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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高加索是大众熟知的地理概念ꎬ 但高加索山脉作为地理分界

的属性却难以聚合被称为 “高加索地区” 的明确地域范围ꎮ 在涉及高加索地区

的学理性研究中ꎬ 由于研究视角和目的的区别ꎬ 其地域划定存在多种版本ꎬ 其困

难在于高加索自身就附带有 “边界” 的涵义ꎮ 对高加索地区的关注、 资料收集

整理和系统研究ꎬ 因地区的 “边界” 属性而生发出独特的问题和议题ꎬ 与此同

时也面临不少基于在地化因素的现实困境ꎮ 俄国是近代以来与高加索存在深度接

触的国家ꎬ 在高加索研究方面具有厚实的资料和学理积淀ꎬ 因而对其加以梳理是

贯通学术研究脉络的必要工作ꎮ 从 １８ 世纪后期至当前阶段ꎬ 高加索与俄国的接

触和结合存在不同版本ꎬ 但俄国中心地带对于高加索作为 “边界” 的意识和所

赋予的战略意义未发生改变ꎮ 基于俄国关于高加索稳定的战略定位ꎬ 涉及高加索

研究的内容也清晰体现出独特的 “边界” 性ꎮ 在当前区域国别研究迅速发展的

背景下ꎬ 高加索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ꎬ 其原因之一也正在于它是体现 “边

界” 属性的特别案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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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是广大欧亚空间的一个特别的地理单元ꎮ 谈及高加索ꎬ 首先对应的概

念应是以 “高加索” 命名的山脉系统和毗邻地区: 横亘在黑海 (西) 和里海

(东) 之间的高加索山脉ꎬ 作为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自然屏障ꎬ 成为周边地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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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地理因素ꎮ 高加索的称呼ꎬ 最初来自于古希腊地理和历史学家ꎬ 他们称高

加索为 “ Ｋａｕｋａｓｏｓ”①ꎮ 不论是拉丁化的 “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ꎬ 还是俄语中所使用的

“Кавказ”ꎬ 它们都来自相同的词源ꎮ
１９ 世纪是俄国力量真正进入高加索地域的开端ꎮ 在长达近半个多世纪的高

加索战争②中ꎬ 俄国出现了以军政目的搜集并整理高加索地域各类信息的早期研

究ꎬ 其直接且急迫的目的在于服务帝国的扩张战略ꎮ 在高加索被纳入帝国之后的

阶段ꎬ 俄国知识界也表现出对高加索的浓厚兴趣ꎬ 并在多个维度开始产出基于信

息整理的成果ꎮ 例如在 １９ 世纪初ꎬ 俄国科学家开始在北高加索地区进行现代地

图研究ꎮ １９ 世纪中后期ꎬ 相继出现了中等和大比例尺的高加索地图ꎬ 并开始对

高加索山脉峰顶海拔开展科研调查③ꎮ 进入 ２０ 世纪ꎬ 对高加索大部分地区的调查

研究都是由苏联研究人员进行的④ꎮ 后苏联时代ꎬ 高加索与俄罗斯的关系转变

注定了科研关注角度及内容的再次更新ꎮ 因此ꎬ 高加索研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

浓重的俄国元素ꎮ
基于近代以来俄国与高加索的特殊联系以及因扩张、 统治及相关调查研究所

积累的信息和知识ꎬ 俄国语境中的高加索研究是特别值得关注和借鉴的ꎮ 虽然俄

语中 “Кавказ” 的词源来自时间更为久远的古希腊时期ꎬ 但在当代语境中ꎬ 俄国

的成分则与 “Ｋａｖｋａｚ” 的概念绑定更为紧密ꎮ 在某些特别的情境下ꎬ 拉丁化的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甚至也会让位于属于俄语的命名方式ꎬ 而这种情况也是被专业研究

者所接受的ꎮ 高加索学 (Кавказоведение)⑤ 及高加索研究者 (кавказовед) 也

是由 “高加索” 一词派生ꎬ 从另外一个侧面呈现出高加索之于俄国的认知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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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ａｎｅ Ｗ Ｒｏｌ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ｔｒａｂｏ: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ꎬ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ｔ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２０

１９ 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北高加索山地民族的界限ꎬ 最终的结果标志着俄国对高加
索的全面征服ꎮ 可参见: Блиев М М ꎬ Дегоев В В Кавказская война: １８１７ －１８６４ гг М : ТОО “Росет”ꎬ
１９９４ꎻ Мусульмане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Обычайꎬ правоꎬ насилие: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права
Нагорного Дагестана / В О Бобровников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ꎬ ２００２ꎻ Первая Кавказская войнаꎬ １８１７ －
１８６４ гг :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в ３ кн / Магомед Гасаналиев ２ － е изд Махачкала:
б и ꎬ ２０１１ꎻ Ｍｏｓｈｅ Ｇａｍｍｅｒꎬ Ｍｕｓｌｉｍ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ｓａｒ: Ｓｈａｍ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Ｃｈｅｃｈｎｉａ ａｎｄ Ｄａｇｈｅｓｔａ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ｓｓꎬ １９９４

例如: Карта из учебного атласа по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ꎬ составленного и изданного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Е Замысловского в １８６９ году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ｃｏｍ / ｐｌａｃｅ /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 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ｆ４７８６６
“高加索学” 起初的内容在于语言ꎬ 后来出现更多的研究方向ꎮ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ｇｅｎｃ ｒｕ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ｔｅｘｔ / ２０３１４８８ꎻ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кавказоведение: Справ персоналий / Северо －Кавказ
науч центр высш шк ꎬ науч － исслед ин － т Кавказа Северо － Кавказ акад гос службы ꎻ Сост : В В
Черноусꎬ И Е Романова ２ изд ꎬ испр и доп Ростов － н / Д: Изд － во СКАГСꎬ １９９９ С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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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 从俄苏研究到或许更为全面概括的欧亚研究ꎬ 再具体到时下常被使用的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ꎬ 它们的时空侧重存在一定区别ꎮ 高加索是重要的地理

区域概念ꎬ 近代以来一直作为 “边界” 释放独特意涵ꎮ 高加索研究是否可以被

视为欧亚次区域研究的重要分支ꎬ 从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俄国学术史中寻找答案

是必要的ꎮ

一　 １８ ~ １９ 世纪俄国南部边界的变动与高加索情节

谈到俄国全面征服高加索ꎬ 这一历史过程通常被认为发生在 １９ 世纪初并延

续至中期ꎮ 从 １７９６ 年俄罗斯帝国出版的地图还未扩展至北高加索山民的聚集区

域ꎬ 到 １８６４ 年高加索战争结束标志着俄国对高加索的绝对控制ꎬ 半个多世纪的

时间见证了无数帝国征服与扩张的故事细节ꎮ 从俄国的视角来看ꎬ 征服与扩张标

志着俄国研究高加索议题的开端ꎬ 连年征战、 联络交往以及探险考察也奠定了俄

国高加索研究的基础ꎮ
从时间线来看ꎬ 俄国军队早在 １８ 世纪后期的俄土战争中穿越了高加索山脉ꎬ

与位于高加索南部的西格鲁吉亚王国产生碰撞ꎬ 并主要针对奥斯曼土耳其人展开

西线作战①ꎮ 之后便是 １７８３ 年订立的 «格奥尔基耶夫斯克条约»ꎬ 东格鲁吉亚王

国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保护国ꎮ １８０１ 年 １ 月ꎬ 俄皇保罗废除 «格奥尔基耶夫斯克

条约»ꎬ 签署了将东格鲁吉亚王国并入俄罗斯帝国的法令②ꎬ 结束了巴格拉季昂

王朝 (Ｂａｇｒａｔｉｏｎ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的千年统治③ꎬ 这一事件也正式标志着俄国征服高加索

的开始ꎮ 继保罗之后ꎬ 亚历山大一世在同年 ９ 月签署法令ꎬ 宣布建立格鲁吉亚省并

对其进行管理④ꎮ
俄国力量在格鲁吉亚东部的不断推进ꎬ 引起了波斯方面的不满ꎬ 并逐渐形成

高加索东南方向的激烈对抗ꎮ 在这一阶段ꎬ 俄国与波斯的战争从 １８０４ 年持续至

１８１３ 年签订 «古利斯坦条约»ꎬ 以俄国的胜利告终ꎮ 与此同时ꎬ 在西部方向以及

南部方向多线作战的俄国也开始了长时间的高加索战争ꎬ 由彼得堡任命的高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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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学者认为俄国对高加索的征服始于 １８ 世纪末期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ꎬ 见 Ｇａｒｍｍｅｒ Ｍ ꎬ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１２ꎬ № ２ꎬ ｐ １２１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ꎬ с １６４９ года СПб ꎬ １８３０ Т ２６ № １９７２１ С ５０２ －５０３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ｅ Ｗａａｌ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３９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ꎬ с １６４９ года СПб ꎬ １８３０ Т ２６ № ２０００７ С ７８１ －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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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成为战时执行国家政令的地区统领ꎮ 在重点围绕北高加索的征战过程中ꎬ
叶尔莫洛夫 ( А П Ермолов )、 帕 斯 科 维 奇 ( И Ф Паскевич )、 冯  罗 森

(Г В Розен) 以及戈洛温① (Е А Головин) 等人也是俄国认知高加索当地情况

的主导者ꎬ 甚至其中还有将纪录在南境的见闻作为个人生活习惯的案例②ꎮ 直至

１８４４ 年俄国设立高加索总督区 (Кавказское наместничество)ꎬ 军政融合及更体

现管理考量的设置使俄国对高加索的统治进入了新阶段ꎮ １９ 世纪中后期ꎬ 通过

军事行动的积累和俄国人的深入探索ꎬ 围绕高加索的各类介绍不断呈现ꎮ
从征服的地域来看ꎬ 高加索在 １９ 世纪之前位于俄国的边疆之外ꎮ 尽管更早

时俄国与高加索存在联系ꎬ 并且自伊凡四世时期就对高加索提出声索ꎬ 但到 １８
世纪彼得大帝时期设置的 “高加索防线” (Кавказская кордонная линия)③ 以及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延续ꎬ 还是验证了高加索是边疆之外的地域ꎮ １８ 世纪之

后ꎬ 俄国南部及高加索方向的防御工事线 (Российские укреплённые линии)④

随战事和征服不断发生改变ꎮ 具体来看ꎬ 俄国在彼得时期的南部疆域范围主要沿

别尔哥罗德、 沃罗涅日一直到乌里扬诺夫斯克一线ꎬ 距离高加索地域还相对较

远ꎻ 从顿河及伏尔加河全流域范围来看ꎬ 俄国的边界以及防御线很重要的考量是

南部的游牧民族⑤ꎮ 当边境进一步扩展到草原地带ꎬ 曾连接两条大河并分割俄南

部及库班草原的察里津防线 (Царицынская сторожевая линия)⑥ 已处于最新

“前线” 的后方ꎮ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ꎬ 俄国的南部边疆⑦已与北高加索地域重叠ꎮ 以第五次

俄土战争后签订的 «库楚克 － 开纳吉条约» 为标志ꎬ 俄国在南部扩展的范围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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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черк положения военных дел на Кавказе с начала １８３８ по конец １８４２ года (Запискаꎬ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Головиным и напечатанная в １８４６ году в Ригеꎬ в самом ограниченном числе экземпляров) / / АКАК Т ＩＸ

Ермолов А П Кавказские письма １８１６ －１８６０ / Сост Г Г Лисицынаꎻ отв ред Я А Гордин СПб :
Звездаꎬ ２０１４

在英文文献中被称作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ｉｎｅ” 或是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ｌｉｎｅ”ꎬ 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Ｂａｒｒｅｔｔꎬ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ꎬ Ｓｌａｖ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１９９５ № ３

关于俄国在 １６ ~ １９ 世纪建立的防线 (Пограничные укреплённые линии) 的百科定义及地图资料
可参见: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 １６ т Т １０ М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ꎬ １９６８ Ｃ ２３４ － ２３６ 另可参见 Аваков П А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оенных укреплений
на южных рубежах России в １７０２ － １７１１ годах / /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ꎬ ２０１１ꎬ № ２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 Ｄｒｏｎｏｖꎬ “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ｏｕｔｈ’ (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Ａｌｌ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Ｒｏｓｔｏｖ － ｏｎ － Ｄｏｎꎬ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
２７ꎬ ２０１４)”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ｅ: Журнал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ꎬ ２０１７ꎬ Ｖｏｌ １ꎬ № １

察里津防线建设于 １８ 世纪上半叶ꎬ 防线堡垒及工事连接顿河和伏尔加河ꎬ 修建的目的主要是防御
俄南部地区边界之外的游牧民族ꎮ

此处重点考察和关注的是俄国边疆在高加索方向的推进ꎬ 乌克兰方向的情况变化未予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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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从黑海到里海沿岸地区ꎬ 而其中在地峡上以顿河及伏尔加河为坐标的防御线更

是体现出显著的南向纵深特点ꎮ 从莫兹多克要塞 (Моздок) 到圣德米特里要塞

(Крепость Святого Дмитрия Ростовскогоꎬ 现顿河畔罗斯托夫) 并延伸至亚速

海ꎬ 由东向西勾勒出帝国最新的势力范围ꎮ 在这一时期ꎬ 修建连接莫兹多克与梯

弗里斯的军用道路ꎬ 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南端的军事防御工事的组成部分ꎮ 同时在

俄国南部草原与高加索山地的过渡地带ꎬ 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修建 “库班线”①

(Кубанская пограничная линия) 以及作为防御工事又串联起哥萨克村庄的 “旧
线”② (Старая линия)ꎮ １８ 世纪末ꎬ “黑海防线”③ (Черноморская кордонная
линия) 成为俄国军队以及哥萨克军人用于监视和防范山民活动的重要战略设

置ꎬ 也作为俄国的边境设置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ꎮ 相比之前在俄南部以及草原

地带建立的 “防线”ꎬ 以堡垒工事串联起的俄国 “前线” 已经南下至库班河及捷

列克河流域ꎬ 即到达了大高加索山脉北麓地带ꎮ
在 １８ 世纪后半叶ꎬ 从俄国南部草原到北高加索产生了诸多以前线防御工事

为雏形、 后发展为居民点乃至城市的案例ꎬ 其中还有不少至今仍作为俄罗斯南部

重要城市发挥作用ꎮ 例如上文提到的圣德米特里要塞ꎬ 曾是 １８ 世纪中期俄罗斯

南部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事之一ꎬ 修建的主要目的是保护顿河下游免受土耳其及克

里米亚鞑靼人的侵扰ꎮ 但这座堡垒并未在当时发挥防御功能ꎬ 周边逐渐发展起来

的城市建筑、 农场和村庄却使其成了重要的区域性城市ꎮ 至 １８ 世纪末ꎬ 堡垒的

功能被位于更南方的前线取代ꎬ 而堡垒也逐渐融入了城市建筑群ꎮ 相较而言ꎬ 几

乎同时期修建的莫兹多克要塞ꎬ 其地理位置以及联通属性更加深入高加索地域ꎮ
或许除要塞本身已位于山民聚集地之外ꎬ 建立从要塞到高加索山南麓格鲁吉亚的

道路更加彰显其重要意义ꎬ 这些事实便是对修建该要塞作为 “征服高加索基

７７

①

②

③

Виноградов Б В Боевой ранжир казаков Кубанской Линии в нач ＸＩＸ в / / Из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линейного казачества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Армавирꎬ ２０００ꎻ Скиба К В Кубанская линия в воен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ях １８０１ － １８３５ гг : Дисс к и н Армавирꎬ ２００４

Масленников А Г История создания Старой линии и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создания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линейного казачьего войска / / Российское казач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ꎬ проблемы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заочной научно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Краснодар: Традицияꎬ
２０１２ С １８３ － １８６

Кондунов В С Черномория и правый фланг Кавказской линии в орбите военно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Кавказе Е А Головина (１８３８ － １８４２ гг )ꎬ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 социольно －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ысль ２０１６ꎬ Том ８ꎬ № ３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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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① 的回应ꎮ 莫兹多克要塞同时在不同方向作为连接防线和工事的堡垒ꎬ 成为

俄国在 １９ 世纪深入山地及南麓的重要高加索节点ꎮ 最初同样是作为要塞修建的

弗拉季高加索ꎬ 其命名正体现了当时俄国的征服心态ꎮ 它确保与高加索南部地域

的联络ꎬ 也为俄国下一阶段的扩张及最终征服高加索埋下伏笔ꎮ
俄国征服高加索之后ꎬ 这里便成为了新的帝国边疆ꎮ 而在俄国人到来之前ꎬ

高加索因其自然地理特点以及周边民族势力范围划分ꎬ 就已成为多个政权可辐射

到的边疆地带②ꎮ 高加索战争结束时ꎬ 之前提到的诸多防御线设置和管理逐渐失

去作用ꎬ 不再发挥边境的功能ꎮ 俄罗斯帝国在历史上处于最南端的边界得以确

立③ꎮ １９ 世纪后半叶俄国的范围已经超出了所谓 “自然” 边界的高加索山脉ꎬ 但

并没有 “越过” 作为文明分界线的高加索地域ꎮ 从最初修筑堡垒、 建设防御线ꎬ
转移居民形成具备规模的定居点ꎬ 到具备多样功能的地区中心ꎬ 俄国在高加索所

进行的管理活动随南向征服行动不断延展④ꎮ 在 １９ 世纪中ꎬ 俄罗斯帝国恢复了在

高加索地区设置总督辖区建制的管理模式ꎬ 对高加索战争早期的军事化管理进行

调整ꎮ 具体来说ꎬ 高加索总督辖区属于俄罗斯帝国行政管理体制下的特殊设置ꎬ
俄皇任命的总督除履行相应行政权力ꎬ 还担任高加索独立军团的总司令⑤ꎮ 俄国

中央还相继出台了关于总督区管理的规定ꎬ 例如设立 “高加索委员会”
(Кавказский комитет) 再次突出了不同于俄国其他地方管理的特点⑥ꎮ

１８ 世纪后期至 １９ 世纪是俄国历史边疆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之一ꎬ 原本作为

域外的高加索逐渐成为帝国的边疆ꎬ 至今仍未发生变化ꎮ 通过 «古利斯坦条约»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Василий Поттоꎬ Кавказская война Том １ От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Ермолова М :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ꎬ
２００６ г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Ｐｕｂｂｌｉｃｉꎬ Ｍｏｎｇｏｌ Ｃａｕｃａｓｉａ: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ꎬ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ꎬ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ｕｒａｓｉａ (１２０４ － １２９５)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ꎬ ２０２２

基于 １８６６ 年的情况ꎬ 俄罗斯帝国位于最南端的地方行政单位是高加索总督辖区ꎬ 这条南部边界大
致与现代南高加索三国同伊朗、 土耳其的边界一致ꎮ 陆路边界根据 «土库曼恰伊条约» (１８２８) 和 «亚德
里亚堡和约» (１８２９) 予以规定ꎮ 由于 １９ 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对俄土战争的介入并积极干预俄国继续向南
部扩张的趋势ꎬ 因此俄国南部边界特别是黑海方向的边境根据 «巴黎和平条约» (１８５６)、 «伦敦公约»
(１８７１)、 «柏林条约» (１８７８) 予以规定ꎮ 当 １９ 世纪后半叶俄国推进在中亚地区的扩张ꎬ 帝国在欧亚大陆
上的极南边界不再是南高加索ꎮ 当代高加索三国及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地图见美国国会图书馆版本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 (１９９４)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Ｍａｐ]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ｏｃ ｇｏｖ / ｉｔｅｍ / ９４６８６４０５ /

关于俄国在 １９ 世纪之前的扩张历史可参见: Ｋｈｏｄａｒｋｏｖｓｋｙ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Ｓｔｅｐｐ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ꎬ １５００ － １８００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ꎬ Ｉｎｄ :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

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于１８４４ 年１２ 月２４ 日签订的法令ꎮ 参见 РГВИАꎬ ф １６９ꎬ оп １ꎬ д １ꎬ л １８ об
Блиев З М Кавказское наместничество в середине ⅩⅨ век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Приложение ２００３ № ９ С ３９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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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后的 «土库曼恰伊条约»ꎬ 俄国势力征服了位于更南端的南高加索地区ꎮ 在

这一阶段发生的俄土战争以及高加索战争ꎬ 是俄国历史中涉及高加索片段的较早

章节ꎮ 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环黑海地区进行了多轮较量ꎬ 在高加索部分俄国逐渐

获得主动ꎮ 例如 １７９１ 年签订的 «雅西和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Ｊａｓｓｙ) 加强了俄国在高加

索的政治影响ꎬ 确定以库班河为新国界ꎻ 在南高加索ꎬ 土耳其放弃了对格鲁吉亚

的主张ꎬ 并承诺不对格鲁吉亚土地采取任何敌对行动ꎮ 为了获取北高加索地域ꎬ
俄罗斯帝国进行了长年战争ꎬ 参战人员及具备特殊任务的俄方部门来到了高加索

当地ꎬ 在服务政治和军事目的的信息搜集外ꎬ 也实质上推动了俄国人对高加索地

区开始进行系统和专业化的研究ꎮ

二　 俄国高加索研究的开端: 带有军政目的早期探索

基于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ꎬ 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的开拓ꎬ 俄国对高加索的研究

具有他者难以比拟的优势和成果积累ꎮ 俄国人认为ꎬ 鉴于历史上特穆托罗坎公国

(Тмуторока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① 的存续ꎬ 北高加索地区首次进入了俄国人的视

野ꎮ 在俄国的编年史中ꎬ １０ ~ １２ 世纪的内容中出现有关特穆托罗坎公的记载②ꎮ
事实上ꎬ 如此说法距离俄国势力真正到达高加索、 开始进行深入勘探了解乃至研

究还要经历较长的时间ꎮ 在 １８ 世纪之前ꎬ 高加索元素在俄国公文、 文献等载体

上的出现ꎬ 主要是涉及俄国中央与一些游牧民族的交往故事ꎬ 还难以被视为俄国

涉及高加索研究的开端ꎮ 直到 １８ 世纪之后ꎬ 俄国势力以及边疆范围更为靠近高

加索地区ꎬ 情势的改变推动了更为系统和科学化的研究ꎮ
本文主要讨论带有在地化特点的研究工作和分析ꎬ 关于俄国在同时期实行的

军政管理及政策分析仅作为背景ꎬ 并不是侧重点③ꎮ 但与此同时ꎬ 基于亲历者本

人的兴趣及资料整理则同样也对俄国的高加索研究发挥了重要奠基作用ꎮ 以下将

９７

①

②

③

Тмутарака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ꎬ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ｇｅｎｃ ｒｕ /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ｔｅｘｔ / ４１９４４８８

Ｄｉｍｎｉｋꎬ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ｉｅｖａｎ Ｒｕｓ’ꎬ ｔｈｅ Ｂｕｌｇ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ｌａｖｓꎬ Ｃ １０２０ － Ｃ １２００ ”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 ｐｐ ２５４ － ７６

关于 １８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俄国在高加索的管理活动细节ꎬ 可参见基于档案资料分析的研究成果ꎮ
Глашева З Ж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на Кавказе в конце ＸＶＩＩＩ
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２０１９ꎬ Том １１ꎬ № ３ꎬ ｐｐ ２１６ － ２３０ ꎻ Урушадзе А
Кавказ в конце ＸＩＸ － начале ＸＸ в : пробл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на южной окраин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Ｑｕａｅｓｔｉｏ Ｒｏｓｓｉｃａꎬ ２０１５ꎬ Ｎ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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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案例整理呈现俄国在 １９ 世纪对高加索实行军政管理时期的成果积累和研究

特点ꎮ
１９ 世纪初ꎬ 西线战场再次将俄国带到了新的转折点ꎬ 在频繁的军事行动中

涌现出一批与历史相互成就的军事指挥官ꎬ 其中叶尔莫洛夫的事迹被后代传诵ꎮ
在 １８１５ 年 «巴黎和约» 签订之后ꎬ 叶尔莫洛夫的服役生涯转至帝国边疆的另一

战场: 高加索ꎮ 在负责高加索事务和任职高加索独立军团总司令的同时ꎬ 他还被

任命为俄国驻波斯特命全权大使ꎮ 叶尔莫洛夫主政高加索边疆时期ꎬ 除在与山

民、 波斯利益的对垒中全力维护俄国的利益外ꎬ 还积极推进军民融合ꎬ 改善当地

设施以促进俄国人前来定居ꎮ 而因为其强硬风格ꎬ 被冠以 “高加索执政官” 称

呼的叶尔莫洛夫所获得的评价存在差异ꎮ 通过 «叶尔莫洛夫笔记»①ꎬ 读者能够

了解俄国军官视角中的东欧及高加索边疆的细节ꎬ 另外这些有关俄国在高加索征

战的历史总结也从另一层面体现了当时的高加索研究水准ꎮ
尼古拉穆拉维约夫 －卡尔斯基 (Николай Муравьёв － Карский) 在 １８５４ ~

１８５６ 年间担任高加索总督ꎬ 在叶尔莫洛夫时期他们曾经共事ꎮ 除其在高加索作

为俄国军事指挥官的身份外ꎬ 穆拉维约夫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旅行者ꎬ 特别是将

自己在帝国边疆的行走见闻汇集成册并最终出版ꎬ 反映出身临其境的俄国人看待

高加索的第一视角ꎮ 事实上ꎬ 他早期在高加索的工作生活ꎬ 便已展现出探索热

情ꎮ １８１９ 年ꎬ 在结束波斯的任务后ꎬ 穆拉维约夫准备并实施了对里海和希瓦地

区的探险活动ꎬ 具体任务是: 叶尔莫洛夫总司令希望通过向里海东岸派出一支探

险队ꎬ 以说服居住在那里的土库曼人与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ꎮ 总司令打算在海岸

上建立码头ꎬ 俄国商船可以在那里安全停泊并储存货物ꎬ 并且以此为目的建造一

个小堡垒②ꎮ １８２２ 年ꎬ 根据前往希瓦的探险情况和行程见闻ꎬ 穆拉维约夫在莫斯

科出版了两卷本旅行笔记ꎬ 内容包括相关地区的政治、 经济、 地理、 民族和军事

等③ꎮ 类似这样的案例ꎬ 在 １９ 世纪俄国探索古罗斯 “边界” 之外的地域内数不

胜数ꎬ 但从目的和内容来看ꎬ 殖民视角和思维正在帝国的战略中迅速成长ꎬ 这些

０８

①

②

③

Записки Алексея Петровича Ермолова: С прил Ч １ － ２ Москва: изд Н П Ермоловаꎬ １８６５ －
１８６８ ２ т

Муравьев － Карсский Н Н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１８１６ － １８２０  Москва: Кучково полеꎬ ２０１６
Ｃ ３３７ － ３３８

参见: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уркмению и Хиву в １８１９ и １８２０ годахꎬ гварде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капитана Николая Муравьеваꎬ посланного в сии страны дл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 М : типография Августа
Семенаꎬ １８２２ 另外ꎬ 相关及更多内容可以根据穆拉维约夫在 １９ 世纪上半叶书写的 “私人笔记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整理出的多卷本文献找到更多线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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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信息也奠定并服务于圣彼得堡的政治和军事目的ꎮ
俄国派往高加索的军政首领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直接与同时代的大背景契合ꎬ

也的确是 １８ 世纪俄国历史中高加索篇章的主要内容ꎮ 作为高加索的军政首领ꎬ
帝国核心给予的任务及管理者的个人风格ꎬ 都毫无疑问地塑造了俄国对于南部边

疆的最初直观性认识ꎮ 除具有冒险精神且善于纪录高加索 “田野” 见闻的穆拉

维约夫外ꎬ 还需要提到军政权力和个人风格结合的另外案例: 奥尔贝利亚尼

(Орбелиани Г И )ꎮ 相比其他高加索总督ꎬ 奥尔贝利亚尼关于统领和管理高加

索的分量并不显著ꎬ 而他的特殊之处在于格鲁吉亚背景及军事生涯之外的生活侧

面ꎮ 出身贵族的他参与了俄国与波斯、 奥斯曼的战争ꎬ 见证了 １９ 世纪上半叶俄

国在高加索山以南地区主导权的建立ꎮ 经过数十年的高加索战争ꎬ 直到他晋升至

高加索地区最高统帅ꎬ 其一生都是在服务于彼得堡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扩展ꎮ 而

除其军政官职之外ꎬ 文学创作及翻译作品也成为体现其个人风格和被后人铭记的

特别之处ꎮ 他的诗歌往往表现出对格鲁吉亚英雄历史的自豪感ꎬ 也蕴含着对国家

失去荣耀的沉思①ꎮ ２００４ 年被确认为当代格鲁吉亚现行国歌的 «自由»ꎬ 正是引

用了奥尔贝利亚尼创作的诗歌节选ꎮ 其特殊的身份和背景特点ꎬ 着实是政治及文

化方面的突出例证ꎮ
１８６２ 年末ꎬ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被任命为 “皇帝陛下的高加索总

督和高加索军队指挥官”②ꎮ 从身份来说ꎬ 任命皇室大公掌管高加索地区在俄国

历史上是首创也是唯一一次ꎬ 可以看出亚历山大二世的特别考量ꎮ 从背景来看ꎬ
米哈伊尔大公在俄国南部服役的经历也的确验证了如此安排的背后逻辑ꎮ 再如从

其军政管理对高加索引导的角度来看ꎬ 米哈伊尔大公作出了相当贡献ꎮ １８６４ 年

初ꎬ 高加索考古学委员会 (Кавказская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正式成立ꎬ
其工作是收集和整理作为可靠信息来源的档案③ꎮ 时值高加索战争结束ꎬ 米哈伊

尔大公指示各军事单位: “为后代保存一份尽可能完整和详细的资料ꎬ 说明在与

１８

①

②

③

“Ｇｅｏｒｇｉ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 . Ａｌｅｘ Ｐｒｅｍｉｎｇｅｒꎬ ａｎｄ Ｔ Ｖ Ｆ Ｂｒｏｇａ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ｓ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４５９ － ４６１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манов) 是俄国皇帝尼古拉
一世的幼子ꎮ 在文中谈到职位的俄语表述为: наместник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 Кавказе и
командующим Кавказской армиейꎬ １８６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被任命为高加索军队总司
令ꎬ １８６５ 年成为高加索军区部队的指挥官ꎮ

ЦИАГꎬ ф ４１６ꎬ оп １ꎬ д ５３ꎬ л ３２ 参见: Максимчик А Н ꎬ Манышев С Б “Собрать из
архивов главнейшие акты и сведения” ( Кавказская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и архивное дело на
Кавказе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ＸＩＸ в ) / / Новое прошлое ２０２０ꎬ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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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民不间断的 ６０ 年战争中ꎬ 军队各部以及个人取得的战绩ꎮ”①这一要求得到了

军队上下的响应ꎬ 地方档案的系统化工作及关于俄国在高加索建立统治的历史编

纂开始推进②ꎮ 通过集合在高加索生活的历史及关于军事行动档案资料ꎬ 甚至还

包括参战军人的记忆和随笔ꎬ 最终形成了围绕高加索战争历史的 «高加索汇

编»③ꎮ 直到 ２０ 世纪初ꎬ «高加索汇编» 还出版了多部ꎬ 相关的文献纪录也成为

了俄国视角下珍贵的智识积累ꎮ
可以看出ꎬ 俄国自 １９ 世纪初开始在高加索的军事行动需要更多关于边疆异

域知识的支持ꎬ 作为彼得堡政令的执行者ꎬ 最高军事指挥官在本地化的政策执行

过程中ꎬ 收集和积累了服务于军事任务及帝国战略的第一手资料ꎮ 在 １９ 世纪的

高加索历史中ꎬ 关于俄国人的考察体现出早期军政探索特点ꎬ 一些个案的细致程

度也预示着高加索研究的迅速发展ꎮ
自 １９ 世纪后半叶ꎬ 以书籍报刊出版及高加索军区军事历史部门④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тдел штаба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的工作推动为标志ꎬ
俄国的高加索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ꎮ 在俄国军政管理的基调下ꎬ 具有明确目标指

向的官方资料汇编是这一时期文献成果的主要呈现形式ꎮ 之所以称其为资料汇

编ꎬ 原因在于高加索与俄国的关系在 １９ 世纪的特点体现在接触、 联系和相关研

究工作同时进行ꎮ 其中 １８９９ 年版 «高加索战争的历史纲要: 格鲁吉亚并入始

末»⑤ 以及 １９０１ 年版 «俄国在高加索统治的确立»⑥ 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作品ꎮ
从了解高加索早期历史的角度来看ꎬ 带有强烈俄国军政统治目的的内容叙事ꎬ 反

映了 １８ 世纪末至 １９ 世纪大部分时间段内高加索的情况以及俄国的控制和治理逻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ｏ － ｄｅｒｂｅｎｔ ｒｕ / ｍｉｈａｉｌ － ｎｉｋｏｌａｅｖｉｃｈ?
ЦИАГꎬ ф ４１６ꎬ оп １ꎬ д ５３ꎬ л ３２об 参见: Максимчик А Н ꎬ Манышев С Б “Собрать из

архивов главнейшие акты и сведения” ( Кавказская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и архивное дело на
Кавказе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ＸＩＸ в ) .

Кавказский сборникꎬ издаваемый по указанию Его Императроско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ꎬ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Кавказскою Армиею Том Ｉ Тифлис Типография окружного штаба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１８７６ Под
редакциею Гвардейск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 Полковника Чернявского

可参见: Парова Л М Создание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тдела штаба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 /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１９８８ꎬ № ５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кавказских войн от их начала до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Грузии: К столетию занятия
Тифлиса рус войсками ２６ нояб １７９９ г / Под ред ген － майора Потто Тифлис: Воен － ист отд при
Штабе Кавк воен окр ꎬ １８９９

Утверждение русскаго владычества на Кавказе К столетию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Грузии к России １８０１ －
１９０１ /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ачальника штаба Кавказскаго военнаго округа генерал － лейтенанта Н Н
Белявскагоꎬ составлен в Военно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отделе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генерал － маиора Потто Тифлис:
Тип Я И Либерманаꎬ １９０１ － １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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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ꎮ 这些文献可以被算作是高加索研究的最早期内容ꎮ

三　 俄国高加索研究的发展: 个案叙述与机制设置

俄国与高加索互动的最初情节带有鲜明的军事扩张色彩ꎬ 高加索在俄国历史

中从无到有的一个多世纪ꎬ 也必定体现出与时代背景相匹配的特点ꎮ 从俄国中央

的视角叙述并编纂带有俄国烙印的历史ꎬ 是后世研究早期高加索叙事的重要参

考ꎮ 与此同时ꎬ 存在于俄国和高加索互动过程中的更多案例ꎬ 折射出的则是个性

化的实践和视角ꎬ 以及俄国中央逐步推开的边疆探索机制ꎬ 包含着对高加索 “边
界” 一般化的尝试ꎮ

需要承认ꎬ 最初的一些探索个案与军政目的和身份直接绑定ꎬ 但这些故事的

张力体现在体制之外的自由空间ꎮ 费多尔托尔诺夫男爵 ( Торнау / Торнов
Ф Ф ) 是俄国在 １９ 世纪深入高加索、 参战、 获取当地情报信息方面的典型案

例ꎬ 而更特别之处在于他个人在高加索的融入尝试取得了成功ꎮ 托尔诺夫于 １８２８
年晋升为少尉ꎬ 他当时写道: “从现在起ꎬ 命运带我流转于俄罗斯的边界和尽头ꎬ
将我置于土耳其、 波兰和高加索俄军的不同部分ꎮ”①他参与了同时间段爆发的俄

土战争ꎬ 在欧洲东部地区从事过地形测量方面的工作ꎬ 协助俄军收集直接用于战

争的多种信息情报ꎮ １８３２ 年 ４ 月ꎬ 托尔诺夫抵达梯弗里斯ꎬ 开始了长达 １２ 年的

服役工作ꎮ 除日常本职工作外ꎬ 托尔诺夫积极参与了梯弗里斯的公共生活ꎮ 此

外ꎬ 他还深入高加索城市之外的广阔天地开展调查ꎬ 例如他发现已经掌握的阿布

哈兹地图存在很多错误ꎬ 表示存在足够的案例进行验证和修正ꎮ
除日常在城市以及广阔高加索乡野的见闻外ꎬ 对直接应用于战略目的的地

图、 资料的研究以及关于生活习俗、 社会思潮的捕捉填满了托尔诺夫在高加索的

公职生活ꎮ 由于当时高加索作为俄国南部边疆的事实还未完全稳固ꎬ 以公职身份

开展并带有军事目的的调研性工作是所谓 “高加索学” 初期的主要内容ꎬ 因而

以托尔诺夫为案例呈现俄国对高加索系统关注的起步阶段是能够自洽的ꎮ 然而在

这些存在明确战略目标指向的工作中ꎬ 还是存有俄国人对高加索地区的深入思

考ꎮ 例如托尔诺夫的手稿 «关于阿布哈兹和俄国占领军现状的观点» 为阿布哈

３８

① Дзидзария Г А Ф Ф Торнау и его кавказ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ꎬ １９７６ Ｃ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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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历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材料ꎮ 在俄国人的认知中ꎬ 托尔诺夫男爵的 “回忆” 性

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ꎬ 它们被认为是学习研究阿布哈兹 － 阿迪格以及周边民

族历史文化片段的宝贵材料ꎬ 既全面深入呈现历史事件ꎬ 也好似生动的见证者ꎬ
具有清醒客观的分析①ꎮ 如此材料在帝国时代的战略和档案价值不言而喻ꎬ 甚至

在当代仍然散发着富含底蕴的学术研究意义ꎮ
在研究体现个体作用的案例时ꎬ 需要将其置于俄国当时的历史背景ꎮ 基于如

此逻辑会发现ꎬ 在高加索研究发展兴盛的历史时期ꎬ 个案所反映出的积极作用和

特点与大背景下俄国的战略和机制设置无法分割ꎮ 在与高加索融和发展到一定阶

段后ꎬ 带有一般性国家战略指向的机制和组织设置也开始应用于国家的最新 “边
界”ꎮ １８４５ 年ꎬ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成立俄国地理学会②ꎮ 俄国地理学家彼

得谢苗诺夫 －天山斯基 (П П Семёнов － Тян － Шанский) 认为建立学会在于

“让俄国土地上所有最好的力量参与研究他们的故土和生活在那里的人”③ꎮ
地理学会成立的时间节点彰显极强的时代特点ꎬ 效仿同时期西欧社会对地理

探险的热情ꎬ 并回应俄国同样基于帝国视角的地理知识需求ꎮ 俄国地理学会成立

之后ꎬ 探索和考察工作涉及的空间范围广阔ꎬ 对于同样作为俄国边疆的南境高加

索ꎬ 地理学会的相关工作也为俄国高加索学的发展提供了促进力量ꎮ 自 １８５１ 年

起ꎬ 俄国地理学会在全俄不同地区设置分会ꎬ 其中就包括位于梯弗里斯的高加索

分会④ꎮ 鉴于学会的实际控制者是沙俄政府⑤ꎬ 因而其活动注定与同一时期俄国

的战略意图直接对应ꎮ 在高加索方向ꎬ 俄国的势力首先是迂回高加索山民聚居的

区域ꎬ 到达了高加索以南的格鲁吉亚ꎮ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ꎬ 俄国军队在亚历山

大巴里亚京斯基 (А И Барятинский) 公爵的指挥下取得了针对山民的突

破⑥ꎬ 除先进的武器以及旷日持久的消耗之外ꎬ 同时期对高加索山地自然和民族

基础信息的掌握也发挥了相当作用ꎮ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Авидзба Р Л Тайные десантные рекогносцировки барона Ф Ф Торнау на Кавказ и в Абхазию
Вестник МГГУ им М А Шолохова История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я ２０１４ꎬ Ｎｏ ４

Высочайшее повеление Николая Ｉ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ꎬ ６ (１８)
августа １８４５ года Кто придумал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ｇｏ ｒｕ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ｇｏ ｒｕ
Павлов К А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ервиса и туризмаꎬ ２０１０ꎬ № １
张艳璐: «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 (迄于 １９１７ 年)»ꎬ 线装书局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２４ 页ꎮ
关于高加索战争尾声的历史细节ꎬ 可参见: Письма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ＩＩ князю А И

Барятинскому (１８５７ － １８６４ гг ) / Сост В М Муханов и Г М Запальский /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２００６ꎬ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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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俄国时期围绕高加索的制图历史时ꎬ 高加索军区总部军事历史部编制

的一系列高加索地区地图 (１８ 世纪末至 １９ 世纪不同时期) 反映出俄国对高加索

信息掌握不断加深的事实ꎮ 例如包含有 １７９９ 年边界划分的高加索地图①是高加索

军区总部军事历史部于 １８９９ 年编制的ꎬ 其中标识了俄罗斯的控制边界、 格鲁吉

亚、 塔尔基沙姆哈尔王国 (Тарковское шамхальство)② 以及土耳其、 波斯控制

的界线ꎮ 该地图在 «兼并格鲁吉亚的高加索战争史纲» 中出版面世③ꎮ 自高加索

战争结束至俄罗斯帝国的瓦解ꎬ 高加索军区取代了之前的军队成为与全俄一致的

军事管理机关之一ꎬ 其军事历史部门出于服务管理目的编制了例如地图等信息载

体ꎬ 作为从事高加索资料整理和标准呈现的负责机构发挥作用ꎮ 俄国对高加索基

础信息的整理愈发呈现出科学化、 体系化、 系统化特征ꎬ 为之后的高加索研究奠

定基础ꎮ

四　 “边界” 视角下的当代俄罗斯高加索研究

提及地理或地缘概念ꎬ 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是高加索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介

于黑海、 里海和亚速海之间ꎬ 位于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之上? 在诸多的机制中ꎬ
高加索的存在感还是难以辨识ꎬ 只能被描述为欧洲、 近东、 中亚和俄罗斯的范围

之间的边疆④ꎮ 目前的情况仍是ꎬ 用周边因素去描述高加索的边界ꎬ 体现了基于

俄国夺取高加索地域形成的地理表述⑤ꎮ 对于一个不能单纯用目前国界来划定的

区域而言ꎬ 高加索的范围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议题之一ꎮ 有关高加索地区范围的

描述ꎬ 一般对 “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 的界定没有疑问ꎬ 自然地理因素的特殊

性限定了高加索陆路区域的东、 西边界ꎮ 但与之相对的是ꎬ 以高加索山脉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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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арта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краяꎬ ｃ обозначением границ １７９９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ｔｏｍｅｓｔｏ
ｒｕ / ｍａｐ － ｋｕｂａｎ＿１８９９＿ ｋａｖｋａｚ / . 此外ꎬ 在资料搜集时还发现了该机构编制的其他诸多地图ꎬ 例如: Карта
Кавказского края １８０１ － １８１３ꎬ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Томниев Тифлисꎬ １９０１ год

１７ 世纪末至 １９ 世纪在达吉斯坦东北部存在的封建国家ꎮ Тарковское шамхальствоꎬ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ｇｅｎｃ ｒｕ /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ｔｅｘｔ / ４１８２８９８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кавказских войн: от их начала до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Грузии / Сост В А Поттоꎬ
В И Томкеевꎬ М А Рукевичꎬ Е Г Вейденбаумꎻ под ред В А Потто Тф : Тип Канцелярии Главнонача
льствующе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й частью на Кавказеꎬ １８９９

Ｍａｒｔｉｎ Ｗ Ｌｅｗｉｓꎬ ａｎｄ Ｋäｒｅｎ Ｗｉｇｅｎ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 ｐ ２０３

参见: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 Ｂｒｅｙｆｏｇｌｅꎬ Ｈｅｒ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ｒｓ: Ｆｏｒｇｉｎｇ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Ｉｔｈａｃａꎬ ＮＹꎬ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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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ꎬ 纵向的边界却稍显复杂ꎮ 通常情况下ꎬ 可以大高加索山脉将高加索地区分

为南北两部分: 南部地区根据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南部国界线划

定ꎻ 北部地区则参照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划定范围ꎬ 所涉及的区域包括克拉斯

诺达尔边疆区、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以及七个 (阿迪格、 达吉斯坦、 卡拉切沃 －
切尔克斯、 卡巴尔达 －巴尔卡尔、 北奥塞梯、 印古什、 车臣) 共和国①ꎮ 在如此

划分方法被接受的同时ꎬ 也存在其他具备解释支撑的版本②ꎮ
在当今俄罗斯的语境中ꎬ 对高加索约定俗成的划分有不同的表达ꎮ 例如 “北

高加索” 一般表示俄罗斯所属的高加索地区ꎬ 是俄罗斯的自然地理单位ꎬ 也可以

根据具体情况被理解为俄在北高加索地区的行政地域设置ꎮ 与之相对ꎬ 被称作

“南高加索” 或是来源于俄国叙述的 “外高加索” (закавказье)ꎬ 大致与当代亚

美尼亚、 格鲁吉亚以及阿塞拜疆的范围重叠ꎮ 行政区划设置及国界在地理视角下

的呈现更为清晰地呈现出高加索的现状ꎮ 结合俄罗斯学者的观点ꎬ 当前围绕高加

索地区的多议题研究已经不同于俄国和苏联时期ꎬ 边界属性还在ꎬ 但现实边界将

高加索地域分割ꎬ 也将更多因素带进了区域之内ꎬ 形成了多个国家行为体共享

“边界” 的时代ꎮ 联系到当代俄罗斯国家的现实状况ꎬ 不同方向的边界以及广大

边缘空间一直是俄罗斯中央与外界互动的重要问题ꎬ 高加索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所

经历的挑战以及现实问题更是不言而喻ꎮ 因而ꎬ 在整体把握当代俄罗斯的高加索

研究定位之后ꎬ 有必要继续结合 “边界” 的特点进行阐释和理解ꎮ
具体看当代俄罗斯对于高加索地域的研究ꎬ 会发现俄国学者的视角并不是将

地域的整体性放在首位ꎬ 而是因当代国家边界划定体现出顺理成章的区别对待ꎮ
在这种 “边界” 感的度量之下ꎬ 关于高加索的学术产出分为作为内部区域之一

的 “俄罗斯高加索”ꎬ 以及作为重要近邻所体现出的区域和国际视角ꎮ “俄罗斯

高加索” 等同于作为地理概念的北高加索ꎬ 据相关研究文献ꎬ 北高加索地域与历

史学、 政治学、 民族学、 人类学等基础研究结合的学术产出ꎬ 相当程度上体现了

当代俄罗斯的视角和立场③ꎮ 而在坚守俄罗斯的研究关注及服务于当代国家需求

６８

①

②

③

Северный Кавказ (北高加索) 是俄罗斯的一个自然区域ꎬ 范围包括前高加索 (Предкавказье)、
大高加索山脉北坡 (除东部的阿塞拜疆部分) 以及部分大高加索山脉南坡地域ꎬ 界限为普索河 ( река
Псоу)ꎮ 参见: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ｇｅｎｃ ｒｕ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ｔｅｘｔ / ３５４３８８５

Папава В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Кавказия ” вместо “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азии ” /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ꎬ ２００８ꎬ № ２

参见: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авказ: проблемыꎬ поискиꎬ решения: 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 / / Под общ ред
Р Г Абудулатипова Ｍ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ꎬ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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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ꎬ 当代研究也折射出对全球化背景及外部因素的关注①ꎮ 因而ꎬ 当代俄罗斯

在高加索议题上的研究投入及产出具有二元性ꎮ
历史、 地理维度因素的交汇以及当代民族国家记忆政治的多样和复杂性ꎬ 使

得高加索的边界属性无法完全等同于国际法准则下的国界功能ꎮ 之所以有此特别

情况ꎬ 首先是浓重的历史因素以及高加索连接更广阔范围的文明区域ꎬ 因此特殊

的地域事件或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人为和自然属性的高加索边界ꎮ 例如ꎬ 苏

联解体之后ꎬ “新” 的国家边界两侧都发生过甚至仍在持续的动荡问题ꎬ 因而民

族议题、 俄国边疆历史、 治理现代化等成为高加索研究的重要视角②ꎮ 需要说明

的是ꎬ 俄罗斯视角下相关议题的讨论是超越国界和边界的ꎮ
后两极时代的国际背景助推了高加索边界属性的 “内化”ꎬ 同时也造成了

高加索区域的 “间隔化” 现状ꎮ 这一特点集中体现了高加索区域的历史变迁ꎮ
后苏联时代的高加索研究记录下了新常态的细节ꎬ 也清晰反映出转型即明显区

别于过去的叙事风格ꎮ 其中最重要的情节在于ꎬ 围绕大高加索山脉延展的高加

索的核心区域③不再仅处于一方边界之内ꎬ 当代政治版图与高加索山作为自然

地理界限的功能重叠ꎬ 从根本上改变了本区域的状态ꎬ 恢复更为区域化和国际

化的边界、 联通及交互属性ꎬ 是当今时代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周边国家确认的新

内容ꎮ 在此现状下ꎬ 边界变化导致地域切割ꎬ 形成更多力量在高加索地区的对

冲ꎬ 进而呈现出战争、 非国家行为体等活跃因素ꎮ 如此带有强烈 “去俄罗斯

化”④ 内核导向的新常态ꎬ 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多个世纪之前的高加索故事形成

映照ꎮ
在具体故事情节和理论化探讨的尝试过程中ꎬ 当代俄罗斯的高加索研究也日

益涌现出最新时代的底色和重要关注ꎮ 无论当我们从俄国中心视角谈到 “近邻”
问题ꎬ 还是采用 “边缘 (ｅｄｇｅ)”⑤ 或 “边疆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视角ꎬ 所涉及的内

容都是趋向一致的ꎮ 特别是现阶段在俄罗斯国界之外的、 与俄国在多个历史阶段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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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авказ: проблемыꎬ поискиꎬ решения: Научное издание / / Под общ ред
Р Г Абудулатипова Ｍ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ꎬ ２０１５С ２０９ － ２３１

参见近年来的最新成果: Народы Кавказа в ＸＶＩＩＩ － ＸＸＩ вв : историяꎬ политикаꎬ культура:
материалы ＶＩＩＩ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форума историков － кавказоведов ( г Пятигорскꎬ １４ － １５ октября ２０２１
г ): в ２ частях

关于高加索区域的划分内容ꎬ 可参见: Исмаилов Э М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авказ: историяꎬ политикаꎬ
экономика / Эльдар Исмаиловꎬ Владимир Папаваꎻ Ин － 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 Кавказа Москва: Мысльꎬ
２００７ Ｃ ２０５

宋博、 吴大辉: «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ꎬ 载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Ｄｏｎａｌｄ Ｒａｙｆｉｅｌｄꎬ Ｅｄｇｅ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ｅａｋ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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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交互的欧亚广大地带ꎬ 包括从波罗的海沿岸经黑海直到连接高加索与中亚地

区的里海ꎬ 是俄国的历史边疆、 现实国际关系中的 “近邻” (страны ближнего
зарубежья)ꎬ 是不稳定性突出且引发地区和国际关注的重要议题①ꎮ 从联邦层面

的对外政策构想到近年来的区域一体化建构实践ꎬ 从普京的政策表述到俄国知识

界对近邻国家的研究ꎬ 莫斯科的叙事方式正在强化在边界以远地区可能存在的多

样政策选择ꎮ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ꎬ 似乎莫斯科的理念与做法还难以与西方学界所

谓的去殖民化思维②达成认同ꎮ
从 “边界” 的含义生发出的关注ꎬ 事实上已经是带有理论化及一般规律的

探索ꎮ 但现实的问题在于ꎬ 当代特别是近年来的俄罗斯学界关于欧亚广大边界的

探讨ꎬ 仍然体现出根深蒂固的 “孤独性” 自我思维叙事模式ꎬ 其成果表达与西

方关注同样问题的叙述存在 “间隔”③ꎬ 建构更为有效学术对话的前景存在现实

障碍ꎮ 事实上ꎬ 关于在整个去殖民化背景下探讨地区研究的潮流已经存在ꎬ 特别

是借助现有相关学科的理论去浸润和促进再次兴盛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成为学术

研究的趋势ꎮ 由于全球化的参与者在看待问题或议题时往往持有不同的立场ꎬ 而

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在进行定性研究时其立场④因素也蕴含重要影响ꎬ 这也便是

在考量某个特定区域时需要特别关注和值得探索的前沿ꎮ
从区域国别研究本身而言ꎬ 诞生于帝国时代的概念带有殖民色彩ꎬ 目的就是

要通过更好的了解ꎬ 达到效果更佳的管控甚至占有⑤ꎮ 当前ꎬ 国别和地区研究已

经与 “殖民” 或是 “东方学研究” 诞生时代存在显著差异ꎮ 但是ꎬ 俄罗斯对于

边疆和近邻国家的研究定位并未与当代地区研究体现出的最新特征完全结合ꎬ 其

传统认知及观念传承仍对学术产生重要影响ꎮ 俄国的历史经历、 地理特点共同铸

就了当代俄罗斯的空间躯体及思维内核ꎬ 另外ꎬ 地缘变化影响仍处于变动之中ꎬ
这些因素在后苏联时代的 ３０ 年内塑造了俄国学界对边疆的理解ꎬ 而高加索研究

便是其中一个鲜明的案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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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张昊琦: «中心与边缘: 理解大欧亚»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 Ｒａｅｗｙｎ Ｃｏｎｎｅｌｌ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２０１４ꎬ Ｖｏｌ １３ꎬ № ２
参见: Ｃｈｅｓｋｉｎꎬ Ａ ａｎｄ Ｊａšｉｎａ － Ｓｃｈäｆｅｒꎬ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２０２２
Ｏｌｕｋｏｔｕｎꎬ Ｏｌｕｗａｔｏｙｉｎꎬ Ｍｋａｎｄａｗｉｒｅꎬ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ꎬ Ａｎｔｉｌｌａꎬ Ｊｅｒｉꎬ Ａｌｆａｉｆａꎬ Ｆａｔｅｎꎬ Ｗｅｉｔｚｅｌꎬ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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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加索之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意义

在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化发展的背景下ꎬ 有必要对中国视野下有关高加索区域

的研究工作进行梳理和分析ꎮ 与目前域外的情况类似ꎬ 国内不同相关研究单位会

选择更为宽泛的 “欧亚” 或是强调俄罗斯的重要研究价值ꎬ 近年来发表的关于

“俄苏问题研究” 内容的学术论文①从时间跨度以及空间跨度主要专注当代俄罗

斯、 中亚以及东欧地区的学理化研究ꎮ 若深入 “欧亚” 研究工作内部ꎬ 就会发

现: 欧亚地区研究范畴内的分支细致且交错ꎬ 不论如何加以限定ꎬ 似乎还是无法

完全覆盖ꎬ 或者说存在基于关注度方面的不平衡ꎮ 在国内欧亚研究的发展和演进

的脉络中ꎬ 高加索研究有着鲜明的独特性ꎬ 与欧亚研究的其他分支仍有一定差

距ꎬ 分量和出现频率明显不足ꎮ 截至目前ꎬ 除俄国之外ꎬ 着重将高加索研究单

列ꎬ 并具有学术产出的情况较为少见ꎮ 在同样具有政策和学理关切的欧美国家ꎬ
不论是由昔日帝国身份继承的研究传统ꎬ 还是当下具备相当科研资源支撑的地区

研究②的工作ꎬ 对高加索的关注也并不在前列ꎮ 或许为置于欧亚研究框架下的

“高加索研究” 正名带有显著的 “边界” 思维ꎬ 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当下欧亚研究

的客观评估ꎬ 并以此审视尚存的研究空白ꎮ 从近年来国内欧亚研究的情况看ꎬ 直

接专注高加索议题的研究数量相对有限ꎬ 且多为中短线的政策性研究ꎮ 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ꎬ 在以地区界限为标准的梳理中ꎬ 也出现了历史、 文学等学科视角下的

基础研究成果ꎬ 它们从微观层面丰富了当下阶段的高加索研究ꎬ 也在客观上使国

内欧亚研究更为饱满③ꎮ
基础研究工作或许无法完全用前沿或前瞻性定义ꎬ 其核心在于研究者对问

题、 议题在既有文献基础上进行思考提炼和比较分析ꎬ 并借助多学科和跨学科

的理论及方法工具ꎬ 寻求最为适合的学理性表达方式ꎮ 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

９８

①

②
③

具体参见: 冯绍雷: «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 “十年” 的俄国国际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
主义国家转型的一项观察»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ꎻ 杨成: «中国俄苏研究的范畴重构与智识
革命———基于学术史回顾和比较研究的展望»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ꎻ 孙超: «中国俄苏国际
问题研究的学术研究和智识革新»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ꎻ 孙壮志: «中国中亚研究
７０ 年: 成就与问题»ꎬ 载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ꎻ 曾向红: «比较区域研究
视域下的中亚研究»ꎬ 载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ꎻ 冯玉军: «俄国之于中国的意义与俄苏问题研
究方法»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ꎮ

Ｓｃｈｕｅｌｌｅｒꎬ Ｍａｌｉｎｉ Ｊｏｈａｒ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ｘｔꎬ ２００７ꎬ ｖｏｌ ２５ꎬ № １
基于高加索地区的基础性研究例如: 侯艾君: «强迁切尔克斯人事件与当代回声»ꎬ 载 «俄罗斯学

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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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仍处于探索的背景下ꎬ 欧亚研究及处在次一级层面的高加索研究应当进行何

种补充是值得思考的问题ꎮ 高加索在当前的中文语境下并不能被称作高频词

汇ꎬ 甚至也并没有充分进入学术之外的大众讨论ꎮ 在区域国别特征、 人群关注

兴趣均不足以达成强力支撑的客观现状下ꎬ 或许兼具基础性探索的区域国别研

究更能建立中国与当地的纽带①ꎮ
“欧亚研究” 实际是由更为区块化的地区研究内容组成的ꎬ 在通常的学术语

境下ꎬ 中亚研究的对象特指 “中亚五国”②ꎬ 高加索往往不在中亚研究的范围内ꎮ
中亚和高加索会在一些情况下并列出现③ꎬ 但这种划分并未获得某种公认ꎬ 体现

出研究架构层面的非严格联系ꎮ 从专业视角看ꎬ 由明确政治地理因素④界定的中

亚和与之存在自然地理边界的高加索的客观区别ꎬ 足以使高加索作为欧亚研究

范畴内的次级地域存在ꎮ 但实际情况是ꎬ 从高加索中心位置向外扩展的自然地

理和政治边界将整片地域分割ꎬ 地理环境、 民族地域、 国界等因素将自然地域

范围较小、 政治影响量级有限的高加索再次划分为各具特点的更小范围ꎮ 这是

关于高加索状况的客观呈现ꎬ 而不是为高加索研究相较其他欧亚研究方向影响

力较小而开脱ꎮ 相反ꎬ 高加索地域的 “马赛克” 样态ꎬ 及其多样化和聚合性特

点正是其区别于其他欧亚次地域的鲜明特征ꎬ 也势必是相关研究工作能够呈现

的独特所在ꎮ
在更大的范围内ꎬ 欧亚研究也是在区域国别研究框架下的特别案例: 近代以

来的俄国因素为欧亚地区打上了特别的共同性标签ꎬ 也直接造就了甚至还在影响

当代欧亚地域的现实情境ꎮ 在广大欧亚地区范围内ꎬ 除根据地理区位进行次一级

划分之外ꎬ 历史和现实因素也同样是自然界限之外的另外划分标准ꎮ 在整个欧亚

研究的框架下ꎬ 俄罗斯始终是实力强大并居于主导地位的因素ꎮ 在最近 ３０ 年

中ꎬ 俄罗斯仍在发挥并保全自身主导和驱动地区走向的作用ꎬ 并会通过动用历

史资源和遗产ꎬ 对其认知中的利益攸关区域施加影响ꎮ 而在边界之外的欧亚边

０９

①
②

③

④

冯绍雷等: «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范式创新»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ꎬ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五国元首参加在塔什干举行的峰会ꎬ 正式确定五国统称为 “中亚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ꎬ 改变了苏联时
期的称呼ꎮ 在欧美学界ꎬ 与中亚等同的概念还有 “内亚”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ꎬ 例如: 印第安纳大学 (布卢明顿)
全球与国际研究学院赛诺内亚研究中心 (Ｓｉｎ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ꎻ 〔美〕 丹尼斯赛
诺: «丹尼斯赛诺内亚研究文选»ꎬ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民族史教研室译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ꎮ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刊登关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各类研究议题ꎮ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内设
“当代中亚和高加索研究中心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ꎬ 可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ａｓ ａｃ ｕｋ / ｃｃｃａｃ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李中海: «国外中亚研究及主要观点综述»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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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不同方向ꎬ 中亚、 黑海沿岸及中东欧地区在经历转型发展多年后ꎬ 不论从现

实发展还是学术研究角度都已经形成了较为自洽的次区域ꎮ 在如此情形下ꎬ 高

加索地缘及其学术分支的归属再次成为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案例ꎮ
高加索研究是整个欧亚研究的特别案例ꎮ 从当前未能形成次区域研究关注的

特殊性来看ꎬ 地域面积狭小是难以实现自我叙述的负向因素ꎬ 而处于区域性大

国的边疆之外ꎬ 其前沿性和重要性却是与现实中国家弱影响力对抗的正向因

素ꎮ 在当前背景下ꎬ 高加索之于地区的意义更在于可以动用的政治和安全倾

向ꎬ 并通过该逻辑链条建立起高加索国家和外部世界的联系ꎮ 小国在当前世界

体系中的依附性特点已有学理化的研究ꎬ 这样的叙述本未能充分体现出特殊

性ꎻ 但高加索小国群体的差异性和活跃度特点ꎬ 则成为在依附性之外更为体现

独立性的案例ꎮ
高加索研究是值得深入探索的欧亚研究分支ꎬ 当下政治、 安全因素充盈的政

策研究并不能展示这一地区的全貌ꎮ 高加索地区是孕育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地域

之一ꎬ 考古学和历史学视角呈现出时间更早、 跨度更大的人类文明发展以及其中

的故事细节①ꎮ 当人类群体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ꎬ 宗教学和民族学研究则提

供了更多具有明确学理指向的价值信息ꎬ 丰富并不断推动人类对自身认知的边

界②ꎮ 这些来自成熟学科视角的探索能够为外界提供认识高加索的丰富线索ꎬ 也

能在学术研究进程中不断抽离出有关高加索生产发展的经验ꎬ 并总结和提炼既在

地化又具备一般性经验的规律ꎮ 当下中国对世界不同区域具有巨大智识需求ꎮ 因

此在进一步丰富和融合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过程中ꎬ 不能缺失对高加索研究的

关注ꎮ

结　 语

回顾和总结高加索研究的发展历程ꎬ 俄国的研究毫无疑问是必须参考的重要

案例ꎮ 从俄国与高加索接触并建立联系开始ꎬ 对高加索的探索学习和认知积累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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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介绍高加索考古研究的文献: Ｓａｇｏｎａꎬ Ａ 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Ａ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２０１８

Этническая толерантность и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ир на Кубани: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 вт － сос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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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为俄国的高加索研究奠定了早期的基础ꎮ 与同时期帝国扩张的背景一致ꎬ 初期针

对高加索的探索更大程度上直接服务于帝国的战略指向ꎮ 执行军政任务的俄国人

在融入高加索的工作和生活中ꎬ 为俄国中央政府带回了可被定义为早期研究的宝

贵材料ꎬ 这些材料便成为近代俄国对高加索研究的重要积累ꎮ 近代以来ꎬ 作为欧

亚地区核心力量的俄国经历了多次转折ꎬ 与之相关的地缘及国家历史阶段的曲折

情节ꎬ 也为高加索研究注入了具有不同时代特点的内容ꎮ
高加索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是俄国的边疆ꎮ 无论从俄国的边界与高加索

地域的交互情况ꎬ 或是依据俄国具备介入高加索地区事务的实力来看ꎬ 俄国高加

索研究的 “边界” 属性都稳定地作为不同研究成果的内核之一ꎮ 在近代以来受

到俄国影响的广大欧亚地域ꎬ 高加索的不同族裔分布和异域积淀ꎬ 注定了俄国对

高加索作为南部边疆的特别关注ꎮ 从欧亚研究框架下的次区域视角进行审视ꎬ 高

加索的边疆精华积累浓郁ꎬ 但并没有在现阶段通过学术研究得到充分发展和释

放ꎮ 以不同时期俄国高加索研究的历史梳理为重要参照ꎬ 高加索作为边疆智识蕴

藏的独特性仍然显著ꎬ 对于中国在未来阶段填补区域国别认识、 满足政策支持需

要意义重大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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