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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民族與泛斯拉夫主義 
 

鄭得興

斯拉夫民族的生存地與文明 

今日我們所了解的歐洲斯拉夫民族主要

分為三大支系：東斯拉夫、西斯拉夫及南斯拉

夫，東斯拉夫民族國家有俄羅斯、烏克蘭及白

俄羅斯，西斯拉夫民族國家有波蘭、捷克及斯

洛伐克，南斯拉夫國家有塞爾維亞、克羅埃西

亞、斯洛文尼亞、黑山、波士尼亞語赫塞哥維

納、蒙特內哥羅、馬其頓，另外巴爾幹半島上

有保加利亞。古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地大概是

介在今日波蘭以東到烏克蘭黑海南岸的中間

地帶，西元六世紀左右這塊廣袤區域出現不

少民族，其中有凱爾特、日耳曼、阿瓦人、馬

札爾、斯拉夫、蒙古人等。斯拉夫民族有個起

源傳說，三位族長 Cech、Lech 及 Rus 帶著族

人尋找更好的生存地，因而分別建立捷克、波

蘭及基輔羅斯。 

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斯拉夫民族成了當

今歐洲上人口數及國家數最多的民族，總人

口數大約三億多，國家數大概 12、13 個左右，

假如斯拉夫人能夠真正團結一致，其力量應

是甚為強大。然而事實上斯拉夫人自古以來

即相當分散，最早的時候斯拉夫人淪為羅馬

帝國的奴隸，因此據稱斯拉夫(Slav)在早期即

有奴隸之意。不過斯拉夫的族語(slovo)主要是

文字、文明或光榮的意思，因為斯拉夫人即因

為其語言之故而被歸屬同一民族。九世紀之

前斯拉夫民族有語言沒文字，九世紀中葉兩

位拜占庭的傳教士兄弟梅多迪爾斯與西里爾

應大摩拉維亞公國之邀前去傳教，兩兄弟為

斯拉夫語言創造了一套文字，即為後來的西

里爾文字，後來斯拉夫各民族陸續接受了基

督教的洗禮，而成了西方基督文明的成員。十

世紀左右沿著聶伯河將斯拉夫文明分為東西

兩部分，西部斯拉夫改信羅馬天主教，並改採

拉丁字母，東部則以莫斯科東正教為首，仍沿

用西里爾字母。 

因為基督教的分裂，而將斯拉夫文明分成

了天主教與東正教，文字也分別成為拉丁字

母與西里爾字母。因為宗教、文字及生存環境

的差異，斯拉夫民族不斷分裂成許多較小的

民族單位/國家，也造就了各斯拉夫民族往後

不同脈絡的發展歷程及故事。 

就歐洲三大民族(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

及斯拉夫民族)而言，斯拉夫文化佔有相當重

要地位，但因受拉丁民族及日耳曼民族的欺

壓，在歷史上大都成為被統治的對象，其文明

也較不易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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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斯拉夫主義的出現與發展 

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讓西歐國家的國

力發展日盛，國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更形堅定，

位於歐洲東部的斯拉夫民族命運幾乎都淪為

帝國下的被統治者，波蘭從十八世紀以來被

俄普奧列強瓜分，波希米亞從十六世以來都

由奧地利哈布斯堡統治，斯洛伐克在十世紀

後即被匈牙利併吞，巴爾幹半島的斯拉夫民

族遭受奧圖曼帝國及後來的奧匈帝國的內外

夾擊。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橫掃歐洲，但唯一敗

於俄羅斯，這對於中東歐的許多斯拉夫民族

有了不同想像，尤其位於巴爾幹半島上的斯

拉夫民族渴望俄國能夠拯救他們這些斯拉夫

兄弟於異族統治中。 

十八世紀末普魯士哲學家赫德提出文化

民族主義，藉由搜集日耳曼民族的傳說、故

事、方言、音樂等鼓吹日耳曼民族的統一訴

求。赫德影響了中東歐的斯拉夫民族，他們也

開始藉由民族傳說、故事、小說、方言、民俗

音樂及戲劇等追尋我族的身份認同。1806 年

神聖羅馬帝國被拿破崙取消，1848 年普魯士

在法蘭克福召開國民會議討論未來統一方

式，1848 年斯拉夫若干活躍份子聚集在布拉

格舉行泛斯拉夫民族會議，由捷克歷史學者

帕拉斯基主持，他們主張應該共推日益強大

的俄羅斯為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強力靠山，不

過俄羅斯有自己的想法，不置可否。 

位於中歐、東歐地帶眾多的斯拉夫小民

族，長期以來受到日耳曼民族及鄂圖曼人的

侵占，他們普遍都希望能夠擺脫異族統治的

桎梏，中、東歐區域幾百年來逐漸成為地緣政

治不斷衝突及強權的緩衝地帶，他們減緩了

穆斯林文明進一步推到西歐地區。十九世紀

的中、東歐斯拉夫民族，尤其巴爾幹半島上的

斯拉夫民族期待俄羅斯能帶頭解放他們，因

此他們是泛斯拉夫主義的擁護者。 

不過，俄羅斯有自己的斯拉夫主義想像，

他們面對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俄羅斯沙

皇與貴族們不習慣民眾聚會或集體權益表達

訴求的方式，因此他們並沒支持 1848 年在布

拉格的泛斯拉夫會議。俄羅斯有所謂的大斯

拉夫主義的思維，有自我斯拉夫主義的主張，

他們並無統一斯拉夫民族的心志。作為一個

新興帝國，俄國有擴張領土及地緣利益的需

求，泛斯拉夫主義成了眾多斯拉夫民族建構

文化民族主義的共同體想像，但最終因為俄

羅斯帝國主義的野心逐漸彰顯，中東歐斯拉

夫民族不僅沒有保護小弟的大哥，反而多了

一匹惡狼在地緣上虎視眈眈。 

斯拉夫民族的恩怨情仇 

1721 年俄國沙皇彼得一世在大北方戰爭

中打敗瑞典，創立俄羅斯帝國，其後經過亞歷

山大二世及三世與西方帝國間的戰爭，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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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於尼古拉二世的帝國事業，俄國已非中

東歐斯拉夫民族想像的「救世主」。俄國把中

東歐斯拉夫民族國家視為自己的權利版圖，

尤其是俄國生存的地緣緩衝帶。泛斯拉夫民

族之間共同分享著語言及文化，也僅限於各

自文化民族主義的建構。但作為俄羅斯帝國

的利益範圍，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一直以來都

不是與俄國平起平坐的斯拉夫兄弟。二十世

紀的兩場世界大戰起因都是日耳曼人與斯拉

夫的歷史恩怨有關，但位於俄國/蘇聯及德國

之間的中東歐地帶是主要的戰爭衝突區域，

俄國/蘇聯有過去的斯拉夫民族榮光，但這跟

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後來南斯拉夫的

眾斯拉夫民族是無關的。 

二次大戰根據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默契，中

東歐是由蘇聯進行解放，其後冷戰期間中東

歐各國也大致成為蘇聯的附庸國。事實上，

1945 年蘇聯坦克及軍隊進入布拉格，蘇聯軍

隊沿途受到捷克人的熱情擁抱，這次是捷克

人最能感受到斯拉夫老大哥的存在感。不過，

冷戰開始後隨即馬上變調，1968 年布拉格之

春自由化運動被蘇聯無情鎮壓，捷克及斯洛

伐克街頭開進了七萬多台坦克車，捷克人與

斯洛伐克人站在蘇聯坦克車前面，大聲責備

蘇聯軍隊為何要鎮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自

由選擇，這情景很像今日的烏克蘭。蘇聯不能

接受捷克選擇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化思潮及

其生活方式，社會主義國際大家庭是命運共

同體，捷克如往西方傾斜，對蘇聯會產生生存

危機。 

波蘭在歷史命運上應該是最悲情的斯拉

夫民族，俄國/蘇聯從沒有對波蘭講過什麼斯

拉夫民族情義，俄國在十八世紀跟隨著日耳

曼民族的德奧兩國一起瓜分侵略波蘭。二次

大戰期間 1940 年的卡廷事件，蘇聯軍隊屠殺

波蘭軍官二萬多名，甚至還嫁禍給納粹德國。

對波蘭而言，俄國/蘇聯反而成為其地緣政治

上的重要強敵。 

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手足情感基本上是毫

無疑問的，語言幾乎能溝通，文學、音樂、藝

術成就都是斯拉夫人民之間共享的美好回

憶，捷克人參加一次大戰的心情是矛盾的，當

他們拿槍在烏克蘭邊境抵抗俄軍的時候，許

多捷克人寧願投降，也不打斯拉夫兄弟，但是

斯拉夫民族間存在著許多歷史的恩怨情仇，

或許他們也能體會到泛斯拉夫主義的飄渺

性，就像喬治歐威爾的預言小説《1984》中那

位老大哥(Big Brother)，控制力無所不在，恐

怖無情也無所不在。 

後冷戰的價值選擇 

二次大戰結束後歐洲人終於體會到現代

文明正走向人類相互毀滅的不歸途，工業革

命與法國大革命讓歐洲建構的科技及民主沒

有讓歐洲人活得更好、更有尊嚴，因此在戰後

歐洲整合的擴展，才開始不斷反思人類的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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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歐洲整合讓二十世紀的後半段出現了歐

洲和平，同時自由民主價值理念在歐洲人身

上不斷深化，市場化、全球化及民主化慢慢掏

空了柏林圍牆，1989 年之後大部分斯拉夫民

族國家都已拋棄泛斯拉夫主義的不切實際，

他們不再期待俄國作為他們的救世主，斯拉

夫民族的背景不是作為結盟的重要選項，而

是人類的普世價值才是凝聚大家在一起的精

神力量。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國軍隊入侵烏克蘭，

俄國領導人聲稱這是一場特別軍事行動，俄

國出兵前曾不斷警告烏克蘭不能加入北約，

這是攸關俄國地緣生存的底線。歐洲已進入

二十一世紀，很難想像還發生這樣生靈塗炭

的重大戰事，有人再度訴諸斯拉夫民族間的

情誼，何以相煎太急。或許俄國並無揮軍西

方、進佔西方領土的野心，但這確實又是一場

地緣政治考量下的不幸結果，當北約已兵臨

城下，似乎已到無可忍的地步，真正受苦難的

是人民。 

捷克作家赫拉巴爾在《近觀列車》小說的

結尾中，描寫了年輕的捷克與德國士兵互相

射擊後，躺臥在白雪靄靄的大地上，鮮血不斷

染紅即將消逝的生命，赫拉巴爾說假如在和

平時期他們可能是在酒吧豪情喝酒的哥們。 

俄羅斯與烏克蘭戰事至今，飛彈不斷射

擊、建築物毀損倒塌、難民景象歷歷在目，生

命財產的損失每日都在更新，其實這些都是

人類最愚蠢至極的狂妄作為。台灣人原本都

不甚關心國際新聞，現在幾乎都成了烏俄戰

爭的評論專家，這幾年台灣的中東歐熱繼續

延燒，現在再加上對斯拉夫民族的基本認識，

台灣與中東歐的命運連結似乎成了異族兄弟

之邦。 

烏克蘭人民用生命展演自由民主的價值

可歌可泣，我們也都感覺很痛心，但這場衝突

真的無法避免嗎？現在再重新回頭來說歐洲

斯拉夫民族有三支，分別是東斯拉夫、西斯拉

夫及南斯拉夫，在過去歷史上曾出現泛斯拉

夫主義，斯拉夫人曾渴望團結一致解放自己

民族歷史的桎梏命運，他們一度仰賴俄羅斯

老大哥替斯拉夫兄弟們出氣，現在看起來都

格外諷刺！ 

 

 (本文作者為捷克查理大學社會學博士，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中東歐研究中心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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