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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欧洲？1

与一位希腊学者探讨近期欧洲的热点问题，从希腊大选到查理周刊，从纪念
奥斯维辛到欧盟制裁俄罗斯，所有的讨论最终都归结为一个问题：什么是欧洲？
希腊大选前后，有关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讨论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新版欧元

的发行，为这一讨论做了一个有趣的注脚。从 2013 年开始，欧洲央行陆续发行
第二套欧元纸币，其中面值 5欧元和 10欧元的新币已经进入流通渠道。新版纸
币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欧罗巴形象作为双重防伪标记：在欧
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的签名下方，以腓尼基公主的古老瓶画肖像作为水印。在纸币
的右侧边缘，还有一张防伪用的全息小像。在此之前，2欧元的希腊版硬币一直
使用这一主题。
欧洲之为“欧罗巴”，源自古希腊的传说。众神之神宙斯变形为公牛，诱拐

了腓尼基国王的女儿，把她从地中海东岸带到了希腊的克里特岛。这位来自东方
的公主，名叫“欧罗巴”。问题出在欧罗巴的异乡人身份。腓尼基人是古代闪米
特人的一支，居住在地中海东岸，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与犹太人、阿
拉伯人和叙利亚人拥有共同的祖先。
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就国内的排外思潮发表讲话，重申“伊斯兰属于德国”，

遭到党内人士的批评。反对者认为，伊斯兰不是德意志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
不属于德国。萨克森州州长公开与默克尔唱反调，明确指出：伊斯兰不属于萨克
森。由此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伊斯兰是否属于欧洲？犹太文化是否属于欧洲？
欧罗巴是否属于欧洲？
在巴黎欧安所访学时，同期有一位伊朗学者也在那里工作。他常常说：你知

道做伊朗人有多难吗？欧债危机以来，在德国生活的希腊朋友也常常抱怨，做希
腊人不易。奥斯维辛成为历史已有七十年，但是欧洲各地的犹太教堂，依然门禁
森严。有关文化认同与冲突的沉重话题，在体育世界似乎都不是问题：土耳其和
以色列没有加入欧盟，但是均是欧洲足协的成员。
与美洲、非洲、大洋洲和南极洲之间清晰的海洋分界不同，欧亚之间没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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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地理界限。所谓的“欧洲边界”更多取决于文化认同和社会习俗。随着历史
的变迁，欧洲的文化与地理边界不断发生位移。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最早把“欧罗
巴”用作地理名词，起初是指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后来逐渐拓展到地中海以
北、黑海以西的广阔大陆。
“欧罗巴”在腓尼基语中有“夜晚”的意思，欧洲也因此被称为“日落之地”

或是“西方”，与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日出之地”和“东方”遥相呼应。值得注
意的是，在上述语境中，“日落之地”与“日出之地”互为参照，以地中海为中
心形成一个整体；一旦割裂彼此，“东方”和“西方”也就迷失了方向。
关于“欧罗巴”的界定，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列维有一句精辟的表述：

欧罗巴不是一个地域，而是一种理念。接踵而至的问题是，这种理念的内涵又是
什么？是否一成不变？
作为欧共体的创始人之一，德国战后的首任总理阿登纳明确提出，欧洲的基

本价值必须建立在基督教伦理之上。这一定位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峙不无关
系。但是随着欧盟自身的不断发展，重建统一欧洲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无法回
避的问题。
围绕欧洲价值的重构，德国哲学学会主席尼达-鲁莫林教授提出了一个与阿

登纳相左的观点，主张欧洲的价值取向回溯到古希腊文化。基督教的道德伦理体
系，植根于古希腊的传统之上，但是缺乏古希腊文化中的人本和科学精神，以及
批判理性的意识。欧洲的文化认同只有建立在古希腊的价值理念之上，超越不同
的宗教信仰，才有可能使生活在欧洲的异乡人融入统一的欧罗巴。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所谓古希腊价值的复兴，就是重返地中海中心主义。

这种超越宗教意识的欧洲价值观，也为欧盟未来东扩以及向地中海以南延伸开启
了无限的可能性。在古希腊语中，“欧罗巴”是一个“拥有广阔视野的女人”：来
自东方，经由希腊，成就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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