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近 28年的马其顿国名之争有望画上句号，但希腊民众并不买账

1 月 20 日 ， 希腊民众在首都雅

典举行示威， 抗议齐普拉斯政府与马

其顿达成的将马其顿更名为北马其顿

共和国的协议。 许多民众认为， 该协

议暗含马其顿对希腊土地和文化遗产

的所有权。此前，由于对马其顿更改国

名协议持不同意见， 希腊国防部长坎

梅诺斯辞职， 他领导的右翼政党独立

希腊人党同时退出执政联盟。 希腊总

理齐普拉斯随即要求议会对他领导的

政府举行信任投票。 16 日，齐普拉斯

领导的现任政府以 151 票支持、 148

票反对的结果赢得议会信任投票。

2018 年 ， 马其顿和希腊两国政

府就解决马其顿国名争端再次做出实

质性的努力。 当年 6 月， 两国政府签

署 《普雷斯帕协议》， 根据协议， 马

其顿将就更改国名为 “北马其顿共和

国”、侨民利益及尊重邻国主权、领土

完整等进行修宪。 日前,马其顿议会批

准宪法修正案， 随后希腊议会也将就

协议投票表决，这标志着持续近 28 年

的马其顿国名争端有望画上句号。 但

是， 希腊民众对此并不满意， 并发起

了抗议。 为何马其顿的国名会引发如

此争议， 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希腊强调对 “马其顿”

称谓的排他性专有
在民族混居的巴尔干地区， 马其

顿与希腊的关系渊源久远。 关于马其

顿人和希腊人关系的争论已持续

2500 余年。 学术界主流看法认为，古

希腊时期， 马其顿人最早来自一个离

希腊本土很近的地方， 虽然他们和希

腊人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但古典时期

马其顿人的社会结构有一些非希腊的

特征， 即和主导这一时期的希腊城邦

不同， 马其顿人的文化与社会结构落

后于希腊城邦。但公元前 4 世纪起，马

其顿通过外交和军事， 一度建立起在

世界的霸权。

在短期的霸权衰落后， 马其顿并

入东罗马帝国治下。 14 世纪末起，它

开始被奥斯曼帝国统治长达 5 个世

纪。英国史学家马佐尔在《巴尔干五百

年》书中说，马其顿是奥斯曼帝国欧洲

部分的心脏， 它是一个没有明显边界

的区域。 20 世纪初的两次巴尔干战争

后，马其顿地区被希腊、塞尔维亚和保

加利亚所瓜分。二战后，南斯拉夫联邦

中的马其顿地区成立马其顿共和国。

1991 年 11 月 ,马其顿独立 ,确定

宪法国名为马其顿共和国。 马其顿宪

法国名一出现就遭到希腊的强烈反

对， 理由是马其顿的宪法国名有对希

腊北部爱琴马其顿地区的领土要求，并

有可能造成生活在该地区的斯拉夫语少

数民族与马其顿的民族统一要求， 进而

要求马其顿更改国名。 对此马其顿坚决

反对， 并认为其有权采用宪法规定的国

名。 1993 年，马其顿以“前南斯拉夫马其

顿共和国” 的临时国名加入联合国和其

他国际组织， 但很多国家也承认马其顿

的宪法国名。 自此，两国间关系恶化，出

现了围绕马其顿宪法国名的持久僵局，

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前所未有。 1994-

1995 年间，希腊不顾一些欧盟国家的反

对，发起了对马其顿的经济封锁。

在国名问题上， 各方曾提出多种选

择，如新马其顿、斯拉夫马其顿、北马其

顿、上马其顿等。从地域和历史延续的一

致性角度出发， 希腊强调对马其顿称谓

的排他性专有， 并否认马其顿民族的存

在。而马其顿则从民族认同的角度提出，

与历史上的马其顿相比， 现在的马其顿

在地域上是古马其顿的一部分。 在文化

传播和继承上，虽然古马其顿的希腊化程

度很高，但近现代以来的马其顿从希腊化

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在语言、文化上

已完全斯拉夫化的民族地区和国家。

最终， 两国倾向于在上马其顿和北

马其顿之间选择。前者由希腊在 1999 年

提出。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角度看，这一

国名被认为包含的国家主体的政治性欠

缺，它有较强的地域特征，而不是民族国

家的认同特征。从历史上看，在摆脱法属

殖民统治后， 今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于

1960-1984 年间曾用“上沃尔特 ”国名 。

“北马其顿”则由德国在 1994 年提出。这

一国名包含的国家主体政治性更强，也

可以找到其他的国家或地区参照名，如

中非、南非、北爱尔兰，但这一国名也容

易使人们想起冷战时期一些分裂国家。

去年，两国就后一国名达成共识。

国名争端中希腊占据有利位置

马其顿更改国名的背后包含很多历

史和现实因素。 首先， 历史上帝国的发

展和扩张带来了不同文明和族群的融

合， 其文化和遗产则成为后帝国时期众

多民族国家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奥

匈帝国、 奥斯曼帝国等。 马其顿的多元

意涵决定了可以从地域、 民族、 文化等

多维视角去考察。

在国名争端中， 两国间存在明显的

不对称关系特征。 作为欧盟和北约成员

的希腊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 并曾坚

守如果马其顿不更改国名就对其加入北

约和欧盟投否决票的底线， 而申请进约

入盟的马其顿则处在相对被动的地位。

不过， 国名问题在马希两国国内也

都有不同的声音， 马其顿国内有反对党

和社会组织坚持保留现有国名的不妥协

立场， 希腊国内既有要求拥有马其顿称

谓专属权的声音， 也有左翼知识分子团

体在 2006 年发起过支持马其顿宪法国

名的签名活动。 在日前马其顿议会批准

宪法修正案后， 希腊方面面临的压力显

而易见， 如果其议会否决协议， 对希腊

国际形象的不利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马其顿更改国名涉及帝国历史和

文化遗产的延续与共享、 民族认同与

地域认同的区分与交织。 马其顿是巴

尔干民族构成与关系复杂、 敏感的国

家， 其中阿族人占到国内人口的四分

之一， 他们与邻国阿尔巴尼亚有着传

统和密切的联系， 阿族政党在马其顿

国内政治生活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2001 年曾发生科索沃阿尔巴尼亚

族极端力量与马其顿边防军的冲突。

提高良政治理， 促进经济发展和

民生改善是北马其顿面临的严峻挑

战。 2017 年马其顿人均 GDP 为 5483

美元，失业率高达 22%，公共基础设施

落后， 属于欧洲经济发展最落后国家

之一。同时，进一步强化民族认同的构

建，积极治理内部民族关系，协调与周

边国家关系等也是其面临的优先目

标。 民族关系是影响包括巴尔干在内

的中东欧政治地图变化的重要因素，

它决定了该地区从地域广阔的多民族

帝国向地域有限的民族国家演变。 目

前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仍比其他地方

更活跃， 马其顿的民族认同构建仍较

脆弱。 同时，自独立以来，马其顿也成

为美、欧、俄角逐巴尔干的重点。 历史

和现实的、 国内和国外的多种因素决

定了， 巴尔干心脏国家北马其顿仍将

是保障巴尔干以及欧洲地区安全的重

要基石。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
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首相特雷莎·梅定于 21 日向议

会下院提交退出欧洲联盟协议的替代方

案。多家”国媒体 20 日披露替代方案的

不同版本， 均涉及”国北爱尔兰地区与

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的边界问题。

”国《星期日电讯报》20 日晚报道，

为打破“脱欧”僵局，梅考虑修订 1998 年

签署的《星期五和平协定》，可能加入”

国与爱尔兰协商一致的一套独立原则，

或在新增文本中申明”爱双方应 “支持

或参照”1998 年协定 ，确保 “脱欧 ”后两

国边境畅通。

”国“脱欧”后，北爱地区与爱尔兰

之间的边界将是”国与欧盟唯一的陆地

边界。 ”国议会下院上周否决“脱欧”协

议， 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少议员强烈反对

协议中有关”爱边界的“保障方案”。

“保障方案”旨在避免北爱地区与爱

尔兰之间恢复“硬边界”，即重新设置实

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 但没有明确的

截止日期。

路透社报道，北爱各方签订的《星期

五和平协定》很大程度上结束了持续 30

年的流血冲突。根据协定，北爱主要党派

新芬党和民主统一党组建权力分享的联

合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北爱与爱尔兰边

界处先前设立的边防站取消。

不过，按照《星期日电讯报》的说法，

一些欧盟高级别官员认为修订 《星期五

和平协定》的方案没有成功希望，”国政

府官员同样“怀疑”方案是否能奏效，因

为它可能引发争议， 且重新谈判协定须

经北爱有关各方一致同意。

”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当天早些时

候披露， 梅的替代方案可能涉及”国与

爱尔兰达成双边协定，删除“保障方案”。

然而， 在德国外交部长马斯看来，

“脱欧”协议系”国与欧盟全体成员国达

成， ”国寻求与爱尔兰谈判并达成双边

协定“对（”国）与（欧盟）委员会达成的

共识不会有任何效果”。另据天空新闻披

露，梅可能试图删除“保障方案”，以赢取

政治盟友北爱民主统一党支持。

海洋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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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爱重回“硬边界”将引发更多安全问题

据”国媒体报道，1 月 20 日， 北爱

尔兰警方逮捕涉嫌参与汽车爆炸的 4 名

男子。 19 日，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伦敦

德里发生汽车炸弹爆炸，当地警方怀疑，

武装组织“新爱尔兰共和军”参与了此次

袭击。 此时距离”国正式“脱欧”仅有两

个月， 这场爆炸令北爱尔兰陷入了震惊

与担忧。有分析称，北爱尔兰局势可能因

”国“脱欧”后恢复“硬边界”而升温。

事发地距爱尔兰仅 3 公里

伦敦德里距离爱尔兰仅 3 公里。 19

日晚 8 时 05 分，一辆汽车在伦敦德里市

中心的法院大楼外爆炸， 所幸未造成人

员伤亡。根据北爱尔兰警方的描述，爆炸

发生两小时前， 这辆汽车遭两名持枪男

子劫持。监控视频显示，嫌疑人将车停在

政府大楼后离开。

据路透社报道 ，19 日晚 7 时 55 分

左右，警方发现一辆可疑的披萨外卖车，

5 分钟后便接到威胁电话， 电话称车内

有爆炸装置，爆炸装置制造粗糙，极不稳

定，随时可能爆炸。北爱尔兰警察局长助

理马克·汉密尔顿说：“收到威胁电话后，

我们立即着手疏散附近建筑内的民众，

包括数以百计的酒店住客与教会的儿

童。 ”

接到威胁电话 10 分钟后，那辆披萨

外卖车果然爆炸了。 “幸运的是，没有造

成任何人伤亡， 但袭击者明显企图袭击

这里的民众。 ”汉密尔顿表示，袭击者对

社区安全毫无顾忌， 不在乎给这一带造

成破坏。

爆炸发生后， 北爱尔兰各方均发出

严厉谴责。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领导人

阿琳·福斯特称， 这是一起恐怖袭击，需

严惩凶徒，并赞扬执法部门反应迅速。爱

尔兰外交部长科维尼也强调， 不会容忍

北爱尔兰遭遇任何恐袭。

“新爱尔兰共和军”暴恐的延续

北爱尔兰警方认为， 这起袭击由武

装组织“新爱尔兰共和军”所为，该组织

一直反对”国与爱尔兰于 1998 年达成

的《星期五和平协定》，反对将爱尔兰分

割成爱尔兰共和国与北爱尔兰。

1970 年以来，“新爱尔兰共和军”的

前身爱尔兰共和军不断在”国发起一系

列暴力袭击， 制造了数以千计的谋杀与

爆炸事件，旨在希望北爱尔兰脱离”国。

为结束持续近 30 年的北爱尔兰流血冲

突，”国与爱尔兰 1998 年在北爱尔兰签

订《星期五和平协定》，成为北爱尔兰和

平进程中一项重要的里程碑。

不过， 爱尔兰共和军的部分成员不

满该协议，决定另起炉灶，近年来曾发起

零星袭击。 2016 年，“新爱尔兰共和军”

曾在北爱尔兰制造了一起汽车爆炸袭

击，最终导致一名狱警伤重身亡。在汉密

尔顿看来，伦敦德里汽车爆炸事件是“新

爱尔兰共和军”暴力活动的延续。

目前，”国“脱欧”进程正处于关键

阶段， 关于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的边界问

题又被摆上了桌面。由于同为欧盟成员，

目前”国的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之间不存

在任何海关边检程序。 然而如果”国无

协议“脱欧”的话，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

间将恢复“硬边界”，即陆地边界重新设

立边境海关检查设施。 北爱尔兰与爱尔

兰警方都担心，如果双方重回“硬边界”

时代，那么“硬边界”将会成为武装组织

的袭击目标，会引发更多的安全问题。

”来可能用作美军基地

近日， 俄罗斯媒体爆料波兰有意在

俄罗斯西部边境再搞 “小动作”。 “今

日俄罗斯” 电视台 19 日称， 波兰计划

在接近俄罗斯 “飞地” 加里宁格勒的波

罗的海波方海域填海建岛， 目前关于建

造人工岛的招标计划已经由波兰相关部

门放出。 按计划， 建成后的人工岛长度

约 2 公里， 宽度约 1 公里， 高出海平面

3 米左右。 波兰政府估算， 人工岛的修

建大约需要花费 9 亿兹罗提 （约 16 亿

元人民币）。

波兰军事专家认为， 波方打造人工

岛的目的很清晰， 一是巩固东北防线的

安全力量， 二是将其作为 “中转站” 连

接加里宁格勒湾和格但斯克湾， 盘活波

兰东北地区的经济潜力， 三是拉拢波罗

的海国家， 建立反俄联盟。

这并非波兰第一次提出类似计划。

去年 9 月， 波兰总统杜达与美国总统特

朗普会晤后曾表示， 美国考虑在波兰部

署永久性军事基地， 杜达当时称， 只有

引入美军， 才可以遏制俄罗斯带来的威

胁。 为此， 波兰准备拿出 15 亿-20 亿

美元， 用来建设基地并邀请美军常驻。

为表达和特朗普的亲密关系， 杜达甚至

提议把基地命名为 “特朗普堡”。

从俄罗斯 《消息报 》 披露的消息

看， 基地的选址可能在距离加里宁格勒

140 公里的小镇奥日什， 这与计划建造

的人工岛也就相距 250 公里左右。 俄媒

援引不具名消息称， 波美双方已经在谈

判， 日后美军可能同时在奥日什和人工

岛两地驻扎 。 “今日俄罗斯 ” 称 ， 在

《中导条约》 即将失效的情况下， 这无

异于将俄罗斯的西部和白俄罗斯的全境

全部暴露于美军的打击之下。

对此 ，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

示， 如果美国武装部队真的进驻波兰，

俄罗斯必将做出对等军事回应。 绍伊古

称， 美军在波兰的永久部署不会有助于

地区安全。 在此种情况下， 俄罗斯将不

得不采取报复措施， 做好消除那些来自

于不同方向的军事威胁的准备。

白俄罗斯军事专家彼得·彼得罗夫

斯基也称， 美波在俄白联盟边境常驻军

事基地， 势必会破坏地区军力平衡， 加

剧东欧军备竞赛， 俄白两国可能共建军

事基地予以回应。

除了现实性的对抗 ， “今日俄罗

斯” 援引波兰军事专家的话表示， 更大

的危险在于这会给双方民众之间留下

“心理战争” 的阴影。 “相比花大价钱

填海、 造基地和邀请美军驻扎， 心理上

的敌对是不花一分钱的， 而且这种 ‘心

理战争’ 会被无限夸大， 人性的恶有多

深， 战争的烈度就会有多惨烈。 这种情

绪虽然廉价， 且和平时期看似无害， 然

而一旦被点燃， 将是非常致命的。”

俄议员警告“远离俄罗斯海岸线”

美国“唐纳德·库克”号导弹驱逐舰

19 日进入黑海海域。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

19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唐纳德·库克 ”

号驱逐舰驶入黑海海域， 将与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在这一地区的伙伴一同执行海

上安全行动，“加强地区海上稳定”。

俄罗斯国防控制中心确认 ，“唐纳

德·库克”号分驶入黑海海域，俄方黑海

舰队“求知”号护卫舰随后予以监视。

美国不是黑海沿岸国，按照 1936 年

签订的《蒙特勒条约》，美舰在黑海停留

不得超过 21 天。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委员普什科夫

20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指认美方舰船

驶入黑海受美国国内政治驱动， 与美国

国家安全无关。“美国舰船正在成为黑海

‘常客’。 这些活动与美国安全无关，”他

说，“他们炫耀旗帜，向我们传递信号，讨

好他们自己的（国会）议员，后者要求他

们派整支舰队进入黑海。 他们应当远离

我们（俄罗斯）的海岸线。 ”

闫洁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高晓川

墨西哥“油耗子”猖獗酿悲剧
墨输油管道爆炸已造成79人死亡、75人受伤，背后原因令人惊愕

位于墨西哥中部的伊达尔戈州特

拉威立潘市一处破裂的输油管道 18

日晚发生爆炸 ， 截至目前已造成 79

人死亡 、 75 人受伤 。 据当地政府发

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爆炸原因是由于

该处管道破裂发生成品油泄漏后，大

批民众聚集此处用塑料桶等容器进行

灌装， 部分民众身上衣物携带的静电

引燃了泄漏燃油，继而引发管道爆炸。

另据墨西哥媒体报道， 该处输油

管道隶属于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墨

西哥国家石油公司表示， 输油管道破

裂的原因与有人偷盗燃油有关。

民众缺油就跑来“占点
小便宜”

伊达尔戈州警方称， 18 日下午 5

时警方首次接到了管道泄漏的报案，

很多居民在现场抢装燃油。 现场视频

也显示，有数百名居民聚集到一起，拿

着提桶、垃圾桶等容器装泄漏的燃油。

两个小时后，管道突然起火。

据悉， 事故发生时现场聚集了超

过 700 人。 由于输油管道采取了加压

运输的方式， 因此事发时泄漏处的燃

油形成了近两米高的 “喷泉”， 不少

民众在 “喷泉” 下嬉戏打闹， 通体被

燃油浸透。 当爆炸发生后， 这些不幸

的民众瞬间成为燃烧的 “火人” 四散

逃命， 场面极其惨烈。

部分伤者家属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许多人是听说燃油泄漏后跟风跑

来 “占点小便宜”， 只想 “接个四五

升应急”， 因为当前机动车燃油短缺，

部分加油站即使排着长队也加不到汽

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造成燃油短

缺的根本原因， 正是墨西哥日益猖獗

的石油偷盗现象。 因窃油而缺油， 又

因缺油而窃油， 恶性循环之下触目惊

心的事故提醒着墨西哥人， 整治石油

偷盗已迫在眉睫。

因石油偷盗每年损失 30

亿美元
石油偷盗现象近年来在墨西哥 “野

蛮生长”。 据统计， 2016 年至今， 墨西

哥共被盗窃了超过 90 亿美元的石油 ，

平均每年造成 30 亿美元的损失。 盗油

行径包括在管线装设盗窃开关装置， 贿

赂或威胁石油公司员工和直接窃取油罐

车等。 石油偷盗已成为墨西哥社会安全

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贩毒集团近年来

也尝试“扩大经营”，染指石油偷盗和黑

市燃油交易领域。 贩毒集团的参与使得

石油偷盗迅速向规模化、 产业化演变，

“盗窃+销赃”的罪恶链条形成。 加之各

层级官员提供保护伞， 以及石油公司内

部员工里应外合， 庞大的非法燃油贸易

对墨西哥能源产业造成巨大威胁。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去年 12 月 1 日

正式就职后表示， 将采取更严厉手段，

包括关闭输油管线、 在加油站和输油管

线处部署军队等措施， 打击石油盗窃及

相关腐败行为。 本月初， 墨西哥石油公

司便关闭了瓜纳华托州萨拉曼卡炼油厂

的输油管道， 改用油罐车运输燃油。 新

总统的系列反盗油措施实行后， 墨西哥

输油管道偷盗由原来的日均 787 起降至

177 起， 20 天来累计防止 8540 起油管

偷盗， 挽回损失 1 亿多美元。

然而， 作为替代选择， 油罐车的

运输效率远不及管道运输， 最终导致

包括首都墨西哥城在内中部多个州的

加油站 ， 因燃油供给不足而被迫关

闭。 燃油供给不足， 正是诱发大量特

拉威立潘市民众此次前往管道泄漏处

盛取 “死亡燃油” 的直接原因。

洛佩斯此前面对 “油荒” 发表全

国讲话时言辞恳切： “我们需要民众

的谅解与支持， 石油盗窃是我们必须

携手解决的问题。” 而此次事故后他

依然坚定 ： “反盗油计划带来的悲

剧， 我对此深表歉意。 但民众和我一

道将继续向盗油行为作出抗争。”

（本报墨西哥城 1 月 21 日专电）

■本报驻墨西哥城记者 周俊羽

在输油管道爆炸现场， 一只用来装漏油的粉色塑料桶格外显眼。 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刘 畅

■本报记者 吴雨伦

希腊民众手持印有马其顿帝国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徽章， 抗议希腊与马其顿签署的国名协议。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