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由来与纳一卡争端

许 晓 光

目前
,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为了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而争执不休
,

已由

民族冲突发展为大规模武装战斗
,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度不安和强烈关注
。

应该指出
,

纳一

卡争端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
,

要正确认识纳一卡争端的实质
,

就必须弄清亚

美尼亚 民族主义是怎样发展而来的
。

清楚地认识这一间题对我国正确制定相应的对外政策至

关重要
。

但是
,

国内对这一重要间题 的研究极为缺乏
。

本文试图对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由来

及其与纳一卡争端的关系作一粗略考察
。

亚美尼亚 民族古代是居住在位于今土耳其东部和高加索南部的亚美尼亚高原
。

亚美尼亚

高原的面积约26 万平方公里
,

平均海拔 1 5。。一 2 0 0 0米
,

东邻伊朗高原
,

西接安那 托 利亚 高

原
。

公元前80 。一5 90 年时
,

亚美尼亚高原兴起了乌拉尔图国家
,

创造了乌拉尔图文化
。

在这

期间
,

属欧罗巴人种 巴尔干
—

高加索类型的印欧语系的亚美尼亚人已居住在这一地区
,

‘

后

又与斯基泰人
、

乌拉尔图人和基美里人等相结合
,

形成了亚美尼亚部族¹
。

以后
,
亚美 尼亚

人灭 了乌拉尔图国家
,

建立起自己的王朝
。

因此
,

亚美尼亚人被认为是乌拉尔图文化的直接

继承者
。

在波斯帝国统治西亚时期和希腊化时代
,

亚美尼亚人先后建立了埃尔万德王朝和阿尔塔

克王朝
,

伊朗的帕提 亚王朝的一支也在这里建立过政权º
。

公元前190 年至65 年
,

阿 尔 塔 克

王朝灭了其它政权
,

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亚美尼亚人国家
。

阿尔塔克王朝时期
,

亚美

尼亚语成为这一地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语言
,

但官方文献却用希腊文和波斯文写成
,

宗教也

是希腊宗教与波斯宗教的混合物
,

这一切都说明亚美尼亚民族尚处于形成过程中
。

公元前一

世纪前期
,

亚美尼亚人的势力盛极一时
,

达到了今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À
。

但是
,

在这之后
,

亚美尼 亚民族就逐渐沦为民族统治的对象
。

公元 前65 年起
,

亚 美 尼

亚臣服于罗马
。

罗马帝国分裂后
,

亚美尼亚成为拜占廷帝国同伊朗萨珊王朝及后起的阿拉伯帝

国经常争夺的边境地区
。

萨珊王朝曾统治亚美尼亚二百年¼
,

以后阿拉伯国家第三代哈里发 鄂

斯曼当政时 ( 6 44一6 56 年 ) ,

完全征服了亚美尼亚地区¾
。

公元 9 世纪后
,

亚美尼亚人陆 续

¹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亚美尼亚人是来自色雷斯的佛里基亚人与公元前 7 世纪赫梯人的混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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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些小国家
,

但尚未统一全民族即被异族所灭
。

15 世纪初
,

亚美尼亚的大部分被纳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版图
。

14 61 年
,

奥斯曼帝国任

命了布鲁萨的东正教主教霍瓦齐姆为大主教
,

代表帝国在宗教和民事上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管

理
。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被称为
“
米勒特

”
的亚美尼亚民族集团¹

,

它的出现使亚美尼亚人 在

中东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
。

15 世纪伊朗萨非王朝兴起后
,

亚美尼亚地区成为伊朗与土耳其争夺的重点
。

经过数次易手

之后
,

根据 1639年君士坦丁堡停战条约
,

亚美尼亚被土
,

伊两国瓜分
:
土耳其占领了该地区

西南部
,

伊朗则获得了东亚美尼亚º
。

尽管以后又发生争夺
,

但基本范围仍维持不变
。

正当土
、

伊两国为争夺亚美尼亚大动干戈之时
,

另一支更强的力量加入进来
。 17 21年

,

沙皇俄国结束了北方战争
,

把注意力转到了南高加索
,

积极干预 亚 美 尼 亚 事 务
。

沙俄 在

1723年和17 24年先后与伊朗和土耳其签订条约
,

取得进占南高加索的权利
。

以后又趁18 世纪

伊朗政局动荡
,

与东亚美尼亚的埃里温汗和卡拉巴赫汗谈判
,

为吞并东亚美尼亚作准备À
。

18 0 4

—
18 1 3年的俄伊战争

,

使俄国取得了原属伊朗的南高加索诸汗领地
。 18 26年

,

伊

朗发动了第二次对俄战争
,

次年
,

俄军攻占埃里温
。

工8 28年
,

双方在土库曼恰伊村签署停战

协定
,

规定伊朗与俄国以阿拉斯河为界
。

这样
,

东亚美尼亚成为俄国领土¼
,

西 亚美尼亚仍

归土耳其统治
。
十月革命后

,

土耳其和英国军队曾进入东亚美尼亚
, 192。年苏俄将其收复

。

亚美尼亚民族在历史上尽管也产生过一些杰出的政治家
,

如拜占廷的皇帝
、

奥斯曼帝国

的宰相和将军
、

前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等
,

但他们都不是作为本民族独立国家的领袖
。

因此
,

作为一个民族而很少掌握政权的亚美尼亚人
,

绝大多数以从事工商业为生
,

不少人在国外因

此积累了大量财富
。

这种经济上的富有和政治上的无权形成了鲜明对照
,

故亚美尼亚人从未

放弃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½
。

亚美尼亚人绝大多数信奉基督教
。

帕提亚人统治时期
,

由亚美尼亚贵族 格 利 高 里 (约

24 0 , 33 2年 ) 将基督教传到亚美尼亚
。 301 年在亚美尼亚建立基督教会

,

亚美尼亚成为第一个

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
。

以后亚美尼亚教会从基督教东派中分裂出来
,

单独成为基督教的一

个教会
,

亦称
“
格利高里教会

” 。

该教会尽管在组织上和礼仪上接近东正教
,

但在宗教仪式中

使用亚美尼亚语
,

显示出亚美尼亚民族在宗教上的独立性
。

在伊斯兰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东

地区
,

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民族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是很低的
。

因此在近代的俄土争端
、

俄伊争端中
,

亚美尼亚人有向信奉同一种宗教的俄国靠近的趋势
。

亚美尼亚民族由于在历史上长期不能获得 民族独立或自治
,

因而其命运是不幸的
,

多次

抛弃家园
,

流离失所
,

迁居异 乡
。

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迁徙都是为了 自身的生存
,

亚美尼

亚民族也不例外
。

这个 民族以从事农业和工商业为生
,

若未遇特殊情况是不会轻易辗转迁徙

的
。

据以下的考察可以得知
,

亚美尼亚民族的迁徙总是与下述几种情况分不开的
:

第一
、

迁

¹ 米勒特 (m il let ) 制度也可理解为亚美尼亚民族内部的宗教团体自治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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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常常是在外力强迫之下发生的 ; 第二
、

迁徙往往伴随着血腥屠杀 ; 第三
、

迁徙也常与列强

之间相互争夺的政治局势有密切联系
。

最早的民族迁徙发生于拜 占廷帝国统治时期
。

拜占廷帝国击退了阿拉伯人后
,

就鼓励亚

美尼亚人向小亚迁居
。

这种早期迁徙可视为和平殖民活动
。

当1 3 7 5年马木路克王朝征服与叙利

亚接壤的吉里吉亚后
,

开始将亚美尼亚人强迫迁到叙利亚
、

巴勒斯坦
、

埃及等地
。

十字军东

侵在中东建立的各拉丁国家灭亡之后
,

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为逃避马木路克王朝的宗教迫害

和沉重税务
,

一些人改信伊斯兰教
,

一些人则迁入黎巴嫩山区与东仪天主教会的马龙 派¹合

流
,

还有些人去了欧洲
。

16 世纪后半期至 18 世纪 ,

亚美尼亚民族掀起迁徙浪潮
。

这一时期许多亚美尼亚人从故乡

移居到了叙利亚的阿勒颇地区
。

16 0 3年
,

伊朗萨非王朝的阿巴斯大帝在同土耳其作战时
,

为了

不让敌军获得补给
,

对土伊边境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实行焦土政策
,

将该地区居民强迫迁往

伊朗内地的马赞德兰和伊斯法罕地区
,

不愿迁徙的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
。

迁到马赞德兰的三

万家亚美尼亚人不适应当地的潮湿气候而逐渐死亡
, 50 年后仅余6 0 0 0人

。

以向欧洲出售丝绸

闻名的朱尔法市的5 0 0 0家亚美尼亚工商业者被迫迁往伊斯法罕
,

在伊斯法罕城郊建立新朱尔

法市
。

阿巴斯大帝此举的另一目的是为了让丝绸避开土耳其
,

改从伊斯法罕到波斯湾
,
经海

路运往欧洲º
。 17 4 7年

,

由于不堪忍受统治伊朗的阿富汗人的重税压榨
,

新朱尔法的亚美尼

亚人共同体首脑纳扎列台扬移居俄国的阿斯特拉罕
,

许多亚美尼亚工商业者也随 他 迁 居 俄

国
,

使新朱尔法的居民大量减少¹
。

191 止纪 以后
,

亚美尼亚人遭受到更大的不幸
。

迁徙规模迅速扩大
。 1 828年的俄国

、

伊朗

的土库曼恰依条约签订后
,

数万亚美尼亚农民根据条约赋予的权利迁徙到俄国控制的纳希切

万
。 18 7 7一18 7 8年俄土战争后

,

根据柏林条约
,

俄国放弃对西亚美尼 亚的合并
。

西亚美尼亚

的居 民由于在战争中曾支持俄军
,

惧怕土耳其政府的报复
,

大批人随俄军迁到格鲁吉亚
。

据统计
, 1820一 18 8 0年间

,

移居俄国的亚美尼亚人多达30 万 ! ¼

亚美尼亚人大批遭杀害主要集中在四个时期
:
第一个时期是 18 9 4

—
18 9 6年

。 18 9 4年 6

月
,

在凡湖西岸的比特里斯
,

土耳其政府屠杀了 2 万亚美尼亚人
。

此后
,

西亚美尼亚人接连

惨遭杀害
,

两年之内约有20 万亚美尼亚人死亡¾
。

第二个时期是1 90 5

—
19 0 9年

,

土耳其人联合 , 库尔德人
,

在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几

乎所有大城市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大屠杀¾
。

特别是19 0 9年 3月31 日
,

在吉里 吉亚和叙利亚
,

有 3 万亚美尼亚成年男子遭杀害
,

这一事件引起列强向地中海东北角的伊斯肯德仑湾派遣战

舰
,

迫使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派军恢复了秩序¿
。

以上这些暴行比起第三个时期即1 915年的大屠杀来
,

可认为只是小巫见大巫
。

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的191 5年 5 月
,

俄军 占领了凡城
。

土耳其政府佯称
“
发现 了有通敌

、

叛卖和给敌

人以武装协助
” 的事件

,

颁布了所谓
“
遣散法令

” ,

规定从靠近前线的地区撤退居民
。

实际

上根据这一法令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迫害和屠杀
。

这种遣散并不限于前线地区
,

¹ 以叙利亚中部的马龙修道院为中心的天主教支派
,

使用阿拉伯语
,

保持古代叙利亚教会的传统礼 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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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扩大到了整个小亚
,

甚至包括首都
。

在这次行功中
,

约有150 万亚美尼亚人被逐 出 家 园
,

遣散到各集 中营里
,

受到疾病
、

饥饿
、

殴打和凶杀等种种残害
,

据说死亡者达工00 万¹
,

也有

认为达150万º
。

数十万人逃 出土耳其
。

这次大屠杀使亚美尼亚民族遭受的迫害达于顶峰
,

但并不是其终结
。

一次大战后
,

迫害

进入第四个时期
。

19 18年10 月30 日 ,

在停泊于爱琴海的姆德罗斯海域的英国巡洋舰
“

阿哈梅

隆号
”
上签订了土耳其退出大战的姆德罗斯停战协定

,

规定协约国有 权 干 涉 亚 美 尼 亚 问

题»
。

接着
,

英
、

法军队占领了吉里吉亚和叙利亚
。

亚美尼亚人认为自己受到列强保 护
,

于

是陆续返回故乡
。

但是
,

战后的土耳其政府在反对列强占领的同时
,

继续杀害亚 美 尼 亚 人
,

1 9 2 0年
,

又有 3 万亚美尼亚人惨遭杀害
。

为了逃避厄运
,

刚返回故乡的亚美尼亚人又开始向外

迁徙
。 19 2 1年10 月 ,

占领吉里吉亚的法军同土耳其达成秘密协议同意撤军
。

次年 1月
,

约 8

万亚美尼亚人跟随法军离开家园
,

迁到叙利亚
、

黎巴嫩等地
。

这是一次大战后西亚美尼亚人

从大的一次迁徙
。

以后
,

叙利亚和黎 巴嫩相继成为亚美尼亚人在西部聚居的中心
,

到 19 7 9

年
,

仅在黎 巴嫩的亚美尼亚人就达20 万¼
。

东亚美尼亚人的命运似乎比西部的同胞要好一些
,

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 迫 害
。

除 了

沁年代苏联的清洗运动中一些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被杀害外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

后
,

亚关尼亚人又被强迫迁徙
。

例如 19 4 5年 9 月
,

苏联内务部就接到命令
,

将大批亚美尼亚

人强行迁往西伯利亚¾
。

根据上述考察可以看出
,

由于长期的积累
,

亚美尼亚民族的遭遇已成为东方和西方都十

分关注的重要问题
。

亚美尼亚人并不甘心于这种颠沛流离
、

惨遭迫害的命运
,

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情绪
,

在

本民族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领导下
,

从近代开始发起民族独立运动
。

通过下述考察可以认

识到
,

这种独立运动呈现出两个特点
:

第一
,

它往往打着从穆斯林迫害下解放出来的旗 号
;

第二
,

运动并不是孤立进行的
,

往往是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都直接参加或间接文持这
‘

一运

动
,

并且常伴随着国际政治势力的介入
,

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复杂的国际关系
。

亚美尼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最早发起者是亚美尼亚教会大主教卡特里科斯
,

或称雅科夫一

世 ( 16 55

—
16 8 0年在位)

。

他把亚美尼亚 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沙皇俄国
。 167 3年

,

卡特

里科斯派鲁西科夫前去拜见信基督教的沙皇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齐
,

呈上密信希望沙俄合

并东亚美尼亚
,

以帮助这里的亚美尼亚人摆脱波斯人的压迫
。 16 7 8年

,

卡特里科斯召集 6 名

高级僧侣和领主召开秘密会议
,

决定向罗马教皇请愿
,

把信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从穆斯林的

统治下解放出来
。

请愿团组成之后
, 16 9 9年

,

卡特里科斯在伊斯坦布尔去世
,

请 愿 团 遂 解

散
,

仅有该团成员伊斯拉埃尔
·

奥利一人走遍 了欧洲
,

在法国
、

普鲁土
、

奥地利求援未果
。

1了。1年
,

亚美尼亚人又派奥利向沙俄求援
。

急于向南方扩张的沙皇彼得大帝答应在最短

仁
_
、

¹ ( 苏 ) 、
_

了 }
尔著

,

朱贵生等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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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出兵高加索¹
。 1722年

,

结束了与瑞典的北方战争后
,

彼得大帝打着保护格鲁吉亚人

和亚美尼亚人的幌子
,

将扩张矛头迅速指向南高加索
。

亚美尼亚人以为救星已到
,

组织起义

勇军协助俄军打击土耳其
。

但沙俄一方面与伊朗签订了17 23年彼得堡条约
,

瓜分南高加索
,

另一方面当土耳其占领了格鲁吉亚和伊朗西北部后
,

又于 1724年 6 月同土耳其签署分割伊朗

西北各省的条约º
。

以后
,

俄军并未
“
解放

”
亚美尼亚便撤回

。

彼得大帝死后
,

亚美尼亚又

被土
、

伊两国占领
。

以后虽经数次迁徙
,

移居沙俄控制的格鲁吉亚
、

埃里温
、

纳希切万的亚

美尼亚人达数十万之众
,

但直到十月革命前
,

东亚美尼亚人并未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或民

族自治区
。

19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

对亚美尼亚民族独立运动无疑起

了促进作用
。

尽管受到多次镇压
,

西亚美尼亚人却从未停止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
。

这种活动

迫使奥斯曼帝国政府在18 39年的上谕和 18 56年的圣谕中承认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有同等的法

律权利À
。 1 8 6。年设立的

“
亚美尼亚全体议会

”
也向基督教各国申诉了亚美尼亚农民的穷困

状况
,

企图依靠列强改变这种状况
。

但是这一切并未使亚美尼亚人的处境有 任 何 改 善
。

于

是
, 19 世纪后半期在奥斯曼帝国各地频繁发生亚美尼亚人的反抗运动

。

在运动中
,

亚美尼亚

的资产阶级
、

小资产阶级政党纷纷成立
,

其中最重要的是 18 9 0年组建的亚美尼亚革命联盟
,

通常音译为达什纳克党 ( D a sh n a k t s 二t iu n )
。

为抗议奥斯曼土耳其政府 1594

—
15 9 6年 对 亚

美尼亚人的迫害
,

该党在东亚美尼亚组织了敢死队进攻奥斯曼帝国本土¼
,

后虽被俄国政 府

阻止
,

却表明该党已迅速成为亚美尼亚 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核心
。

19 18

—
19 20年

,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局势发生急剧变化
,

外高加索处于国际势

力暂时无暇顾及的状况
。

亚美尼亚民族似乎获得了短暂的独立
,

在亚美尼亚革命联盟领导下

成立了共和国¾
。 19 2。年 8 月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承认了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合法性

,
并规定土 耳

其必须放弃划给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和对这些领土的法律权利¾
。

但不久色佛尔条 约

被废除
,

亚美尼亚革命联盟企图依靠协约国的援助来维持不稳定的民族独立
,

但最终失败
,

共和国被推翻
。

西亚美尼亚置于革命后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统治下
。

东亚美尼亚在苏俄红军控

制后
,

于 1920年11 月 29 日建立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19 22年初加入外 高 加 索 联

邦
, 1 936年12 月 5 日单独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

1 9 9 0年 8 月23日
,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独立宣言
,
改国名为亚美尼亚共

和国
。 19 9 1年 9 月22 日

,

亚美尼 亚共和国举行关于独立间题的全民公决
,

有94 %的人主张独

立
。

这样
,

一千多年以来第一个真正独立的亚美尼亚民族国家宣告成立
。

独立后的亚美尼亚

共和国面积约2
.

98 万平方公里
,

人 口约34 0万 ( 19 9 0年 ) ,

约占亚美尼亚民族总人口的一半
。

其余约半数的亚美尼亚人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
,

人数较为集中的国家有前苏联的其它加盟共

和国
,

还有美国
、

伊朗
、

黎巴嫩
、

法国
、

叙利亚和土耳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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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亚美尼亚民族独立运动
,

对散居在其它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是极大鼓舞
。

1 9 3 6年亚美尼亚

加盟共和国成立
,

也 自然给南高加索地区特别是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带

来深远影响
。

纳
—

卡地区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州
,

其中居民的 95 %是亚美尼亚人
。

这一地

区较长时期以来成为民族冲突的热点
。早在 1 7 3 6年

,

波斯国王就承认了纳一卡地区五个亚美尼

亚封建领 主的领地是世袭公国
,

作为波斯国王的附庸
。

以后纳一卡地区又成为沙俄
,

波斯
、

土耳

其三国争夺的焦点¹
。

十月革命后
,

新成立的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曾于19 20年12 月承认 纳一

卡州属于亚美尼亚
。 19 21年 7 月 4 日

,

俄共 (布) 高加索局也决定纳一卡州划归亚美尼亚
,

但仅过了一天
,

又划归阿塞拜疆
。

尽管如此
,

纳一卡州的亚美尼亚人仍怀有强烈的民族情绪
。

同时
,

原亚关尼亚加盟共和

国也对这一敏感地区表现出强烈的关注
。 1 9 7 1年

,

亚美尼亚科学院的 《通报》上发表了两篇

学术论文
,

专题论述了卡拉巴赫的民间创作和苏维埃建设 º
。

这种态度促使纳一卡州的亚 美尼

亚人的民族主义多980 年代更为上升
,

终于导致该州提出要求脱离阿塞拜疆
,

加入亚美尼亚
。

纳一卡州最早提出这种要求是在 19 8 7年秋
,

当时该州亚美尼亚人认为本族人遭歧视而要

求脱离阿塞拜疆
,

加入亚美尼亚
。

正式提出要求则在 19 8 8年
。

这年 2月20 日
,

纳一卡州人民

代表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决议
,

请求将本州划入亚美尼亚
,

这种要求遭到阿塞拜疆拒绝
,

却

得到充满民族主义气氛的亚美尼亚的热烈反响
。

6 月15 日,

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
,

同意接收纳一卡州
。

亚美尼亚的表态如同给纳一卜州的同胞的民族主义火上浇油
,

促使纳一卡

州苏维埃会议再次通过决议
,

脱离阿塞拜疆
,

改名为亚美尼亚阿察赫 自治州
。

这一决定再次

遭到阿塞拜疆拒绝
,

并被苏联最高苏维埃否决
。

但是
,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民族矛盾不但未

得到 解决
,

反而愈演愈烈
,

两国居民都举行了游行示威
,

酿成大规模动乱和流血事件
。

苏联

当局多次派军进入这一地区企图恢复秩序
,

但均无济于事
,

两国的民族矛盾最终变为武装冲

突
。

19 9 1年 8 一 9 月两国独立之后
,

纳一卡局势更加恶化
,

武装冲突日益升级
。

据较近的消

息
,

双方在战斗 中都使用了坦克
、

大炮等重型武器
,

仅1 9 9工年
,

纳一卡地区就 死 亡501 人
。

大量居 民逃离家园
,

仅阿塞拜疆就有难民22 万
,

亚美尼亚也宣布
,

不能再接收来自纳一卡地

区的难民»
。

和平解决南高加索民族冲突的前景显得十分暗淡
。

总之
,

纳一卡争端的产生与亚美尼亚 民族主义有密切联系
。

多少年来受异族统治的亚关

尼亚人中的民族主义在新的国际局势下不断上涨
,

并随着亚美尼亚共和国的独立而更加不可

扼制
。

它发展到极端
,

就导致纳一卡争端这种民族冲突的出现
。

同时还必须注意的是
,

南高

加索的民族冲突已有逐渐国际化的倾向
,

并且极有可能波及到伊朗
、

土耳其等国
。

因此
,

在

处理 同南高加索地区国家的关系时
,

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地区 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
。

( 1 9 9 2年 9 月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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