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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其顿共和国 1991 年独立后与希腊之间出现了马其顿国名问题争端，这里面包含着重要的历史因素。在

马其顿地区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希腊化与斯拉夫化呈现交织进行的状态，形成了希腊人与马其顿斯拉夫人在该地

混居的地域关系，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马其顿国名问题体现了希腊与马其顿之间的历史积怨与历史观

的碰撞，两国在围绕谁才有权自我认同为“马其顿”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双方都想独享古代马其顿文化遗产与“马其

顿”的名称，造成对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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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马其顿共和国脱离前南斯拉夫获得独

立。但是，其南部邻国希腊坚决反对该国使用“马其顿”
作为名称，并干涉国际社会对马其顿国名的承认，希

马两国由此发生激烈的争端与冲突。马其顿国名问题

始终是两国之间矛盾的焦点，对于谁拥有权利使用“马
其顿”这一古老名称的问题，两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展开

了声势浩大的论战，立场针锋相对。本文通过分析马

其顿地区的历史变迁和希马两国相互对立的历史观，

探讨在马其顿国名问题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因素。 
 

一、马其顿地区的历史变迁 
 

马其顿地区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中部，总面积

约有 65000 平方公里，目前分属互相交界的 3 个国家：

南部属于希腊，因临近爱琴海而称为爱琴马其顿,面积

约 34000 平方公里；北部以瓦尔达尔河得名，称为瓦

尔达尔马其顿，也就是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面积约

25700 平方公里；东北部属于保加利亚领土，称为皮

林马其顿,面积约为 6000 平方公里。弄清马其顿地区

的历史变迁过程，有助于了解马其顿国名问题的历史

渊源。 
马其顿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古马其顿传统上根

据自然条件分为两部分：上马其顿位于西部，是高原

山区，适于畜牧业；下马其顿是平原地区，适于农业

发展。从今天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下马其顿全境位

于希腊北部，上马其顿包括希腊北部的一些地区和马

其顿共和国的中南部。上马其顿是马其顿人的基本居

住地，马其顿人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主要是希腊人

(多利安人)、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1](3212)。在早期青

铜时代，一批操希腊语的部落迁至马其顿，后逐步分

批南下，但有一部分人仍留在北希腊[2](282)。约公元前

7 世纪，这些留下的人中间的一支——马其顿人扩张

到了下马其顿的沿海平原，后来形成了古代马其顿国

家。从整体上看，马其顿人不是纯粹的希腊人，但与

希腊人有渊源关系，古马其顿语接近色萨利语。由于

偏处边疆，马其顿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基本上被排

除在希腊世界之外，被看作是非严格意义上的希腊人，

许多希腊人甚至将他们称为异族蛮人[3](145)。受古希腊

文化影响较大的下马其顿逐渐成为马其顿国家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希腊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

公元前 4 世纪，马其顿国王大力提倡先进的希腊学术

文化，都城也从山城阿伊格迁到近海的平原城市培拉

(这两座城市都在爱琴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 359-
公元前 336 年在位)最终统一上、下马其顿，并迫使希

腊诸城邦臣服。其子亚历山大大帝深受希腊文化的熏

陶，继位后统领希腊-马其顿联军发动了长达 10 年之

久的扩张战争，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客

观上促进了希腊文化的广泛传播，随即出现“希腊化时

代”。公元前 168 年，马其顿王国被古罗马征服，古代

马其顿最辉煌的历史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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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世纪，斯拉夫人开始大规模移居巴尔干半岛，

使当地的种族结构和分布发生巨大变化，他们逐渐同

化了当地土著居民，并占据了包括希腊半岛在内的大

片土地，但马其顿地区的重要城市萨洛尼卡(今希腊第

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成功抵御了斯拉夫部落的袭击。

后来，希腊半岛又重现希腊化的进程并取得明显的成

效，“希腊正教和希腊语言使希腊人收复了他们失去了

的阵地”[4](42)，许多斯拉夫人又融入了希腊人之中。占

据马其顿地区的封建贵族萨穆伊洛(976～1014 年在位)
建立的王朝被一些史书看作第一个斯拉夫马其顿国

家，后被拜占廷帝国所灭。1389 年的科索沃战役后，

马其顿大部分土地被奥斯曼帝国所占有，萨洛尼卡也

于 1430 年被土耳其人占领。 

19 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日趋衰落，欧洲列强

加剧了对巴尔干半岛的争夺。柏林会议后，马其顿地

区成为周边的巴尔干新兴民族国家希腊、保加利亚与

塞尔维亚激烈争夺的焦点。希腊是最早脱离奥斯曼帝

国独立的巴尔干民族国家，但当时领土狭小，而且并

不完整。19 世纪 50 年代，希腊王国提出了领土收复

主义的一个代名词——“伟大理想”，要求收复仍被外

国统治的希腊人居住的地方[5](140)。马其顿地区有希腊

的既得利益和传统影响，成了希腊的必争之地。希腊

加紧在该地区开办学校和教会，大力推行本民族的复

兴运动，传授希腊语言和文化，培养当地人对本民族

的认同感。希腊还派遣非正规的武装力量投入马其顿

地区进行战斗，既反对奥斯曼统治者，又与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武装进行混战。 
同时期，马其顿民族资产阶级有所发展，当地的

斯拉夫人走上了民族复兴和解放的道路，民族特性显

现出来，民族意识被唤醒，逐渐开始认同于一个单独

的民族——“马其顿人”。马其顿人的革命组织纷纷建

立，最具有影响力的是 1893 年成立的“马其顿内部革

命组织”。 
1912 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希腊、塞尔维

亚、保加利亚联手向奥斯曼土耳其宣战。1913 年，土

耳其战败，马其顿地区由希、塞、保三国军队控制。

但是，希、塞、保在马其顿问题上分歧甚大，都想尽

可能多地占有土地。同年，希、塞联合起来反对保加

利亚，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战败的保加利亚被

迫在《布加勒斯特条约》上签字，奠定了今日马其顿

地区的国际边界。马其顿由此被瓜分，希腊获得约 52%
的土地，塞尔维亚获得约 38%，保加利亚仅获得约

10%。 

巴尔干战争后，希腊政府在所统治的爱琴马其顿

地区实行“希腊化政策”，所有斯拉夫语的人名和地名

都被希腊语化，所有斯拉夫文献均被销毁到不留片纸

只字的程度[6]。为巩固在当地的统治，希腊还大量移

民以改变当地的民族结构，特别是安置了凯末尔革命

后从土耳其到来的大批希腊人。希腊成功地同化了境

内的 150 万非希腊族居民，在 1912～1926 年间的爱琴

马其顿地区，希腊人从占居民总数的 43%上升到 89%，

几乎实现了民族单一化。1936～1940 年间，梅塔克萨

独裁政权还对当地讲斯拉夫语的居民实施了特别严厉

的高压政策。 
1945 年，在南斯拉夫联邦内成立了马其顿人民共

和国，这是马其顿人第一次在联邦制结构内组建自己

的民族国家。将希腊的爱琴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马其

顿共和国是南斯拉夫由来已久的目标。早在 1943 年,
铁托就派马其顿人坦波到爱琴马其顿组建南斯拉夫游

击队。坦波向这一地区的马其顿人保证，南斯拉夫党

乐于看到整个马其顿地区最后在一个实行联邦制的南

斯拉夫内部实行自治，他们也能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民

族语言[7]。希腊内战(1945～1949 年)当中，南斯拉夫

支持反政府的民主军，还动员爱琴马其顿地区的人民

投入斗争。希腊内战结束以后，希南两国虽然在马其

顿问题上仍有争论，但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都认为

不应该让有关争论影响双边关系。1990 年，南希两国

关系又因马其顿问题紧张起来，南斯拉夫曾一度封锁

同希腊的边界，要求希腊承认马其顿民族并给予希腊

境内的马其顿族以应有的权利。希腊却坚决反对，并

提出：“马其顿这一名词不能确定为一个斯拉夫民族。

这是许多世纪以来希腊文化传统的一部分。”[8]1991
年，随着马其顿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国名问题也由

此出现。 

 

二、希马两国历史观的碰撞 
 

围绕着马其顿国名问题，希腊与马其顿两国动用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马其顿地区历史的方

方面面都进行激烈的争论，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观点。 
希腊认为，马其顿这一名称作为一个地理概念，

历史上并不带有独立的民族和行政内涵。古代马其顿

是希腊历史上的王国，其发祥地和中心区域都在今天

希腊北部的爱琴马其顿地区，所以“马其顿”是希腊境

内的地名。古代马其顿人是希腊人的一支，他们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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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一种希腊方言，同时使用希腊文字，“马其顿”就
是一个希腊语名称。古马其顿是一个希腊化国家，其

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些都已经被考古发

现所证实。因此，马其顿地区是希腊的“固有领土”。 
在希腊看来，今日的马其顿共和国无论是在历史

文化上，还是在语言、人种上都与古马其顿没有什么

联系。该国的大部分土地最初都不在古马其顿王国范

围之内，而是另有达尔达尼亚、派奥尼亚等名称，居

住着派奥尼亚人、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等部族，后

来才被古马其顿人所征服。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该

国所处的瓦尔达尔地区从来没有被称为“马其顿”，在

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它叫做“瓦达斯卡(Vardarska)”(意

为瓦尔达尔省)。该地之所以被命名为“马其顿”，那是

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出于“扩张主义的需要”，为将希

腊的一部分土地置于一个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统治

下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历史上的古马其顿国家与现

代的马其顿共和国，除了地理位置相近以外，并不是

同一个“马其顿”[9]。希腊认为，马其顿共和国疆域只

占古马其顿土地的约 25%，并且是一个斯拉夫社会，

无权盗用属于古希腊文明的“马其顿”名称。马其顿现

在是希腊北部(即爱琴马其顿)的地方名称，希腊的邻

国将“马其顿”作为国名使用会混淆地理概念，出现两

个“马其顿”，多此一举。马其顿共和国使用这一国名

表明，它对希腊具有领土野心[10]，是想为吞并希腊北

部领土——爱琴马其顿炮制理论依据，在巴尔干挑起

种族冲突。 
在这场关于国名问题的争端中，马其顿坚持认为,

国名关系到国家的主权，“马其顿”作为本国制定的宪

法国名，于情于理都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只接受对“马
其顿共和国”名称的承认。 

马其顿承袭了前南斯拉夫的观点，认为“马其顿”
这个名称在巴尔干半岛具有固定的地域、民族概念，

它代表“一个地理的、经济的和民族的整体”[11](338)。马

其顿表示，今日马其顿共和国的许多地区在马其顿王

腓力二世时代就已经成为古马其顿领土，“马其顿”作
为一个地理概念是有扩展的，这个地名也一直延续下

来，其内涵包括瓦尔达尔地区。作为古代马其顿发祥

地的爱琴马其顿，是整个马其顿的一部分，历史上从

来不属于希腊。古马其顿王国是本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王朝，与古希腊是两个国家，就是“希腊化时代”也改

变不了马其顿的独立国家性质。根据“较为中立的第三

方”历史学家的考证，古马其顿人是一个在人种、语言

和文化上都与古希腊人有着明确区别的、独立的欧洲

民族，他们虽然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

并不是希腊人的一部分。后来，外来的斯拉夫人与当

地土著居民实现融合，形成了现在的马其顿民族，并

且居住在马其顿地区全境。萨穆伊洛在巴尔干半岛建

立的斯拉夫人政权是第二个独立的马其顿国家。 
马其顿还认为，现代希腊与其邻国于 1913 年通过

巴尔干战争瓜分了马其顿，希腊“非法占领”了本来属

于马其顿的一部分领土——爱琴马其顿，并对当地的

马其顿人实行迫害。马其顿地区有着光辉的民族解放

斗争史，马其顿人民也有着反对希腊兼并的光荣传统，

有权成立自己的国家，当然也有权选择代表本国的恰

当名称。所以，希腊的立场与观点是荒谬的、别有用

心的。 
马其顿国名问题集中反映了两国历史观的碰撞。

希腊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国际宣传，发誓要维护包括古

马其顿遗产在内的数千年的希腊伟大历史文化。马其

顿也表现出惊人的强硬态度，其历史观明显体现出整

个马其顿地区与希腊是“两个国家”的内涵，认为古马

其顿历史代表该国古代文明。双方均站在各自的角度

去看待历史问题，都想独享马其顿的名称，并认为对

方无权代表“马其顿”。 

 

三、从史学角度分析马其顿国名 
问题 

 

综合历史情况来看，古马其顿国家形成的过程极

为模糊，它发展很晚，又长期处于希腊世界之外，没

有史家专门以它为记载对象[3](146)。马其顿地区复杂的

历史演变又增添了相关研究的难度，所以，通过一些

零星的材料难以把握古马其顿国家的精确情况，有关

议题可以留待学术界继续进行讨论，还期盼着出现相

关考古成果加以映证。 
依据现有史料来看，古代马其顿王国的政治上层

建筑与古希腊城邦体制不同，但深受希腊文明的影响，

按照希腊模式建立一些制度，形成为一个希腊化的奴

隶制社会。从近代以前马其顿地区历史发展的脉络中

可以看出，由于古希腊文明的联系，古代马其顿和古

代希腊的历史已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希腊化的马

其顿地区经历了斯拉夫人的民族大迁移，出现了斯拉

夫化的历史现象。希腊与马其顿两国拥有相同或相近

的历史，伴随着双方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之间的碰撞、

融合，希腊的文明形态和斯拉夫的文明形态在马其顿

地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出现的马其顿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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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处处体现着历史遗留的痕迹。 
由于古马其顿与古希腊密不可分，但凡涉及古马

其顿的书籍都把它纳入古希腊历史范畴，作为古希腊

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加以叙述。长期以来，希腊也不把

古马其顿历史当作异国历史对待，而是当作希腊文明

史的一部分。公元 7 世纪以后，尽管斯拉夫人迁居到

马其顿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上，但南部沿海地带基本上

仍属于希腊人聚居区。在确定现代国家边界的巴尔干

战争以后，希腊获得了古代马其顿地区的主体部分

——爱琴马其顿，此地的历史遗迹和出土文物都证明

这一地区是古马其顿人的活动中心。1977 年，在位于

爱琴马其顿城市塞萨洛尼基西南的韦尔吉纳村，通过

考古工作者对马其顿王陵的发掘，出土了许多希腊式

的文物，其中就包括古马其顿的太阳型徽记——“韦尔

吉纳之星”。希腊民族以拥有古马其顿的许多历史文化

遗产为骄傲是可以理解的。 
马其顿共和国有着很深的历史积淀，现代马其顿

虽然不等同于古代马其顿，但其中又有着不可割裂的

历史联系。马其顿共和国所处的瓦尔达尔地区在古代

并不是古马其顿的主体部分，但通过马其顿王国的扩

展，迅速与后者融为一体。因此，后来的马其顿地理

概念不仅包括爱琴马其顿，也包括瓦尔达尔马其顿。

瓦尔达尔马其顿在历史的发展中从希腊化的历史进程

中游离出来，进入斯拉夫文明圈，民族群体和社会文

化基础都斯拉夫化了，并深受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

邻国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马其顿人民族认

同的构建是在 19 世纪开始进行的。在相当漫长的历史

时期内，马其顿的斯拉夫人聚居地区很少提及亚历山

大大帝等古马其顿人物，直到在斯拉夫民族主义兴起

的过程中才逐渐把他们当作本国历史上的伟人对待。

总的来说，现代马其顿民族身份是明确的，马其顿地

区的一个斯拉夫人民族沿用了“马其顿”的古老称呼作

为民族名称，称为“马其顿人”。需要区分的是马其顿

现代民族与同名古代民族的概念，毕竟两者在种族、

语言、文化、地域上都有较大的差别。 
斯拉夫人迁居马其顿地区后，与当地土著居民之

间出现民族融合的现象是必然的，但其中的联系程度

值得进一步研究，说现代马其顿民族与古代马其顿人

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尚缺乏有力的佐证和广泛的公认。

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马其顿地区种族混杂的情况十

分显著，该地区在漫长的岁月里并没有形成单一民族

聚居的局面。在 7 世纪以后，斯拉夫人长期居住在马

其顿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上，但南部沿海地带基本上由

希腊人控制，萨洛尼卡几乎从未落入斯拉夫人手中。

希腊化与斯拉夫化也出现此消彼长、交织进行的态势。

在近代的马其顿地区，希腊人多分布于城市商业区和

南部沿海地带，并在经济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斯拉夫人则主要聚居在北部的瓦尔达尔河谷，这样的

民族分布状况增添了马其顿历史问题的复杂性。 

在希腊与马其顿两国看来,“马其顿”的名称就是

一种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它是由一套具有强大力量的

民族象征符号构建而成的。欧洲的民族国家普遍比较

注重国家概念与本国主体民族的同一性，正因为如此，

希腊与马其顿均强调本国历史文化的独占性与排他

性，都认为“马其顿”应划归到自己名下,从而展开对民

族历史文化资源的国际性争夺，体现出希腊-斯拉夫历

史积怨、民族矛盾与文化对立。 
事实上，同一历史文化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地方,

即使是国籍不同的两个民族也可以分享同一名称。从

某种角度来说,“马其顿”这样的象征性标志完全可以

包涵一种以上的涵意 ,同一名称可以有不同的所指

——世界上既有一个作为独立国家的马其顿共和国,
也有一个属于希腊领土的马其顿地方。“马其顿”历史

文化资源完全可以为有关国家和民族所共享，成为一

条化解争端与增进友谊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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