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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塞族领导者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

打压新加盟地区的传统宗教、文化、历史乃至生活习惯。

为了对抗塞族的打压政策，克族内的一些激进主义分子成

立了一个名叫“乌斯塔沙”的法西斯组织，通过制造恐怖袭击

的方式来报复塞族。二战爆发后，德国于 1940 年占领了南斯拉

夫，得到德军支持的“乌斯塔沙”开始疯狂地屠杀塞尔维亚人

和犹太人。

1945 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立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 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

邦共和国”），波黑成为其中一个共和国。

1992 年 3 月，波黑就国家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决，波族和

克族赞成独立，塞族抵制投票，波黑战争由此爆发。1992 年 5

月 22 日，波黑加入联合国。

1995 年 11 月 21 日，在美国主持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图季曼

和波黑共和国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的莱

特—特派森空军基地签署代顿波黑和平协议（简称“代顿协议”），

波黑战争由此结束。

在萨拉热窝城市漫游

波黑战争给当地经济带来严重破坏，几近崩溃。近年来，

在国际社会援助下，波黑经济恢复取得一定进展。

以旅游业为例，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1995 年至今，波黑

的旅游业增长率位居世界前三位；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旅游

竞争力报告中，波黑被列为世界上对国际游客最友好的国家第

8 位；首都萨拉热窝曾被《孤独星球》评为全球 10 大旅游城市。

波黑现有人口 353 万，而 2022 年全年接待外国游客 90.7

万人次，相当于波黑 1/4 人口，由此可见旅游业对于这个国家

的重要性。

首选旅游目的地当然是首都萨拉热窝。这里被很多文化学

者和历史学家称为“欧洲的耶路撒冷”或“巴尔干的耶路撒冷”。

和耶路撒冷作为亚欧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一样，萨拉热窝也坐

落在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汇处。萨拉热窝市中心的费尔哈迪亚

步行街被分为东西两段，在中间位置有一条“萨拉热窝东西文

化相遇线”。其实并不需要这条线，你就可以看出，这条相遇

线以西的欧式风格建筑与以东的伊斯兰风格建筑的明显区别。

这里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交锋的边界，数个世

纪以来都是多元文化的都市。在这里，教堂、清真寺和犹太会

堂林立。

很多游客是跟随 1972 年的南斯拉夫经典电影《瓦尔特保卫

萨拉热窝》来 citywalk（城市漫游）的。

例如，电影中德军间谍企图诱骗瓦尔特前来接头并抓捕的

贝格清真寺，全称格兹·胡色雷·贝格的清真寺。它建于 1531 年，

设计者是奥斯曼帝国最杰出建筑师米马尔·希南。还有黄堡，

也是电影的重要取景地，是俯瞰萨拉热窝全城的观景台。旧时

萨拉热窝的城防系统中有五座城堡，建于 1729 年的黄堡是其

中一个，因其所用石材呈现黄色而取名“黄堡”。在电影中，

撤退的瓦尔特与游击队员跑过铜匠街，是萨拉热窝最古老的街

道之一，据说 15 世纪时就已存在，曾经是萨拉热窝手工艺商

业街区的核心地段。如今，这里依旧是购买铜器和手工艺品的

好地方。

在萨拉热窝，众多的博物馆、艺术馆让人目不暇接。最值

得一提的是波黑国家博物馆收藏有 14 世纪犹太法典《哈加达》

的泥金装饰手抄本和最古老的塞法迪犹太人档案，馆内还收藏

了超 5000 件波黑历史文物。

此外，萨拉热窝的拉丁桥（Latin Bridge）也不能错过，桥

头就是一战导火索的爆发地，现如今设立了一个博物馆，里面

有大公夫妇的模型和当时报纸的存档以及循环播放当年刺杀事

件。

如果中国游客要在波黑追寻电影《桥》的踪迹，可能要失

望了，因为这座建于 1940 年的塔拉河谷大桥位于欧洲最深峡

谷——塔拉河大峡谷，并不在波黑，而在黑山境内。

当然，波黑境内还有不少值得一去的桥——东部城市维谢

萨拉热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