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只有一个国
家能摆平，可是它已经灭亡了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
突，又把外高加索地区的纷争
拉进了人们的视野。外高加索
地区又称南高加索，位于高加
索山以南，共有三个国家，分
别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
塞拜疆。
　　该地区因纷争不断，关系
错综复杂，也有着火药桶之称。
其中格鲁吉亚因南奥塞梯和阿
布哈兹的问题，和俄罗斯矛盾
重重。亚美尼亚因各种历史问
题，和土耳其矛盾重重。历史
上亚美尼亚曾归属奥斯曼帝
国，一战后期，风雨飘摇的奥
斯曼帝国担心亚美尼亚叛乱，
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种族大屠
杀，死亡人数大体在 100 万到
150 万之间。
　　基于这些原因，土耳其和
亚美尼亚的关系长期非常紧
张，两国到现在都没有建立外
交关系。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
疆的冲突中，土耳其也是坚定
的站在阿塞拜疆一边，对亚美
尼亚形成了战略上的东西夹击
之势。
　　如果说亚美尼亚和土耳其
的矛盾属于历史问题，那亚美

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矛盾就是现
实问题。这个现实问题，主要
就是土地的争端。这块争议土
地叫做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
简称纳卡。纳卡在国际上，普
遍被认为是阿塞拜疆的领土，
但大部分地区由“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共和国”实际控制。
　　这个“共和国”主要以亚
美尼亚人为主，虽然已取得事
实上的独立，但全世界只有一
个国家承认它的存在，这个国
家便是亚美尼亚。为了这块土
地的主权问题，亚美尼亚和阿
塞拜疆长期纷争不断，多次大
打出手。国际上为了解决这场
争端，也经历了很多努力。
　　从1991年苏联解体开始，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便
逐渐白热化，从开始的争议最
终演变成了热战。为了解决争
端，平复局势，在俄罗斯的
倡议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欧安组织的前身）成立了由
12个国家组成的明斯克小组，
俄美法三国为该小组联合主席
国。
　　从 1992 年开始，以俄美
法为主的 12 个国家，多次在

白俄首都明斯克磋商，但始终
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到了 1994 年，历经两年
多的战争之后，双方损失惨重，
只好就停火达成协议，但两国
到现在仍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
状态，因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
之间的武装冲突而死亡的人也
仍然不断增加。为了彻底实现
地区和平，从 1994 年开始，
包括联合国，欧安组织，各大
国，一直不断地与亚美尼亚和
阿塞拜疆进行磋商，希望能彻
底解决问题。
　　但亚美尼亚坚定地要保护
这个未被承认的“共和国”，
阿塞拜疆则坚定地要维护国家
的领土完整。最终维持两国停
火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此后两
国不断交火，国际上也基本是
黔驴技穷，拿不出可行的解决
方案。不过亚美尼亚和阿塞拜
疆的战火，是在 1991 年之后
才点燃的，而在此之前，纳卡
问题早已存在，那么当时为何
没有爆发战争呢？
　　这主要是因为在此之前，
有一个国家还没有灭亡。这个
国家自然就是苏联。苏联可以

说是唯一能够摆平这场冲突的
国家。实际上早在 1918 年，
外高加索三国加入苏联之前，
纳卡的纷争已经出现。1918
年一战结束，脱离奥斯曼帝国
的亚美尼亚便因纳卡和阿塞拜
疆大打出手，但两国实力相当，
战争注定难以解决问题，然而
就当两国为了纳卡持续对抗的
时候，苏俄来了。
　　此后外高加索国家于1922
年加入了苏联，由于亚美尼亚
原本归属土耳其，苏联为了安
抚土耳其，将纳卡归入了阿塞
拜疆之下。但为了平复亚美尼
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争端，又
决定将纳卡直管，不过建制仍
属于阿塞拜疆。此后在苏联的
控制下，该地区的冲突消失了
数十年。直到苏联解体前夕，
苏联取消直管，冲突才再次出
现，不过由于苏联的控制，冲
突并没有演变为大规模战争，
直到苏联解体，全面战争才最
终来临。所以说要想摆平亚美
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只有
苏联可以做到，只不过苏联已
经灭亡，两国也很难实现和平
了。

化。阿拉伯帝国灭亡之后，
奥斯曼土耳其强势崛起并一
举囊括整个环黑海地区，这
一时期伊斯兰教的繁荣程度
达到鼎盛，信奉基督教的亚
美尼亚族不得不向西压缩，
而腾出的纳卡地区便被信仰
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填补。
尽管失去了祖居之地，但亚
美尼亚人却从未忘记自己原
来的疆域，而接下来从高加
索山脉北麓翻越过来的沙皇
俄国给亚美尼亚提供了翻盘
的契机。
　　俄国同奥斯曼土耳其为
了争夺黑海地区的控制权，
先后打了两百多年的俄土战
争，最终沙俄获胜并成功将
外高加索并入版图，而这一
地区后来在苏联时代演变为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三个加盟共和国。沙俄
接手该地区之初，伊斯兰教
仍然占据着强势地位，再加
上南方的奥斯曼帝国死而不
僵，俄国不得不通过扶植打
手来平衡奥斯曼的势力，于
是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
被选中。俄国统治期间，官
方极力支持亚美尼亚人返回
纳卡，截止苏联成立前夕，
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已然
超越阿塞拜疆人成为主体民
族。
　　如此一来，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两大加盟国的矛盾
便不得不靠苏联中央政府进
行调和，最终纳卡被划入阿
塞拜疆，但享受一定的自治
权。显然这是一个和稀泥的
办法，但面对强势的苏联中
央政府，亚、阿双方都只能
按捺住不满情绪。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轰然解体，纳卡的
去向再度成为亚美尼亚与阿
塞拜疆争执的焦点，纳卡本
身倾向于同亚美尼亚合并，
但阿塞拜疆无法容忍这种结
果，于是双方开始诉诸于战
争。交火持续了三年，直到
1994 年双方才在俄罗斯等外
部势力的干预下实现停火，
但纳卡却成为两国的心结。　　　　　　
　　直到今天，尽管国际社
会普遍承认阿塞拜疆对纳卡
地区的主权，但纳卡地区拥
有自己的国号，即“纳卡共
和国”。在这个“共和国”
里，纳卡人拥有自己的武装，
并使用亚美尼亚相同的货币。
显然这样的局面很不利于亚
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邦交，
这也是造成亚美尼亚、阿塞
拜疆两国至今敌对的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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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大家对“纳卡共和国”可
能有所耳闻，这个身在阿塞拜
疆境内的“国家”尽管不被国
际社会承认，但事实上一直争
取独立并且得到邻国亚美尼亚
的大力支持。纳卡地区在苏联
时代原为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
境内的一个自治州，由于其人
口以亚美尼亚族为主，所以在
苏联解体之后一心同亚美尼亚
合并。从阿塞拜疆的角度来说，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自然不肯容忍纳卡这种公然的
“叛乱”行为，但随后的一系
列变故却加剧了外高加索地区
的乱象。　　
　　亚美尼亚是个高山民族，
纳卡地区也在小高加索山脉
上，与亚美尼亚气候文化都接
近，反而与阿塞拜疆库拉河下
游的平原地区差异很大。 亚
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争端，早

在沙俄势力自北方渗入高加索
之前，该地区的基督教群体与
伊斯兰教群体就已经存在着巨
大的矛盾。公元前 190 年前
后，亚美尼亚王国达到全盛，
其领土从里海西岸延伸至地中
海东岸，显然这样广阔的疆域
包含了今日的亚美尼亚与阿塞
拜疆。不过随着罗马帝国与波
斯帝国对高加索地区的争夺日
趋激烈，亚美尼亚王国被迫一

分为二，其西部一带置于罗马
的保护之下，东部则被波斯收
入囊中。在东西两大势力的分
割之下，高加索地区的分裂由
此开始。
　　此后经年累月之下，西部
地区的居民（亦即今日亚美尼
亚人的祖先）接受了基督教，
而随着波斯被阿拉伯帝国取
代，东部族群（亦即今日阿塞
拜疆人的祖先）被伊斯兰教同

如何看待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