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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是俄罗斯在历史嬗变中形成的独特思想文化。西化改革

失败后, 俄罗斯国力和国际地位日趋衰弱, 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迅速兴

起, 它压倒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 成为当代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

潮。民族主义在当代俄罗斯包含着各种意识形态的内容,作为一种文化,它对俄罗斯

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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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在俄罗斯独立后社会

转型过程中兴起的。在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思潮

到来之际,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引起了国内外

学者、政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具体实践角度探

讨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概念界定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 E. A. 纳

罗奇尼茨卡娅研究员指出, “在社会生活中很难找

到比民族主义更能引发激烈争论和得到各种截然

不同评价的现象”¹。所以在研究当代俄罗斯民族

主义之前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界定, 以避免使研

究陷入盲目和混乱的境地。

笔者认为,对俄罗斯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的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主要指苏联解体、俄罗斯

独立后,围绕对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忠诚所形成的

政治思潮。它既是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摒弃与排斥,

对传统俄罗斯思想、价值观等文化的再认同;又是

为了摆脱西方国家抑制俄罗斯的困境,以国家权

力为诉求、以重现俄罗斯大国为目标而进行的政

治运动。它与俄罗斯国家利益是相一致的,是俄罗

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

的带有倾向性的思想和行为,是通过国家形式表

现出来的当代民族主义。历史嬗变中的俄罗斯民

族主义先后经历了“第三罗马”观念、斯拉夫主义、

泛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直至今

天的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本文所论述的当代俄

罗斯民族主义主要指上升为国家指导思想(或对

国家指导思想有重要影响)并通过国家形式表现

出来, 对俄罗斯外交有重要影响的俄罗斯当代民

族主义。

二　对国家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

　几种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种类繁多, 但对国家外

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以下几种。

(一)俄罗斯民族社会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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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强调历史和文化传统, 常常把狭义的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与村社集体主义的宗法式价值观、社

会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

完全否定苏维埃历史, 却对俄罗斯帝国的态度比

较宽容, 主张回归俄罗斯文化传统,坚决反对以

“休克疗法”为代表的西式改革路线, 主张建立“大

斯拉夫国”, 谴责原苏联国家歧视、排挤俄罗斯人

的行为。这种民族主义的代表人是索尔仁尼琴, 它

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性质的民族主义。

(二)俄罗斯民族资本主义。该政治思潮承认

接受现代文明、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必要性,不接

受原苏联。该民族主义的拥护者不愿意与共产党

人结盟,不喜欢当今留有很多痕迹的俄罗斯。强调

俄罗斯的全民族利益高于私人和阶级的利益, 要

求放弃“帝国的浪漫主义”, 并承认现有的地缘政治

现实, 宣布技术治国的民族主义和经济上的实用主

义。其代表人是格罗德尼科夫和霍米亚科夫等人。

(三)俄罗斯民族左翼强国主义。该民族主义

的拥护者几乎都是俄罗斯共产党人, 他们认为要

保持俄罗斯国家完整, 重建更新了苏联人民的联

盟,确保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统一,恢复苏联在世界

上的传统利益和地位, 巩固联盟的政治独立和经

济自主,以国家爱国主义和大国思想取代国际主

义原则,主张对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一种典

型的温和的民族强国主义。其代表人是俄共中央

主席久加诺夫。

(四)俄罗斯民族右翼强国主义。这种民族主

义主张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保持“俄罗斯道路”的

独特性。经济上,实行保护性的关税制度和孤立主

义的封闭政策; 军事上, 建立统一强大的军队, 支

持车臣战争,反对裁军, 力主扩军备战,具有极端

民族主义情绪;对外政策上,俄罗斯应与世界大国

划分势力范围,恢复“俄罗斯与其地缘政治使命相

符合的世界超级大国的作用”,不许任何外国以

“保护人权”和“支持改革”为借口, 干涉俄罗斯内

政。对内主张种族主义, 对外主张沙文主义。支持

独联体其他国家境内的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运

动。这是一种典型的极端种族、沙文主义。其代表

人是自由民主党党魁日里诺夫斯基。

(五)俄罗斯民族超意识形态主义。该民族主

义认为,“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

俄罗斯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要它强大、独立、有主

权、繁荣就行。它仅仅围绕“俄罗斯思想”和“大国

地位”开展活动, 是一种典型务实的民族复兴主

义。普京上台执政以来积极实施这种民族主义, 成

为目前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思潮。

三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对俄罗斯外

　　交政策产生影响的具体实践表现

　　俄罗斯外交自国家独立之日起走过了一段曲

折道路, 先后经历了“亲西方外交”和“双头鹰外

交”以及现阶段普京的“务实外交”新时期。在十几

年的时间里,俄外交政策一再发生战略性调整, 其

原因除了苏联解体、俄罗斯政治体制、经济结构、

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文化因素的影响亦不能忽视。

尤其是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 作为政府外

交指导原则的一种意识形态, 它的发展轨迹与俄罗

斯对外政策的形成和逐步修正是一致的,当代俄罗

斯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外交政

策产生深远影响。以下将分阶段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 1991年 12月～1993年 12月

伴随着苏联解体, 苏联共产党土崩瓦解,俄罗

斯从原苏联分离出来, 新俄罗斯建立了资本主义

制度。它完全否定了原苏联世界主义观念,转向了

新的世界主义, 试图以“超民族”的资本主义意识

形态来完成国家现代化。此时,民族主义思想还停

留在精神和文化层面, 处于萌芽状态,对俄罗斯民

族—国家利益的认识比较模糊, 缺乏对国家在整

个世界格局中的准确定位, 其发展战略选择了自

由资本主义和多元主义民主政治模式。由于俄罗

斯领导人具有很强的反共情绪,要求急切地跳跃

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当时的俄罗斯主流意

识形态不是民族主义而是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此

时只能扮演亚意识形态的角色。它与自由主义纠

缠在一起,为建构中的自由主义提供精神支持。就

连一般民众最初都认为,既然苏联解体了,社会主

义倒台了,俄罗斯将合乎逻辑地成为西方文明大

家庭中的一员。因而在外交上,强调西方文明的普

世性,强调俄罗斯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执行

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路线。1991年 12月苏联

解体至 1993年 12月俄自由民主党成为俄议会第

一大党期间, 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对俄罗斯外交

政策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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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93年 12月～1998年 5月

在俄罗斯全盘西化过程中, 西方国家没有给

俄罗斯实质性的经济援助。在现实政治中, 西方列

强更是抱着冷战思维不放, 继续视俄罗斯为心腹

大患,乘着俄罗斯实力衰微的大好时机,向俄罗斯

的传统利益范围甚至独联体乃至俄罗斯腹地大举

扩张。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地缘政治环境不容乐

观。1993年 12月,主张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

党一举成为俄议会第一大党,标志着民族主义思

潮在俄罗斯真正得以复兴。1995年 12月, 在国家

杜马选举中, 主张相对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共产党

胜利地占据了一席。1996年叶利钦的亲信、亲西

方代表、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被解职, 标志着

民族主义在俄罗斯执政集团内的崛起。自此,民族

主义不再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形成了以国家权

力为诉求的广泛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与自由主

义逐渐分离, 成为俄罗斯绝大多数政党和政治组

织普遍认同的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叶利钦总统,

还是久加诺夫,还是其他政治派别,都强调俄罗斯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受到尊重,应该回复强国爱

国主义和健康的民族精神。他们认为,俄罗斯有自

身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文化

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 而且大家都在心灵、意识和

情感上忠于这笔遗产”¹, 反对俄“全盘西化”, 主

张俄应成为世界强国, 并承担“特殊的历史使命”,

即拯救人类特别是西方世界。俄罗斯领导人把民

族主义作为团结和动员国内民众的工具。1992

年,俄罗斯提出了“双头鹰”政策和“全方位”外交,

即俄罗斯外交既要西方,也要兼顾东方。“俄罗斯

对外政策的特点是平衡外交。”º“在国际事务中

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 不该跟在唯一的超级大国

后面、不惜一切地接受我们加入文明世界。”» 对

原苏联势力范围和影响地区从全面收缩,变为有

条件地维护和恢复原苏联昔日“领地”,特别是独

联体地区,开始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该地区

的争夺;在北约东扩的立场上态度强硬,有意识地

与美国拉开距离,放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

承诺;为了维护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不

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 于 1994年 12月发动

了历时两年的第一次车臣战争。1996年,随着北

约加大东扩步伐,普里马科夫出任俄罗斯外交部

长,积极开展了全方位大国外交, 既对着西方, 又

兼顾东方。1997年年底《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

想》的颁布标志着俄罗斯大国安全战略的最终确

立,“借东抗西”、“稳东补西”, 以抗衡北约东扩和

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可见, 1993年 12月俄

自由民主党成为俄议会第一大党至 1998年 5月

俄爆发金融危机期间, 俄罗斯民族主义对本国外

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1998年 5月至九一一事件爆发

1998年 5月,在内外交困中,俄罗斯又遇到

了金融危机,并进而引发俄罗斯独立以来最全面、

最深刻的社会危机。这次危机标志着自由主义的

经济政策及政治体制变革在俄罗斯严重受挫。与

此同时,西方人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在外交上

对其处处遏制, 不仅染指原苏联势力范围的中东

欧地区,而且把独联体也作为其实施地缘战略的

目标。1999年北约东扩进入实质性阶段, 3月 21

日正式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新成员。俄罗斯

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 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

高涨。3月 24日, 北约不顾俄罗斯人的强烈反对,

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俄罗斯的传统盟国南斯拉夫

实施了空中打击。俄罗斯人倍感屈辱,民族主义情

绪达到冷战后的最高点。2000年 1月11日,上台

伊始的代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批准在叶利钦时代

就已经成文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 把重

新恢复与确立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作为其外交政策

的核心, 重新确立了“核威慑”政策在国家安全战

略中的中心地位, 反对美国单极独霸的世界,强调

建立多极世界的必要性和俄罗斯在其中的重要作

用,不再提及和西方国家的所谓“伙伴关系”,猛烈

抨击北约的扩张主义政策, 在车臣问题上表现出

维护国家利益强硬的一面, 在北约东扩问题上说

“不”,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这种强有力的民

族主义姿态对俄罗斯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外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性。1998年 5月俄罗斯爆

发金融危机至九一一事件爆发期间, 俄罗斯民族

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九一一事件爆发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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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定普京在政治上倾向国家主义,在经

济上推行自由主义,在思想和道德上属于保守主

义,在外交政策上实行现实主义。”¹ “在内政与外

交的关系上, 主张内政优先于外交”º。在“革命已

经结束”的口号下, 普京总统开始大力提倡所谓

“务实的爱国主义”», 恢复使用苏联时期的国歌

就是其中一例。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 普京推行

一种“务实的民族主义”路线,即在充分阐述俄罗

斯目前十分困难的国际地位与处境的背景之下,

来推进“大国主义”外交。既具有大国抱负, 又苦于

实力不足;既反对全盘西化,又肯定原苏联所创造

的历史功绩。普京的民族主义倾向比较系统化, 主

张要全面反思西方文明, 强调探索有俄罗斯特色

的发展道路, 在文明模式上与西方拉开距离。抓住

全球反恐契机, 大幅度推行与西方国家全方位外

交关系。九一一事件后,面对美国驻军中亚并加强

对外高加索的渗透,加上日益严重的恐怖活动和

北约新一轮东扩的压力,在俄罗斯积极推动下, 以

反恐为契机, 独联体国家军事安全合作取得了重

大突破。当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缓冲国家”、波罗

的海三国相继加入北约时, 普京表示“理解他们的

选择,同时希望俄罗斯和北约可以求同存异,共同

发展”¼,表现出务实的民族主义姿态。在俄美关

系上, 九一一事件后, 俄罗斯在反恐、阿富汗战争

的问题上同美国合作, 是最早成为美国“反恐战

争”的伙伴之一。它先后放弃了古巴监听站和越南

金兰湾,并把维和部队从波黑科索沃撤回, 在伊拉

克问题和朝核问题上也采用务实立场。

四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对俄

　　罗斯外交政策影响的价值分析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观念形态,同时又是一种

社会运动,它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发挥积极促

进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负面影响,它容易发展成

为民族扩张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

泛民族主义等极端的形态。”½ 苏联解体后, 俄罗

斯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俄罗斯民族国家需

要构建。期间,俄罗斯民族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为俄罗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提供了强大的精神

动力,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维护了民族自尊和独

立,有利于俄罗斯强国地位的恢复;但俄罗斯民族

主义的狭隘性,也制约了俄罗斯对外关系, 不利于

稳定的国际关系的形成。

(一)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对俄罗斯外交

政策的积极影响

1.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利于维护俄罗斯

民族自尊与独立。

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于民族危机之中, 它在

社会转型时期成为团结国民的意识形态,维护民

族自尊和独立, 并为国家政治机制运作提供相应

的理论基础。人们对作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精神支

柱的“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国家”这些概念的认

同,有力地维护了俄罗斯国家的自尊和独立。亨廷

顿认为,“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形成对新的认同

和忠诚的要求, 而这时民族主义就可以成为凝结

政治联盟的水泥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¾强大

的民族情感和坚忍不拔的牺牲精神以及强国思想

能够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 复兴俄罗斯和恢复它

曾有过的辉煌。另外,俄罗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紧密结合,成为强调宪法、稳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

理论基础。在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中强调俄罗斯自

身的利益,强调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外交活动

方向上强调实施平衡的,同时注重东西方的政策。

2.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利于促进世界格

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两极格局瓦解后, 作为冷战时期两极之一的

美国,积极主张建立世界一体化格局。它推进北约

东扩, 利用阿富汗战争契机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

围——中亚地区驻军, 大力消除俄罗斯的国际影

响,夺取它的生存空间,企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

新世界秩序。俄罗斯地缘政治受到了严重威胁, 激

起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一方面,俄罗斯在美

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等

重大问题上, 表明了自立的国际立场, 严厉谴责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罪恶行经;另一方面,在直

接涉及自身利益的北约东扩、美部署“两系统”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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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态度强硬,极力反对美国的单边行动。为此,俄

罗斯极力建立和欧盟(地区)、中国等大国的关系,

在建立多极化世界中斡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了美国的单边主义气焰,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

(二)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对俄罗斯外交

政策的消极影响

“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为基础创立现代国家的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动, 目的在于确定社会各阶

层对民族价值观的普遍认同。”¹当代俄罗斯民族

主义的兴起犹如一把双刃剑,善御之则自强,不善

御之则自毁。俄罗斯民族主义对其外交政策产生

了一些消极影响。

1. 消极种族民族主义导致俄罗斯在全球化

时代被边缘化。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属于整合型民族主义,

对外总是强调文化及种族的优越性, 强调本民族

利益高于其他民族利益。”º 整合型民族主义“在

现实的历史中无一例外地对内镇压, 对外扩张, 追

求霸权主义的帝国”»。加上俄罗斯民族主义与俄

罗斯国家建构、制度变迁、经济转轨相联系, 是西

方压力下的民族情绪的非良性扩散, 因而表现为

封闭性、进攻性和不宽容性等特征。当代俄罗斯民

族主义因其生成的特殊性充满着矛盾,一方面表

达了有别于欧洲国家意识形态的“俄罗斯思想”;

另一方面反映出它独特的大国主义。尤其在处理

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方面, 俄罗斯民族主义需要

独联体地区来满足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需

要它来加强俄罗斯成为大国的资本, 以弥补苏联

解体后俄罗斯人心中的地缘失落感。对独联体国

家,俄罗斯采取支持一方、压制一方的做法干预冲

突,迫使当事国出于稳定国内局势、防止国家分裂

的考虑而接受俄罗斯的要求。在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争夺纳—卡地区的冲突中, 俄罗斯暗中支持

与俄罗斯关系较好、较早加入独联体和独联体集

体安全条约的亚美尼亚, 使阿塞拜疆在军事上陷

入被动,不得不接受俄罗斯的要求,加入独联体和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俄罗斯抓住对格鲁吉亚政

府极为敏感的阿布哈兹热点问题, 左右格鲁吉亚

国内局势,直至支持阿布哈兹分离主义武装攻占

阿布哈兹全境,最终迫使格鲁吉亚倒向俄罗斯, 与

俄罗斯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并加入了独联体和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在摩尔多瓦与德涅斯特河

沿岸共和国的冲突中, 俄罗斯驻摩尔多瓦第十四

集团军袒护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 使其成为“国

中之国”,迫使摩尔多瓦软化立场,接受停火,加入

独联体。俄罗斯民族主义中非理性的成分或者将

俄罗斯引向孤立主义而拒绝参考世界先进经验和

过分保护民族文化中需要变革的成分,导致俄罗

斯在全球化时代被边缘化; 或者走向扩张主义以

转移民众对国内的不满,导致世界局势紧张。

2.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影响俄罗斯

与独联体、东欧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崛起使东欧国家对俄

罗斯的戒心增强, 要求加入北约的心情更加迫切。

波罗的海三国已开始改用西方的武器装备, 并决

定采取一体化的防务政策, 一致对付可能出现的

俄罗斯威胁; 特别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

崛起,虽然它不是主流的俄罗斯思想,但也会极大

地刺激境外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 导致原苏联各

加盟共和国内 2 500万俄罗斯人与当地居民矛盾

激化,甚至有可能引发新的地区矛盾。此外,极端

民族势力的政策主张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 如

俄外交政策向民族主义靠拢,势必增加与西方的

摩擦和碰撞,使俄罗斯在复兴中处于不利地位。

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

益提升, 俄极端的民族主义逐渐衰退,温和、理性

和务实的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由于俄罗斯是

一个有着深厚民族主义传统的国家, 该国的民族

主义与俄罗斯“第三罗马”传统观念——历史使命

感、现代斯拉夫主义、新欧亚主义等外交思想紧密

相连,所以它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必然产生影响。

进入 21 世纪以来, 西方仍然对俄罗斯采取了遏

制、打压与拉拢、安抚相结合的策略, 东欧国家纷

纷加入北约,独联体某些国家爆发了“颜色革命”,

脱离俄罗斯的倾向十分突出。为了维护俄罗斯国

家的利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必然做出反应。这种

反应是一种理性的应对, 充分体现了它与相关国

家之间的博弈关系。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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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Zhen & Song Jianzhang　Nationalism is a unique ideolog ical culture formed in the histori-

cal change o f Russia. A fter the f iasco of Western- oriented r eform , Russian nat ional st reng th and in-

ternat ional status declined w ith each po ssing day. T he rapid rise of nat ionalism w ith purusing state in-

terests as the core became the most inf luential po litical t rend of thought in contempo rary Russia,

overw helming all other ideolo gies including liberalism .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Russia contains

all ideo lgocial contents. A s a cultur e, it has engendered major impact o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

Pang Dapeng　As far as Russia is concer ned, Chechen is no t only a har d nut to crack in domest ic

affairs; it is also a matter that seriously affected its relat ions w ith the US- led Western pow ers. T he

US r est raint on Russian government Chechen po licy and the US suppo rt and bias for Chechen cession-

ist forces agg ravatd the diff icult ies in tackl ing the Chechen issue. Point ing out the or ig in of the

Chechen issue, the art icle analyzes the fo rm o f U S interference in Chechen and the react ions o f Russi-

a. It further expounds the pol it ical concepts of Russia and the U nited States on Chechen. T he U nited

States is wo rrried that the increased militarist tendency o f the Russian government over Chechen

w ould intenify the aristocrat ic nature of the whole regime and fur ther lead to the restor at ion of the im-

perial tendency over CIS mat ters. According to the autho r, Chechen is of an overall, but not radical,

inf luence to the Russia- US relat ions.

Zeng Xianghong & Yang Shu　Observing the st ructural factors of the “color rev olution”in Geor-

gia, Ukraine and Kyrghy zstan f rom the social movement angle, the art icle incorporates them into the

macro and m icro levels that led to the outbreak o f the “co lor revolut ion.”At the macro lev el , it

adopts the st ructural analy sis approach in observ ing the state and social st ructures o f these countries.

At the m icro lev el , how ever , it adopts the mode o f polit ical opportunity str ucture in the theo ry o f po-

litical process, r ef ining it into the four facto rs form ing the po litical opportunity st ructur e o f the “color

revolut ion,”namely, the channel of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 ions'part iciation in the state polit ical

act ivit ies, the traditional po litical ecolog y of these countries, the mobilization tact ics o f the social

movement par ticipants and the r 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s to the “colo r rev olution, ”and the inter-

ference of outside fo rces.

Hu Shangzhe & Gao Yongjiu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 iet U nion, Centr al Asia and Tr an-

scaucasia w ere cove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their g eopo litical st rateg ic impo rtance and

geoeconom ic and geopolitcal v alue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nd mo 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ate

st rategy U S for ces made all- direct ional penet rat ion into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With the con-

stant changes of the polit ical, econom ic and security situat ion in the geopolit ical space w ith Central A-

sia and T ranscaucasia as the center , the U nited States has made three obv ious r eadjustments in Cen-

tr al Asia and T ranscaucasia, each adding some geopolit ical w eight . At present a US- led geopolit ical

pluralized situation is taking shape in Central Asia and T ranscaucasia, but the US- Russian military

confrontation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ut - thr oat scramble fo r T ranscaucasia will inevitably w orse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reg ion; peace and stability w ill face st ill g reat uncertain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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