(Ｃａｒｄｉｆ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和里斯本议程ꎬ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ꎬ建立平衡市场和公平

关系的基于知识经济的社会发展模式ꎬ减少国家的财政压力ꎬ但批评者认为这一市场

导向的改革是新自由主义的回潮ꎬ会给爱尔兰社会模式的进步性变革带来不利影

响ꎮ③

第四ꎬ«复活节协议»成为爱尔兰官方和民众普遍接受的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宪

法共识ꎬ暂时放弃了在领土问题上所坚持的主权绝对性和不可分割性的宪法传统ꎮ 各

利益攸关方共同建立跨国治理机制、接受当地居民双重国籍等政策事实上体现了共享

主权的观念ꎬ是“后民族国家”观念在国家领土、治理形式等层面对爱尔兰国家基本特

征的重构ꎮ④加入欧共体 /欧盟为英国和爱尔兰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ꎬ欧盟扮演着共同

的制度环境提供者和担保人的角色ꎮ 同时ꎬ欧洲一体化的理念和实践为相关各方提供

了可资借鉴的新思维模式ꎮ 欧盟作为冷战背景下以实现和平与安全为首要目标的制

度创新的地区组织ꎬ其基本理念中合作、相互依赖、谅解、地区命运共同体等观念促成

了北爱尔兰问题各方搁置分歧、实现和解ꎮ 北爱尔兰和平运动领袖休姆(Ｊｏｈｎ Ｈｕｍｅ)

曾说ꎬ两次世界大战法德间规模巨大的冲突都能通过对话实现和解ꎬ北爱尔兰冲突就

显得微不足道了ꎮ⑤ 自 １９７３ 年起ꎬ英国、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三方先后达成了«桑宁代

尔协议»(１９７３ 年)、«英爱协定»(１９８５ 年)和«复活节协议»ꎬ寻求在北爱尔兰实现和

平、和解的路径ꎮ 在欧盟的制度框架下ꎬ«复活节协议»建立了南北委员会、英爱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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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等合作机制ꎬ多次提及欧盟在其中的作用ꎬ在 «英爱协定»中ꎬ英爱两国政府明

确表示“希望进一步促进人民之间的独特关系和国家间作为欧盟内部和睦邻居与伙

伴的紧密合作”ꎮ① 在此框架下ꎬ北爱尔兰大约 ６０％的立法来自欧盟或需要与欧盟法

协调ꎻ②在与欧盟相关的政策领域内ꎬ北爱尔兰主要政党的决策更易于达成共识ꎬ成为

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重要支柱ꎮ③ 协议采取协和式民主模式(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确保

亲英的统一派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地区事务中具有相互制衡的平等权力ꎬ例如立法

上双方相互拥有否决权ꎬ政府首脑(首席部长和副首席部长)须由两个群体分别派代

表担任ꎻ北爱尔兰居民可自由选择拥有英国、爱尔兰或者双重国籍ꎮ④

这些安排使北爱尔兰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总体上实现了和平与稳定ꎮ 但无论

是协定生效之初共和军放下武器出现的反复ꎬ政府机构悬挂国旗方式引发的风波ꎬ还

是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地区政府的停摆都显示了«复活节协议»面临的隐忧ꎬ即北爱尔兰的

主要群体对该地区的未来仍怀有截然相反的目标ꎬ分权机制的运行如何加深双方互

信、建立真正的地区集体认同依旧是一个现实挑战ꎮ⑤若无法妥善应对ꎬ和平进程在内

外部双重重大挑战的背景下将面临中断或逆转的风险ꎮ

第五ꎬ对外关系转型是爱尔兰“从孤立走向相互依赖”的另一领域ꎮ 爱尔兰外交

有着岛国的孤立主义传统ꎮ 长期以来ꎬ爱尔兰“高政治”外交的重点只有两个:一是与

英国的双边关系ꎬ二是通过国联和联合国多边外交维护自身独立地位ꎮ⑥加入欧盟后ꎬ

爱尔兰在欧盟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框架下实现了外交多元化转型: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９０ 年代成功融入全球化ꎬ爱尔兰也进一步加强了与美国、拉美、澳大利亚等海外移民

聚居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ꎬ同时通过“亚洲战略”积极寻求与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ꎮ 与此同时ꎬ爱尔兰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中立政策与欧盟安全

防务一体化的深化之间的矛盾显现ꎬ新芬党等民族主义者也以此作为动员民众反对欧

洲一体化的理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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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１ 世纪初爱尔兰国家身份欧洲化面临的疑欧主义挑战

爱尔兰国家身份的欧洲化改造进程也不是直线上升的ꎬ２１ 世纪初以来曾面临两

轮疑欧主义崛起的考验ꎮ 第一轮疑欧主义上升期伴随着 ２１ 世纪初欧盟的扩大和深化

而兴起ꎬ爱尔兰民众对一体化在国家主权、政策自主性、身份认同上带来影响的担忧加

剧ꎻ同时ꎬ经历了“凯尔特虎”经济奇迹后ꎬ爱尔兰成为欧盟富国ꎬ从欧盟获取经济利益

的需求下降ꎻ中东欧新成员国加入带来的经济成本也削弱了爱尔兰对一体化的功利主

义支持ꎮ 在批准«尼斯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的首轮全民公投中ꎬ爱尔兰民众两次否

决条约文本ꎬ“保护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维护爱尔兰中立地位”“维护爱尔兰税收自

主性”以及维护在欧盟机构中的发言权等诉求成为主要理由ꎮ①

第二轮疑欧主义上升期则出现在欧债危机爆发后ꎬ“凯尔特虎”房地产泡沫破裂、

经济奇迹熄火ꎬ爱尔兰成为受危机打击最大的笨猪五国(ＰＩＩＧＳ)之一ꎮ 欧盟在德国的

坚持下拒绝无条件提供金融救助ꎬ爱尔兰被迫接受欧盟委员会、ＩＭＦ 和欧洲央行“三驾

马车”制定的以强化财政纪律为附加条件的救助计划:危机和紧缩政策的叠加效应导

致爱尔兰经济下滑、失业率大幅上升ꎬ引发民众不满ꎬ新芬党等派别批评欧盟剥夺爱尔

兰经济主权ꎬ质疑政治精英所主张的参与一体化加强了爱尔兰政治独立的叙事ꎮ②

尽管面临上述挑战ꎬ到 ２０１６ 年英国脱欧公投前ꎬ欧洲一体化对爱尔兰国家身份的

改造达到了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ꎮ 在国家形态维度ꎬ加入欧共体使爱尔兰政治精英接

受了新的国家观念:“在全球化的时代ꎬ除推进现代化和对外开放外别无其他可行的

选择”ꎬ参与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民族国家的身份和自主性

成为共识ꎮ③这样ꎬ欧盟、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多层治理成为爱尔兰事实上的国家

治理架构ꎮ 在经济层面ꎬ爱尔兰向欧盟、英国、美国开放的多维互动发展模式经过欧债

危机的冲击重新走上正轨ꎮ 在社会层面ꎬ爱尔兰在社会福利、公民平等、少数群体权利

等方面实现了现代化改造ꎮ 在历史遗留的国家统一问题方面ꎬ爱尔兰内部接受«复活

节协议»的立场成为主流声音ꎬ亲英统一派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间的身份政治有所弱

化ꎮ

９２１　 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爱尔兰国家身份变迁

①

②

③

王展鹏:«自由政府间主义及其挑战———爱尔兰与欧盟制宪进程的个案研究»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０８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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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英国脱欧变局下爱尔兰国家身份的重构压力

英国脱欧进一步改变了爱尔兰民族历史形成的对英国根深蒂固的依赖心理ꎬ成为

重新界定爱尔兰国家身份的关键历史节点ꎮ 英国宣布举行脱欧公投之初ꎬ爱尔兰各界

对英国脱欧可能带来的冲击忧心忡忡ꎬ但随着脱欧进程的展开ꎬ爱尔兰人在应对脱欧

挑战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从容和自信ꎮ 都柏林大学教授肯尼迪(Ｌｉａｍ Ｋｅｎｎｅｄｙ)认为ꎬ

尽管充满不确定性ꎬ但英国脱欧可能会成为爱尔兰民族心理解放的又一个关键时刻ꎬ

是爱尔兰民族走向成熟、自信的历史节点ꎮ①爱尔兰国家身份在南北关系、多层治理模

式以及国际角色层面的基本特征面临重构ꎮ

(一)脱欧对北爱尔兰问题的影响与爱尔兰国家身份的重构压力

英国脱欧对爱尔兰国家身份演变的影响首先直接体现在爱尔兰南北关系维度ꎬ并

对其国家身份特征产生多方面的溢出效应ꎮ 英国脱欧首先对以«复活节协议»为基础

的北爱尔兰治理模式构成了巨大冲击ꎮ 虽然脱欧协议和«北爱尔兰问题议定书»给予

北爱尔兰特殊地位ꎬ使之维持与欧盟的紧密经贸关系ꎬ但欧盟为北爱尔兰和平进程提

供制度环境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ꎮ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表示ꎬ从其作为«复活节协

议»主要谈判者和签订人的视角来看ꎬ该协议是建立在英国与爱尔兰同为欧盟成员国

的基础之上的ꎮ②北爱尔兰随英国在政治上脱离欧盟ꎬ动摇了这一根基ꎬ爱尔兰民族主

义者和亲英统一派借助欧盟公民身份维系的象征性政治认同不复存在ꎻ强硬脱欧派和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在脱欧进程中将维护英国国家主权作为最高原则和终极目标ꎬ拒

绝做出妥协ꎬ削弱了各方在欧盟框架下共享主权的既有安排ꎮ 在实践中ꎬ欧盟作为调

节各方利益冲突的中间人以及经济资助提供者的角色也因权力关系的改变明显受到

弱化ꎮ

其次ꎬ脱欧致使北爱尔兰内部政治和族群分歧加剧ꎬ身份政治回归ꎮ 脱欧导致的

新身份政治与传统身份政治相互交织ꎬ在北爱尔兰原有的族群、宗教分裂之外增加了

欧盟身份存废的博弈维度ꎮ 由于北爱尔兰民众总体上亲欧ꎬ民主统一党在地区政治版

图中的地位受到削弱ꎮ 英国政府在脱欧谈判中未能充分考虑权力下放地区的权利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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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民众不满ꎬ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以此为由提出启动爱尔兰统一公投的问题ꎮ 特别是

«复活节协议»后不复存在的南北方之间的边界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和解精神的象

征ꎬ被历史学家描述为爱尔兰的边界问题不是体现在地图上ꎬ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头

脑之中”ꎬ①成为脱欧过程中各方博弈的焦点ꎮ

再次ꎬ脱欧协议给予北爱尔兰的特殊安排仍存在不确定性ꎬ为未来冲突留下隐患ꎮ

脱欧后ꎬ北爱尔兰将在未来四年中继续适用欧洲单一市场规则ꎬ仍为欧洲经济区的一

部分ꎻ但贸易上北爱尔兰属英国关税区ꎬ英国只是对进入欧洲单一市场的商品代表欧

盟征收关税ꎮ 爱尔兰海事实上成为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边界ꎮ 民主统一党以其损

害英国在北爱尔兰的主权为由一直采取抵制立场ꎮ 此外ꎬ脱欧后北爱尔兰失去欧盟农

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支持ꎬ英国政府能否有效填补资金缺口也存在变数ꎮ 根据协议ꎬ

北爱尔兰地方议会每四年以简单多数决定是否延长该安排ꎬ四年后协议能否继续执行

仍取决于未来地区选举后北爱尔兰议会各党派的力量对比ꎮ ２０２１ 年后ꎬ受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ꎬ英国按原计划执行脱欧协议北爱尔兰议定书的内容面临困难ꎬ提出延长过

渡期的要求ꎬ加深了英欧之间和北爱尔兰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ꎮ②

最后ꎬ英国脱欧使爱尔兰统一问题再次进入英国和爱尔兰的政治与公共话语讨论

之中ꎮ 与苏格兰等地区不同ꎬ«复活节协议»提供了在北爱尔兰组织公投的法理依据ꎬ

即在当地多数民众支持爱尔兰统一的情况出现时ꎬ英国政府有义务组织爱尔兰统一公

投ꎮ 从近年来权威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利物浦大学等民调数据看ꎬ虽然北爱尔兰

多数民众仍支持留在英国ꎬ但这一优势日益缩小ꎬ而一些媒体民调已得出支持统一的

民众人数占优的结果ꎮ③近年来ꎬ一些有利于爱尔兰统一的因素也在不断积聚:天主教

人口增速快于新教徒ꎬ新教徒的人口优势正在逐渐消失ꎻ历史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北爱

尔兰经济停滞不前ꎬ已明显落后于爱尔兰ꎻ脱欧后北爱尔兰安排的脆弱性可能会使一

些持中间立场的民众ꎬ特别是非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考虑支持爱尔兰统一ꎬ以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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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欧盟内部的地位ꎮ

虽然爱尔兰政府当前的政策仍是继续支持在«复活节协议»框架下维持北爱尔兰

现状ꎬ但随着国内政治博弈加剧、统一话语的影响力增强ꎬ爱尔兰政府的审慎立场面临

的压力与日俱增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北爱尔兰地区爆发了近年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ꎬ与亲

英派极端准军事组织有着紧密联系的犯罪团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ꎬ他们明确喊出

了反对北爱尔兰的贸易边界安排的口号ꎮ 爱尔兰政府表示ꎬ对北爱尔兰可能“螺旋式

倒退”到宗派冲突的担忧加剧ꎮ①这些因素在未来都可能打破爱尔兰在统一问题上的

脆弱平衡ꎮ

北爱尔兰问题一直是爱尔兰民族难以回避的痛苦历史记忆ꎮ 爱尔兰独立战争中ꎬ

面对强大的英国殖民者ꎬ爱尔兰主流政治精英被迫接受南北分治ꎬ将其作为实现独立

建国目标的“阶梯”ꎬ并为此付出了惨烈内战的代价ꎮ 面对北爱尔兰存在两大对立的

主体族群的现实ꎬ英爱各方达成的«复活节协议»安排体现了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和

民族适度分离的“后民族”治理理念ꎮ 脱欧引发的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不确定性也将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后民族实验成败的试金石ꎮ

(二)英国脱欧的溢出效应与爱尔兰面临的潜在“宪法时刻”

爱尔兰国家形态的多层治理模式也受到英国脱欧传导效应的影响ꎮ 爱尔兰与欧

盟的关系在这一多层治理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ꎬ在脱欧后爱尔兰国家身份演

变中的作用进一步上升ꎮ 这一维度的加强对爱尔兰内部治理、欧洲和全球治理模式总

体上将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ꎮ 脱欧进程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ꎬ民众的参与度、关注度

远超一般的国际和国内重大事件ꎻ传统媒体、新媒体对英国脱欧影响的讨论深度、广度

空前ꎬ也形成了关于爱尔兰国家未来的公共领域(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ꎮ

(１)爱尔兰内部治理与宪法安排

一些研究者认为ꎬ爱尔兰国家未来治理模式的讨论超出了传统民族主义者的叙

事ꎬ面临超越身份政治实现国家身份重大转型的窗口期ꎬ甚至具有触发潜在的“宪法

时刻”的空间ꎮ 托德(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Ｔｏｄｄ)认为ꎬ爱尔兰国家未来走向的三种可能是:因英国

脱欧而陷入混乱ꎬ在现有框架下维持现状ꎬ实现爱尔兰的统一ꎮ 这一演变的成败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爱尔兰民众能否进一步超越传统的身份政治ꎬ建立包容的规范导向的新

的国家身份ꎬ从根本上摆脱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内部以及南北方之间殖民主义的历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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袱ꎬ弱化因族群和宗教冲突和现实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身份政治对立ꎬ进而实现

国家身份的“进步性转型”ꎮ 在他们看来ꎬ这一国家身份转型并不仅限于现实的边界

或贸易安排等问题ꎬ而是利用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形成的公共领域ꎬ促成相关利益

攸关方ꎬ特别是民众间的沟通和协商ꎬ在个体、群体和国家层面超越身份政治ꎬ建构平

等、互利、包容的新共识ꎬ并以宪法原则的形式固定下来ꎬ实现爱尔兰民族、人民之间的

真正和解ꎮ①然而ꎬ如前文所述ꎬ“后脱欧时代”北爱尔兰问题暴露的诸多矛盾预示了这

一新的爱尔兰国家身份建构方案面临的现实困境ꎮ

在现实政治层面ꎬ新芬党的崛起是一个新的变量ꎬ对爱尔兰国家形态和经济社会

政策的演变有着潜在的影响ꎮ 爱尔兰左翼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近年来地位上升ꎬ特别

是在 ２０２０ 年大选中ꎬ历史性地成为爱尔兰第二大党ꎮ 虽然该党的选举胜利的原因更

多是选民对传统主流政党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ꎬ特别是住房、医疗等公共政策的不

满ꎬ②但脱欧也促使部分民众回归针对英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ꎬ加速了新芬党的主流

政党化进程ꎮ③ 新芬党坚定推进爱尔兰统一的政策主张与共和党、统一党等主流政党

的谨慎立场形成了鲜明对照ꎬ双方的辩论推动了爱尔兰社会关于统一问题的辩论ꎮ 新

芬党近年来对欧政策的微妙变化也折射了爱尔兰社会心态的变迁ꎮ 加入欧共体以来ꎬ

新芬党从一个疑欧的激进民粹政党向温和疑欧政党演变ꎮ 英国脱欧公投后ꎬ新芬党的

政策注意力从欧盟本身转向爱尔兰和英国围绕脱欧的博弈ꎬ逐渐认可了主流政党所持

的“欧盟在谈判中是爱尔兰利益维护者”的立场ꎮ④ 新芬党议员在议会辩论中提出ꎬ如

果爱尔兰政府代表南北双方的利益和欧盟一道共同保护全体爱尔兰人民ꎬ新芬党将支

持政府和欧盟的政策ꎮ⑤ 这些政策转变在对欧政策、南北关系、社会公正等维度对爱

尔兰国家身份的演变产生了影响ꎮ

(２)爱尔兰与欧盟关系

英国脱欧总体上加强了爱尔兰人的欧洲认同ꎮ ２１ 世纪初以来ꎬ爱尔兰一度出现

疑欧主义显著上升的态势ꎬ英国脱欧后该趋势得到逆转ꎮ 这既得益于爱尔兰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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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表现和“凯尔特虎”模式重新获得活力ꎬ也反映了“后脱欧时代”爱尔兰面临新

的国家身份选择时对欧盟的认同程度进一步加强ꎮ

在欧债危机期间ꎬ民粹主义者宣称爱尔兰是“三驾马车”主导的纾困计划的受害

者ꎬ该立场得到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认可ꎬ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度下降ꎮ 但 ２０１６

年后民意数据发生了逆转:根据 ＥＭＩ / ＲＥＤ Ｃ 的民调结果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认可爱尔兰从

欧盟获益的受访者比例从 ８３％上升到 ８７％ꎬ认为爱尔兰应退出欧盟的从 ２９％下降到

１１％ꎮ①“欧洲晴雨表”的民调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该趋势: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ꎬ爱尔兰民众对

欧盟的支持度从 ８０％上升为 ９３％ꎻ欧洲身份的认可度在 ２０１５ 年为 ５１％ꎬ２０１６ 年上升

到 ５７％ꎬ２０１９ 年进一步上升至 ６７％ꎬ２０１９ 年 ５８％的受访者承认脱欧改变了他们对欧

盟的态度ꎮ② ２０１８ 年的“欧洲晴雨表”数据还显示ꎬ针对“如明天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

全民公投ꎬ你将如何投票”的问题ꎬ爱尔兰选择留欧的占 ８５％ꎬ在 ２８ 个成员国中占比

最高ꎬ比欧盟平均值高 １９％ꎮ③

爱尔兰作为受英国脱欧影响最大的欧盟成员国不得不面对爱尔兰边界问题及北

爱尔兰和平进程遭受的冲击ꎬ其民众的欧洲认同总体上得到了加强ꎮ 在英欧谈判中ꎬ

爱尔兰与其他成员国协调立场ꎬ维护成员国间的团结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身利益ꎮ

这也得益于爱尔兰长期参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身份不断增强、经济上逐步摆脱了对英

国的依赖ꎬ实现了多元化:到 ２０１７ 年ꎬ爱尔兰对英出口在对欧盟成员国出口总额中的

占比下降至 ２１％ꎬ德国对爱尔兰的投资已超过英国ꎮ④

尽管如此ꎬ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爱尔兰将成为无条件支持欧盟的“好学生”ꎬ爱尔兰

在与欧盟、美国、英国之间的多元互动中仍将坚持自主性ꎬ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ꎮ 新芬

党的疑欧立场虽有所弱化ꎬ但对欧盟经济自由主义仍持强烈的批评立场ꎮ 该党认为ꎬ

欧盟仍未从债务危机中吸取教训ꎬ德、法等国的政治精英将自身的一体化发展方案强

加给外围国家ꎬ损害了爱尔兰的利益ꎬ加剧了贫富分化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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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作为后发国家在接受欧盟的价值、规范实现自身国家身份改造的过程中ꎬ

仍坚持保留自身发展模式中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部分ꎮ 爱尔兰经历了“凯尔特

虎”奇迹的失去与复归后更加意识到ꎬ在欧盟统一性下坚持自身特色发展的重要性ꎮ

例如ꎬ在税收制度问题上ꎬ爱尔兰长期以来将 １２.５％的低公司税作为国家名片ꎬ不惜被

视为准避税天堂ꎬ 拒绝做出调整ꎬ以此吸引外国直接投资ꎬ也因此与欧盟龃龉不断ꎮ①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围绕苹果等跨国公司享受事实上不足 １％的超低税率ꎬ爱尔兰与欧盟机

构进行了多轮争执乃至法律诉讼ꎮ 欧盟委员会依据国家补贴规则(Ｓｔａｔｅ Ａｉｄ Ｒｕｌｅｓ)要

求苹果公司向爱尔兰和欧盟机构补缴约 １３０ 亿欧元的税款ꎮ 爱尔兰政府支持美国跨

国公司的立场ꎬ多次提起上诉ꎬ于 ２０２０ 年最终推翻了欧盟委员会的决定ꎮ② 在数字税

问题上ꎬ爱尔兰与德、法等欧盟大国的立场也存在分歧ꎮ③

(３)爱尔兰的全球角色维度

英国脱欧促使爱尔兰提出了扮演更加积极的全球角色的目标ꎮ 爱尔兰独立后ꎬ外

交政策有着孤立主义传统ꎬ在一些重大国际合作决策上往往与英国保持同步ꎬ在加入

欧共体以及«申根协定»问题上都是如此ꎮ 当脱欧意味着这一路径依赖难以为继时ꎬ

英国公投前爱尔兰政府和民众对脱欧构成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风险感到忧虑ꎮ④随着脱

欧对爱尔兰的冲击趋于稳定和可控ꎬ爱尔兰人意识到ꎬ脱欧不仅在欧盟内部而且在全

球层面给予了国家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契机ꎮ 这些有助于爱尔兰人克服历史形成的对

英国的心理依赖:在政治上ꎬ英国在脱欧进程中表现出的混乱增强了爱尔兰对本国政

治体制的信心ꎻ在经济上ꎬ爱尔兰成为欧盟主要英语国家ꎬ进一步加强了其对跨国公司

投资的吸引力ꎮ 特别是ꎬ由于脱欧协议未能包含金融服务业安排ꎬ伦敦金融中心失去

自动进入欧盟市场运作的权利ꎬ临时性准入能否持续仍存变数ꎮ 加之英欧金融监管体

系存在一定差异ꎬ欧盟也希望借此机会摆脱对英国金融市场的依赖ꎬ都柏林有望与法

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巴黎、卢森堡等城市一道成为受益者ꎬ在绿色、数字金融方面都柏

林表现出一定的竞争优势ꎬ也是脱欧后接收英国金融机构迁出最多的城市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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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乐观情绪下ꎬ爱尔兰提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欧盟和全球战略ꎮ 爱尔兰在

英国脱欧的背景下ꎬ明确选择将对欧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ꎬ并于 ２０１８ 年提出了

“２０２５ 全球爱尔兰”战略ꎬ在欧盟和全球两个维度增强自身影响力ꎬ在欧盟决策和联合

国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ꎮ 为此ꎬ爱尔兰政府提出扩大爱尔兰在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ꎬ

大幅增加爱尔兰驻外使团数量ꎬ扩大对外贸易ꎬ加强文化输出与人文交流ꎮ①同时ꎬ爱

尔兰积极推进对华合作ꎬ对参与“一带一路”表现出强烈意愿ꎬ成为欧盟内部对华政策

的稳健力量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时任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访问美国时称:“我们将自己视

为一个全球性国家ꎬ不再是偏居欧陆边缘的岛国身后的孤岛ꎬ而是身处世界中央的海

上枢纽ꎮ”时任爱尔兰驻美大使马尔霍尔(Ｄａｎ Ｍｕｌｈａｌｌ)也回应说:“我们终于成为爱尔

兰人自己的国家ꎮ”②

结　 语

参与欧洲一体化对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而言都带来了政策、制度乃至国家身份的巨

大转变ꎬ爱尔兰由于其国家历史经历的特殊性ꎬ欧洲化进程对国家身份变迁的影响尤

为显著ꎮ 一般认为ꎬ欧洲一体化背景下ꎬ国内政治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等国家

身份要素与一体化走向的匹配度越低ꎬ欧洲化面临的抵抗和压力越大ꎮ③但爱尔兰的

经验表明ꎬ国家身份并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ꎬ特别是当成员国自身身份的变革需求与

一体化的走向相一致时ꎬ国家身份特征及其面临的变革压力可以打破既有惯性ꎬ推动

其欧洲化进程ꎮ

欧洲化进程对国家身份变迁的影响主要通过塑造国家的具体政治、经济、社会制

度ꎬ进而对更具稳定性的国家身份特征产生传导效应ꎬ其中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历

史节点往往可以加速国家身份变迁的进程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随着爱尔兰加入欧共

体ꎬ国家身份的基本特征ꎬ如“德瓦莱拉”式的民族主义ꎬ天主教保守主义和反物质主

义ꎬ农牧业立国、自给自足和保护主义的经济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ꎮ 到 ２０ 世纪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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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开放、多元、富有活力、后天主教、现代的“凯尔特虎”的爱尔兰ꎮ①欧洲一体化在促使

爱尔兰国家治理的观念和政策的转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然而ꎬ爱尔兰政治精英和

民众做出的加入欧共体的选择更大程度上是国家现代化道路长期探索的结果ꎬ并非偶

然ꎮ

英国脱欧的影响成为国家身份变迁的又一关键历史节点ꎮ 爱尔兰成功应对脱欧

带来的挑战ꎬ增强了民族自信ꎬ改变了对英国的传统心理依赖ꎬ引发了新的宪法变革的

讨论ꎬ开启了国家身份进一步变革的窗口期ꎮ 但其走向仍具有不确定性———面临爱尔

兰南北方关系ꎬ内部党派、族群分歧ꎬ及其与欧盟、英国、美国的博弈和身份建构的挑

战ꎬ也昭示了爱尔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后民族国家”身份建构的复杂性ꎮ 正如普

林斯顿大学教授詹姆斯(Ｈａｒｏｌｄ Ｊａｍｅｓ)在评价英国脱欧的原因与影响时所说:“脱欧

公投在一个革命的经历如此匮乏的国家不啻是一场革命ꎮ 如同其他革命一样ꎬ其结果

不会迅速变得明朗起来ꎬ而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ꎮ”②英国脱欧最终能否成为爱尔兰国

家身份变迁的新的宪法时刻ꎬ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ꎮ

爱尔兰的案例也提出了在欧洲学研究ꎬ特别是在欧洲化相关研究中开展成员国国

别研究、中小国家研究和比较研究的价值的问题ꎮ 在爱尔兰这一具有强烈身份政治传

统的国家ꎬ呈现出从身份政治博弈到国家身份变迁的转型发展的态势ꎬ③其意义不仅

在于欧洲学学理发展的层面ꎮ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ꎬ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冷

战”思维导致的身份政治加剧ꎬ如何克服差异性的羁绊ꎬ在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

共识并实现国家身份的进步性变革也是这一研究可以提供的启示ꎮ

(作者简介:王展鹏ꎬ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ꎬ北京外国语大

学英语学院爱尔兰研究中心、英国研究中心教授ꎻ张茜ꎬ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

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ꎮ 责任编辑:齐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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