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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共和的法國

一容持閉目夸代

梁雅慧*

「在整個城市衷，我覺得自己是皇帝或建築師，我裁斷、我決定並且我裁

判。 J (挂一)

「不要以為我的生命充滿著政治。政治並不是我的首選。政治是科學的奴

候，及哲學的卑微的譯員，它並不具備藝術的創造性的優點。它脫離對自然

界的認識和人類的生活，政治好像是被捕下來的花朵和很快便萎謝的。夏季

黃昏六點鍾的時候，在一排排的橡樹林望出去，我的精神會有很好的感受

。 J (註二)

「我現在在意的一件事是 :大家對我的看法，不是和我同期的人的看法，而

是未來歷史學者的看法。」

「個人的我，今日已逝。此後的我，將向國家獻身，向歷史負責 J (註

『歐洲失去了最熱情、最有影響力的先驅者 J (註四)

『 他為法國打造融入世界村的基石 J (1主五)

f 密特朗以尊嚴莊重面對死亡 J (註六)

*歷史學系大學部學生。
註一 :楊子莓. <塵塵往事記密特朗的雄心壯志> (建築師雜誌) (台北:建第師公會. 1995 ) .頁

八-。
註二 <閻酷愛文藝> (國際現糊刊) (台北:閣際現捌咐. 1981 ) ·頁一三。
註三 :密特朗於就職時所發表的言談。

註四: (聯合報) • 1996 年一月十一日。
註五: (聯合報) • 1996 年一月十二日。
註六: (中國時報〉﹒ 1996 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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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一個充滿野心敢向權威挑戰的人 J (註七)

一九九六年一月八日，密特朗病逝於巴黎。這位法國第五共和首位左派總統

的去世成為全世界所關切的焦點。不論是密特朗說過的話，或者是在其病逝後媒

體所傳達的言辭也好，從當中都可一窺這個主導法國政治長達十四年的政治人物
獨特的風格。更有人是如此形容他的:

巧妙地玩弄政治權力的手腕典好大喜功的個性不值和法國王朝極盛時期的君

王同出一輒'並且也像那些君權時期的統治者同樣地喜歡以樹立偉大記功碑

的方式為自己在歷史土留言。(註入)

這樣的說法可能不是每一個人都表示贊同。但是從密特朗在其任內所完成的

大型公共建築來看，不得不承認這樣描述的可靠性。這個充滿獨特政治領導風格

的領袖在其任內的所作所為是本文將要探討的主題。

政治方面

社會黨的執政之路隨著密特朗的上台、國會選舉中贏得多數是一片光明。但

在幾年之後，社會黨的聲望下跌至谷底而密特朗遭遇其執政以來最大的挑戰。相

當大部份的原因來自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並未將法國的經濟救出衰退的泥沼，

更無法實現密特朗打敗季斯卡而當選時的允諾。通貨膨脹仍然高居不下，質易赤

字不斷上升，而外債達到前所未有的記錄。這樣的危機造成一九八六年的國會選

舉中社會黨失去優勢，讓右派的聯盟贏得了國會選舉。密特朗在面對與之立場相

左的右派及所主導的國會，他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解散國會重新選舉，但是

此舉可能促成其必須提早結束其餘剩下的兩年總統任期，而於法國政治結緣;因

此，他接下了這個可能造成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危機的「左右共治 J 0 (註十二)

在左右共治期間，他任命席哈克組閣;並給予自第五共和以來總理所擁有最

大的主動權力。在共治期間，雙方在政治場土進行角力，彼此較勁。此一「左右

共治」對密特朗及法國第五共和有相當性的影響:一、共治是法國第五共和憲法

中之異數，在運作上使第五共和憲政之穩定性受到挑戰，倘若一旦共治失敗，則

總統與總理無可避免要受到批評，且必須面對下台的威脅;加上隨即而來的總統

選舉，一旦失敗則重建形像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註十三)。二、對密特朗而

言 :如果他仍然想要掌握法國政治生態的話，就必須在右派主導的國會及內閣中

保持總統的超然立場。如此一來，一旦施政上發生瑕疵，總統不必要負責任，而

且這樣一來，可藉共治表現其法國團結者( ressembleur )之大家長的形像(註十

四)。在此雙重有利的條件下，密特朗接受共治的成立。而這樣的政治舉動的確

為密特朗在一九八八年的總統選舉中贏得勝利。(註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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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特朗在十四年的總統任期中任命了十位以上的總理組成內閣(註九)。其

於一九八一年五月上任時，便著手進行國會改選，使得社會黨於一九八一年年底
成為國會中的多數(註十)。此舉揭開了社會黨在法國執政的序幕。由於法國是

多黨制，通常一黨候選人在當選總統職位之後，必須和政治傾向相似的黨派合

作，以求在國會中爭取多數，組成聯合政府(註十一 )。因此密特朗當選後，與

法共合作的可能性相當地大。而社會黨的執政也使得歐洲以外的各國開始密切注

意這個第五共和首位左派總統會給法國帶來什麼樣的變數。以下是當時的幾個重

要媒体所作的報導，由此可見世界所注目的焦點是密特朗是否會將共黨份子納入

他的政府。倫敦泰唔士報說，法國望變之心比它傳統上的求安全和安定之心更強
烈，保守的「每日電訊報」表示擔心法國的政治混亂。

經濟方面

密特朗於競選時所發表的經濟改革見如下 :

(一)透過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以平衡法國社會傳統貧富不均之差距，並進一步改

善社會福利與保險制度。

註七: (中國時報) , 1996 年一月十一日。
註八:惕子莓， <一個政治人物所塑造的都市風格一密特朗風格的巴黎> ' (建築師雜誌) (台北:建

第師聯何合公會， 1995) ，頁七四。

註九:李萬來 ， (法國外交政策結構〉附錄(台北:台灣新生報 ， 1991 ) ，頁四O二。
註十:這次法國大選結果四大黨在國會席次分配如下:第一、社會黨原來一百七十席，改選後為兩百八

十五席，增加一百六十八席。第二、共F震驚原為八十六席 ，改選後為四十四席，減少四十二席。
第三、戴高樂派原為一百五卡五席，改選後為八 1-三席，減少七卡?席。第四、季斯卡派原為一
百一十九席 ，改選後為六十四席，減少七卡五席。

註十一<法國政治新時代一一社會黨政府和國會> ' (國際現勢週刊) (台北:國際現勢週刊社， 198 
1 ) ，頁一四 。

註十二 :劉嘉筒， (法國第五共和「共治之研究J) (台北:波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1989 ) .頁二O

註卡三:話筒， (法國第五共和「共治之研究J) (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1989 ) ，頁二O八

註十四 :AEFI法國第五共和「共治之研究J) (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1989 ) .頁二。

註十五: 聶衛， (法國第五共和「共治之研究 J) (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1989 )﹒頁二-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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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透過國有化及勞工參與企業經營的方式，從結構上改變法國之經濟體制，並使

國營企業成為像類似日本大產業集團之組織，以從事現代化國際競爭

<=J透過政府積極經濟計畫從事國營事業生產，亦即又將季斯卡總統時期由巴爾總

理所推行的自由派經濟政策，如減少政府干預、鼓勵競爭及逐步私有化與減稅的

措施轉變為傳統的官僚體制指導性計畫經濟。

從這三點政見中明顯地看出，密特朗欲藉著正統社會主義的經濟措施使得陷

入低谷的法國經濟得以好轉。其於一九八一年贏得選舉之後，國有化為其首先進
行履行選前政見的主要政策之一。其財政部長戴洛認為並不是所有的工業都必須

取得百分之百的控制權，最後法國主要九個工業集團交由國家控制:七個股權全

歸國家，馬特拉和達梭兩家則由國家控制百分之五十一。這個工業集團的營業額

共記二千五百億法郎，約佔法國工業總銷售量的百分之二十。此波國有化之後全

部國營事業佔法國的工業銷售量的百分之三十(註十六)。除了國有化有見其果

效之外，其於就職後所進行的經改措施並未達成目標。相反地更是使得法國經濟

陷入蕭條，密氏不得已於一九八三年只得採取另一種緊縮的經改措施(1)除最低

工資外，凍結物價和工資直達十月底。 (2) 如同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的預算赤字將

其限制在百分之三以內。社會福利預算將再使之平衡。這兩項主要措施使得擁護

密特朗最力的工人階級受到嚴重的打擊，失業問題再度浮上臺面。但是不可諱言

的，此新經濟政策使得通貨膨脹壓力減低不少。(註十七)

而共治時期，經濟措施明顯地右傾。於一九八六年時國會通過一個法律，並

且計畫將六十五個公司民營化;也就是說法國欲彷效英國柴契爾模式，引進「民

眾資本主義 J (popular capitalism) (註十八)。當共治結束，密氏的經濟政策

並未有轉變，仍然持續進行原來共治時期內閣所推行的政策。總結來說，法國經

濟上一直存在的問題一通貨膨脹與高失業率一並沒有因為採行社會主義式的經改

措施而有所改變，因此經濟問題對密特朗來說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外交方面

基於第五共和憲法的特殊性在法國外交政策的決策上有下列相關的規定(1)

總統方面，憲法第五條 r總統維護憲法之遵守。由其裁量，保証公權力之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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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及國家之延續。總統確保國家獨立，領土完整，與國際條約之遵守。 J 第

十五條 r共和國總統為三軍統帥總統主持國防最高會議及委員會。 J 第五十

二條 r共和國的總統談判並批準條約。無需批准的條約及談判過程，須請示總

統察悉。 J 0 (2) 內閣總理方面 :憲法第二十條 r政府制定並執行國家政策。政

府支配行政機構及軍隊。 J 第二十一條 r總統指揮政府行動，負責國防，確

保法律之遵行。 J (註十九)

除了憲法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要求外可以從密氏於一九八六年所出版的「法

國外交政策之構思」中一窺法國自戴高樂時代以來的外交走向，並密特朗所獨有

的外交方向。其與此書一開頭就開宗明義的指出，法國的外交是建立在幾個簡單

的觀念上，這些觀念如下:國家的獨立自主 、世界的軍力平衡、歐洲的建設、民

族自決的權力以及貧窮國家的開發等等。在他所陳述的觀念裡，可以歸納如下，

國家的獨立為其終極目標，並依此目標積極的擴展法國在世界之影響力(註二

十)。在這些觀念影響下的外交政策大致可以分成大西洋聯盟方面、核武、與歐

洲共同市場方面加以探討。

美蘇兩大強國之間的對立，使得歐洲形成一個焦點區域，也就是說歐洲容易

形成美蘇戰略下的犧牲品。而在此背景下及第五共和外交政策原則領導下個真正

安全的集體性安全體系、全面的裁軍及擺脫兩個集控制下的世界情勢是必須的。

(2) 一個脫離集團控制的積極政策，不能只是托詞於「這是一項和解政策下維護平

衡的需要 J 而沒有任合的替代方案。 (3) 世界的和平與和解，是基於集團之間一

種權力的平衡，而目前這種不穩定的平衡 ，必須要有一個關於集體性安全的全球

性組織代替之。 (4) 至於法國本身的態度 ，在目前世局的狀態下，法國有可能也有

責任，保有和擴大她自身發展的自主性及防禦的自主性。法國本身的安全不容有

絲毫的懷疑，她對盟友的尊重和盡義務的決心亦是如此(註二一)。從(1)的聲明

中明顯地可以看見法國獨立於美俄兩大集團之間的企圖相當強烈，因此在大西洋

聯盟中扮演制衡蘇俄卻又不屬於美國在歐洲部署中的一份子是密特朗的大西洋外

交政策的核心，由此核心所延伸出來的結果就是法國主導以建立一個真有自主性

的歐洲聯盟體系。這個體系的完成一直是法國外交政策上主要課題之一(註二

二 )。直到 1992 年馬斯垂克條約的簽定，這個自主性的歐洲聯盟體系才告完成。

而 1989 年蘇俄及東歐政治民主化的快速發展更成為密特朗加速推動此統合體系的

註十九:李萬來. (法國外交政策結橋) (台北:台灣新生報. 1995 ) ·頁一四四。
註二十:高懷京. (密特朗之大西洋政策) (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1988) .頁六六。
註二一: 高價京. (密特朗之大西洋政策) (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1988) .頁六九。
註二二 :張台麟. (法國政府與政治) (台北:五商. 1995 )頁二一九~二三一。

此.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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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主要原因是密氏及法國一般有識之士疑慮西德可能與東德統一並與西歐分
離而自力成為中歐的超強。

核武方面，密氏拒絕將法國之核武力量歸入美蘇雙方武器裁減談判中;更甚

地是，為增強法國核武之獨立嚇阻力量，密特朗決定發展多彈頭核子飛彈、游動

性中程飛彈及核子潛廷飛彈等。而共治期間的核武發展為左右兩派一起支持(註

從大西洋聯盟到美蘇與法國的關係中，明顯地可以看出法國獨立自主的原

則，但是也可以發現法國在密特朗時期較傾向於美國的走向。

社會方面

治著「巴黎都市文化不可割離的擠帶」塞納河流眺望，由西向東，可以依序

發現一系列密特朗風格的大型建築:羅浮宮前的金字塔、奧賽美術館、阿拉伯文

化中心、財政部大樓。這些建築物的矗立挑戰著它於一九八一年擔任總統時所提

出的「去巴黎化 J (Deprarisianisation) 及「分散化 J (Decentralisation) 的政
策口號，他提出口號意圖扭轉幾個世紀以來巴黎作為法國享有一切絕對優勢之首
要都市的處境(註二四)。不但如此，在密特朗任內，巴黎變成了具有一個密特

朗風格的城市;他不但讓第五共和在法國建築史上擁有一片天空，更讓法國恢復

了在世界建築和藝術上領導的地位(註二五)。

相對於這些高聳的建築物的是不斷上升的失業率。即使一開始的社會政策對

於社會上的弱勢族群採取一連串的有利措施，如最低工資提高百分之十，家庭津

貼和住屋津貼增加，老人津貼的增加，創造五萬四千二百九十個公家職位之計

畫，協助年輕工作者尋找出路的措施。在對付失業方面:第五週帶薪休假的普遍

化。六十歲退休及每週工作三十九小時。這些措施使得政府的財政負搶直線上升
並且不斷感受到通貨膨脹物價上揚的壓力只得採取緊縮政策，並且凍結物價和工

資的上種(註二六)。如此一來，法國開始產生所謂的「新貧民階級」。所謂的

「新貧民階級」就是指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失業的白領階級而失業補助金用完

註二三:吳圳義. (法國史) (台北: 三民· 1995 ) .頁四九七。
註二四:揚子莓 . <一個政治人物所塑造的都市風格一密特朗風格的巴禦) • (建築師雜詰) (台北:建

第師聯合公會. 1995 ) .頁八0 。

註二五:楊子碟 . <一個政治人物所塑造的都市風格一密特朗風格的巴黎 ) • (建第師雜誌) (台北:建
築師聯合公會. 1995 ) .頁七五 。

註二六 :吳圳義. (法國史) (台北: 三民. 1995 ) .頁四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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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這些人(註二七)。這個階級的產生明顯地是緊縮措施實行後的結果。直至

密特朗下台，這個問題仍然存在於法國社會中。總結地來說，密特朗在其總統任

內用建築創造了歷史，但是歷史也用了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替他總統任內留下了

敗筆。

一九九六年一月八日，密特朗病逝。這位改造巴黎的密特朗，為法國打造融

入世界村基石的密特朗在多國領袖的震驚中去世。就用密特朗最高顧問賈客﹒阿

塔利的一段文字為其作一個總結吧!

再過幾個星期，人們對密特朗的哀思終將i失去，起傷經過沉澱後，留下的會

是什麼?對於他所愛人而言，將會是難以言傳的失落惑，是日益沉重的的空

虛，是難以忍受的寧靜，是6.，完成的對話夏然而止。對其他來說，至少在一

段時間內，將是意識到過去十五年來集體命運主要代言人的逝去，也失去了

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法國第四共和政治人物的最後一位代表性人物，不管

達到底是好是壞。

確然，密特朗所成就的，遠超過一個法蘭西的代表人物。一個政治人物代表

的是他的選民。為達成此，他會設法去了解他們的希望，用以盡其力去服務

他們。不過，如呆他為他的人民築夢，想草一種獨特的命運;如果他知道如

何說明他的夢想，並且成功的說服民萃，他值得他們托付的;如果他將自己

的夢想轉化成集體的共同目標，則他自己即成6.，真正的政治家。

密特朗留下的遺產，將不是一些規章，甚至不是建築物，而根本就是運作政

府的一種方法;這是過去二十年間，經過試輯、沉思，永遠不過度理論化，

但又百折不回的推行應用之後，才修得的善泉。這個方法，根據的只是很少

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到現在仍然是非常時鮮的議題:用很長的時間架構，

制定出一個計畫，根據的是思考過歷史的起落及一貫性的心得，然後向國人

提出歷史下一章的走法，亦即，未來數十年歷史將如何演進的一個棋型。在

制定並說明了這樣子的一個計畫之後，要堅定的椎動這個計畫色括必要的不

便;用競選的技巧及演說雄辨來推銷它，將之置於選舉計畫及合縱連橫的談

判中:整合實施計畫所需的政治力量，更確切的，建立一個色容這個計畫的

推動力量的政黨，用以選舉過程中，能夠進合分布在社會各階層的志同道舍

的人士。

註-二七<法密特朗政府遭遇內政外交問題) • (圓際現勢週刊) (台北:國際現勢週刊社. 1984 ) • 

頁-0-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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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密特朗能夠陪同法國一起由破碎到現代的歲月，讓法國島向全世界開

放及一些很快就會遭遇的重大變化作好準備。他~法國打造了足以進入世界

村的基石。為達此一目標，他將他的計畫分成幾個簡單的原則:對抗所有的

不位不義;為一切的人權而戰;保護弱勢者;促進知識流通及科技進步;透

過推動法德兩國漸進的政策和經濟融合，建立起經濟及貨幣統舍的歐州。

畢竟，他無法創造完全的就業，進而大幅度的抑制不去不義，達成教育現代

化或將歐洲聯盟改造成一個政治體等目標。

面對未來艱險的時代，我們將面對的挑戰，不再有密特朗的智慮遠見及其實

現其遠見的意志力(註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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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八: (聯合報) ，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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