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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后ꎬ 外高加索三国迅速走上 “去俄罗斯化” 道路ꎮ
通过限制使用俄语、 重构历史叙事、 排挤境内俄罗斯人和拒绝俄罗斯主导的政治

安全体系等方式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消除俄罗斯影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ꎬ 但过

激的 “去俄罗斯化” 措施也给外高加索三国的教育文化、 经济发展、 族际关系

以及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ꎮ 考虑到与俄罗斯之间既存的根

深蒂固的联系ꎬ “去俄罗斯化” 进程的难度本身就很大ꎬ 同时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

应对地区冲突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性ꎬ 一定程度上也会消减 “去俄

罗斯化” 进程的动机和效力ꎬ 而国际局势变化和外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复

杂性会提高 “去俄罗斯化” 的成本和风险ꎮ 总体来看ꎬ 短期内外高加索三国

“去俄罗斯化” 步伐不会停止ꎬ 但对其进一步发展的成效也难有过高期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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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学院博士研究生ꎬ 讲师ꎮ

外高加索又称南高加索ꎮ 外高加索三国指的是高加索山脉以南的阿塞拜疆、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个国家ꎮ 这三个国家曾经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ꎬ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后独立ꎮ 随后ꎬ 与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ꎬ 外高加索三国也走上

了不同程度的 “去俄罗斯化” 道路ꎮ 历经三十多年ꎬ 外高加索三国的 “去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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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化” 举措不断ꎬ 对各国社会发展和整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逐渐显现出

来ꎮ 对于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的 “去俄罗斯化” 问题ꎬ 国内学界已经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ꎬ 取得了不少成果ꎮ 如有学者从语言法和语言政策入手ꎬ 分析了塔吉

克斯坦、 拉脱维亚和乌克兰的 “去俄罗斯化” 发展历程①ꎻ 有学者对乌兹别克斯

坦推行 “去俄罗斯化” 进程的具体措施和影响作了详细研究②ꎻ 也有学者对整个

中亚地区的 “去俄罗斯化” 政策作了全面分析③ꎻ 将后苏联空间 “去俄罗斯化”
现象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加以研究的案例也不在少数④ꎮ 可见ꎬ 苏联解体后ꎬ 新独

立国家的 “去俄罗斯化” 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ꎬ 但国内学界对外高加索三国

“去俄罗斯化” 进程的关注相对较少ꎮ 鉴于此ꎬ 本文尝试探究外高加索三国推行

“去俄罗斯化” 进程的动因ꎬ 详述外高加索三国落实 “去俄罗斯化” 政策的具体

路径和表现ꎬ 总结分析三国 “去俄罗斯化” 举措所取得的成效及影响ꎬ 并尝试

研判该进程的未来走向ꎬ 以期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ꎮ

一　 外高加索三国的 “去俄罗斯化” 动因

“去俄罗斯化”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 的先决条件是 “俄罗斯化” (русификация)ꎮ
因此ꎬ 对外高加索三国 “去俄罗斯化” 进程的研究不能忽略其 “俄罗斯化” 的

历史背景ꎮ
相较于对 “俄罗斯化” 现象的关注ꎬ 学界对 “俄罗斯化” 概念的解释相对

较晚ꎬ 直到 ２０ 世纪初ꎬ 才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诠释ꎬ 并且随着学科专业分类的

不断细化ꎬ 出现了不同语境下的 “俄罗斯化” 定义ꎮ 例如ꎬ 政治语境下的 “俄
罗斯化” 最初指沙俄为强化被兼并地区对沙皇的忠诚度ꎬ 通过制度改革加强中央

集权ꎬ 实现对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控制ꎻ 文化语境下的 “俄罗斯化” 初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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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ｒｓｈｅｄ Ｋｕｒａｍａｔｏｖ: «塔吉克斯坦 “去俄罗斯化” 现象分析”»ꎬ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２０ 年硕士学位论文ꎻ 袁蕙
珈: «中亚五国 “去俄罗斯化” 问题研究»ꎬ 外交学院 ２０２１ 年硕士学位论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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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沙俄对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明的接受与再造ꎬ 以及在扩张过程中对被兼并

地区的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①ꎮ 可见ꎬ “俄罗斯化” 指的不仅是俄罗斯制度、 文

化等元素的向外传播ꎬ 同时还包括俄罗斯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与重塑ꎬ 而与本文的

研究对象 “去俄罗斯化” 内涵相对应的是前者ꎬ 即俄罗斯元素的向外传播ꎮ 发

展到今天ꎬ “俄罗斯化” 在概念上往往与 “大国沙文主义” “大俄罗斯主义” 相

提并论ꎬ 常被用作 “强制同化” 和 “强迫同化” 的代名词ꎬ 具体而言ꎬ 就是

“强迫非俄罗斯人同化为俄罗斯人ꎬ 非俄罗斯语同化为俄罗斯语ꎬ 非俄罗斯文化

同化为俄罗斯文化” 的一种举措②ꎮ
至于沙俄政府推行 “俄罗斯化” 政策的原因ꎬ 有学者从四个方面作了总结:

军事层面ꎬ 对非俄罗斯民族居住在边疆区地感到不安ꎻ 宗教领域ꎬ 担心伊斯兰教

在中部伏尔加地区的传播会危及东正教的正统地位ꎻ 政治方面ꎬ 对波罗的海等地

区现存的欧洲制度充满恐惧ꎬ 迫切希望建立统一的帝国体系加以对抗ꎻ 思想上ꎬ
受俄罗斯文化至上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ꎬ 认为沙俄政府有权利和义务使帝国所有

臣民接受俄罗斯文化③ꎮ 外高加索作为边疆地区ꎬ 又是伊斯兰教 “北上” 俄罗斯

的前沿阵地ꎬ 自然是沙俄政府推行 “俄罗斯化” 政策的主战场之一ꎮ 通过废除

当地原有的行政制度、 任命俄罗斯官员担任地区统治者、 提升俄语地位ꎬ 限制民

族语言发展、 借助移民政策提高当地俄罗斯人口比例等举措ꎬ 外高加索三国被逐

步纳入俄罗斯国家体系ꎮ 该进程无疑对当地民族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ꎬ 引起

了民众的不满ꎬ 积聚起反抗情绪ꎬ 因此ꎬ “去俄罗斯化” 现象一定程度上是对

“俄罗斯化” 进程的一种后发式 “应对”ꎬ 心理上的 “报复”ꎮ
早在 １８４８ 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后ꎬ 随着民族意识的崛起ꎬ 波兰和芬兰等国家

就出现了首轮 “去俄罗斯化” 进程ꎬ 意在推翻帝国的管制ꎬ 建立自己的民族国

家④ꎻ ２０ 世纪初ꎬ 沙俄帝国崩溃后ꎬ 其治下的大片边疆地区以追求民族独立为目

的ꎬ 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迅速走上 “去俄罗斯化” 道路ꎻ 苏联初期ꎬ 为缓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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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矛盾ꎬ 安抚非俄罗斯族裔的民族主义冲动ꎬ 避免俄罗斯领土分裂ꎬ 苏共也曾自

发掀起 “去俄罗斯化” 进程①ꎮ 苏联解体后ꎬ “去俄罗斯化” 进程达到高潮ꎬ 外

高加索三国也在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下迅速走上 “去俄罗斯化” 道路ꎮ

(一) 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去俄罗斯化” 举措的外溢效应

作为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ꎬ 乌克兰在 １９８９ 年通过的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语言法» 明确规定: “乌克兰的国语是乌克兰语ꎬ 族际交际语是乌克

兰语、 俄语及其他民族语言ꎮ”② 同年ꎬ 波罗的海三国也通过了各自的语言法ꎬ
以恢复主体民族语言的主导地位③ꎻ 在中亚ꎬ 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

斯坦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继于 １９８９ 年 ７ ~ １０ 月通过语言法ꎬ 确定了主体民族

语言为 “国语”ꎬ 俄语为 “族际交流语”ꎬ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土库曼斯坦也走上了这一

道路ꎮ 苏联解体后ꎬ 这些国家又迅速以宪法形式确定了主体民族语言的国语政治

地位④ꎮ 因此ꎬ 外高加索三国的 “去俄罗斯化” 进程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展起

来的ꎬ 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ꎮ
正是在这种近似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推动下ꎬ 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后迅速走上了

“去俄罗斯化” 道路ꎮ 虽然在具体措施中存在差异ꎬ 但外高加索三国提升主体民

族及其语言地位、 重构历史叙事、 限制俄罗斯人的权力及权利ꎬ 以及拒绝俄罗斯

主导的政治安全体系的政策基调并非独家之举ꎬ 波罗的海三国、 中亚五国和乌克

兰等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ꎬ 一定程度上比外高加索三国 “有过之而无不及”ꎬ 其

举措的 “外溢效应” 对外高加索三国 “去俄罗斯化” 进程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ꎮ

(二) 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的 “推拉” 作用

苏联解体之初ꎬ 俄罗斯因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而自顾不暇ꎬ 其决策者一度

将包括外高加索在内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视作经济上的负担ꎬ 文化、 精神和政治

上的异域⑤ꎬ 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采取 “甩包袱” 策略ꎬ 主动切割与这些地区的

联系ꎬ 导致这些刚刚走上独立道路的国家陷入危机和迷茫ꎬ 一定程度上对外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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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三国的 “去俄罗斯化” 进程起到了 “助推” 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 虽然冷战结束ꎬ 但苏联时期延续下来的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

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ꎬ 双方在长期对抗中形成的遏制与反遏制的状态并未消除ꎮ
并且ꎬ 俄罗斯从苏联继承而来的广阔的国土、 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庞大的核武器

库ꎬ 都使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保持警惕ꎬ 遏制俄罗斯必然成为西方国家的长期

战略目标ꎬ 而外高加索因其特殊的地缘政治、 经济和战略地位ꎬ 势必会成为西方

国家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可资利用的有效工具ꎮ 因此ꎬ 利用俄罗斯对外政策上的

“左顾右盼”ꎬ 实力上的 “力不从心”ꎬ 以及外高加索三国对获取外援和发展本国

经济的渴望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凭借自身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优势ꎬ 在苏联

解体后迅速介入ꎬ 一定程度上对外高加索三国的 “去俄罗斯化” 进程起到 “拉
拽” 作用ꎮ

(三) 建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内在需要

独立后ꎬ 与其他获得主权地位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ꎬ 外高加索三国也面

临着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和巩固独立个体身份的迫切任务ꎮ 沙俄政府通过 “同质

化” 政策构建的一致性民族—国家认同和苏联时期通过抑制民族认同建立起来的

国家认同ꎬ 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崩塌ꎬ 但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并不会就此自动建立

起来ꎮ 同时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历史记忆、 文化习俗和政治制度等方面与俄罗斯的

联系也不会自然中断ꎮ 因此ꎬ 对刚刚获得独立主权的外高加索三国而言ꎬ 通过

“去俄罗斯化” 政策摆脱历史包袱ꎬ 是重构民族—国家认同和塑造独立个体身份

的必然之举ꎮ
独立后ꎬ 外高加索三国首先面临的就是主体民族与主导语言不相匹配的问

题ꎮ 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要元素ꎬ 是建构认同和塑造身份的必要工具ꎬ 语言问

题往往会造成族际关系的紧张ꎬ 威胁到社会的稳定①ꎮ 为此ꎬ 三国在独立之初都

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主体民族语言的优势地位ꎬ 解决了主体民族与主导语言的匹配

性问题ꎬ 为进一步建构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认同奠定了基础ꎮ 可见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独立后通过 “去俄罗斯化” 政策尽可能地清除苏联与俄罗斯的

影响ꎬ 为新国家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和塑造独立个体身份创造条件ꎮ

７９

① 韦进深、 王皓: «民族—国家认同关系模式与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变迁»ꎬ 载 «中亚研究»ꎬ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６０ ~ 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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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疏俄亲西” 多元化外交路径的选择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在经历了短暂的 “全面倒向西方” 之后迅速回归ꎬ 重申

在后苏联空间保持影响力的重要意义ꎬ 意图打造一个由独联体国家组成的军事、
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合体ꎮ 而独立后的外高加索三国虽然与俄罗斯保持着

千丝万缕的关联ꎬ 但由于历史原因ꎬ 其心理上对俄罗斯却充满着排斥和防备ꎬ 双

方对民族利益和国际形势的认识也存在差异: 俄罗斯迫于西方国家的遏制和挤

压ꎬ 想要通过在外高加索地区加大军事影响力以维护边界安全ꎬ 而外高加索三国

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从外部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以实现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俄罗斯无法满足这一点ꎬ 也就阻止不了这些国家将目光投向西方①ꎮ

另一方面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向外高加索地区渗透来达到遏制

俄罗斯的目的ꎬ 外高加索三国想要借助西方力量来实现自身发展和对冲俄罗斯影

响ꎬ 二者的最终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关性ꎮ 为此ꎬ 西方国家以加入北约和欧

盟为诱饵ꎬ 辅之以可观的经济、 军事投入和 “美好愿景”ꎬ 影响着外高加索三国

的对外政策走向ꎮ 但西方的援助不会是免费的ꎬ 外高加索三国想要获得西方的资

金和技术援助ꎬ 就必须拿出足够的 “诚意”ꎬ 而 “去俄罗斯化” 就是外高加索三

国彰显独立和表示决心的最佳工具ꎮ 另外ꎬ 外高加索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处ꎬ 东临

里海ꎬ 西靠黑海ꎬ 北接俄罗斯、 南抵土耳其和伊朗ꎬ 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ꎬ 使之

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及域内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的整体实力

下降ꎬ 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减弱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地区性大国土耳其、 伊

朗等国家打开了 “机会之窗”ꎬ 这些国家分别制定了自己的外高加索政策ꎬ 利用

双方在历史、 民族、 文化方面的既有联系ꎬ 积极介入外高加索地区事务ꎬ 意图填

补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权力和文化 “真空”ꎮ 多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在加大地区安全

风险的同时ꎬ 也为外高加索三国多元化外交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机会ꎮ 而要想尽可

能地保持各方力量之间的平衡ꎬ 争取利益最大化ꎬ “去俄罗斯化” 就是不可避免

的一步ꎮ
由此可见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独立后迅速走上 “去俄罗斯化” 道路是多方面

因素造成的: 既有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 “影响”ꎬ 俄罗斯政策失误造成的

“助推”ꎬ 西方国家的 “拉拽” 等外力因素ꎬ 也有外高加索三国出于民族—国家

建设、 发展多元化外交模式而主动选择的内部因素ꎮ 外高加索三国 “去俄罗斯

８９

① 罗杰英等: «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研究»ꎬ 时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０２ ~ １０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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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现象是各种动因彼此交织和多种利益相互博弈的必然结果ꎮ

二　 外高加索三国的 “去俄罗斯化” 路径

与 “俄罗斯化” 相对应ꎬ “去俄罗斯化” 概念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发展、 细

化的过程ꎮ 西方学者将其看作对 “俄罗斯化” 的被动反应①ꎬ 俄罗斯学界认为是

出于反俄情绪ꎬ 边缘化俄罗斯民族与国家影响力的政策集合②ꎬ 双方在立场上存

在明显差异ꎬ 但都不否认对俄罗斯影响的消除ꎮ 中国学者结合上述观点ꎬ 认为所

谓的 “去俄罗斯化” 就是指那些在历史上深受俄罗斯影响的国家或地区以发展

本国或本地区文化和语言为目的ꎬ 将俄罗斯元素ꎬ 即俄罗斯人或者以俄语为母语

的其他民族群体ꎬ 以及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等标志物从自身空间中排挤出去或边缘

化的一种政策ꎬ 是人为地去除俄罗斯影响的一种过程③ꎮ
就具体表现而言ꎬ 不同历史时期的 “去俄罗斯化” 重点存在一定差异: １９

世纪中期ꎬ “去俄罗斯化” 重在提高民族语言地位ꎬ 组建政党ꎬ 以实现语言文化

独立和行政自治ꎻ ２０ 世纪初的 “去俄罗斯化” 政策更多地表现在恢复本国语言

和排挤俄罗斯族群方面ꎻ 苏联初期则强调加大民族干部比例ꎬ 发展民族语言文

化ꎻ 苏联解体后ꎬ 新独立国家的 “去俄罗斯化” 进程在国际行为体和国内政治

组织的共同推动下ꎬ 呈全面发展之势④ꎮ 在此背景之下ꎬ 独立后的外高加索三

国ꎬ 通过提升主体民族语言地位ꎬ 重构历史叙事ꎬ 排挤境内俄罗斯人ꎬ 退出或拒

绝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组织、 体系等举措ꎬ 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安全方面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 “去俄罗斯化” 趋势ꎮ

(一) 提升主体民族语言地位ꎬ 限制俄语使用范围

语言是 “去俄罗斯化” 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内容ꎮ 独立初期ꎬ 外高加索三国

很快就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主体民族语言的 “国语” 地位: 格鲁吉亚通过宪法、
教育法和大众传媒法确定了格鲁吉亚语的国语地位ꎻ 亚美尼亚通过宪法、 国家语

９９

①
②

③

④

“Ｅｍｐｉｒ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
Кристалинский Л Б Погранич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Росс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динамика

изменения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ава / / Вестник Поволж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управленияꎬ ２０１３ꎬ Ｎｏ ５
参见: 吴爱荣: «乌兹别克斯坦 “去俄罗斯化” 进程探析»ꎻ 张宏莉、 张玉艳: «语言法: 塔吉克

斯坦 “去俄罗斯化” 的新发展»ꎻ 宋博、 吴大辉: «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ꎻ 钱琛: «冷战结束
后波罗的海三国 “去俄罗斯化” 问题研究»ꎮ

宋博、 吴大辉: «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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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法和普通教育法明确规定了亚美尼亚语为其国语ꎻ 阿塞拜疆则颁布语言法ꎬ 确

定了阿塞拜疆语的国语地位ꎮ 对于俄语的法律地位ꎬ 三国均未作出明确规定①ꎮ
但是ꎬ 三国在语言方面的 “去俄罗斯化” 倾向非常明显ꎮ

格鲁吉亚是外高加索三国中 “去俄语化” 趋势最为明显的国家ꎬ 在 ２００５ 年

之前对俄语的定位是 “非国语”ꎬ 此后将其归为 “外语”ꎬ 与德语和法语一起ꎬ
从七年级开始选修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 年间ꎬ 格鲁吉亚有 ２００ 多所俄语学校和机构ꎬ 到

２０１４ 年ꎬ 第比利斯只有两所俄语学校ꎬ 整个格鲁吉亚仅剩 ２８ 所俄语学校ꎬ 以及

５０ 多所可以将俄语作为第二外语教授的混合学校ꎮ 另外ꎬ 俄语学校也是 ３０％ 的

课程使用格鲁吉亚语讲授ꎬ ７０％ 的课程使用俄语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间ꎬ 因为俄语

学校关闭ꎬ 格鲁吉亚有 ５ ０００ 多名教育工作者失业②ꎮ
亚美尼亚在语言方面的 “去俄罗斯化” 更多地表现在独立之初ꎮ １９９３ 年

«亚美尼亚教育法» 颁布后ꎬ 学校的教学语言基本都转为亚美尼亚语ꎮ 语言法通

过后ꎬ 亚美尼亚语在政治、 社会、 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垄断地位就以法律的形式

被确定下来③ꎮ ２００５ 年前后ꎬ 亚美尼亚共有 ６５ 所深入研究俄语的学校ꎬ 开设俄

语班的学校有 ４８ 所ꎬ 其中 １６ 所在埃里温ꎬ ５ 所使用亚美尼亚语和俄语双语教

学④ꎮ 因为在政治、 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对俄罗斯的高度依赖ꎬ 亚美尼亚在 ２１ 世纪

初已开始逐步放宽对俄语的限制ꎬ 但与英语相比ꎬ 俄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ꎮ 例

如ꎬ ２０２０ 年在亚美尼亚举行的外语考试中ꎬ 选择俄语的考生有 １７１ 人ꎬ 英语有

１ ８１２人ꎬ 德语有 ５７ 人ꎬ 法语有 ５４ 人⑤ꎮ
相比前两国而言ꎬ 阿塞拜疆在对待俄语的态度和具体措施上更显温和ꎬ 这与

阿塞拜疆长期以来坚持的平衡外交政策相吻合ꎮ 但独立之初ꎬ 在确定阿塞拜疆语

“国语” 地位的同时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俄语的某些特权: 完成了阿塞拜疆

语从西里尔文字向拉丁文字的转变ꎻ 文牍工作改用阿塞拜疆语ꎻ 以前用阿塞拜疆

语和俄语书写的国家机构的标识牌ꎬ 改用阿塞拜疆语和英语ꎻ 官方会晤和会议等

活动使用阿塞拜疆语ꎬ 若是国际会议则使用阿塞拜疆语ꎬ 并配有英语翻译ꎮ 在阿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张宏莉: «欧亚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ꎬ 第 １９２ ~ １９３ 页ꎮ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Груз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ｍｉｌｅｖ － ｃｅｎｔｅｒ ｒｕ / ｓｔａｔｕｓ － ｒｕｓｓｋｏｇｏ － ｙａｚｙｉｋａ － ｖ － ｇｒｕｚｉｉ /
Баранчик Ю В и т д Политик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 /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материкꎬ ２０２０ꎬ Ｎｏ ２.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мире: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 ред Е Е Чепурных и

т д ꎬ Вып ３ М : Центр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ꎬ ２００５ꎬ С １１７
В Армении начались единые экзамены: на экзамене по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языку участвуют ２１０２

абитуриента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ｍｅｎｐｒｅｓｓ ａｍ / ｒｕｓ / ｎｅｗｓ / １０２０３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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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拜疆的普通学校中ꎬ 俄语已经不再是必修科目ꎬ 而是作为一门普通外语ꎬ 从五

年级开始选修①ꎮ 直到 ２０１０ 年ꎬ 俄语才成为高考备选科目ꎮ 尽管阿塞拜疆政府对

俄语持较为积极的态度ꎬ 但许多中小学的家长依然支持孩子选择英语和土耳

其语ꎮ
整体来看ꎬ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ꎬ 俄语在外高加索三国的地位明显下降ꎮ 根据

俄罗斯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在 ２０２０ 年公布的 “俄语在后苏联空间的稳定性指数”
排名②ꎬ 外高加索三国排名整体靠后: 格鲁吉亚排第 １４ 位ꎬ 倒数第一ꎻ 亚美尼亚

排第 １１ 位ꎻ 阿塞拜疆排名第 ７③ꎮ 除了官方层面外ꎬ 外高加索三国民众对待俄语

的态度则能更清楚地反映出俄语在该地区的实际地位ꎮ 根据国际研究机构协会

“欧亚观察”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монитора) 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７ 年对后苏联空间各国居民

的社会情绪调查结果ꎬ 俄语在外高加索三国的普及率和使用率都呈明显下降趋势

(见表 １)ꎮ

表 １　 俄语在外高加索三国的普及和使用指数

国家

自认为流利掌握俄语
的受访者比例 (％ )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俄语或同等程度
使用俄语与主体民族语言交流的受访者比例 (％ )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

格鲁吉亚 ４９ ４５ ４ ３

亚美尼亚 ５０ ４８ ６ ２

阿塞拜疆 ４１ ３１ １８ １１

　 　 资料来源: Задорин И В ꎬ Подобед И 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аз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ст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 / Политияꎬ ２０２０ꎬ Ｎｏ ３ꎬ С １４１

尽管苏联解体后ꎬ 俄语在后苏联空间地位下滑是一种整体趋势ꎬ 但外高加索

１０１

①

②

③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мире: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 / ред Е Е Чепурных
и т д ꎬ С １１４ － １１５

该排名主要通过考察 “国家公共领域的俄语” “教育领域的俄语” 和 “学术交流中的俄语” 三项
参数所得ꎮ 其中ꎬ “国家公共领域的俄语” 主要考察了 “俄语在宪法或基本法中的地位” “最高国家权力机
构有俄语或俄语版官网情况” “有俄语版的公共服务门户情况” 三项指标ꎬ 总分 ３ 分ꎬ 格鲁吉亚得分为 ０ꎬ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各得 １ 分ꎻ “教育领域的俄语” 主要考察了 “２０１８ 年使用俄语学习的学生比重” 和
“２０１９ 年有机会使用俄语教学的学校比例”ꎬ 在 １４ 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 ２ 个地区中ꎬ
格鲁吉亚排名 １５ꎬ 亚美尼亚排名 １４ꎬ 阿塞拜疆排名第 １０ꎻ 在 “学术交流中的俄语” 主要考察了 “２０１９ 年
Ｓｃｏｐｕｓ 中标明所属国的所有出版物中的俄语刊物比例” 和 “２０１９ 年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标明所属国的所有出
版物中的俄语刊物比例”ꎬ 格鲁吉亚排名第 １２ꎬ 亚美尼亚排名第 ９ꎬ 阿塞拜疆排名第 ３ꎮ

Индекс полож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мире: индекс глобальной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 ГК －
Индекс)ꎬ индекс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в стран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УС － Индекс) / / Под ред М А
Осадчегоꎬ М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м А С Пушкинаꎬ ２０２０ Ｃ ２２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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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ꎬ 不仅是国家官方层面ꎬ 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俄语使

用率整体上也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见图 １)ꎮ 另外ꎬ 虽然目前外高加索三国仍有

超过 ３０％的人口熟练掌握俄语ꎬ 但整体上还是落后于其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①ꎮ
可见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通过 “去俄罗斯化” 削弱俄语地位方面取得明显成效ꎮ
尽管随着主体民族语言地位的巩固ꎬ 以及与俄罗斯关系的不断发展ꎬ 外高加索三

国近年来对本国语言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ꎬ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俄语的生存环境ꎬ
但从俄语目前的普及率和使用率来看ꎬ 其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地位下降可谓是断崖

式的ꎬ 很难再恢复到曾经的荣光时刻ꎮ

图 １　 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俄语或同等程度使用俄语和

主体民族语言交流的受访者比例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７ 年间平均值ꎬ％)
资料来源: Задорин И В ꎬ Подобед И 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аз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ст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 １４２

(二) 重构历史叙事ꎬ 强调民族文化独立

独立后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民族崛起的浪潮中重构国家历史叙事ꎬ 为新的民

族—国家认同 “寻根溯源”ꎬ 三国不同程度地都对本国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

的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ꎮ
格鲁吉亚历史学家伊万涅贾瓦希什维利 (Иванэ Джавахишвили) 早期被

２０１

① Задорин И В ꎬ Подобед И 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аз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ст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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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作品中将彼得一世与瓦赫坦六世的结盟关系描述为 “ (俄国) 为了自己的利益

将格鲁吉亚拖入战争ꎬ 在将其出卖给敌人后任其自生自灭”①ꎮ 苏联解体后ꎬ 这

一观点不仅出现在格鲁吉亚中小学教科书中ꎬ 还被第比利斯用作改写俄格关系史

的依据ꎬ 认为现存的有关俄格关系的叙事是对历史的篡改ꎬ 将 “谎言和暴力”
描述成 “兄弟情义” 和 “友谊”ꎬ 将 “征服” 解释为 “自愿加入”②ꎮ

在重新解读与俄罗斯历史的同时ꎬ 格鲁吉亚开始不断强调其欧洲身份与价值

观ꎮ 格前总理祖拉布日瓦尼亚 (Зураб Жвания) 在 １９９９ 年纪念格鲁吉亚加入

欧洲理事会的讲话中表示ꎬ “我是格鲁吉亚人ꎬ 这也意味着我是欧洲人” 这句话

直到今天仍然在格鲁吉亚的政界和学界不断被引用③ꎮ ２００２ 年布拉格北约首脑会

议上ꎬ 格鲁吉亚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 (Шеварднадзе) 发言时强调ꎬ 在格鲁吉

亚发展 “欧洲—大西洋价值观” 是必要的ꎬ 并含蓄地将这种价值观与后苏联空

间现有的价值观区分开来④ꎮ
阿塞拜疆中小学教科书将与俄罗斯人的初次相识描述为 “一场可怕的灾

难”ꎬ 悉数列举了俄罗斯人在阿塞拜疆犯下的 “种种罪行”ꎬ 认为并入俄国是

“阿塞拜疆丰富的资源引起了沙皇的兴趣ꎬ 导致其最终被征服、 吞并”ꎮ 同时ꎬ
阿塞拜疆独立后还对境内部分地区和城市的名称作了修改ꎬ 使用突厥语命名ꎬ 或

是重新启用历史名称ꎬ 例如ꎬ 今阿塞拜疆的第二大城市甘贾 (Ганджа) 在 １８０４ ~
１９１８ 年被命名为伊丽莎白堡 (Елизаветполь)ꎬ 在 １９３５ ~ １９８９ 年被称为基洛夫堡

(Кировабад)ꎬ 独立后ꎬ 再次启用 １９１８ ~ １９３５ 年的名称———甘贾⑤ꎮ 另外ꎬ 巴库

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源推广阿尔巴尼亚基督教文化⑥ꎬ 对外高加索历史活动家的

名字采用阿尔巴尼亚方式命名ꎬ 以此强调自身久远且独立于俄罗斯和苏联的建国

历史ꎬ 并同时争夺在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 (纳卡) 争端中的话语权⑦ꎮ 阿塞拜疆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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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５ 世纪ꎬ 作为政治组织和文化中心的高加索阿尔巴尼王国在今天的达吉斯坦南部、 格鲁吉亚

和阿塞拜疆领土上建立起来ꎬ 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前ꎬ 居民主要信奉基督教ꎮ 阿塞拜疆领导人曾多次在公开
场合声称ꎬ 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基督教教堂和纪念碑是古代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国家的遗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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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 “卫国战争” 的立场也非常微妙ꎬ 一方面强调自身在卫国战争中作出的巨

大贡献①ꎬ 另一方面又在大量拆除国内的卫国战争英雄纪念碑②ꎮ
亚美尼亚因为与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存在领土争端ꎬ 也不止一次提出要对历

史条约进行修改ꎮ 为了给新独立的国家塑造伟大的历史根基ꎬ 两国都在高加索阿

尔巴尼亚文化中寻根溯源ꎬ 视自己为阿尔巴尼亚王国的正统后裔③ꎮ 亚美尼亚对

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的历史也进行了新的解读ꎮ 例如ꎬ 在亚美尼亚历史学界和

政论界ꎬ 不乏有人将苏维埃亚美尼亚著名政治家的活动描述为爱国领导人被迫在

共产主义压迫下的劳动④ꎮ 亚美尼亚第二大城市ꎬ 希拉克州府在苏联时期称作

“列宁纳坎” (Ленинакан)ꎬ 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ꎬ 独立后则更名为 “久姆里”
(Гюмри)⑤ꎮ

总的来说ꎬ 独立后的外高加索三国采用重构历史叙事、 更改地名和清除历史

遗迹等方式ꎬ 划清与俄罗斯的历史界线ꎬ 突出民族文化的独立性ꎮ

(三) 削弱俄罗斯人地位ꎬ 调整人口民族结构

苏联解体后ꎬ 分布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人有 ２ ５００ 多万ꎬ 其中

外高加索三国占 ８０ 万左右⑥ꎮ 为了提高主体民族地位ꎬ 突显主体民族语言的优越

性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独立之初就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主体民族语言在社会、 政治

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垄断地位ꎮ 由于分布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俄罗斯人对当

地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并不高ꎬ 最高的国家也不超过 ５％ ꎬ 最低的只有 ０ ９％ 左

右⑦ꎮ 而许多国家公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对应聘人员都提出了精通主体民族语言

的要求ꎬ 这种语言政策不但给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子女教育造成影响ꎬ 也变相

地将俄罗斯人从国家和地方各级领导队伍中排挤出去ꎬ 极大地削弱了俄罗斯人的

政治和社会地位ꎮ 目前ꎬ 亚美尼亚成为外高加索地区唯一规定俄语人口在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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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构中拥有代表权的国家①ꎮ
俄罗斯人的安全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ꎮ 由于经济衰退、 失业率上升、 领土争

端难以调解和民族主义兴盛ꎬ 一些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除相互指责和对抗

外ꎬ 还将民族争端的根源归咎于苏联ꎬ 将怒火转移到俄罗斯人身上ꎬ 进而对境内

的俄罗斯人实施公开的犯罪活动ꎮ 例如ꎬ 阿塞拜疆 “卡拉巴赫解放组织” 以阿

塞拜疆人在俄罗斯遭到不公待遇为由ꎬ 对阿塞拜疆境内的俄罗斯人进行公开威

胁②ꎮ 格鲁吉亚更是直接推行将俄罗斯人排挤出去的民族主义政策③ꎮ
根据外高加索三国 ２０ 年间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１) 民族人口数量和比例统计数据ꎬ

三国境内的俄罗斯族人都表现出明显的减少趋势ꎮ 格鲁吉亚 １９８９ 年人口统计结

果显示ꎬ 俄罗斯族人有 ３４１ ２００ 名ꎬ 占人口总数的 ６ ３％ ꎮ ２００２ 年以上数据分别

下降到 ６７ ７００ 名和 １ ６％ 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格鲁吉亚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已经减少

到 ４５ ０００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１％ ④ꎮ
就人口数量而言ꎬ 阿塞拜疆境内的俄罗斯族人是外高加索三国中最多的ꎬ 但

减少趋势仍然相当明显ꎬ 所占比例并不比格鲁吉亚高出多少ꎮ １９８９ 年数据ꎬ 阿

塞拜疆的俄罗斯族人有 ３９２ ３００ 名ꎬ 占总人口的 ５ ６％ ꎮ １９９９ 年ꎬ 下降到 １４１ ７００
人和 １ ８％ 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整个阿塞拜疆境内有 １１９ ３００ 名俄罗斯族人ꎬ 仅占总

人口的 １ ３％ ⑤ꎮ
亚美尼亚是原苏联唯一近乎单一民族的国家ꎬ 其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原本比例

就不高ꎮ １９８９ 年人口数据显示ꎬ 亚美尼亚境内的俄罗斯族人有 ５１ ６００ 名ꎬ 占总

人口的 １ ６％ ꎮ 苏联解体后ꎬ 亚美尼亚境内的俄罗斯族人进一步减少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国仅有 １４ ７００ 名俄罗斯族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０ ５％ 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ꎬ 上述比例已

经下降到 ７ ５００ 名和 ０ ２％ ⑥ꎮ
与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和比例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 三国的主体民族比例都

呈不断增长之势: 格鲁吉亚族从 １９８９ 年的 ７０ １％提高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８９％ ꎻ 阿塞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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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族从 １９８９ 年的 ８２ ７％ 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１ ６％ ꎻ 亚美尼亚族从 １９８９ 年的

９３ ３％上涨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９８ ７％ ①ꎮ 可见ꎬ 独立后外高加索三国在通过 “去俄罗

斯化” 政策改变人口民族结构ꎬ 削弱境内俄罗斯人地位方面取得十分显著的

效果ꎮ

(四) 多元化外交发展ꎬ 平衡俄罗斯影响

就 “去俄罗斯化” 概念来看ꎬ “去除俄罗斯影响” 不仅表现在社会文化层

面ꎬ 还表现在政治、 安全层面ꎬ 即退出或拒绝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政治安全体系ꎬ
消减俄罗斯参与地区事务的影响ꎬ 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行为体发挥着不可忽

略的作用ꎮ
格鲁吉亚是外高加索三国中最亲西方的国家ꎬ 自独立以来就在不断尝试摆脱

俄罗斯的影响ꎬ 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ꎬ 试图在欧洲—大西洋安全保护伞的

庇护下ꎬ 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标准ꎬ 发展为繁荣的民主国家②ꎮ
加姆萨胡尔季阿 (Гамсахурдия) 担任总统时期ꎬ 格鲁吉亚实行闭关锁国的

外交政策ꎬ 拒绝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国家打交道ꎮ 谢瓦尔德纳泽上任后ꎬ 先

是明确拒绝加入独联体ꎬ 不同意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境内驻军ꎬ 后在武力解决阿布

哈兹问题上遭遇失败后ꎬ 被迫加入独联体并允许俄罗斯驻军ꎬ 以换取俄罗斯的支

持ꎬ 维持政权稳定和形式上的领土完整ꎮ 同时ꎬ 为避免俄罗斯 “一家独大”ꎬ 格

鲁吉亚进一步采取 “全方位的东西平衡外交”ꎬ 在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ꎬ 利

用西方力量ꎬ 平衡俄罗斯影响③ꎮ 这种明显带有投机主义色彩的战略妥协并未得

到俄罗斯的积极回应ꎬ 格鲁吉亚转而 “弃俄投西”ꎬ 重新将俄罗斯视为最大的安

全防范对象ꎬ １９９６ 年通过边界保卫法ꎬ 要求俄边防军撤出格鲁吉亚ꎻ １９９８ 年要

求俄撤出驻扎在阿布哈兹的维和部队ꎬ 由北约的维和部队取而代之ꎬ １９９９ 年退

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ꎬ 同时提出加入北约④ꎮ
２００３ 年 “玫瑰革命” 后上台的萨卡什维利作为亲西方力量的代表ꎬ 以融入

欧洲为基本国策ꎬ 将解决内部分裂问题和确保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西方ꎬ 加快

疏远俄罗斯的步伐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在各方压力之下ꎬ 俄格达成协议ꎬ ２００８ 年撤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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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在格鲁吉亚的最后两个基地ꎬ 同时关闭俄设在第比利斯的俄军驻外高加索集群

司令部①ꎮ 俄格战争之后ꎬ 格鲁吉亚于 ８ 月 １８ 日宣布正式退出独联体ꎮ 在俄罗斯

承认南奥赛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后ꎬ 格随即提出断绝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ꎬ 要求俄

军停止以维和部队名义继续留在其境内ꎮ ２０１３ 年格鲁吉亚新总统上台后ꎬ 调整

对俄政策ꎬ 两国在经济、 文化方面的交流逐步回暖ꎬ 但格鲁吉亚 “向西看” 的

战略目标并未改变ꎬ 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 军事合作ꎬ 维持与俄罗斯的

“冷和平” 将成为一种常态ꎮ
相比之下ꎬ 阿塞拜疆与俄罗斯目前关系较为平稳ꎬ 对俄罗斯的疏远更多地出

现在独立之初ꎮ １９９２ 年上台执政的人民阵线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ꎬ 推行以

突厥主义、 民主化和伊斯兰化为核心的执政理念ꎬ 奉行 “亲土仇俄” 外交政策ꎬ
拒绝加入独联体ꎬ 积极寻求土耳其对阿塞拜疆和外高加索地区事务的介入ꎮ 在阿

塞拜疆的强烈要求下ꎬ 到 １９９２ 年底ꎬ 驻阿塞拜疆的俄罗斯军队基本全部撤出②ꎮ
两国关系交恶导致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进一步支持亚美尼亚ꎬ 使阿塞拜疆显得极

为被动ꎮ 人民阵线政府解散后ꎬ 盖达尔阿利耶夫吸取教训ꎬ 调整外交策略ꎬ 在

加入独联体和驻军等方面向俄罗斯作出让步ꎬ 希望换取俄罗斯的支持ꎬ 促成领土

争端的解决ꎮ 但是ꎬ 由于双方缺乏相互信任ꎬ 俄罗斯不愿放弃继续利用纳卡问题

保持在外高加索的存在ꎬ 阿塞拜疆转而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ꎬ 以此平衡

俄罗斯的影响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阿利耶夫访美期间ꎬ 提出加入北约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和欧洲—

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ꎬ 同意引入西方公司开发里海石油ꎮ 双方还发表声明ꎬ 将

通过政治、 经济、 安全等方面的合作来加强 “伙伴关系”③ꎮ 同年ꎬ 斯特拉斯堡

欧盟峰会期间ꎬ 在美国的积极撮合下ꎬ 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 乌克兰、 摩尔多瓦

组建了 “古阿姆” 区域国际组织ꎬ 虽以加强成员国合作、 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

为口号ꎬ 但明显以 “协商达成减少边境内和边境周围的俄罗斯驻军ꎬ 以及促进管

道建设以减少在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和运输上对俄罗斯的依赖” 为主要目的④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在美欧的积极主导下ꎬ 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 土耳其签署协议ꎬ 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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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管线修建 “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 石油管道ꎬ 该项目被认为是打破

俄罗斯能源垄断和阿塞拜疆与欧盟合作的历史性成功①ꎮ
“９１１” 事件后ꎬ 阿塞拜疆与美国在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扩大ꎮ 根据

双方达成的军事协议ꎬ 阿塞拜疆向美国开放领空ꎬ 允许美军飞机在巴库机场加

油ꎻ 美军在阿境内还享有主权待遇ꎬ 行动不受监督②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阿塞拜疆成功列

入 “驻欧美军指挥部负责区”ꎬ 美阿关系再次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ꎬ 美军随后进

驻阿塞拜疆ꎬ 双方以 “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高加索地区和平” 为口号ꎬ 通过培

训、 演习等形式积极发展和扩大军事合作计划③ꎮ 另外ꎬ 阿塞拜疆还十分重视发

展与土耳其的关系ꎬ 将其视为坚定盟友和平衡俄罗斯左右纳卡局势的主要力量ꎮ
两国不断强调民族、 宗教、 文化上的联系ꎬ 在 “两个国家ꎬ 一个民族” 的口号

下深化能源和军事合作④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阿土两国政府就向阿塞拜疆国家边防局提供

人员培训、 物资和技术援助达成一致意见⑤ꎮ 两国武装力量之间的合作被认为

“处于世界模范级别”⑥ꎮ ２００８ 年俄格战争后ꎬ 阿塞拜疆虽主动调整外交重心ꎬ 改

善与俄罗斯的关系ꎬ 但长期以来 “东西平衡” 仍然是外交政策的主调ꎮ
亚美尼亚是俄罗斯在外高加索最坚定的盟友ꎬ 两国关系堪称 “独联体内双边

友好关系的典范”ꎬ 但亚俄同盟关系的建立更多是出于双方的战略需求ꎮ 亚美尼

亚是一个内陆国家ꎬ 资源匮乏ꎬ 被土耳其、 伊朗、 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包围ꎬ 出

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需求ꎬ 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在政治、 经济、 安全等方面保持密

切联系ꎬ 但在保持与俄同盟关系的同时ꎬ 亚美尼亚也在积极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关系ꎬ 争取资金和技术支持ꎬ 推动经济发展⑦ꎮ ２００７ 年通过的 «亚美尼亚共

和国国家安全战略» 就明确表示ꎬ 确保亚美尼亚军事政治安全的重点在于ꎬ “重
视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ꎬ 建立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ꎬ 确保双方在国防和军事技

术领域的合作ꎮ 保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地位ꎬ 同时与美国和希腊开展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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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合作ꎬ 发展与北约之间的合作ꎮ”① 可见ꎬ 即便是最亲俄的亚美尼亚ꎬ 也在

追求全方位的外交政策ꎬ 寻求安全的多元化保障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无论是在社会文化领域ꎬ 还是政治安全方面ꎬ 外高加索三国

的 “去俄罗斯化” 政策都在不断调整: 独立初期ꎬ 为了巩固国家政权ꎬ 重构民

族—国家认同和塑造独立个体身份ꎬ 外高加索三国严格限制使用俄语ꎬ 大力提升

主体民族及其语言地位ꎻ 尽可能地划清与俄罗斯之间的历史界限ꎬ 削弱俄罗斯参

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ꎮ 在完成政权平稳过渡的阶段性任务之后ꎬ 面对社会发展和

国际交流的现实需要ꎬ 外高加索三国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俄语的限制ꎻ 为了解决

领土争端ꎬ 三国基于实用主义不断收紧或放宽 “去俄罗斯化” 政策: 格鲁吉亚

以加入独联体和允许俄罗斯驻军为条件ꎬ 换取俄罗斯支持其解决南奥塞梯和阿布

哈兹问题的意愿落空后ꎬ 坚定了 “去俄罗斯化” 立场ꎬ 全面倒向西方ꎬ 同样ꎬ
纳卡问题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去俄罗斯化” 政策走向的影响也是不容忽

视的ꎮ
俄罗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在纳卡问题上对亚美尼亚的支持引起了阿塞拜疆的

极度不满ꎬ 致使其推行强硬的 “去俄罗斯化” 政策ꎬ 弃用基里尔字母ꎬ 拒绝加

入独联体和接受俄罗斯在其境内驻军ꎮ 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 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采

取中立态度ꎬ 阿塞拜疆对此也作出了一定的回应ꎬ 适当地放缓了 “去俄罗斯化”
步伐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普京上台后重视俄阿关系的改善ꎬ 阿塞拜疆也相应地加大

了对俄语发展的政策和财力支持ꎬ 尤其是 ２００８ 年俄格战争之后ꎬ 阿塞拜疆更清

楚地认识到ꎬ 纳卡问题的解决不能没有俄罗斯的参与ꎬ 于是进一步克制与西方的

接触ꎬ 加强与俄罗斯在各领域的合作ꎮ 同样ꎬ 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的立场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亚美尼亚的 “去俄罗斯化” 政策ꎮ 除 ９０ 年代初期对亚美尼亚短

暂的明确支持外ꎬ 俄罗斯在纳卡问题上基本保持中立态度ꎬ 将其作为参与外高加

索地区事务的一个抓手ꎬ 这也使得亚美尼亚在对俄关系上多了一份 “被逼无奈”
和 “阳奉阴违”ꎬ 其民众对待俄语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ꎮ 所以说ꎬ “去俄

罗斯化” 并不是目的ꎬ 而是新独立国家巩固政权、 解决问题、 实现发展的一种

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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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高加索三国 “去俄罗斯化” 对其社会发展的影响

自独立以来ꎬ 外高加索三国推行 “去俄罗斯化” 政策的成效已经逐步显现

出来: 首先ꎬ 主体民族语言得到发展ꎬ 实现了主体民族与主导语言在地位上的对

等匹配ꎮ 俄语的使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ꎬ 成为一门普通的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ꎬ
地位不及主体民族语言ꎬ 且与英语等其他外语存在激烈竞争ꎻ 其次ꎬ 人口的民族

结构得以调整ꎬ 主体民族地位上升ꎮ 生活在外高加索三国的俄罗斯人数量大幅减

少ꎬ 留在当地的俄罗斯人在生活、 工作和安全等方面面临种种挑战ꎬ 社会和政治

地位受到极大削弱ꎮ 最后ꎬ 地区地缘政治环境改变ꎬ 俄罗斯的整体影响力大大削

弱ꎬ 受到美国、 欧盟、 土耳其、 伊朗等多重力量的制衡ꎬ 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

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ꎮ 可见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通过 “去俄罗斯化” 政策消除俄

罗斯影响方面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ꎮ 但正如实践所证明ꎬ “去俄罗斯化” 本身就

是一把双刃剑ꎬ 其对外高加索社会自身发展的影响还需客观辩证地去看待ꎮ

(一) 影响教育文化水平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ꎬ 是构建主体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ꎮ 外高加索三

国独立后以立法形式确定了主体民族语言的 “国语” 地位ꎬ 将其运用于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ꎬ 为进一步构建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认同创造了基础ꎬ
但这种语言政策忽略了国内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ꎬ 更多地被当作宣示国家主权的

工具和与俄罗斯交往的政治筹码ꎬ 不利于外高加索三国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ꎮ
不得不承认ꎬ 在漫长的 “俄罗斯化” 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外高加索民族文化

主要以俄语为表现形式ꎮ 苏联解体后ꎬ 后苏联空间大部分国家的图书馆藏书仍然

以俄语书籍为主①ꎬ 知识阶层在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过程中仍习惯于使用俄语②ꎬ
生活中ꎬ 俄语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ꎬ 以及独联体国家的族际交流语ꎬ 是民众

了解世界和相互沟通的主要语言ꎬ 俄语在独立后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仍然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后限制俄语使用和学习的举措一方面直接导

致大量具有俄语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外迁ꎬ 另一方面年轻一代不懂俄语ꎬ 或俄语

水平低下ꎬ 在了解俄语文字记录的教育、 科学、 艺术等信息资料和与仅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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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的老一辈交流时出现障碍ꎮ 与此同时ꎬ 建立在主体民族语言基础上的新的教

育体系尚不健全ꎬ 相应的文献资料和数据库还有待进一步完善ꎬ 在这种背景下进

行语言的强制过渡ꎬ 无疑会造成文化上的混乱ꎬ 知识和人才断层ꎬ 影响文化传

承ꎬ 阻碍教育发展ꎮ

(二) 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苏联解体之初ꎬ 外高加索三国的 “去俄罗斯化” 政策得到了美国、 欧盟、
土耳其等国家的大力支持ꎬ 获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高加索

三国的经济发展ꎬ 有助于提升其在经济领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ꎮ 但值得注意的

是ꎬ 外高加索三国通过 “去俄罗斯化” 摆脱俄罗斯经济 “控制” 的同时ꎬ 过激

的举措也恶化了自身经济发展环境ꎮ
第一ꎬ 独立前的外高加索三国遵循苏联发展模式ꎬ 各个领域的专家人才掌握

的知识技术主要来自俄罗斯ꎬ 独立后留在外高加索三国的大部分俄罗斯人是苏联

时期对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 “输血” 的结果①ꎬ 这些人活跃在教育、 科研及行政

管理等各个领域ꎬ 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去俄罗斯化” 限制使用俄

语ꎬ 使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面临失业的困境ꎬ 大量俄语人口被迫外迁给国家经济

发展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②ꎮ
第二ꎬ 外高加索三国对俄语和俄罗斯人的态度直接影响其与俄罗斯的经贸往

来和相互投资ꎮ 例如ꎬ 因为格鲁吉亚推行明确的 “亲美反俄” 政策ꎬ 俄罗斯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间先后禁止从格鲁吉亚进口蔬菜、 水果以及工业品ꎬ 同时提高天

然气价格ꎬ 减少两国金融往来ꎬ 并且ꎬ 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经济投资从 ２００６ 年

的 ８ ５％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负值③ꎬ 一系列措施使格鲁吉亚的经济发展受到巨大

打击ꎮ
第三ꎬ 俄罗斯是外高加索三国劳务输出的主要方向ꎮ 据有关数据统计ꎬ ２１

世纪初ꎬ 外高加索三国前往俄罗斯务工人员就占各国外出务工人口总数的 ８０％
以上④ꎬ 这些人以年轻人为主ꎬ 受本国 “去俄罗斯化” 政策影响ꎬ 俄语水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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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华: « “境外俄罗斯人问题” 刍议»ꎬ 载 «世界民族» １９９６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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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ꎬ Ｎｏ ４ꎬ Т ２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限ꎬ 而俄罗斯出台的保护俄语措施要求赴俄者必须通过相应的俄语考试ꎬ 无形中

加大了该群体进入俄罗斯的难度ꎬ 最终直接影响三国的外汇收入ꎮ
最后ꎬ 引入西方势力进入外高加索并没有给该地区带来稳定与发展ꎬ 相反ꎬ

一些国家假借援助之名强行干涉他国内政ꎬ 阻碍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ꎬ 激化地区

矛盾ꎬ 引发社会危机ꎬ 造成政局动荡ꎬ 结果不但阻碍经济发展ꎬ 还威胁整个地区

的安全ꎮ

(三) 影响族际关系和谐

历史上ꎬ 为了提升俄语在高加索地区的地位ꎬ 沙俄政府积极干预当地语言政

策制定和教育活动ꎬ 将俄语最大程度地融入当地生活和教育体系之中ꎬ “掌握俄

语” 一度成为进入上层社会和步入仕途的必要条件①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期ꎬ 斯

大林下令用西里尔字母为中亚和外高加索一些民族创造新文字ꎮ ５０ 年代始ꎬ 苏

联官方正式将俄语列为 “各民族统一交际语言和非俄罗斯民族第二大民族语

言”ꎬ 确立了俄语事实上的国语地位ꎮ １９７８ 年ꎬ 苏联当局取消格鲁吉亚语和亚美

尼亚语在其共和国的国语地位②ꎮ 这一强制推行俄语的举措不但严重影响了各加

盟共和国的民族语言发展ꎬ 还加剧了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的紧张关系ꎬ 最终成

为引发苏联解体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ꎮ 这本应成为新独立国家制定民族语言政

策时需要吸取的一个教训ꎬ 但实际上ꎬ 独立后的外高加索三国在高度重视捍卫本

民族利益和复兴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同时却忽略了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其他少数民

族的利益ꎬ 这无异于重蹈历史覆辙ꎬ 与其反对 “民族沙文主义”ꎬ 宣扬 “民族自

决” 的思想南辕北辙③ꎮ
语言法的颁布将外高加索各国居民明确分为讲国语的主体民族和以俄罗斯人

为主的俄语居民两大阵营ꎬ 将个人政治、 社会、 经济地位与语言挂钩ꎬ 在主体民

族与俄语人口之间人为设置分隔ꎬ 使两者之间在待遇和权利方面的差异不断拉

大ꎬ 矛盾上升ꎬ 最终造成两大阵营的对抗ꎮ 例如ꎬ 格鲁吉亚共和国在确定格鲁吉

亚语为 “国语” 后ꎬ 要求所有机关、 学校只能使用格鲁吉亚语ꎬ 结果导致广泛

使用俄语的南奥塞梯地区冲突加剧ꎬ 民族矛盾再次被引爆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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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影响与俄罗斯的关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整体实力下降ꎬ 国家转型后ꎬ 对外战略几经调整ꎬ 但独联

体国家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首选和重点ꎮ 外高加索三国在地理、 民族与文化上与

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紧密相关ꎬ 保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事关俄罗斯的经济发

展、 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ꎬ 受到其高度重视ꎮ 作为俄罗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ꎬ
俄语和俄罗斯人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文问题ꎬ 而是与俄罗斯的国家战略紧密

相关ꎬ 是其在后苏联空间施加影响力的工具ꎮ 所以ꎬ 有损俄罗斯人利益的举措势

必会成为影响外高加索三国与俄罗斯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８ 年间ꎬ 俄罗斯先后颁布了十多部有关 “俄罗斯离散族群” 的政

策文件ꎬ 明确了保护境外俄罗斯人权益的决心①ꎬ 在具体措施上ꎬ 除通过经济手

段施压、 教育援助拉拢之外ꎬ 俄罗斯更是不惜运用军事手段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３ 年终

止从爱沙尼亚撤军ꎬ 反对爱沙尼亚政府通过有歧视俄罗斯人内容的法规ꎻ 以保护

俄罗斯人安全为由ꎬ 积极参与格鲁吉亚等地的维和行动②ꎮ １９９５ 年俄时任外长更

是直言 “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保护俄罗斯同胞的权利”③ꎮ ２００８ 年俄格战争结束

后ꎬ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索契接受电视采访时宣布了 “俄方外交政策的五项

原则”ꎬ 其中第四条明确表示 “俄罗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

和尊严”ꎬ 据此将 “对外战略的触角合法地伸向了南高加索各国”④ꎮ
总体而言ꎬ “去俄罗斯化” 是独立后的外高加索三国巩固国家主权、 实现经

济自主、 加强文化自信的必然之举ꎬ 取得了一定成效ꎬ 但具体落实过程中对其自

身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ꎮ 强硬的语言、 民族、 外交政策造成知识的断层和人才

的大量流失ꎬ 加剧了族际关系的紧张程度ꎬ 恶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ꎬ 最终制约了

外高加索三国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ꎬ 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保障ꎮ 不得不

说ꎬ 社会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ꎬ 尤其是制度文化方面ꎬ 不能操之过急、 一

刀切ꎬ 更不能通过行政法令强制推行ꎬ 否则ꎬ 不但影响国家稳定与社会发展ꎬ 还

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ꎬ 损害国家形象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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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高加索三国 “去俄罗斯化” 前景

纵观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后的 “去俄罗斯化” 进程ꎬ 不得不承认的是ꎬ 无论

是立场最为坚定的格鲁吉亚ꎬ 还是对俄罗斯最为依赖的亚美尼亚ꎬ 抑或是坚持左

右平衡的阿塞拜疆ꎬ 在对待俄语和俄罗斯人的态度和看待俄罗斯参与地区事务的

立场上ꎬ 都趋于平和ꎬ 即相较于独立初期ꎬ 外高加索三国的 “去俄罗斯化” 热

情与力度明显消减ꎮ 这一方面是完成了独立初期面临的构建民族—国家认同、 实

现经济复苏、 确保政权平稳过渡等阶段性任务后ꎬ 外高加索三国内外政策调整的

结果ꎬ 另一方面也表明 “去俄罗斯化” 面临种种制约ꎬ 继续推动困难重重ꎮ

(一) 制度文化层面的 “俄罗斯化” 影响难以消除

从帝俄到苏联ꎬ 俄罗斯对外高加索并不单单是武力征服ꎬ 外高加索三国的政

治、 经济和文化体系都是在俄罗斯的主导下建立起来并有效运行的ꎬ 在此背景下

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外高加索人已经将这种体系文化内化于思想观念中ꎬ 表现在行

为举止上ꎮ 因此ꎬ “去俄罗斯化” 可以限制俄语的使用范围ꎬ 可以将俄罗斯人从

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排挤出去ꎬ 但渗透到外高加索人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俄罗斯

文化已经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ꎬ 其影响短期内是抹不掉的ꎮ 单就语言而言ꎬ 尽

管外高加索三国在独立后大力发展主体民族语言ꎬ 积极推动英语、 土耳其语教

育ꎬ 但俄语在外高加索地区仍然具有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优势ꎬ 有着广大的受

众群体ꎬ 强制割裂不但会引起俄罗斯与俄罗斯人的不满ꎬ 还会给其他民族的生活

和工作带来不便ꎮ 三国在经过独立初的 “冲动期” 之后ꎬ 逐步放宽对俄语的限

制ꎬ 转而采取 “务实的” 语言政策ꎮ 这足以证明ꎬ “去俄罗斯化” 注定将是一个

比 “俄罗斯化” 更漫长、 更复杂的过程ꎮ

(二) 经济和安全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使 “去俄罗斯化” 底气不足

尽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整体实力受到极大削弱ꎬ 无力阻止外高加索三国

“向西看”ꎬ 但鉴于历史和地域的影响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全等

层面对俄罗斯依然具有很大的依赖性ꎮ
就亚美尼亚而言ꎬ 该国面积狭小、 资源匮乏、 工业体系单一ꎬ 面临着巨大的

经济发展压力ꎮ 同时ꎬ 其又与北部的阿塞拜疆存在领土争端ꎬ 与南部的土耳其有

历史积怨ꎬ 长期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南北夹击ꎬ 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俄罗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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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援助ꎬ 能源、 电力等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基本掌控在俄罗斯手中①ꎮ
因此ꎬ 某种程度而言ꎬ 亚美尼亚并不具备继续推行 “去俄罗斯化” 政策的条件ꎮ

外高加索三国中资源禀赋最为优越的阿塞拜疆ꎬ 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赖相对

较小ꎬ 但政治上要解决与亚美尼亚的领土争端也难以绕开俄罗斯ꎮ 俄格战争的爆

发和后苏联空间不断出现的 “颜色革命” 都足以表明ꎬ 掌握外高加索地区和平

钥匙的是俄罗斯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阿塞拜疆在 “去俄罗斯化” 方面势必会更加

审慎ꎮ
格鲁吉亚在外高加索三国中与俄罗斯关系最为紧张ꎬ 但双方在经贸方面也保

持着密切的合作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６ 年之间ꎬ 俄罗斯一直是格鲁吉亚的第一、
二大贸易伙伴国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仅次于土耳其ꎬ 位居第二)②ꎮ 俄格战争

后ꎬ 两国外交关系一度中断ꎬ 但经济联系仍在继续ꎬ 俄罗斯市场仍然是格鲁吉亚

的优先关注方向ꎮ 并且ꎬ 格鲁吉亚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裂问

题的失败也说明ꎬ 继续推行 “去俄罗斯化” 政策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ꎮ

(三) 国际局势多变ꎬ 地区环境复杂ꎬ “去俄罗斯化” 成本更高ꎬ
风险加大

苏联解体后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国际法意义上获得了独立ꎬ 但独特的地缘政

治、 经济、 文化和战略地位注定其无法在平静、 独立的环境下稳步发展ꎮ 外部势

力竞相介入ꎬ 使该地区再次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面临更多选

择机会的同时ꎬ 承担的风险也会更大ꎬ 稍有不慎就会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ꎮ
在过去 ３０ 年间ꎬ 外高加索地区的主要竞争者是美国和俄罗斯ꎬ 随着两国各

自实力转变和对外政策的调整ꎬ 轮番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ꎬ 外高加索三国也基

本形成了 “亲美” “亲俄” 和 “平衡” 的外交定向ꎮ 但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ꎬ 美

国虽然继续在其主导下的国际结构中保持着 “一超” 地位ꎬ 但实力明显下降ꎬ
在外高加索的博弈中会越来越力不从心ꎮ 另外ꎬ 美国的到来并没有带来外高加索

三国期望的稳定与发展ꎬ 其推行的民主改革直接导致格鲁吉亚政权更迭ꎬ 战火燃

起ꎬ 领土分裂ꎮ 美国在后苏联空间不断策划的 “颜色革命” 使外高加索三国越

来越意识到ꎬ “美国的强权外交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③ꎬ 俄罗斯仍然是维护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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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吴军: «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中国与亚美尼亚关系»ꎬ 载 «欧亚人文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梁英超: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研究»ꎬ 北京外国语大学 ２０１６ 年博士学位论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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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索地区安全的根本力量ꎬ 继续坚持与其 “对立” 弊大于利ꎮ

结　 语

外高加索三国出于消除俄罗斯的影响、 营造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展环境的目

的ꎬ 独立后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和美俄对外政策演变的影响下迅速走上 “去俄罗

斯化” 道路ꎮ 通过限制使用俄语、 重构历史叙事、 削弱境内俄罗斯人地位和拒绝

俄罗斯主导的政治安全体系等举措ꎬ 外高加索三国在消除俄罗斯影响力方面取得

了一定成效ꎬ 但 “去俄罗斯化” 政策是把双刃剑ꎬ 在提高国家独立性的同时ꎬ
也对三国的社会、 政治、 经济和文化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ꎮ 由于 “去俄罗斯

化” 本身难度较高、 高加索三国在应对地区冲突和发展经济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

性较大ꎬ 国际局势变化和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ꎬ 外高加索三国 “去俄罗

斯化” 进程短期内很难再有实质性突破ꎬ 但作为独立主权国家ꎬ 三国也不存在完

全放弃 “去俄罗斯化” 政策的可能ꎮ “去俄罗斯化” 是难以逆转的潮流ꎬ 只是未

来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ꎬ 处理好与俄罗斯关系方面找到平衡点ꎬ 确保地区

安全、 实现经济发展和维护政治稳定将是外高加索三国 “去俄罗斯化” 过程中

必须面对和慎重考虑的问题ꎮ
(责任编辑　 聂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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