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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场战争阴云笼罩欧洲？

科索沃危机背后的大国博弈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日前表示，欧盟准备加强欧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任务，令其负责在科索沃北部巡逻，以应对该

地区最新的紧张局势。
报道称，12日，塞族抗议者用卡车和其他重型车辆连续第三天封锁了科索沃北部通往塞尔维亚边境两个过境点的几条主要道路。两个

过境点均无法通行。
据报道，最新的抗议活动是由10日一名前警察被捕引发的。他是上个月大批塞族人辞职的一员，此前科索沃当局表示，将要求塞族人

废弃1998-1999年科索沃战争前的塞尔维亚车牌。
另据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12日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科索沃最近因针对警察的袭击而加剧的紧张局势。

报道称，尽管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但贝尔格莱德不承认。

历史恩怨

狭小的巴尔干几百年来都被
视为欧洲的“火药桶”。这里地处
西方基督教文明、南方拜占庭文
明、东方伊斯兰文明的交汇处，又
是游牧民族对西征服最后的障
碍，加上近代以来海洋文明的崛
起，巴尔干地区的博弈力量愈发
错综复杂。

作为“火药桶导火索”的科索
沃，积累的数百年历史恩怨，更是
让这里的任何秩序都是脆弱的。

科索沃的绝大部分居民是阿
尔巴尼亚人。他们同今日阿尔巴
尼亚共和国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
人的共同祖先是伊利里亚人。公
元前3世纪末起，科索沃被罗马帝
国统治。西罗马帝国倾覆后，科
索沃隶属于拜占庭帝国。公元7
世纪起，塞尔维亚人定居巴尔干
半岛的科索沃等地，一些伊利里
亚人开始斯拉夫化。

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大军入侵塞尔维亚，战败后大约
500年的时间里，塞尔维亚人沦
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韭菜”，
作为“异教徒”，信奉东正教的他
们被迫缴纳高额赋税。科索沃地
区的阿尔巴尼亚人却比较灵活，
他们半是出于减税，半是被伊斯
兰教义吸引，绝大部分加入了伊
斯兰教，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员。
塞族和阿族在科索沃地区的冲
突，自此埋下了祸根。

1878年，塞尔维亚恢复独
立。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
希腊等组建的联军，在1912年将
奥斯曼土耳其逐出巴尔干半岛，
却发现科索沃这个兄弟已经成为

“叛徒”——— 加入了奥斯曼土耳其
作战。同年11月，阿尔巴尼亚作
为独立国家出现在巴尔干半岛，
进而要求它的疆界包括整个科索
沃、马其顿的大部以及希腊北部
等阿族居住的地区。随后，因为
宗教、民族等问题，塞尔维亚和科
索沃冲突不断。1913年的“伦敦
和会”宣布承认阿尔巴尼亚独立，
但不允许它变动领土范围。

独立运动

失去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民
族的惨痛历史记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塞
尔维亚重新收回科索沃。1919
年的凡尔赛和约再次确认科索沃
归还1918年底成立的塞尔维亚
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
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
国）。二战后，科索沃一直是塞尔
维亚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
1968年，科索沃由塞尔维亚的自
治区升格为自治省。

20世纪60年代末，科索沃阿
尔巴尼亚族的分离主义活动越来
越明显。1980年代中期，科索沃
阿尔巴尼亚族中的少数极端民族

主义分子不断制造事端，攻击与
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的塞尔
维亚族；1990年随着中东欧剧
变，科索沃的独立倾向日益加剧。
1990年7月，科索沃宣布为“共和
国”，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
1991年9月阿尔巴尼亚族举行

“全民公决”，宣布科索沃为“独立
的自由国家”。1992年，阿尔巴
尼亚族又秘密选举出了所谓的

“科索沃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族议
会和政府，易卜拉欣·鲁戈瓦当选
为“总统”，在科索沃实际上形成
了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

1996年所谓“科索沃解放
军”在外来势力的支持下公开活
动，强调用武力解决科索沃危机。
阿尔巴尼亚族领导人认为，既然
波黑的穆斯林在欧美大国的扶植
下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人
口占科索沃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
也可以独立出来。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领导
人采取了和平谈判和武装斗争两
种策略。

矛盾重重

科索沃地区的面积为10877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
里200人。行政上，科索沃被划
分为30个乡镇，首都为普里什
蒂纳。

科索沃有190万居民，除了
主要民族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
之外，还生活着许多其他少数民
族：塞尔维亚族，罗姆族、阿希卡
利人和埃及裔人，波斯尼亚克族、
斯拉夫族穆斯林以及土耳其族。
科索沃统计局估计，目前塞尔维
亚族占科索沃总人口的约7%，其
他民族约占5%。其中1.9%是波
斯尼亚克族，1.7%是罗姆族、阿
希卡利人和埃及裔人，1%是土耳
其族。贝尔格莱德中央统计室从
战争爆发以前就一直认为塞尔维
亚族居民所占科索沃人口的比例
要比上述数据高一些，目前为
10%。

从数量上讲，塞尔维亚族居
民在科索沃应该算是少数民族，
但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他们
本身拒绝接受“少数民族”这样的
称呼。如果人们将科索沃定义为
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一部分——— 按
照安理会的第1244号决议，从法
律上讲的确也是这样的——— 那么
科索沃的塞尔维亚族居民就不能
被称为少数民族。科索沃主体居
民阿尔巴尼亚族人和其他族裔矛
盾重重，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在科
索沃几乎从未出现过多民族“相
互融合”、共同生活的迹象。这与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情况完
全不同。在战争之前，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族、克
罗地亚族和穆斯林是有着长期共
同生活的传统的。而在科索沃，
由于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

在历史上就充满了纷争，这两大
民族即便是在战争以前也顶多是

“毗邻共存”

战争硝烟

1987年，科索沃地区塞尔维
亚族、阿尔巴尼亚族爆发冲突，南
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派驻军队和
武装警察入驻科索沃，取消了科
索沃的自治地位。随后，科索沃
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族人在美
国支持下成立科索沃解放军，对
信奉东正教的塞族居民进行
屠杀。

1998年2月，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政府军和科索沃解放军发
生冲突,随着战争的进行，成千上
万难民背井离乡，无数家庭妻离
子散。尽管国际社会进行了多番
调解，但冲突还是在不断升级。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了科索沃
战争，北约战机狂轰滥炸，最终逼
迫南联盟求和，科索沃事实独立。
南联盟因此崩溃，分解为塞尔维
亚、黑山两个共和国，铁托建立的
南斯拉夫共和国自此烟消云散。

北约声称战争的目的为保证
难民可以重归家园，但战争又造
成数十万阿族人及塞族人逃离家
园。战后阿族人大量重返家园，
但大量塞族难民则不愿回到科索
沃。战争结束后，塞尔维亚军队
被迫撤出科索沃，科索沃改由北
约管辖，后来北约将管辖权交予
联合国。此外，目前北约还有
3762名士兵驻扎在科索沃。部
分西方国家如美国支持科索沃独
立建国。科索沃2008年单方面
宣布独立。塞尔维亚虽然承认其
民选政府，但只承认该地区为塞
尔维亚的两个自治省之一。双方
至今虽无法和平共处，但冲突基
本还在可控范围内。

互相指责

围绕科索沃问题，各方互相
指责。

目前，美国对与塞尔维亚达

成的协议视若无睹，一直站在科
索沃一方。俄罗斯方面则指责科
索沃冲突是科索沃当局在玩火，
坚定支持塞尔维亚的立场。

俄罗斯媒体称，西方各国无
视科索沃当局的举动，只有在塞
族人作出反击时才选择打压。北
约还将在乌克兰的做法套用在了
科索沃，为其提供武器装备，训练
人员，助长科索沃当局的行为。
有分析认为，塞尔维亚与科索沃
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从目前的
局势来看，如果俄罗斯和美国插
手其中，只能使情况更加危险。
大国在背后的博弈，也让科索沃
的局势难以在短期内缓解，北约
出于种种考虑也不会允许塞尔维
亚派兵到科索沃。

西方分析人士担心科索沃变
成下一个乌克兰。俄罗斯则将紧
张局势归咎于科索沃当局实施的

“歧视性规则”，同时认为欧盟利
用科索沃施压塞尔维亚、将其当
作制衡俄的工具。在俄乌冲突
后，塞尔维亚拒绝加入欧洲对俄
罗斯的制裁阵营，这在布鲁塞尔
引起了不满。

最近几周，科索沃北部的塞
族人和科索沃当局冲突不断，冲
突烈度在近期达到顶点。在这种
情况下，塞尔维亚方面根据联合
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希望向
一些关键地区部署1000名军事
人员，前提是要得到驻扎在科索
沃的北约部队指挥官批准，但美
国表示了拒绝。

大国博弈

即便科索沃局势紧张氛围弥
漫，分析人士认为，与乌克兰不同
的是，北约和欧盟在科索沃设有
驻军，任何军事干预都意味着与
北约的正面冲突，重大军事干预
的可能性很小。而一次次的紧张
局势，可能只会加快欧盟的东扩
进程。

事实上，科索沃正在“火线入
盟”。12月13日，科索沃当局领
导人称，将在晚些时候申请欧盟
候选国地位，进入与欧盟关系的

“新阶段”。
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都希望

加入欧盟，塞尔维亚自2012年以
来一直是欧盟候选国。不过，科
索沃的入盟之路面临重大障碍。
根据规则，加入欧盟需要联盟27
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目前，欧
盟仍有5个成员国不承认科索沃
的主权。欧盟也已经多次重申，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必须实现关
系正常化才有资格加入欧盟。

科索沃决定申请“入欧”的
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想赢得
更多支持。

对于科索沃的举动，塞尔维
亚总统武契奇直言这是一个糟
糕的决定。他表示，科索沃申请
加入欧盟，违反了欧盟的规定和
之前签署的协议，这也证明了它
们不想遵守美国共和党执政时
期达成的协议。武契奇特意提
到了美国共和党，或许是想借此
争取当前是在野党的共和党的
支持。此外，塞尔维亚还将向五
个没有承认科索沃独立的欧盟
五国领导人致函，说服他们阻止
科索沃加入欧盟。

危险边缘

2022年12月，局势的变化让
武契奇似乎陷入了与1987年南
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类似的困
境。科索沃战争让南联盟满目
疮痍，80万人无家可归。

不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
的。武契奇、北约、欧盟等必须
在正视巴尔干、塞尔维亚、科索
沃的地理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作决策。

更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格局
正处在激烈变化中，有时事评论
分析认为，从历史规律来看，世
界旧秩序的瓦解和重建，往往从
各文明间的接合部陷入动荡开
始。这种接合部，被美国地缘政
治专家布热津斯基称为“地缘支
点”。乌克兰、高加索、巴尔干均
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缘支点。

如今，乌克兰危机仍在持
续，巴尔干“火药桶”会否爆炸很
难预测。但正如两次世界大战
所证明的历史规律：战争不仅不
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问
题；胜利者可以压制矛盾，却无
法消除矛盾，而被压抑的矛盾再
次爆发时，其烈度甚至会超过战
争前。

作为科索沃战争的“胜利
者”，美国以严重损害塞尔维亚
人为代价，靠暴力塑造的巴尔干
地区脆弱的平衡，很难维持长
久。沾沾自喜的美国人如果认
真学习巴尔干地区的历史，就会
发现，美国并不是第一个用强权
塑造巴尔干秩序的霸主，强权在
过去几百年已经多次用战争建
立过巴尔干新秩序，其结果不过
是为下一次更惨烈的战争进行
铺垫。如果科索沃地区爆发战
争，不只会影响欧洲，也会给全
球带来巨大冲击。有分析认为，
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谈判来解
决问题，为当地的局势降温，否
则，这个地区再次爆发冲突甚至
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据《北京青年报》《羊城
晚报》

南斯拉夫内战期间，科索沃的基础设施被大量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