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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7 日，时任外交部长王毅同波黑外交部长茨

尔纳达克于第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在布达佩

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黑部长会议关于互免持普通

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协定于2018年5月29日生效。从那以后，

波黑成为第二个对中国免签的欧洲国家，中波两国持普通护照

公民在对方国家入境、出境、停留或者过境，每 180 日停留最

长不超过 90 日，免办签证。

互免签证以来，波黑对于中国游客仍然比较冷门。正如春

秋旅游欧非中东部总经理戚梅对《新民周刊》表示，“欧洲的

旅游目的地选择非常多，没有直航的波黑一直不在国人的首选

名单上，也没有单独深度游的路线，通常都放在前南斯拉夫几

个免签国家一起游。而且游客大多是上了年纪对于波黑有一些

怀旧情结的人，还有就是办签证嫌麻烦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饱经战火、人均 GDP 在巴尔干半岛排倒数

的波黑有三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有两处（莫斯塔尔

石桥及其周围老城区，迈赫迈德·巴什·索科罗维奇的古桥）

和桥有关。站在桥上看波黑，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三个民族、三种宗教的欧洲“火药桶”

对于中国人而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一个相对

拗口的名字，所以往往习惯只说“波黑”。其实，“波斯尼亚”

得名于“波斯尼亚河”，在波斯尼亚语中意为“温柔的”；“黑

塞哥维那”源自古高地德语，意为“公爵”。

如今的波黑南、西、北三面与克罗地亚毗连，东与塞尔维亚、

黑山为邻。

波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 6 世纪。当时，一支名为阿瓦

尔人的游牧民族从中亚地区迁徙到了多瑙河流域，与生活在当

地的西斯拉夫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一个多世纪后，原本生活

在乌拉尔山附近的另一支游牧民族马扎尔人（即如今匈牙利人

的祖先），由于环境变化也南下迁徙到了喀尔巴阡山附近。在

两支“蛮族”的夹击下，一些原本生活在此地的西斯拉夫人选

择南下巴尔干，并在今天的波黑等地定居下来。

公元 8 世纪中叶，强盛的法兰克王国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的

西北部。在西欧国家的强势影响下，生活在这里的斯拉夫人选

择皈依天主教，并在文化方面逐渐拉丁化。

在 11 世纪，教会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两派。生活在巴尔

干东部、南部的斯拉夫人虽然曾被拜占庭帝国视为蛮族，但在

长期的对峙过程中还是接受了东正教熏陶，并以拜占庭带来的

希腊文字为基础，发明了西里尔字母。

随着南斯拉夫人的两支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地处克

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波黑地区就成了两种不同文化相碰撞

相融合的熔炉，克塞两国均不断向波黑移民。

12 世纪末，这里的斯拉夫人建立独立的波斯尼亚公国。14

世纪末，波斯尼亚进入鼎盛时期。1463 年后成为奥斯曼土耳其

属地，1908 年被奥匈帝国占领。

值得一提的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服扩张过程中，

一部分塞尔维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今日穆族的祖先。

到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统治时代，南斯拉夫的穆斯林在法律意

义上被划为了一个单独的民族，官方称之为“波什尼亚克”人。

至此，波黑集结了信奉伊斯兰教的波什尼亚克族（简称“波

族”，也就是“穆族”，约占今天波黑总人口 50.1%）、信奉

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简称“塞族”，约占今天波黑总人口

30.8%）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简称“克族”，约占今天

波黑总人口 15.4%）。

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兹·裴迪南大公在

萨拉热窝遭当地青年暗杀，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部斯拉夫民族成立了塞尔维亚人—克罗

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29 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波黑

是其中的一部分，被划分为几个行政省。

由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两国此前被奥匈帝国统治，缺

乏完整的行政体系，新成立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

洛文尼亚人王国”基本沿用了塞尔维亚王国的官员和行政体系。

Jajce 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