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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匈帝 国 的民族关系

治理及其影响

高晓川

【提 要 】 多 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在 1 8
？

1 9 世纪的 欧洲 均 势格局 中 占 据 了 重要位置 。

1 9 世纪中 期后 ， 随着民族意识不断增强 ， 帝 国 中各地 区 的 民族运动此起彼伏 ， 帝 国把民族

关 系 治理作为优先 目 标 ， 坚守长期 以来惯 用 的 同化和分而治之等手段 。 1 8 6 7 年 ， 帝 国 建立

了
二元结构 ， 希望通过构建 日 耳曼和 马扎 尔 两个 强 势 民族 间 的 平衡 关 系 来维 系 帝 国 的继 续

存在 ， 但它终究 无力 对抗 民族运动 的 冲 击 。 帝 国 解体后 ， 绝大 多 数中 东 欧 国 家 中 的 民族 问

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

一些 国 家在 民族关 系 处理上仍 沿用 了 帝 国 时期的 做法 ， 导致民族

矛盾不 断积聚 ， 并在 2 0 世纪 9 0 年代再次爆发 。 民族关 系是影响 中 东 欧历 史发展的 重要 因

素 ， 它 决定 了 该地 区 的政治地图从 多 民族帝 囯向 民族国 家演 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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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堡垒
”

等之说 。 阿伦特说 ， 从波罗的海到亚
一

、 奥匈帝国的民族和民族运动 醒亚海的
“

混合居民地带
”

在奥匈帝国表现

奥匈帝国是 1 1 个民族和至少 7 种宗教文化
観明显 ’

“

混合居民地带
”

比欧洲其它地区更

的共同体 。 与其它欧洲 大国 相 比 ， 奥匈帝国 的
容易暴露在历史风暴面前 。

？
自 1 6 世纪起 ， 哈布

多元民族构成具有 特殊性 ， 主要体现在两点 ：

斯堡王細
1始统治 中东欧地区 ， 地理位置特点决

－是在民族构成上 ， 没有
－

个民脑人 口超过
定了無有

“

欧洲之必需
”

的地缘政治意义 ， 这

帝国总人 口 的四分之
－

， 即没有－个主体民族 ；

主要包含两层含义 ：

－

是维持欧洲大国间均势 ，

二是近 6 0 ％ 的人 口属于跨境人 口 ， 他们 与其在 ＾
是作为欧洲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伊斯兰世界之

帝国之外 的 民細家有着紧密赚治 、 经？

文化联系 。 民族誠 的特殊性决定 了帝 国社＃
心的哈布醒王朝不是欧洲大国关系和政治生活

结构的麵性和不稳定性 。中的主要角色 ， 在奥斯曼帝 国对欧洲东部构成威

多民賴居邮麵駆从 巾龍开纖
麟 ， 麵的天錄大財认侧树抗麵曼

比西欧经历了更多 的历史风雨的吹打 ， 其历史

发展与社会变迁 的特点也与西 欧有很多不同 ，

① 汉娜
？ 阿伦特 ： 《极权主义的起源 》 ， 林壤华译 ， 生 活 ？

读

因此这一地区也有
“

文明断层带
”

、

“

上帝创造书 ． 新 知三联书店 2 0 0 8 年版 ， 第 3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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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部前线地区需要有
一

个大国的存在 。经济和社会发达程度密切相关 ， 如经济发达 、 接

欧洲历史上早期的人 口迁徙和殖民等历史发受西欧民主和 自 由思想较早的捷克地区一直发挥

展原因使得 日耳曼人在帝国 的众多 民族中 占据着着领头羊的作用 。

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势地位 ．
1 8 4 8 年欧洲革命后 ，民族运动对帝国构成了双重挑战和威胁。

一

在中东欧地区以 自治为 目标的民族运动也具有 了方面是捷克 、 斯洛伐克 、 克罗地亚等境内 民族以

不可阻挡的发展之势 ， 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做出争取民族平等和 自治权利为 目标的 民族运动的挑

让步 ， 在 1 8 6 7 年通过签署奥地利
一

匈牙利共治协战 ， 另一方面是罗马尼亚 、 波兰 、 塞尔维亚 、 乌

议把奥地利帝国改制为二元的奥匈帝 国 。 这次改克兰 、 意大利等跨境民族的民族统一运动的挑战 ，

制实质上是帝国面对民族运动的冲击而进行的 自这是帝国面临的不同于其它欧洲多民族大 国的严

我调整 。 二元结构是奥地利 中央集权主义对贵族峻问题 。 列文视此为帝国
“

致命的弱点
”

。

①
1 8 9 9

阶级领导的匈牙利 民族运动的政治妥协 ，
通过权年 ， 帝国政治家 、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

力下放实现了帝国 的二元区域化治理 ， 构建了帝的伦纳称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使其成为帝国政府

国中 日耳曼和匈牙利两个强势 民族的共治机制 。 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 困难的问题 。

② 帝国是欧洲

匈牙利获得了与奥地利几乎对等化的政治经济权大国中唯
一没有进行过海外扩张的 国家 ， 对其而

益 ， 得到了较捷克 、 斯洛伐克 、 罗马尼亚等其他言 ， 以维持统
一

为 目标的民族关系治理的重要性

民族更强势的地位 ， 但其与 日 耳曼民族间主导与大于对外扩张的重要性 。 民族关系治理是帝国治

从属的关系本质没有改变 。
二元结构实现了换上理的主线 ， 它贯穿在政治 、 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

新装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延续 。方面 ， 形成了帝国具有自 身特色的治理模式 。

1 9 世纪上半叶 ， 奥匈帝国的工业化 、 土地改＿、^

革以及文化普及等带来 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 ，二、 民族关系治理的
“

手筋
”

：

这些都为民族运动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因素 。
“

谨慎的平衡
”

在较长的时间里 ， 多数民族运动的 目标是通过帝祐类玄— 态ｒａ
、

云 田 了仏

国政治结构的联邦化改造实现民族 自治 。 其共＿Ｉｆ ｔ
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

是弱势民族争取平 ：＝＝＝
一 曰 一ｄｆ ｉｒｍ“电分而治之 。 Ｉ 9 世纪的主流思想家认为小 民族应

砉的 民族生存和发展权利 ；
一是ＪＳ动 自 下而上发 6 ， 。 ＋

？
一

曰 一 ｄＷｒ Ｐ
ｔ
ｉ
－被大民族所问化 ， 自 1 8 世纪下半叶哈布斯堡王

展 ， 把反对集权主乂作为 目标 ；
二是 ；

ｉｓ动的 目标^
朝就已开始推仃 日 耳曼化政策 。 长期 以来 ， 帝

从捍卫民族语 目 和文化权利转向 民族 自治和 自决ｕ 士
． ．

Ｔ
．

ａ
—
ｎ ＋

－

曰 Ｗ＂

Ｐ
＊

／ＣＩ国征战军费 中的二分之一疋 由经济发达的捷克
的政治 目标 。 通常民族 ；Ｅ动的初期 目标是要求保＋／ａｒ

－

ｍｕ^

ｔｏｐ说＋儿 ；Ｅｎ
、

五
山

、士且《怕 ＾故杜叫 始甘灿地区来承担的 ， 但该地区没有 自 治权 ，
因此捷

护民族文化和语 目 ， 这是维护 民族特性 的基础 ，
士

，
Ｍ口 ， ，

ｔ克人认为他们遭受着哈布斯堡王朝 政治殖民
”

之后出现了要求政治参与 、 民族 自治与 自决的高认均士＝

如
－的侵害 ， 并把争取 自 治地位作为 民族运动 的现

级 目标 。 民族 ＪＳ动中体现着多种社会利益冲突 ’

 Ｉ

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 、 城 乡之间 ， 不同社会阶层 ｆ Ｓ？ 5
和集团之间等 。 1 ；到

“
－

战
”

爆发前的较长时期
ｔ ？

里 ， 細 中弱势民族 自决的 目标不是要求建立独
巾 捷克人疋讲捷克ｔｏ 的 日 耳曼人 的观点 ，

立国家 ， 而是民族成员 自 己决定 自 己事务的有限

自治 。 这
一

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在于 ， 日耳曼和马
①

ｖａ ｌｓ
，
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 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Ｐｒｅ ｓｓ ，

扎尔两个主要的强势民族希望维持 自 己的特权和2Ｍ 1 ，ｐ．  1 7 7 ．

既有利益 ， 不愿与其他弱势 民族分享平等权益 ，② Ｋａｒｌ Ｒｅｎｎｅｒ
，
Ｓｔ ａｔｅａｎｄＮａ ｔｉｏｎ

， ｉｎＥ
ｐ
ｈｒａ ｉｍＮｉｍｎｉ （ 

ｅｄ． ）
，

导致 民族间出现了不可逆的矛盾关系 ， 其结果是
Ｎａｔｗｎａ ｌＣｕｌ ｔ ｕｒａｌ Ａｕｔ 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ｉｔ 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ｎ ｔ ｔｃ ｓ

’

．

． 丄Ａ 、 ，
 ，

． ．．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ｄｌｅｄ
ｇ
ｅ

， 2 0 0 5
，ｐ． 1 6 ．

帝国 内部民族矛盾恶化 ， 社石关系…构向分离的 ③ 奥托
？ 鲍威 尔 ： 《鲍威尔文集 》 ， 殷叙彝编 ， 人 民出 版社

方向发展 。 民族运动的发展与帝国中不同地区的 2 0 0 8 年版
，
第 3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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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川 ： 奥匈帝国的民族关系治理及其影响

否认捷克人的民族性 。 捷克地区生活着 占当地半叶 ， 奥地利与普鲁士 、 俄国一起瓜分波兰后得

人 口约三分之
一的 日耳曼人 ， 长期 以来他们在到了加利西亚地区 。

1 8 6 7 年帝国给予该地区 自 治

政治 、 经济方面都拥有较捷克人更多 的强势地权 ， 其原因 除了波兰贵族力量强大外 ， 主要是出

位 ， 帝国统治者担心如果该地区获得 自治地位 ， 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
二元结构建立后 ， 因没有获

那里的 日 耳曼人会成为当地的弱势民族 。 既是得 自治地位 ， 帝国议会中的捷克议员长期通过缺

出于维护 日 耳曼人利益的考虑 ，
也是看重这一 席 、 抵制议案等方式来表达不满 。 在这种情况下

地区对帝国财政金库的重要作用 ， 帝国政府把拉拢并赢得议会中波兰政党的支持对帝国政府来

该地区牢牢抓在手 中 。 在 1 9 世纪民族复兴运动说极为重要 ， 主要出于这一 目 的它给予了波兰人

过程中 ， 捷克人把剥夺其平等权利 的 日 耳曼人 高度的 自治权 。 由于加利西亚地区的经济和社会

视为
“

世仇
”

。 日 耳曼人
一捷克人之间的矛盾

一

发展环境远远优越于俄属和普属波兰两地 ， 因此

直是帝 国中诸多民族矛盾 中的主要矛盾 。波兰人对帝国的认同感非常强烈 。

② 帝国运用拉
针对不同地区 和民族的不同特点采取分而 拢与打压相结合策略的结果使得捷克人和波兰

治之的方式是帝国 运用最娴熟 的手段 。 它包括 人之间也产生 了心理隔 阂 ， 前者认为后者与帝
两种形式 ：

一

是地域分割 ，
二是分化制衡 ， 前 国的合作破坏了斯拉夫人的团结 。

者旨ＯＴ域治Ｍ碎片化 ’ 后者■用手交叉治理是帝国使用的特殊治理方式 ， 它把
－

个民躯域隨繊交由 另－个 民絲负责 ，

老但很实用 的 策略 ’ 尤其适合奥匈 帝国多民Ｍ这
一

政策曾在波斯尼亚被运用 。 1 8 7 8 年 ， 奥匈帝
混居的社会

，
猶点 ， 贿＠滤这

－

策略的
酵队 占纖斯 ， 觀 了讀捷鼓职人员 负

两种形式都运用
巧
极致 。 在帝 国 中 ’ 地域分割

责当地行政管理 。 从民族关系上看 ， 塞尔维亚人
主要表现为通过ｆｒ政方式把

－

个＿划归奥地
或克罗地亚人与波黑民众有着更直接地往来 ， 但

利和匈 别管辖 ，

？
削弱其民族

，
结的力

帝酣不賴看到南部斯拉夫人之＿密切联系 。

捷克地区文化教育水平较高 ， 有大量优秀公职人
布科＇佳纳 和特二西 瓦尼亚两地的打政 Ｓ 理权＃

员 他们又比 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更容易掌握当

，
造

地语言 ， 因此许多捷克公务员被派到波黑工作 。

奴肖馳脑在帝酵隱贿鮮上 ： 在意
拉夫民族中的克罗地亚人也遇到 了 问样的境遇 ，

＋由 丨
如年取 ｌ ｉｎ 古

克族人较集 中 的达尔马契亚和伊斯特利亚两省 ＝＝＝＝＝＝＝＝＝
区归奥地稀下 ， 而克罗地亚和難沃尼賴

省区属匈牙利管辖 。

分化制衡也是帝国治理民族关系治理的
一

种
①

＝
ｃａｒ

Ｊ ａｓｚ

； 丨

ＴｈｅＤｉｓ ｓｏ

：^

ｏｎ°

ｉ
ｔ
ｈｅ

？＾ｒ
ｒｃｈｙ

‘

一Ｃｈ 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 ｖｅ ｒｓｉ ｔｙｏｆＣｈｉｃ 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 1 9 6 1 ， ｐ

．
 3 2 5 ．

主要方式 。 其特点是在诸多民族之间进行权益 的② 关于波兰人的帝 国认同 ， 布鲁克米勒 （
Ｅｒｎ ｓ

ｔ
Ｂ ｒｕ ｃｋｍ ｕｌ ｌｅｒ ）

不平衡分配 ， 对
？

不同民族亲疏有另丨

ｊ ， 以造成民族曾举出一个例子 。 1 8 9 6 年 ， 帝国驻意大利 公使馆秘书维斯

之间的对立关系 ， 以期分散或转移弱势民族对于年 招

ｉｎｉ ｓ
ｉ，利王后问他 ： 你是波兰人吗 ？

”

他 回答 ：

“

我来 自 加利 西

帝国政府的仇视情绪 ， 这样既可减轻统治者的压亚
， ，

， 意大利 国王说 ：

“

那不就是波兰吗 ？
”

他说 ：

“

那是奥

力 ， 同时又消除了民族之间合作的可能性 。 帝国地利加利 西亚省
”

。 见 ：
Ｅｒｎｓｔ Ｂｒｕｃｋｍｕ ｉ ｌｅｒ ，

＂

Ｗａｓ ｔｈｅｒｅａ

时期的匈牙利政治家雅西 （ＯｓｃａｒＪａｓｚｉ ） 说 ， 帝国
Ｈａｂｓ ｂｕｒ

ｇＳｏｃ ｉｅｔｙｍＡｕｓｔｎａｎ
－ Ｈｕｎ

ｇ
ａｒ

ｙ
？

’ ’

’Ａｕｓｔｎａｎ Ｈ
ｔｓｔｏ

－

＿
ｒｙ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

 3 7（
2 0 0 6 ）

。 这个例子说明 了波＾
？

人 的帝 国认

的政治精英知道細 的脆弱性所在 ’ 试图通过激‘感 ，
也验证了細首相梅

这

特 ；ｍＴＫＬＪ
化被统治的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来保全帝国 。

①说过 的一句话 ： 我们希望波兰人在帝国 的长期统治下 变成

加利西亚地 区的波兰人则是另
一

种不 同 的加 利 西 亚 人。 见 ： ＣｈｆｏｒｄＦ． Ｗａｒｇｅ ｌｍ
，

＂
ＴｈｅＡｕｓ ｔｒｏ

－

ｐｏ ｌ

，

．

＾＾
 ．

 ■ 、丄 、 ， ， “，
—，， ，ｉｓ ｈ ：Ｄｉ

ｌ

ｐｏｍａｃｙ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 ｓａｎｄ Ｓｔ ａｔ ｅ Ｂｕ ｉ ｌｄ ｉｎｇｉｎＷａ ｒｔ ｉｍｅＡ ｕｓ

－

情况 ， 帝 国政府通过对波兰人施 以
“

仁政
”

的ｔ＆Ｈｕｎｇａ ｒｙ 1 9 1 4 
—

 1 9 1 8
， ，

，
Ｅａｓ ｔＥＪｏｐｅａｎＱｕａｒｔ ｅ ｒｌ

ｙ ？

方式赢得 了其对帝 国的 高度认同 。 在 1 8 世纪下ＸＬＩ Ｉ ，Ｎｏ ．
 3 ，ｓｅｐ

． 2 0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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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军团 ， 在捷克驻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军团 。捷克人也同样体现 了 自 己 的强势 民族特点 。 也

针对帝 国 的 民族关系特点 ， 伦纳提出 了 文许是有过帝 国治下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切身经历 ，

化 自 治理论 。 1 9 0 5
？

1 9 1 4 年 间 ， 这
一

模式 曾在捷克人对其他民族提出 的平等要求更具戒备心

摩拉维亚地区实施过 ， 这是 ＮＣＡ 在现代国家 中理。 如在民族认定上 ， 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之初 ，

最早的实践 。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和宣传淡化斯洛伐克人的民

＿族性 ， 反对其 自治要求 。 捷克人通过对政策或
三 、 帝 国的影响资源的支配在 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 占据 了主

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别于西
导地位 ， 获得较斯洛伐克人更大的权益 ， 导致

Ｉ 細
“
－战

”

结束 ， 这－地区的多数小 民
两个民細 的矛盾逐步显现 。 如 1 9 1 9 年中央政

财在历史上第
－

次建立起 自 己 的 民族国家 。

府 内阁
；＾
名部长中有 2 名斯洛伐克人 ， 在议会

其中 ， 除 了匈牙利 以外 ， 其它绝大多数 国家仍
2 5

1？ 5
＾

ｖ

4 0 ＾ 2 0

然面临着 民族问题 ， 其在 民族关系治理上不仅
，

员 ， 军

受到了帝国的影响 ， 甚至沿用帝 国时期的做法 ，

导致仇恨与冲突像木马
－

样在不同 民族间旋转 。

Ｊ
贝 4

〒
多伊奇 （Ｋａｒｌ Ｄｕｅｔｓｃｈ ） 曾用

－

个罗马奴隶
＊ ＇＆

1 9 1 9
？

巾 ’

的故事来 比喻 中东欧的民族关系 ， 意思是说－
Ａ？Ｊ ，Ｕ

个奴隶获得 自 由 后 ， 有人 问他首先要做什么 ， ｆＳＳＳ 2 Ｓ

他回答是给 自 己买
－

个奴隶 。

① 对中东欧多数ｓ

縣讲 ， 历史发展中得出的重要教训之
一

是如果
ＪＴＳｆｉｆ

在－个政治体中不能占据多数或主导地位 ， 就容 ＝ 2＾： 2 5 士
易受到其他强势 民族的压迫和不平等待遇 。 帝国

解体后 ， 那蹄继国家中 的主导民族以
－

种細

＝待做 的方式来ＩＩ其他弱势或少数民族 。

白 2 0 世纪 ｓｏ 年代 ， 罗马尼亚就对境内特兰瓶

尼亚的马扎尔人实施同化和歧视政策 。

“
二战

”

古＝：＝二＝＝：
， ，

－

ｐ，

－

Ｊ

ＥＬ
，
ＺＪｉ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社 Ｚ？兄起草过名为 《斯

后 ， 捷克斯洛伐克对苏台德的 日耳曼人和斯洛伐》＆古＆亡￥ ＼、

★？＊？＾而 7 曰 士祖 扫
洛伐克备忘录 》 的 内部报告 ， 提 出 了对斯洛伐

克地区的马扎小人都采取了具有报复性质的驱逐？

；
ｉｒ｜曰

、
？＋

克人采取两种 同化方式 ：

一

是通过教会实现对
“

斯洛伐克人的精神同 化
”

；
二是通过经济 、 政

治 、 军事和民族政策等实现
“

强制同化
”

。
⑤ “
二

战
”

后 ， 两个民族间的关系有所缓解 ， 但斯洛伐
两国民族政策的缺陷 ： 联邦国家民族关系处理上

采用类似于帝国 的做法 ， 在权益分配上政策较多

倾向于
－

个民族 ， 使得弱势或少数民族在经济社
①

＝＝
伊

年

奇

版 ，

《

ｉｒｍ，
周启 明译 ’

世界知识出

会发展中处于边缘化地位 ， 并产生对强势民族的② Ｂｏｈｕｍ ｉ ｌＤｏ ｌｅｚａ ｌ
，

“

Ｎｅｐｒｉｔｅｌｅｖｃ ｅ ｓｋｅｎａｒｏｄ ｉｉｄｅｏｌｏ
ｇ

ｉ ｉ

＂

，

不满 ， 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ｗｗｗ． ｂｏｈｕｍｉ ｌｄｏ ｌｅｚａ ｌ ． ｌ ｉｄｏｖｋｙ． ｃｚ ／ｃｚ／ ｃ ｚ 0 0 0 7 ． ｈ

ｔ
ｍｌ

．

丄＋山 、 、 ， 士丄 ， ，
．

， 八 ， 1 ｖ、
■ 、 ，③Ｌａｄｉｓｌ ａｖＨｏ ｌｙ ，

Ｔｈｅ ｌ ｉｔ ｔ ｌｅＣｚｅｃｈ，ａ ｎｄＧｒｅａ ｔＣｚｅｃ ｈＮａｔｉ ｏｎ
，

捷克学者多莱扎 收ｈｕｍｄＤｏｌｅｚａＤ 认为 ，＾ 0 ？ ：——  ’ 1 9 9 6 ，ｐ ． 9 9 ．

中东欧近 1 5 0
年历史发展的突 出特点就是 

￣＂

系④Ｓ ｔａｎｉｓｌ ａｖＫ ｉｒｓｃｈｂａｕｎ ，ＡＨｉ ｓｔ ｏｒｙ
ｏｆ

Ｓｌｏｖａｋ ｉａ
－ＴｈｅＳｔ ｒｕｇｇｌｅ

列民族 自 我 主义胜利的历史 ， 其中 的参与者不ｆｏｒＳｕｒｖ ｉｖａｌ
，Ｈ ａｍ

ｐ
ｓｈｉ ｒｅ ：Ｐａｌｇ ｒａｖｅＭ ａｃｍｉｌ ｌａｎ ， 2 0 0 5 ，

断变换压迫者和牺牲者的角 色 。

？ 1 9 1 8 年捷克
⑤ 斯洛伐克 理报 》 1 9 6 8 年 3 月 2 9 日 首次刊登备忘 录全

斯洛伐克共和 国 成立后 ， 在民族治理实践上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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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川 ： 奥匈帝国 的民族关系治理及其影响

克人要求提高 自 治程度 的诉求仍不能完全实现。 条中东欧历史发展的重要规律 ， 即 民族关系是

1 9 6 8 年 6 月 ， 国民议会批准的联邦宪法虽然确立中东欧政治地图变化的决定性因 素之
一

， 它决

了两个民族间的平等关系 ， 但 由于国 防 、 外交 、 定了该地区的政治地图从地域广阔的多 民族帝

财政和外贸等职能归联邦政府 ， 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向地域有限的 民族国家演变 ， 沿着帝 国一联

政府的权限相对有限 ， 借助这样的制度安排捷克邦
一民族国家的轨迹朝着民族同质化程度更高 、

人继续保持着强势地位 。体量更小的政治体方向发展 ， 决定这
一变化趋

弱势民族在 民族联邦 国 家中 的境遇有时会势的内在 因 素正是政治体中的从属 民族不断追

比奥匈帝国时期更不利 。 帝国 中 的斯洛伐克人求主导地位的过程 。 多样性而不是
一

致性是这

常通过向 奥皇递交请愿书的方式表达政治或 民
一地区历史发展的方向 。 麦 金德从地缘政治角

族诉求 ， 反对马扎尔人的压制 ， 这也是
一种争度称中东欧为

“

欧洲的心脏
”

， 希顿一沃森从 民

取民族平等地位的间接方法 。 但在 民族国家 中 ， 族关系的角度视之为
“

欧洲患病的心脏
”

。 目前

他们甚至失去 了这种表达诉求的 间接渠道 ，
2 0国 内学界对奥匈帝国 的深入研究不多 ， 作为近

世纪 5 0 年代初 ， 捷共发起了政治肃反运动 ， 其现代史上重要的多民族国家 ， 其治理模式给人

目标之
一是对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进行 了严们 留下 了很大的思考空间 ， 研究其民族关系 治

厉清洗 ， 制造 了所谓的斯洛伐克
“

资产阶级民理具有历史和现实的 重要意义 ， 如爱沙尼 亚 、

族主义反动集团案
”

， 对两个民族间的感情造成匈牙利 、 罗 马尼亚以及俄罗斯等 国 在民族关系

了严重伤害 ， 后者长期受压制 的不满情绪最终治理上至今仍采用源 于奥匈 帝国 的文化 自治这

在 8 0 年代末剧变后 的新环境下集 中爆发 。 南斯
一模式 。

拉夫的解体过程中则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内战 。

、本文作者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国 际 关 系 与 地 区

四 、 结论发展研究 院助理研究 员 、 博士

从奥匈帝国 民族关系治理中可 以总结出
一马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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