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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纳卡承载太多大国盘算
文 / ?舟

硝烟不断背后是地缘政治暗流涌动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地

区大打出手，成千上万?流离失所，

甚至失去生命。更耐?寻味的是，纳

卡一声炮响，牵动了包括俄罗斯、土
耳其、伊朗、欧美多国在内的世界及

地区大国。

纳卡面积不过 4400余平方?
里，?口不过 15万，更没有什么稀

有矿产，何以牵动世界的神经？其
实，纳卡拥有的能量不在于这一小

块土地，而是它所处的关键位置及

其背后的世界能源版图。小小的纳
卡，成为暗流涌动的大国博弈场。

俄罗斯
不容失去亚美尼亚

被视为近代地缘政治鼻祖的英
国学者麦金德曾有名言：“谁控制东

欧，谁就统治心脏地带；谁控制心脏
地带，谁就统治世界岛；谁统治世界

岛，谁就统治世界。”这里的心脏地
带大体指现今俄罗斯及其周边，世

界岛即紧密相连的亚欧非三大洲。

百余年过去，麦金德的理论也
在批判与继承中发展，但没?可以

否认，位居欧亚大陆中央的俄罗斯
可以凭借其辽阔幅员对世界施加的

巨大影响：从硝烟弥漫的北非，到形
势依旧微妙的东北亚，从战火连天

的中东，到掌控国际贸易要道的南
亚，俄罗斯的存在感无处不在。

这种存在感成就了俄罗斯的大
国地位，要维系这种存在感，就必须

保护通往中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战
略通道。因此，联通欧亚两洲、衔接

里海与地中海的高加索山脉显得至
关重要，而纳卡地区就在这里。

纳卡地区紧邻把里海沿岸丰富
的油气资源输往西方最便捷的通

道———巴库 -?比利斯 -杰伊汉
（BTC）油气管线。这是唯一一条完

全由西方控制、可打破俄罗斯对里
海能源运输体系垄断的管线。

由于 BTC 管线距亚美尼亚领
土最近处不到 20?里，一旦纳卡地

区不稳，亚美尼亚以及常年驻扎该
国的俄罗斯驻军有能力随时切断这

条西方的能源动脉。

毫不夸张地说，在格鲁吉亚与
北约眉来眼去、阿塞拜疆与土耳其

越发抱团后，亚美尼亚已是俄罗斯
在高加索山脉以南唯一可靠的战略

立足点。俄罗斯不仅向亚美尼亚提
供先进军事装备，还与亚美尼亚军

队一起保卫它与土耳其的边界。俄
罗斯或许可以不在意纳卡最终归

谁，但绝不容许失去亚美尼亚。

土耳其
暗中鼓动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如此
紧密，引起土耳其的不满，何况土耳

其与俄亚双方都有新仇旧恨。纳卡
地区之争表面上是阿塞拜疆和亚美

尼亚两个小国的争端，实际上延续

的是俄罗斯和土耳其两个大国数百
年来斗争博弈的逻辑。

俄罗斯与土耳其虽然并不存在
领土争端，但对地区影响力的争夺

日渐激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上
台后，致力于提升土耳其在突厥语

世界和中东地区的领导力，与土耳

其在语言、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存在
紧密联系的阿塞拜疆成为突破口。

正如俄罗斯不能失去亚美尼亚
一样，阿塞拜疆同样在土耳其膨胀

的民族心理和敌意环伺的周边环境
中占据独特地位，而且还能为油气

资源短缺的土耳其提供大量能源。
俄罗斯和土耳其在一场有限战

争中能分出胜负吗？很难。同理，对
阿亚两国而言，停火是唯一的选择。

但这绝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
土耳其之所以鼓动阿塞拜疆扩大战

事，必然是为了浑水摸鱼，不会轻易
放弃纳卡这张牌。所以，在一片劝和

声中，土耳其却动员大批在利比亚
和叙利亚作战的极端武装进入阿塞

拜疆，土耳其空军 F-16战机以军
演为由出现在阿塞拜疆机场，停火

协议形同虚设，阿亚两国持续交火。
土耳其之所以不惜制造冲突也

要在高加索地区站稳脚跟，为的是
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拥有更多筹

码，从而在更关键的叙利亚和平进

程上使俄罗斯让步。

伊朗
不想阿塞拜疆坐大

俄土两国是高加索地区最主要
的玩家，但不是仅有的玩家。

纳卡当地政府实控区域的南边
紧邻伊朗北境，阿亚交火波及伊朗

境内边民。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发
出强硬警告，要求冲突双方认真考

虑伊朗的关切，否则将采取进一步

措施。同时有报道称，伊朗正向北部
边境集结大批军队。

作为地区大国，伊朗的警告是
各方难以忽视的。有观察?士认为，

伊朗与阿塞拜疆同属什叶派，伊朗
两任精神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都

是阿塞拜疆族，因此伊朗应该站在
阿塞拜疆一边。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尽管伊朗并未承认对亚美尼亚提供
援助，却不惜边境陈兵迫使双方休

兵，已然表明实际态度。
与政教合一的伊朗不同，阿塞

拜疆是高度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
伊朗境内约 16%?口是阿塞拜疆

族，加上年轻一代宗教热情退却，伊
朗并不乐见阿塞拜疆在地区坐大。

同时，阿塞拜疆出于多边平衡的需
要与西方接近，与伊朗整体亲俄的

外交政策刚好相反，两国虽有经济

合作，却并不亲近。

因此，纳卡地区呈现出一幅奇
特景象：宗教热情高涨的伊朗弃同

文同宗的阿塞拜疆于不顾，帮扶基
督教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所属

的什叶派本与土耳其所属的逊尼派
势同水火，两国却成为“莫逆之交”。

欧美
劝和之外各有考虑

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欧美在
高加索地区缺乏发挥力量的抓手。

虽然一致希望纳卡地区休兵，欧盟
与美国的盘算仍有不同。

相比遥远的高加索，欧盟更在
意地中海的稳定和能源开发。但土

耳其通过介入利比亚问题，迅速激

化了东地中海的矛盾，并与希腊、塞
浦路斯等欧盟成员国关系持续紧

张。加上土耳其屡屡拿难民问题要
挟，欧盟对埃尔多安早已不满。所

以，法国总统马克龙严厉批评土耳
其向纳卡地区派遣雇佣军，称这是

传递“好战信号”。
忙于国内事务的美国其实没有

多少精力投入纳卡地区，但美国的
算盘或许是最多的。首先，这是离间

俄土关系，阻碍两国在叙利亚和军
贸问题上合作的契机；其次，由于俄

罗斯并未如土耳其般坚定站在亚美
尼亚一方助战，亚美尼亚国内的失

望情绪恰好满足了美国离间俄亚关
系的需要；最后，欧亚能源供应格局

一旦洗牌，对急于扩大对外能源出
口的美国无疑是个机会。但欧盟需

要阿塞拜疆的能源通道，西方对亚
美尼亚也有难以忽略的文化亲近

感，加上缺乏有力的政策抓手，美国
也只能在无奈中“从善如流”。

大国博弈忙，纳卡做战场。国际
政治的法则虽恒久未变，棋子承受

的痛苦却无比真实。这份痛苦属于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成千上万个家
庭，也应该被整个世界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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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

南部， 在苏联时期为阿塞拜疆
自治州， 多数居民为亚美尼亚

族人。 1988年，纳卡要求并入
亚美尼亚， 导致该州阿塞拜疆

族和亚美尼亚族爆发冲突。 苏
联解体后，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

亚为争夺纳卡爆发战争， 亚美

尼亚占领纳卡及其周围原属阿
塞拜疆的部分领土。

1992年，欧洲安全与合作
会议 （欧安组织前身） 成立由

12国组成的明斯克小组，俄罗
斯、美国和法国为共同主席国，

以协调解决纳卡冲突。自此，有
关纳卡问题的不同级别谈判在

明斯克小组框架内陆续举行，

但至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94年，阿塞拜疆和亚美
尼亚达成停火协议， 但两国一

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

时有冲突。 明斯克小组最后一

次大力推动化解纳卡争端是
2010年，但没有成功。

多年来， 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在纳卡地区时有交火，双

方经常有士兵和边民伤亡，两
国政府围绕纳卡地区互相指责

的口水战从没有停止。

纳卡问题由来

冲突缘何再起
9月 27日凌晨，亚美尼亚

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爆发新
一轮冲突，双方使用火炮、坦克

等重武器越过实控线向对方开
火，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交火现

场的火力密度史无前例， 双方
均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为应对严峻冲突形势，亚

美尼亚当天宣布在全国实行戒
严和军事总动员， 阿塞拜疆也

宣布国家进入战时状态并在全
国实行戒严。

分析人士认为， 纳卡地区
新一轮冲突的爆发仍是以往双

方在该地区军事对立状态的延
续， 疫情严重影响了两国经济

发展，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也
助长了双方通过对外军事行动

来转移国内矛盾的想法。

纳卡地区冲突持续十多

天，导致数百人死亡，数千人被
迫逃离。 10月 10日，在俄罗斯

斡旋下，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达成停火协议，同意当天 12时

起在纳卡地区停火， 交换战俘
和遇难者遗体。 但停火协议生

效后不久， 双方即互指对方违
反协议发动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