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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11 月底，谈判正式宣告破

裂，苏芬战争开始，芬兰人称之为“冬

季战争”。 持续了几个月的战争，

芬兰人的抵抗强度超出了苏联的想

象，虽然苏联迫使芬兰割让了包括

卡累利阿地区和第二大城市维堡在

内的约 10% 的领土，但却也付出了

5.35 万人阵亡、17.6 万人受伤、1.6

万人失踪的代价。

芬 兰 在 苏 芬 战 争 后 强 化 了 与

德国的合作关系，并也因此引发了

1941 年以收复卡累利阿地区等失

地为目的的“继续战争”。但随着

德国在二战中的失利，芬兰只能于

1944 年单独向苏联求和。当芬兰与

苏联停战后，芬兰旋即要求驻扎于

国内的德军离去，但却遭到了后者

的拒绝，于是芬兰再度对昔日的盟

友宣战，是为“拉普兰战争”。

二战后，芬兰虽然没有直接获

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但仍然通过

与西方国家保持经贸来往，让自己

逐步成长为一个工业国。

大国对峙间的平衡术

纵 观 瑞 典 历 史， 可 以 看 出 在

1814 年后，随着俄国、法国、德国

的相继崛起，瑞典已经敏锐地觉察

到自己与这些大国的实力已经不在

一个维度，虽然俄国国力相较于德

法较弱，但由于与俄国势力范围直

接接壤，瑞典只能保持中立，在大

国之间保持平衡，哪怕自己与俄国

仇怨颇深，瑞典也不轻易选边站。

也正由于此，二战时期的瑞典，

成为了欧洲极少数几乎完整保留了

其国防力量的国家。二战后，美国

积极采取马歇尔计划支持欧洲的战

后重建，致使欧洲大部分饱经战火

的国家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经济援

助，瑞典却可以进退有据地选择对

自己最为有利的立场。

冷战开始后，夹在北约与华约

之间的瑞典，在两强僵持之时发现

自己恰恰是一个分量颇重的砝码。

于是，瑞典接着贯彻自己的一直以

来公平外交的理念，对美苏采取完

全一致的态度。而美苏两个超级大

国，也忌惮若是极力逼迫瑞典站队

可能导致的使其完全归属对方的不

良后果而对瑞典优容有加，于是冷

战时代的奇观出现了：瑞典一边从

美国吸收大量尖端科技来发展自身

的国内产业，而另一方面则积极与

苏联进行进出口贸易来赚取外汇支

持经济建设。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当时瑞典还利用其中立身份

将自己定位为国际调解人。

冷战结束时，瑞典再次实现了

国力质的飞跃。高新产业位居世界

前列，商业贸易与日俱增，作为典

范屹立于欧洲。能够拥有这样的成

就，跟瑞典的中立政策可谓息息相

关。

苏联解体后，欧洲的东西方力

量平衡完全破坏。作为与俄罗斯没

有领土接壤的国家，瑞典已经没有

了巨大的战略压力，随即加入了欧

盟。近年来瑞典一反常态，脱离中

立政策的原则，反复加强与北约的

军事合作，动辄进行的联合军演，

已经能够看出些什么。

至于芬兰，它保持的中立与瑞典

非常不同。1948 年 4 月，芬兰曾与

苏联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

被看作是芬兰为了生存和保持国家独

立所采取的务实做法。芬兰历史学家

迈南德说，如果说瑞典的中立关系到

这个国家的身份和意识形态，那么芬

兰保持中立则是为了生存。

二战后，芬兰由于特殊的地缘

环境，为了避免遭受两大阵营任何

一方的敌视，不偏向美苏任何一个

阵营就显得尤其必要了，这也显示

出小国在强敌环伺下艰难求生的无

奈。从本国的中立政策出发，芬兰

将对苏友好作为本国中立外交政策

的立足点，甚至还允许苏联派来的

政治人物在芬兰担任公职。

1946 至 1981 年巴锡基维和吉科

宁两位总统执政期间，致力于建立

与苏联之间的互信关系，在此基础

上推进与西方的合作，并成为苏联

和西方之间的交流门户。对他们而

言，不可忽视的痛苦现实是：芬兰

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不能期待

从西方盟友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它

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向苏联证明

自己可以信守承诺、履行协议，从

而获得苏联的信任。

而对苏联来说，芬兰是西方技

术的主要来源，也是苏联面向西方

的主要门户。

尽管芬兰在战后成功游走在两

大阵营之间的灰色地带，但从政治

形态和经贸关系角度来看，芬兰无

疑还是要稍偏向西方阵营一些。随

着苏联的解体，芬兰所面临的军事

威胁大为减少，因此加快了和北约、

欧盟的合作进程。

如今，瑞典和芬兰都改变了中

立政策加入了北约，打破了多年来

的平衡局面，看似抱上了“大粗腿”，

但真的就能如它们设想的那样获得

更安全的保障吗？当波罗的海不再

平静，处在北约与俄罗斯对峙的最

前沿，这两个国家的未来命运，不

能不令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