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国遗产与现实困境中的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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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重塑民族身份认同是后苏联空间各国面临的首要转型目标之

一ꎮ 生活在比萨拉比亚的摩尔多瓦民族本与罗马尼亚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和语

言ꎬ 但在 １７ ~ １９ 世纪现代民族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中ꎬ 摩尔多瓦民族与罗马

尼亚民族渐行渐远ꎮ 这并非两个民族的自主选择ꎬ 而是俄罗斯帝国、 奥斯曼土耳

其帝国以及哈布斯堡帝国地缘政治权力争夺的产物ꎮ 苏联解体后ꎬ 摩尔多瓦成为

独立国家ꎬ 其发展的首要任务仍是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ꎮ 处在东西欧之间、 大国

夹缝中的摩尔多瓦不仅背负着帝国的遗产ꎬ 又面临现实的困境ꎮ 摩尔多瓦通过国

家语言的塑造与民族历史的书写来不断构建摩尔多瓦民族认同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摩尔多瓦民族认同建构的历史与现状为我们理解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涌动的民族

主义、 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ꎬ 同时ꎬ 它亦有助于反思小国在

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机遇和困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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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一直是中东欧地区的热点问题之一ꎮ 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之后ꎬ 这

一地区涌现出许多新的民族国家ꎮ 这些国家首先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既要完成民族

构建ꎬ 也要完成国家构建ꎮ 有学者将这种双重进程归结为 “民族国家构建”ꎬ 并

强调 “用它来指代非西方社会的变迁似乎更为恰当ꎬ 因为在那里ꎬ ‘国家构建’
与 ‘民族构建’ 是叠加在一起同步进行的”①ꎮ 这种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依然摆

脱不了历史遗产的深远影响和当今大国势力干预的现实困境ꎮ
摩尔多瓦共和国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加盟共和国之一ꎬ 国家主体民族摩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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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人并非斯拉夫人ꎬ 而是与邻国罗马尼亚在历史、 文化、 民族和语言上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ꎮ 这种联系既困扰着摩尔多瓦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追求自身的民族身

份认同ꎬ 也困扰着处理与罗马尼亚作为同源民族的两国关系ꎮ 同时ꎬ 在摩尔多瓦

这一欧洲边缘地带ꎬ 不同的大国力量始终在这一地区竞争角力ꎮ
很多学者都指出ꎬ 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新的民族主义潮流与西方民族主

义模式并不相同ꎮ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ꎬ 历史性的领土、 法律—政治意义上的共

同体、 全体成员在法律—政治意义上的平等关系、 共同的公民文化与意识形态是

标准的西方民族模型的构成要素ꎻ 而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与西方领土型民族认同并

不相同的 “族裔型” 民族概念ꎬ 更强调以出身和原生文化为基础的共同体①ꎮ 还

有学者指出ꎬ 西欧与东欧民族主义存在重要区别ꎬ 前者是与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强

大的民族国家的组建有密切关系ꎬ 而后者没有经历政治现代化的类似进程ꎬ 其民

族主义的兴起ꎬ 要么是之前压制政策控制着这种情感的结果ꎬ 要么就是社会主义

体制时期为了维护政权将种族划分政治化②ꎮ 对于摩尔多瓦而言ꎬ 这种族裔型民

族构建的核心是充分论证摩尔多瓦民族在族裔和原生文化上与罗马尼亚民族的差

异性ꎬ 这一进程并非完全是摩尔多瓦民族自身觉醒的过程ꎬ 而是被长久以来对其

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帝国和仍在发挥影响力的大国势力所左右ꎮ 正如安东尼史密

斯所言ꎬ “那些正在被锻造的民族 (无论是它们的边界还是特征) 都是由殖民国

家定义的”③ꎮ
摩尔多瓦共和国面积约为 ３ 万 ３ 千平方公里ꎬ 人口 ３５４ 万④ꎬ 紧邻乌克兰、

罗马尼亚ꎮ 摩尔多瓦于 １９９１ 年宣告独立ꎬ 第一次以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份立于世

界舞台ꎮ 处在东西交界的摩尔多瓦ꎬ 在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摇摆不定ꎮ 一方面ꎬ 如

何在确定自身民族特性、 追寻民族身份认同时ꎬ 处理好与罗马尼亚乃至欧洲的关

系ꎮ 另一方面ꎬ 由于对俄罗斯经济依赖程度相当高ꎬ 摩尔多瓦无论在内政还是外

交上都受到俄罗斯很大影响ꎮ 同时ꎬ 处理好境内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关系也是

摩尔多瓦面临的困境之一ꎬ 境内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是俄罗斯族聚居地ꎬ 目前

单方面宣布独立ꎬ 与摩尔多瓦政府的冲突曾上升到战争状态ꎬ 俄罗斯军队也一直

７１１

①
②

③
④

〔英〕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认同»ꎬ 王娟译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７７ 页ꎮ
转引自 Ｃａｔａｌｉｎａ Ｚｇｕｒｅａｎｕ － Ｇｕｒａｇａｔａꎬ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Ｍｏｌｄｏｖａ?ꎬ Ｍｏｎｉｃａ

Ｈｅｉｎｔｚ (ｅｄ )ꎬ 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ꎬ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Ｍｏｌｄｏｖａꎬ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３６
〔英〕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认同»ꎬ 第 １３３ 页ꎮ
数据来自摩尔多瓦统计局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 ｇｏｖ ｍｄ /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驻扎在该地区ꎬ 至今仍未撤离ꎮ 此外ꎬ 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聚居地加告兹地

区也一直存在分离主义倾向ꎮ
从民族构成的两个核心要素语言和民族历史来看ꎬ 民族认同包含相当多的神

话要素①ꎬ 是一种 “想象的共同体”ꎮ 本文追溯历史ꎬ 叙述这一地区领土归属的

变动与摩尔多瓦民族的形成ꎬ 并通过国家语言名称和官方历史书写两个方面考察

独立后摩尔多瓦民族国家构建的艰难历程ꎬ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摩尔多瓦如何处理

与两个重要外交伙伴的关系ꎮ 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在历史和现实中对两国主体民

族是否为 “同一民族” 有着不同的表述ꎬ 这种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上是各方政治

力量角力的表现ꎬ 操控这场竞争的主角甚至不是作为小国的罗马尼亚和更为弱小

的摩尔多瓦ꎮ 本文尝试梳理摩尔多瓦作为现代民族生成的历史过程ꎬ 考察苏联解

体后摩尔多瓦作为独立民族国家追寻民族身份认同的曲折进程ꎬ 并重新审视族群

身份认同与民族国家建立在转型国家的意义ꎮ

一　 摩尔多瓦民族起源与比萨拉比亚问题

(一) 民族起源

摩尔多瓦人与罗马尼亚人的祖先同宗同源ꎬ 都是葛特—达契亚人ꎮ 公元 １０６
年ꎬ 达契亚被罗马帝国占领ꎬ 从此成为罗马行省ꎮ 公元 ２７１ 年ꎬ 罗马军团撤出达

契亚ꎬ 但很多罗马人仍然留在当地ꎬ 从被占领时开始的罗马化进程仍未中断ꎮ 当

地达契亚人与罗马人混居融合ꎬ 逐渐形成了罗马尼亚民族ꎮ 罗马军团撤离之后ꎬ
这片土地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ꎬ 哥特人、 库曼人、 蒙古人、 斯拉夫人都曾占

领过这里ꎮ １０ 世纪开始ꎬ 匈牙利王国向东扩张ꎬ 逐渐控制了喀尔巴阡山地带ꎮ
“在异族进攻和邻国列强扩张的背景下ꎬ 罗马尼亚人建立起了两个属于自己且一

直延续到近代的国家”②ꎬ 即罗马尼亚公国③与摩尔多瓦公国ꎮ 喀尔巴阡山西部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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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很多中世纪史料使用 “瓦拉几亚人” 来称呼罗马尼亚人ꎬ 以 “瓦拉几亚” 来称呼罗马尼亚

公国ꎮ 这一名称源自日耳曼语ꎬ 指的是被罗马化的民族ꎮ 罗马尼亚人更多使用罗马尼亚公国 ( Ţａｒａ
Ｒｏｍâｎｅａｓｃ) 或蒙特尼亚 (Ｍｕｎｔｅｎｉａ)ꎮ 因此ꎬ 罗马尼亚公国也曾被称为 “大瓦拉几亚”ꎬ 而相应地摩尔多
瓦公国则被称为 “小瓦拉几亚”ꎮ 这也证实了两个公国的同宗同源性ꎮ 参见 〔罗〕 格里戈雷杰奥尔久:
«罗马尼亚现代文化史»ꎬ 董希骁译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２５ ~ ２６ 页ꎻ 〔罗〕 伊昂 － 奥莱
尔波普: «罗马尼亚史»ꎬ 第 ５５ ~ ５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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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亚人的聚居地ꎬ 特兰西瓦尼亚则自 １１ 世纪开始一直被匈牙利人统治ꎮ
罗马尼亚人建立的第一个独立公国是喀尔巴阡山南部到多瑙河流域的罗马尼

亚公国ꎬ 早在 １３ 世纪左右被一些编年史家称为瓦拉几亚人的土地①ꎮ 匈牙利国王

拉约什一世希望控制这一片土地ꎬ 但遭到当地人的反抗ꎮ 于是ꎬ 拉约什一世向该

地区派去了马拉穆列什②的德拉戈什 (Ｄｒａｇｏş Ｉ)ꎬ 期望通过臣服于匈牙利的罗马

尼亚人来控制这片罗马尼亚人聚居的土地ꎮ 德拉戈什在这里建立了摩尔多瓦公

国ꎮ 但是在 １３５９ 年ꎬ 同样来自马拉穆列什的博格丹赶走了德拉戈什的后人和亲

戚ꎬ 宣布摩尔多瓦独立于匈牙利王国ꎮ 随后ꎬ 摩尔多瓦在善人亚克力山德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ｕ ｃｅｌ ｂｕｎ) 和伟大的什特凡大公 (Şｔｅｆａｎ ｃｅｌ ｍａｒｅ) 两位大公的领导下

逐渐强大ꎬ 同时也开启了被周边大国不断侵扰的历史ꎮ
１４５６ 年摩尔多瓦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进贡国ꎮ 摩尔多瓦大公什特凡曾

在 １４７５ 年带领摩尔多瓦人、 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以少胜多ꎬ 击退土耳其人的进攻ꎬ
但摩尔多瓦最终难逃奥斯曼帝国的控制ꎮ １６００ 年ꎬ 罗马尼亚公国大公米哈伊在

打败特兰西瓦尼亚大公之后又占领了摩尔多瓦ꎬ 并在雅西宣布罗马尼亚公国、 特

兰西瓦尼亚与摩尔多瓦三个公国合并ꎬ 米哈伊成为三个公国共同的大公ꎮ 但这个

统一的国家很快就四分五裂ꎬ 原来的摩尔多瓦公国大公叶雷米亚莫维勒在波兰

国王的帮助下夺回了政权ꎮ
从第一个罗马尼亚公国出现到 １７ 世纪前后ꎬ 被视为罗马尼亚的中世纪时期ꎮ

罗马尼亚各公国在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ꎬ 包括语言使用、 历史传统沿革、 宗教机

构设置、 建筑和绘画创作形式等都超越了各个公国的边界ꎬ 具有较高的一致

性③ꎮ １６００ 年三个公国的统一也被看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ꎬ 米哈伊大公是第

一个试图为了罗马尼亚人的利益 “还原” 达契亚的人④ꎮ 这一时期生活在摩尔多

瓦的摩尔多瓦人与生活在罗马尼亚公国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人被看作

是同一民族ꎮ 当时的摩尔多瓦学者米隆科斯廷在其著作 «关于摩尔多瓦民族»
中指出ꎬ “匈牙利统治地区的人们和摩尔多瓦人、 蒙特尼亚人都有着同样的起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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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穆列什地区是一个历史地区ꎬ 在喀尔巴阡山北部ꎬ 蒂萨河上游沿岸ꎬ 与摩尔多瓦地区相邻ꎬ
同属罗马尼亚人聚居地ꎮ

〔罗〕 格里戈雷杰奥尔久: «罗马尼亚现代文化史»ꎬ 第 ３１ 页ꎮ
〔罗〕 伊昂 － 奥莱尔波普: «罗马尼亚史»ꎬ 第 １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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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他们都有着同一个名字———罗马尼亚人”①ꎮ

(二) 比萨拉比亚并入俄国

摩尔多瓦公国始终处在大国夹缝之中ꎬ 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决定着摩尔多瓦公

国的命运ꎮ 摩尔多瓦很早就与俄国建立了联系ꎬ 希望同属东正教世界的俄国助其

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侵扰ꎮ 什特凡大公曾把自己的女儿伊莲娜公主远嫁给俄

国沙皇伊凡三世的长子ꎬ １６５２ 年瓦西列卢普大公与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哥萨克

首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联盟ꎬ 并与其联姻ꎮ １６５６ 年ꎬ 卢普大公的继任者格奥

尔基什特凡与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签署秘密协定ꎬ 期望从土耳其手中夺回被占领

土ꎮ 彼得一世上台之后开始实施扩张政策ꎬ 两国联系更加紧密ꎮ 俄国一步步将其

势力范围扩展到黑海沿岸ꎬ 并进一步控制巴尔干地区ꎮ １７１１ 年ꎬ 摩尔多瓦大公

迪米特里耶坎泰米尔与彼得大帝签订了协议ꎬ 共同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ꎮ 但

是在 ７ 月的战斗中ꎬ 俄摩部队被土耳其打败ꎮ 坎泰米尔大公流亡俄国ꎬ 成为彼得

一世的私人顾问ꎮ 自此以后ꎬ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取消了摩尔多瓦公国附属国的地

位ꎬ 苏丹直接指派君士坦丁堡芬内尔区的希腊贵族进行统治ꎬ 摩尔多瓦开始实行

法纳利奥特制度ꎮ
１８１２ 年ꎬ 第七次俄土战争结束ꎬ 俄国打败奥斯曼帝国ꎬ 与其签署 «布加勒

斯特协定»ꎬ 攫取了摩尔多瓦公国东部位于普鲁特河与德涅斯特河②之间的领土ꎮ
这一地区被俄国重新命名为比萨拉比亚生活在这里的摩尔多瓦人也因此与生活在

其他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开始产生距离ꎮ 事实上ꎬ 俄国占领的这块土地并不叫比萨

拉比亚ꎮ 比萨拉比亚最早指的是罗马尼亚公国南部的领土ꎬ 这一地名可能就来自

于罗马尼亚公国第一任统治者及其建立王朝的名字巴萨拉布ꎮ １５ 世纪开始并入

摩尔多瓦ꎬ 是 “多瑙河三角洲以北、 包括基利亚和白堡在内的普鲁特河、 德涅斯

特河和黑海之间的摩尔多瓦南部一小块领土ꎬ 即后来成为布扎克的那个地区”③ꎮ
迪米特里耶坎泰米尔在其 «摩尔多瓦纪事» 中写道ꎬ 比萨拉比亚包括四个部

分: 布扎克、 阿科尔曼 (本地人称之为白堡)、 基利亚和伊兹梅尔④ꎮ 摩尔多瓦

公国真正的地理分区是北部山区 (Ｍｏｌｄｏｖａ ｄｅ ｓｕｓ) 和黑海附近的山丘与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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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格里戈雷杰奥尔久: «罗马尼亚现代文化史»ꎬ 第 ５０ 页ꎮ
罗马尼亚语名称为尼斯特鲁河ꎮ
〔罗〕 米穆沙特、 扬阿尔德列亚努: «１９１８ ~ １９２１ 年罗马尼亚的政治生活»ꎬ 陆象淦译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ꎬ 第 ７ 页ꎮ
Ｄ Ｃａｎｔｅｍｉｒꎬ Ｄｅｓｃｒｉｅｒｅａ Ｍｏｌｄｏｖｅｉꎬ Ｂｕｃｕｒｅşｔｉ: Ｅｄｉｔｕｒａ Ｌｉｂｒｒｉｅｉ Ｓｏｃｅｃꎬ １９０９ꎬ ｐ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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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ｌｄｏｖａ ｄｅ ｊｏｓ)ꎮ １８１２ 年被俄国吞并之前ꎬ 摩尔多瓦公国东部没有特定的称谓ꎬ
更不叫比萨拉比亚ꎮ 在 １８１２ 年的谈判中ꎬ 俄国把比萨拉比亚重新定义为普鲁特

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整个地区ꎮ
俄国吞并这一地区之后ꎬ 首先致力于消除法纳利奥特制度的遗产ꎬ 声称要实

行欧洲管理秩序和文化复兴ꎮ 在最初几年ꎬ 比萨拉比亚州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

权ꎬ 保留了地方语言、 习俗和法律ꎬ 并且依照摩尔多瓦公国传统法律建立了地方

政府ꎬ 承认摩尔多瓦语和俄语都是官方语言ꎮ 但没过多久ꎬ 比萨拉比亚的自治权

就被逐步取消ꎮ １８２５ 年ꎬ 尼古拉一世登基ꎬ 提出要在西部新领土加强中央统治

力量ꎮ １８２９ 年ꎬ 时任新罗斯行政长官兼比萨拉比亚总督的米哈伊尔沃伦佐夫

颁布了新法律ꎬ 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摩尔多瓦语ꎮ 为巩固对新领土的统治ꎬ 沙

皇鼓励向比萨拉比亚移民ꎬ 大量少数民族来到这里ꎬ 不断稀释主体民族摩尔多

瓦人①ꎮ
１９ 世纪中期ꎬ 受 １８４８ 年革命风潮影响ꎬ 罗马尼亚民族意识开始觉醒ꎮ 在特

兰西瓦尼亚、 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的文化政治精英越来越深刻地意识

到ꎬ 他们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同一民族ꎬ 迫切地希望实现民族统一与独立ꎮ 然而ꎬ
比萨拉比亚精英提出的政治诉求是要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省②ꎮ １８５９ 年ꎬ 摩尔

多瓦公国与罗马尼亚公国统一ꎬ 摩尔多瓦人亚历山大扬库扎被选为大公ꎬ 这

在比萨拉比亚也引起强烈反应ꎮ 俄罗斯试图切断比萨拉比亚与罗马尼亚的所有联

系ꎮ 从 １８６７ 年开始ꎬ 比萨拉比亚地区禁止在学校里使用本地语言ꎮ １８７１ 年ꎬ 比

萨拉比亚不再是州 (ｏｂｌａｓｔ)③ꎬ 而是省 (ｇｕｂｅｒｎｉｉａ)ꎬ 成为俄罗斯帝国不可分割的

核心部分ꎮ １８７８ 年罗马尼亚宣布独立ꎬ 但与此同时俄国再次夺回了比萨拉比亚

南部波尔格勒、 卡胡尔与伊兹梅尔三个地区④ꎮ
经历了长时间的俄化进程ꎬ 比萨拉比亚城市里和文化精英身上的罗马尼亚元

素慢慢消失ꎮ 而占人口比例多数的农民则依然完好保留了摩尔多瓦特色ꎬ 这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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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８１７ 年摩尔多瓦人占比萨拉比亚总人口的比重为 ８６ ９％ ꎬ １８５８ 年为 ６６ ４％ ꎬ １８９７ 年为 ４７ ６％ ꎮ
参见 Ａｎｄｒｅｉ Ｂｒｅｚｉａｎｕ ＆Ｖ Ｓｐâｎｕ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Ｍｏｌｄｏｖａꎬ Ｌａｎｈａｍꎬ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９

Ｊｕｌｉｅｎ Ｄａｎｅｒｏ Ｉｇｌｅｓｉａｓ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ｌｄｏｖａꎬ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５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７８０ －
８００

俄国时期的州主要设立在地理偏远的边陲地区ꎬ 该行政单位与省的区别是ꎬ 领土驻扎部队ꎬ 负责
人也是军事管理人员ꎮ

这三个地区在此之前被统一的罗马尼亚两公国短暂收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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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摩尔多瓦主义”① 的出现埋下了种子ꎮ 到了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初ꎬ 受俄

国政治动荡的影响ꎬ 向往自由的比萨拉比亚知识分子热切希望趁此机会能够获得

更多自由权利ꎮ 一部分年轻的知识分子期望在这里进行土地改革ꎬ 并宣传普选权

和社会主义思想ꎮ 还有一些年轻的比萨拉比亚人ꎬ 接受了罗马尼亚的支持ꎬ 以大

罗马尼亚民族主义为工具ꎬ 希望彻底改变这一地区的文化政治生活ꎮ

(三) 比萨拉比亚与罗马尼亚的短暂统一

伴随着一战的动荡ꎬ 比萨拉比亚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ꎮ 在混乱的局势中ꎬ
比萨拉比亚实现了与罗马尼亚的统一ꎮ １９１７ 年革命热潮波及比萨拉比亚ꎮ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军人团体、 农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间接选举出 １３８ 名代表ꎬ 组成所

谓的 “国家议会” (Ｓｆａｔｕｌ Ţｒｉｉ)ꎮ １２ 月ꎬ “国家议会” 宣布建立摩尔多瓦民主共

和国ꎬ 属于俄罗斯共和国②ꎮ 实际上ꎬ 这个新政权并没有能力控制比萨拉比亚全

境ꎮ １９１８ 年 １ 月ꎬ 苏维埃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占领了首都基希纳乌ꎬ 解散了 “国
家议会”ꎬ 其成员不得不求救于罗马尼亚ꎮ 罗马尼亚政府派出军队ꎬ 将苏俄革命

者赶到德涅斯特河东岸ꎮ 不久以后ꎬ “国家议会” 重建并宣布摩尔多瓦民主共和

国独立ꎮ 同年 ３ 月ꎬ “国家议会” 宣布与罗马尼亚王国统一ꎬ “国家议会” 宣言

列出了针对比萨拉比亚地区公民的 １４ 条特权ꎬ 包括一些自治权利ꎬ 少数民族权

益ꎬ 以及完成土地分配ꎮ
苏俄对罗马尼亚武装占领比萨拉比亚非常不满ꎬ 将其视为国际反革命势力对

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③ꎬ 因此对比萨拉比亚地区与罗马尼亚的统一始终不予承

认ꎮ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在艰难谈判之后ꎬ 由罗马尼亚外长塔克约内斯库牵头

倡导ꎬ 英国、 法国、 意大利和日本共同签署 «凡尔赛条约» 有关比萨拉比亚问

题的部分ꎬ 其中规定德涅斯特河为苏联与罗马尼亚的界河ꎬ 即承认比萨拉比亚与

罗马尼亚的统一ꎮ 但是苏俄通过乌克兰政府通知罗马尼亚ꎬ 不承认这一协定ꎬ 而

且质疑这一条约的法律效力ꎮ 英国、 罗马尼亚、 法国和意大利分别在 １９２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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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摩尔多瓦主义 (Ｍｏｌｄｏｖａｎｉｓｍ) 与罗马尼亚主义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ｉｓｍ) 是解释摩尔多瓦民族性的两种对
立的意识形态ꎮ 摩尔多瓦主义强调摩尔多瓦民族的独立性以及与罗马尼亚民族的差异性ꎬ 而罗马尼亚主义
则认为摩尔多瓦人就是罗马尼亚人ꎬ 并且罗马尼亚身份认同与摩尔多瓦身份认同并不矛盾ꎬ 摩尔多瓦民族
语言文化都是罗马尼亚文化圈的一部分ꎮ

即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ꎬ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至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短暂存在ꎬ 是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权ꎮ
余伟民: «从比萨拉比亚问题到摩尔多瓦独立———前苏联诸国民族问题的个案研究»ꎬ 载 «华东师

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４ 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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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２ 年、 １９２４ 年和 １９２７ 年通过了该条约①ꎬ 但是日本始终没有通过②ꎮ 因此ꎬ
比萨拉比亚成为罗马尼亚土地上唯一一块没有国际条约保障的领土ꎮ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４
年间ꎬ 罗马尼亚、 苏联和乌克兰三方在华沙和维也纳就比萨拉比亚问题开展了两

轮谈判ꎬ 但都没有结果ꎮ 有学者称ꎬ 苏联通过非官方渠道向比萨拉比亚派遣了大

量特工和活动家ꎬ 破坏当地局势ꎬ 声称比萨拉比亚属于苏联③ꎮ
比萨拉比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ꎬ 迫使苏联决定加快在德涅斯特河左岸建立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自治共和国④ꎮ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该共和国建立ꎬ 领土面积

８ ４２９ 平方公里ꎬ 人口 ５７２ １１４ 人ꎬ 隶属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ꎮ 共和国

虽名为摩尔达维亚ꎬ 但其中只有 ３０ １％的人口是摩尔多瓦人ꎬ 大部分是乌克兰人

(４８ ５１％ )ꎬ 此外还有俄罗斯人 (８ ５％ ) 和犹太人 (８ ５％ )⑤ꎮ 最重要的是ꎬ 这

里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语言ꎬ 即摩尔达维亚族和摩尔达维亚语ꎮ 在此之

前ꎬ 罗马尼亚方面在论述与比萨拉比亚统一的必然性时ꎬ 都是从历史与民族角度

出发ꎬ 强调两者同宗同源的民族共性ꎮ 苏联在建立了摩尔达维亚共和国、 创造了

摩尔达维亚族之后ꎬ 也开始使用民族作为武器ꎬ 强调摩尔达维亚族与罗马尼亚族

是两个不同的民族ꎬ 以此来说明比萨拉比亚并入罗马尼亚的不合理与不公正ꎮ
并入罗马尼亚王国的比萨拉比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ꎮ 土地改革让农民拥

有土地ꎬ 基希纳乌的主要街道得以重新铺设ꎬ 环境得到整治ꎬ 新的铁路连接起基

希纳乌和布加勒斯特以及其他罗马尼亚城市ꎮ 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发展ꎬ 学校和

成人教育课程等提高了识字率ꎬ 也加强了罗马尼亚爱国主义教育ꎮ １９３０ 年ꎬ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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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Ａｎｄｒｅｉ Ｂｒｅｚｉａｎｕ ＆Ｖ Ｓｐâｎ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Ｍｏｌｄｏｖａꎬ Ｌａｎｈａｍꎬ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ꎬ
ｐ ｘｘｘｖｉｉ

有学者认为是苏联向日本施压ꎬ 因此日本迟迟没有通过该条约ꎮ 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Ｍｏｌｄｏｖａｎｓ:
Ｒｏｍａｎｉａꎬ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ꎬ ｐ ２３６

Ｄｏｒｉｎ Ｃｉｍｐｏｅşｕꎬ Ｒｅｐｕｌｉｃａ Ｍｏｌｄｏｖａ îｎｔｒｅ Ｒｏｍâｎｉａ şｉ Ｒｕｓｉａ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９ꎬ Ｃｈｉşｉｎｕ: Ｔｉｐｏｇｒａｆｉａ Ｓｅｒｅｂｉａ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９

在西文文献中ꎬ 摩尔达维亚 (Ｍｏｌｄａｖｉａ) 这一名称被一些学者认为来自俄语ꎬ 也有学者认为原本
来自拉丁语ꎬ 坎泰米尔大公的拉丁语著作 «摩尔多瓦纪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 Ｍｏｌｄａｖｉａｅ) 的书名使用的就是该词
的拉丁语形式ꎮ 西文中这一词指的是 １３ 世纪建国到 １８５９ 年罗马尼亚两公国统一为止这一阶段内的摩尔多
瓦公国ꎮ 该名称使用者大多为摩尔多瓦以外的人 (参见 Ｉｇｏｒ Ｃａşｕꎬ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ｏｌｄｏｖａ ｉｎ Ｋｏｎｒａｄ Ｊａｒａｕｓｃｈ ＆ Ｔ Ｌｉ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ｅｒ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ｄ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２３９ － ２４０ )ꎮ 摩尔多瓦 (Ｍｏｌｄｏｖａ) 则是根据罗马尼亚语 /
摩尔多瓦语的发音而来的译名ꎮ 本文依照中文习惯译法ꎬ 并且为避免出现混淆ꎬ 使用 “摩尔达维亚” 仅指
苏联时期的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简称ꎮ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Ｍｏｌｄｏｖａｎｓ: Ｒｏｍａｎｉａꎬ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ꎬ 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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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率已经提高到 ３０％ ①ꎮ
即使如此ꎬ 比萨拉比亚融入罗马尼亚仍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ꎮ １８１２ 年就

成为俄国一部分的比萨拉比亚疏离罗马尼亚文化时间已久ꎬ 俄国对新占领领土实

施的俄化政策也比较成熟ꎬ 因此比萨拉比亚的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俄

化程度相当高ꎮ 另一方面ꎬ 在比萨拉比亚与罗马尼亚统一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摩

尔多瓦人的身份认同问题ꎮ １８１２ 年这一地区被俄国占领时ꎬ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概念甚至尚未成熟ꎮ 占比萨拉比亚人口比重多数的农民更认同摩尔多瓦人的身

份ꎬ 对罗马尼亚这一民族身份并没有很强的认同感ꎮ 尽管城市精英几乎全盘俄

化ꎬ 但是比萨拉比亚地区的摩尔多瓦村庄和农民都依然保留着民族语言与传统文

化习惯ꎮ 但另一方面ꎬ 这些摩尔多瓦农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这种文

化特征是与罗马尼亚相同的ꎬ 或者说他们对罗马尼亚这一民族身份并没有高度认

同ꎬ 只是把他们语言和文化传统看作是摩尔多瓦所特有ꎮ

(四) 比萨拉比亚并入苏联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罗苏之间因为比萨拉比亚问题依然针锋相对ꎮ 此时欧洲局

势已然发生变化ꎬ 罗马尼亚和比萨拉比亚的命运显然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ꎮ 在

罗马尼亚的盟友法国与波兰分别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ꎬ 罗马尼亚为避免

孤立ꎬ 于 １９３２ 年在里加与苏联进行有关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ꎮ 罗马尼亚的目的

是要把互不侵犯条约用于比萨拉比亚ꎬ 希望苏联事实上承认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

亚的主权②ꎮ 但是里加谈判再次失败ꎬ 最主要的分歧依然是比萨拉比亚问题ꎮ
彼时ꎬ 欧洲形势已经发生巨变ꎮ 希特勒上台ꎬ 德国开始向外扩张ꎮ 为了抵抗

德国ꎬ 欧洲大国都希望能够与苏联改善关系ꎬ 构建集体安全ꎬ 反苏的局面被打

破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罗马尼亚暂时搁置了比萨拉比亚问题ꎬ 苏联也退了一步ꎬ 称

不会使用武力夺取比萨拉比亚ꎮ １９３４ 年ꎬ 罗马尼亚与苏联正式建交ꎬ 是与苏联

建交最晚的一个邻国ꎮ 但是苏联仍然没有放弃对比萨拉比亚的诉求ꎮ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ꎬ 苏联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ꎬ 其秘密议定书确立了苏联和德国各自的势力

范围ꎬ 其中第三条即涉及比萨拉比亚ꎬ “关于东南欧ꎬ 苏联强调对比萨拉比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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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旭东: «夹缝中的罗马尼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马尼亚外交政策研究»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２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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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ꎮ 德国声明对该地区完全没有政治兴趣”①ꎮ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ꎬ 苏联向罗马

尼亚发出最后通牒ꎬ 要求罗马尼亚军队立即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撤出ꎮ ６
月 ２８ 日ꎬ 苏联红军越过德涅斯特河ꎬ 占领比萨拉比亚ꎮ ８ 月 ２ 日ꎬ 新的摩尔达维

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ꎬ 定都基希纳乌ꎮ 该共和国疆域包括比萨拉比亚的

大部分ꎬ 以及原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位于德涅斯特河左岸的一

部分狭长地带ꎮ 比萨拉比亚最南部以及最北部和原属罗马尼亚的北布科维纳一起

并入乌克兰ꎮ 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之后ꎬ 在 １９４１ 年到 １９４４ 年期间短暂夺回比萨

拉比亚ꎬ 并占领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ꎮ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融入苏联轨道相对顺利ꎮ 在此之前ꎬ 比萨

拉比亚地区已经融入沙俄的政治、 经济体制很多年ꎬ 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

马尼亚的文化政策并没有成功塑造出罗马尼亚的身份认同ꎬ 而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建立的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这个实验室中ꎬ 已经孕育出独立的摩尔多瓦民族的

萌芽ꎬ 因此ꎬ 加入苏联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并没有像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并入苏联的

波罗的海国家和西乌克兰那样有很强烈的民族情绪ꎬ 很快就重新接受了俄罗斯化

进程ꎬ 或者说苏联化的进程ꎮ １９７０ 年人口普查显示ꎬ 已经有 １６ ５％ 的摩尔多瓦

人是跨民族婚姻家庭ꎬ 这在苏联的非斯拉夫民族中已经是非常高的比率②ꎮ
这个阶段是塑造摩尔多瓦作为独立民族身份认同的关键时期ꎬ 苏联的文化政

策就是希望延续此前在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的尝试ꎬ 继续构建摩尔多瓦族和摩

尔多瓦语ꎮ 例如ꎬ 在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历史书写中ꎬ 摩尔多瓦

是一个有别于罗马尼亚的民族ꎬ 它更多地受到周围东斯拉夫民族的影响ꎮ １４ 世

纪建立摩尔多瓦公国、 １８１２ 年并入沙俄帝国、 １９２４ 年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

义自治共和国的建立、 １９４０ 年苏联解放比萨拉比亚等历史节点被强调突出ꎬ 摩

尔多瓦与沙俄的关系被书写成 “摩尔多瓦不止一次地请求莫斯科接纳它成为俄国

臣民”ꎬ 甚至比萨拉比亚从未有过罗马尼亚人③ꎮ 在媒体和历史书写中ꎬ “罗马尼

亚” 这一名称被尽量避免ꎮ 在相关历史叙述中ꎬ 更多地使用 “瓦拉几亚” 而非

罗马尼亚ꎬ 坚持突出摩尔多瓦的独特性ꎬ 而忽视罗马尼亚民族的共性ꎮ 这种历史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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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盛发: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苏联从集体安全到一国自保的历史考察»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５ 年
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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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象淦: «沙皇俄国对罗马尼亚的侵略扩张与比萨拉比亚问题»ꎬ 载 «历史研究» １９７６ 年第 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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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当时受到了很多移民西方的罗马尼亚学者的批判ꎬ 也受到很多关注苏联东欧民

族问题的西方学者的批判ꎮ 当然ꎬ 关注苏联民族问题的西方学者不可避免地是带

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比萨拉比亚问题的ꎮ 再加上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罗马

尼亚在西方被看作是苏联阵营中特立独行的一员ꎬ 他们在比萨拉比亚问题上自然

支持罗马尼亚ꎮ

二　 苏联解体后的摩尔多瓦民族认同构建

苏联解体、 摩尔多瓦独立之后ꎬ 如何塑造新的民族国家形象、 建立新的身份

认同成为摩尔多瓦国家建设道路上的核心问题之一ꎮ 摩尔多瓦的民族构建与民族

身份认同由政治精英主导ꎮ 摩尔多瓦独立之后ꎬ 持摩尔多瓦主义立场的政治文化

精英在苏联时期形成的摩尔多瓦主义的基础上ꎬ 将构建民族身份十分重要的语

言、 历史记忆书写、 宗教信仰等文化社会因素进行重新梳理与解读ꎬ 并在国家层

面推出相应的政策以继续推进摩尔多瓦民族认同ꎮ 而摩尔多瓦国内亲欧亲罗一派

则大力鼓吹罗马尼亚民族观ꎬ 希望摩尔多瓦能够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ꎮ 于

是ꎬ 语言政策、 历史记忆书写、 教会归属等问题都成为了两派政治斗争的领域ꎮ
民族问题也因此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ꎬ 民族元素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ꎬ 而社会在

这种身份认同的摇摆中慢慢分裂ꎮ

(一) 国语名称之争

语言对于民族认同构建十分重要ꎮ “语言在民族主义者的宣传中ꎬ 可能是任

何东西ꎬ 但绝不可能是实用而不带感情的工具对他们来说ꎬ 语言乃是民族灵

魂所在语言在日后更成为决定民族的重要标准之一ꎮ”① 对于罗马尼亚人来

说ꎬ 语言是其民族形成过程中ꎬ 将他们与周围的斯拉夫人、 马扎尔人区别开来ꎬ
并且团结起来的重要标志ꎬ 更是罗马尼亚民族与其他罗曼民族连接起来的关键要

素之一ꎮ 而在摩尔多瓦主义意识形态中ꎬ 摩尔多瓦语是摩尔多瓦作为独立民族的

重要特征之一ꎬ 是摩尔多瓦身份认同的核心表现ꎮ 摩尔多瓦共和国的国歌歌名就

是富含深意的 «我们的语言»ꎬ 有意思的是ꎬ 整个歌词中并没有指出ꎬ “我们的

语言” 究竟是罗马尼亚语还是摩尔多瓦语ꎮ
自摩尔多瓦独立以来ꎬ 有关摩尔多瓦共和国国语名称的争论从未停止ꎬ 至今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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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没有结果ꎮ 从语言学角度看ꎬ 摩尔多瓦语究竟是否与罗马尼亚语完全一样ꎬ
本文不作讨论①ꎮ 我们关注的问题是ꎬ 从民族建构的角度来看ꎬ 摩尔多瓦语如何

被塑造为一种区别于罗马尼亚语的民族语言ꎬ 而国家语言问题对于摩尔多瓦的身

份认同又是多么重要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ꎬ 苏维埃政权推行 “本土化” 政策ꎬ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

文化ꎬ 以本地少数民族语言代替俄语ꎬ 并大量吸收本地少数民族参与地方治理ꎮ
摩尔多瓦族及其语言的构建正是赶上了这样一股潮流ꎮ 在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

国ꎬ 摩尔多瓦语使用基里尔字母书写②ꎬ 并混合了很多俄语词汇ꎮ １９３０ 年ꎬ 在首

都蒂拉斯波尔甚至出版了第一部有关摩尔多瓦语语法的书籍ꎮ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

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了科学委员会③ꎬ 下设语言学分部ꎬ 专门负责论证并构

建摩尔多瓦语ꎮ 支持摩尔多瓦语区别于罗马尼亚语观点的学者认为ꎬ １９ 世纪以

来的罗马尼亚书面语在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控制下ꎬ 越来越多地受到法语

的影响ꎬ 广大农民和工人阶级并不能理解和使用ꎮ 而摩尔多瓦语虽然与罗马尼亚

语一样来源于拉丁语ꎬ 但是更多地受到斯拉夫语的影响ꎮ 为了扩大摩尔多瓦语和

罗马尼亚语之间的区别ꎬ 该语言学分部甚至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编制出一批新的词

汇ꎬ 涵盖了历史、 政治、 地理、 化学和动物学等领域ꎬ 大多是俄语外来语或是从

俄语转借改造而来ꎮ 这一系列文化运动虽然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之后随着本土化政

策的终止而受到批判ꎬ 但是仍然为摩尔多瓦语区别于罗马尼亚语的观点埋下了

种子ꎮ
一战之后并入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实行的 “罗马尼亚化” 成效并不明显ꎮ

苏联重新占领比萨拉比亚之后ꎬ 俄语再次成为官方语言ꎬ 摩尔多瓦语再次使用基

里尔字母ꎬ 苏联也加强宣传摩尔多瓦语是与罗马尼亚语完全不同的语言这一

思想ꎮ
国家语言问题后来成为摩尔多瓦最初寻求独立的火种和工具ꎮ １９８５ 年戈尔

巴乔夫上台之后推行的 “公开性” 和 “民主化” 政策ꎬ 刺激了苏联各加盟共和

国原本就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ꎬ 语言问题也成为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ꎮ 各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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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的语言学家认为ꎬ 摩尔多瓦语受斯拉夫语系影响很深ꎬ 已经形成了区别于罗马尼亚语的
独立语言ꎮ 然而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 ６３９ 语言编码标准中并没有收录摩尔多瓦语ꎮ

６ ~ １９ 世纪初期ꎬ 由于受到周边斯拉夫文化的影响ꎬ 官方文书和教会经文主要使用基里尔字母拼
写罗马尼亚语 (参见冯志臣: «罗马尼亚语通论»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５１ 页)ꎮ １８６０ 年罗
马尼亚两公国统一之后ꎬ 开始推行拉丁字母书写ꎮ 而比萨拉比亚则一直使用基里尔字母拼写ꎮ

摩尔多瓦科学院的前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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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出现了所谓语言 “国有化” 运动ꎬ 报纸开始讨论建立国语的问题ꎬ 然后

制定 “语言法草案”ꎬ 提交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ꎬ 接着在共和国报纸上公布

“语言法草案” 供社会各界讨论ꎬ 最后经修订后送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核准ꎮ 在这

种氛围下ꎬ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内民族矛盾以及民族语言使用问

题浮出水面ꎮ 一些反对当权者的非正式民间团体开始出现ꎬ 呼吁摩政府承认摩尔

多瓦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同一性ꎬ 要求定摩尔多瓦语为国语ꎬ 并且转换回拉丁字母

拼写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ꎬ 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发表有关实施改革的草案ꎬ 其中涉及引

发社会讨论的语言问题ꎬ 明确提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应该有优势地位ꎬ 基里尔字

母也将不会改变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文中首次承认了摩尔多瓦语和罗马尼亚语同属

罗曼语族ꎬ 两种语言基本没有差别ꎮ １９８９ 年ꎬ 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的第一本拉

丁字母杂志在拉脱维亚秘密印刷之后被运回摩尔达维亚ꎮ １ 月底ꎬ 最高苏维埃开

始制定有关语言法的草案ꎬ 并向公众征集意见ꎮ 据称在最高苏维埃讨论该法案

时ꎬ 在大楼外面有 ５０ 万人聚集ꎬ 他们手举罗马尼亚国旗与拉丁字母书写的标语ꎬ
表达对语言改革的意见ꎮ 语言改革草案也激起了非摩尔多瓦语使用者的激烈抗

议ꎮ 使用俄语的少数民族要求俄语也成为与摩尔多瓦语一样地位的国语ꎬ 他们聚

居的城市发生了罢工ꎬ 在首都也有集会反对草案ꎮ 分离主义倾向的暴动开始出

现ꎬ 加告兹人也要求建立自治区ꎮ ８ 月 ３１ 日ꎬ 摩尔达维亚最终通过法律ꎬ 重新

确定摩尔多瓦语为官方语言并且回归使用拉丁字母ꎬ 要求国家公务员要通过相关

的语言考试ꎮ
在摩尔多瓦独立后民族构建的过程中ꎬ 国家语言的名称成为与罗马尼亚民族

和文化剥离的关键议题ꎬ 也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ꎮ １９９１ 年的摩尔多瓦 «独立

宣言» 将国家语言定为罗马尼亚语①ꎮ １９９４ 年摩尔多瓦宪法则规定国家语言是用

拉丁字母书写的摩尔多瓦语ꎮ 在此之后ꎬ 国语名称成为摩尔多瓦国内摩尔多瓦主

义与罗马尼亚主义两大政治阵营斗争的战场之一ꎮ 摩尔多瓦主义一派倾向于将其

命名为摩尔多瓦语ꎬ 理论观点与论据基本来自于苏联时期的语言学家的论证ꎬ 主

要强调与罗马尼亚语的差别ꎬ 并且期望提升俄语作为族际交流语言的地位ꎮ ２００３
年ꎬ 甚至再次出现了摩尔多瓦语—罗马尼亚语字典ꎬ 作者是摩尔多瓦主义坚定捍

卫者之一、 摩尔多瓦著名学者瓦西列斯塔地ꎮ 亲罗派则倾向于称其为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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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ꎬ 或者认为摩尔多瓦语和罗马尼亚语没有区别ꎮ 罗马尼亚方面也一直关注摩尔

多瓦国语名称之争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罗马尼亚科学院针对时任摩尔多瓦总统多东在

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作出严正声明ꎮ 多东在演讲中称摩尔多瓦使用的是摩尔多瓦

语ꎬ 罗马尼亚科学院就此指出ꎬ 所谓摩尔多瓦语就是罗马尼亚语的一种方言ꎬ
“提倡摩尔多瓦语与罗马尼亚语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想法不仅是对文化现实和身份

的扭曲ꎬ 而且是国际社会永远不会接受的意识形态操纵”①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摩尔多瓦宪法法院判定基于拉丁字母书写的摩尔多瓦语在语

义上等同于罗马尼亚语ꎬ １９９１ 年 «独立宣言» 中相关条款的法律效力高于 １９９４
年 «宪法»ꎮ 然而议会迟迟没有就宪法进行修改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有关修订

宪法国语条款的议案没有得到议会投票通过ꎮ 目前ꎬ 摩尔多瓦的国语依然是摩尔

多瓦语ꎮ 摩尔多瓦总统官方网站上使用的代码仍然是 ＭＤꎬ 代表摩尔多瓦语ꎮ 但

在学校里学生们学习的课程是罗马尼亚语ꎬ 而非摩尔多瓦语ꎬ 历史课课本名称也

是 “罗马尼亚人的历史”ꎮ 而一些普通的摩尔多瓦民众为了避免冒犯任何一方ꎬ
会称他们的语言为 “我们的语言” 或 “国家语言”②ꎮ

有关摩尔多瓦通用语言还有一个容易引发多方矛盾的关键问题是有关俄语的

地位ꎮ 俄语曾长时间是比萨拉比亚地区的官方语言ꎬ 也是这一多民族地区不同民

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ꎮ １９９１ 年摩尔多瓦独立之后ꎬ 如何确定曾是官方语言的

俄语的地位ꎬ 成为民族国家构建、 处理族际关系与国家间关系的重要问题ꎮ １９９１
年独立宣言中取消了俄语官方语言的地位ꎬ 引发了俄语使用者的强烈不满ꎬ 甚至

导致俄语使用者聚居区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出现了分离主义倾向ꎮ ２００２ 年亲俄

政党共产党人党执政时期试图提高俄语的地位ꎬ 提出要在小学教育中引入俄语必

修课ꎬ 结果引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ꎮ 不论官方态度如何ꎬ 摩尔多瓦俄语使用

者人数十分可观ꎮ ２０１４ 年的人口普查中第一次统计居民使用语言的情况ꎬ
５４ ６％的人讲摩尔多瓦语ꎬ ２４％的人讲罗马尼亚语ꎬ １４ ５％的人讲俄语ꎮ

(二) 官方历史书写与历史教育问题

历史对于民族和国家构建而言十分关键ꎮ 在政治或社会转型之后ꎬ 历史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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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新书写ꎬ 而历史教育成为传播新叙事以及构建新公民的重要工具①ꎮ 对于摩

尔多瓦政府和政治精英而言ꎬ 重新审视历史并改革历史教科书是后苏联时代摩尔

多瓦确立民族身份认同的至关重要的任务ꎮ 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中如何塑造出一个

区别于罗马尼亚民族的摩尔多瓦族ꎬ 是最核心的问题ꎮ
摩尔多瓦共和国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ꎬ 代表了摩尔多瓦社会的分

裂ꎮ 政府通过重新书写历史塑造摩尔多瓦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ꎬ 但历史学界

的专家学者乃至学校教授历史课程的教师的历史观都与官方并不完全吻合ꎮ 这种

民族观念、 历史观念的对立ꎬ 导致摩尔多瓦的社会陷入了分裂ꎮ 一位摩尔多瓦学

者写道: “摩尔多瓦是一个矛盾的国家ꎮ 它宣称自己是独立国家ꎬ 但本国大多数

民众并不相信这种独立ꎻ 学校教授罗马尼亚语ꎬ 但宪法规定的国家语言是 ‘摩尔

多瓦语’ꎻ ２０ 多年来我们都在学习罗马尼亚历史ꎬ 但是我们宣称自己是摩尔多瓦

人ꎬ 与罗马尼亚人有区别ꎻ 宪法规定我们是中立国家ꎬ 但现实是有一部分领土被

俄罗斯军队占领ꎻ 我们有两个东正教会ꎬ 相互冲突并且相互质询归属ꎻ 我们有两

个圣诞节和两个新年ꎬ 并且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纪念日都会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解

读ꎬ 试图证明 １８１２ 年、 １９１８ 年、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５ 年究竟是占领还是解放ꎮ 最喜

剧也是最悲剧的是ꎬ 虽然我们被固定在 ‘欧亚—俄罗斯—苏维埃’ 的结构中ꎬ
但我们试图向所有人证明我们要加入欧洲—西方体系ꎮ”②

在摩尔多瓦主义的民族历史叙事体系中ꎬ 自摩尔多瓦公国 １３５９ 年建国时就

形成了摩尔多瓦民族ꎬ 之后经常受到罗马尼亚人的威胁ꎬ 后者总是期望控制并吸

收摩尔多瓦民族ꎮ 即使是相同的历史事件ꎬ 在摩尔多瓦主义和罗马尼亚主义两个

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理解ꎮ 亲罗马尼亚一派的学者认为ꎬ 摩尔多瓦共和国是罗马

尼亚丢失的领土ꎬ 甚至有些人认为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的统一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情ꎮ 在摩尔多瓦公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什特凡大公被整个罗马尼亚民族都视为是

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民族英雄ꎬ 历史学家找出很多证据证明ꎬ 在什特凡大公

时代相关的国内外文件中都将其所使用的语言称为 “罗马尼亚语”ꎮ 而摩尔多瓦

主义者认为ꎬ 什特凡大公正是证明摩尔多瓦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延续性的关键人

物ꎮ 这一派的学者指出ꎬ 什特凡大公曾经因罗马尼亚公国的大公与奥斯曼帝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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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惩罚他们①ꎮ １８１２ 年比萨拉比亚并入俄国更是两派争论的焦点ꎮ 持摩尔多瓦

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是俄国把他们从奥斯曼土耳其的束缚统治中解救出来ꎬ 而罗

马尼亚主义一派的学者则强烈谴责俄国的行为ꎬ 认为这是两个帝国之间的交易ꎬ
牺牲的是罗马尼亚的利益ꎮ １９１８ 年比萨拉比亚与罗马尼亚的统一也是摩尔多瓦

历史中的关键节点ꎮ 罗马尼亚主义一派自然高度赞扬民族统一事业的光辉历史ꎬ
而摩尔多瓦主义的论证是ꎬ “国家议会” 作出的是实用主义的选择ꎬ 甚至声称是

罗马尼亚占领了比萨拉比亚ꎮ 最有意思的是如何看待未被俄国占领的摩尔多瓦公

国ꎬ 后来与罗马尼亚公国统一ꎬ 成为了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的摩尔多瓦地区ꎬ 摩尔

多瓦主义者认为ꎬ 这是被罗马尼亚占领并殖民的土地ꎮ
历史教材是历史教育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ꎮ 摩尔多瓦共和国独立后ꎬ 历史教

材几经修改ꎮ 但尴尬的是ꎬ 摩尔多瓦的历史教材至今都不是以 “摩尔多瓦历史”
命名的ꎮ 独立之初ꎬ 摩尔多瓦直接使用的是罗马尼亚政府捐赠的历史教科书ꎬ
«罗马尼亚人的历史» ( Ｉｓｔｏｒｉａ ｒｏｍâｎｉｌｏｒ)②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世界银行向摩尔多瓦提供

资金ꎬ 用于开展教育改革ꎬ 其中包括修改教科书ꎮ 参与项目的均是本地专家与学

者ꎬ 大多是倾向罗马尼亚主义的ꎮ 有学者称ꎬ 这一版的教科书对待少数民族的态

度十分消极ꎬ 把少数民族看作俄国的代理人ꎬ 是 “去罗马尼亚化” 的主要力

量③ꎮ 教科书让孩子们相信自己是罗马尼亚人ꎬ 但摩尔多瓦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和

国④ꎮ ２００１ 年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上台之后ꎬ 计划编写新的摩尔多瓦历史教科

书ꎬ 替代 «罗马尼亚人的历史»ꎮ ２００３ 年新版历史教材 «综合历史» ( Ｉｓｔｏｒｉ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出版ꎬ 作者大多是共产党人政府挑选的专家学者ꎮ 由于课本内容过分

强调摩尔多瓦主义倾向ꎬ 弱化与罗马尼亚的文化联系ꎬ 在学界引发了很大争议ꎬ
还有一些摩尔多瓦人组织了抗议示威活动ꎮ 政府推迟了替换所有历史教材的计

划ꎬ 但在 ２００４ 年时取消了高中毕业会考中 “罗马尼亚人历史” 这个考试科目ꎮ
２００６ 年 «综合历史» 成为所有学校的必修课ꎮ 现在摩尔多瓦使用的历史教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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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Ｍｏｌｄｏｖａ: Ａｃｔｏｒ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ｐｔꎬ” ｐｐ ２３１ － ２５１

Ｌｕｉｇｉ Ｃａｊａｎｉꎬ Ｓ Ｌäｓｓｉｇ ＆ Ｍ Ｒｅｐｏｕｓｓｉ Ｔｈ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Ｅｒ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９ꎬ ｐ ３７７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Ｗｏｒｄｅｎꎬ “Ｔｈｅ ‘Ｍｏｃｋ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ｌｄｏｖａ: Ａｃｔｏｒ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ｐｔꎬ” ｐｐ ２３１ －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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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人历史与世界史» (Ｉｓｔｏｒｉａ ｒｏｍâｎｉｌｏｒ ş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ꎬ 既不过分强调摩尔

多瓦的民族属性ꎬ 也没有抹杀与罗马尼亚的文化、 历史、 语言上的联系ꎮ 该教材

是 ２００９ 年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下台以后新政府主持重新修订的ꎮ

(三) 族际关系

在构建民族与国家身份认同的过程中ꎬ 摩尔多瓦国内的政治舞台和社会在罗

马尼亚主义和摩尔多瓦主义两种思潮的撕扯中不断分裂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不可避

免的是要处理与罗马尼亚的关系ꎬ 还要处理国内的族际关系ꎬ 尤其是摩尔多瓦族

与俄罗斯族的关系ꎬ 因此还要协调与俄罗斯的关系ꎮ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ꎬ 摩尔

多瓦既需要建立主体民族的身份认同 (处理与罗马尼亚民族的同质与异质)ꎬ 又

需要协调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处理境内俄罗斯族的族际关系以及与俄罗

斯的国家关系)ꎬ 这对于一个处在东西交界地区的民主转型新国家而言并非易事ꎮ
因此ꎬ 构建并完善摩尔多瓦民族和国家认同是摩尔多瓦维护主权独立、 领土完整

的重要举措ꎮ
摩尔多瓦主义语境下的摩尔多瓦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强调与罗马尼亚民族

的差异性ꎬ 在强调与他者的区别中肯定自我ꎬ 因此罗马尼亚成为摩尔多瓦民族认

同构建中的一个参照系ꎮ 但这首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ꎮ 独立之初ꎬ 摩尔多瓦政客

追求的是反对苏联的一切ꎬ 包括苏联时期建构并强调的有关摩尔多瓦民族和语言

的观点ꎮ 因此拥抱罗马尼亚主义ꎬ 甚至寻求与罗马尼亚的统一都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产生的思潮ꎮ 刚刚独立的摩尔多瓦共和国ꎬ 选用了跟罗马尼亚国旗一样的旗

帜ꎬ 以罗马尼亚国歌 «觉醒吧ꎬ 罗马尼亚人!» 为本国国歌ꎮ 在摩独立过程中扮

演重要角色的摩尔多瓦人民阵线后成为基督教民主人民阵线党ꎬ 把与罗马尼亚统

一写入党章ꎮ 而罗马尼亚政界抱有 “大罗马尼亚” 的 “领土收复主义” 者一直

存在ꎬ 也在迎合摩尔多瓦这种诉求ꎮ 前总统伯塞斯库曾表示ꎬ 期待与摩尔多瓦在

欧盟内实现统一ꎮ 他本人也在卸任之后申请加入了摩尔多瓦国籍①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举行的罗马尼亚议会大选中ꎬ 宣称推动罗马尼亚与摩尔多瓦统一的极右翼民族

主义政党 “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 获得了 ９％的支持率ꎬ 首次进入议会ꎮ 而在罗

马尼亚街头也随处可见 “比萨拉比亚属于罗马尼亚” 字样的涂鸦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ꎬ 在基希纳乌举行了一场名为 “我们的家———摩尔多瓦共和国”

的大会ꎬ 被视为当代摩尔多瓦主义的复兴ꎮ 时任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在演讲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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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ꎬ 摩尔多瓦作为独立国家ꎬ 这里的人们自称为摩尔多瓦人是有合法性以及历史

基础的ꎮ 他承认摩尔多瓦人与罗马尼亚人都有同样的罗马根源ꎬ 但是不能否认即

使在 １９１８ ~ １９４０ 年加入罗马尼亚的时期ꎬ 在摩尔多瓦人的心中依然怀有主宰自

己国家的愿望①ꎮ 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摩尔多瓦语的看法ꎬ 认为摩尔多瓦人讲的语

言与罗马尼亚语是有区别的②ꎮ 同年 ７ 月制定的新宪法更换了国歌ꎬ 选定 «我们

的语言» 为新国歌ꎬ 规定国家语言为摩尔多瓦语ꎮ
面对摩尔多瓦国内逐渐崛起的摩尔多瓦主义ꎬ 罗马尼亚与摩尔多瓦的关系趋

向冷淡ꎮ 虽然摩独立后ꎬ 罗马尼亚是第一个承认并建交的国家ꎬ 但是因在两国关

系定性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ꎬ 两国迟迟没有签订国家关系的基础性协议ꎮ 罗马

尼亚对两国关系的定位是特殊的兄弟国家关系ꎬ 而摩尔多瓦则拒绝这一定位ꎮ 直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两国才签订了国家关系基础性协议ꎮ ２００１ 年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开

始执政以后ꎬ 试图通过否定罗马尼亚ꎬ 切断与罗马尼亚文化的联系ꎬ 来巩固加强

摩尔多瓦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ꎮ 两国关系更是因此降至冰点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原来十

分活跃的两国部委间委员会停止活动ꎬ 取而代之是一个经济合作与融入欧洲的政

府间委员会ꎬ 活动频率明显降低ꎮ 此外ꎬ 摩尔多瓦指责罗马尼亚为摩尔多瓦留学

生提供奖学金是文化帝国主义ꎬ 同时两国还陷入了贸易战ꎬ 罗马尼亚禁止进口摩

尔多瓦的鸡蛋、 猪肉、 奶制品和其他动物制品ꎬ 理由是不符合欧盟标准ꎮ
２００９ 年共产党人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ꎬ 亲罗派联盟组阁成功ꎬ 开始重新修

复与罗马尼亚的关系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摩尔多瓦社会主义党候选人多东在总统选

举中以微弱优势取得胜利ꎬ 摩尔多瓦的外交政策出现新的变化ꎮ 就职以后ꎬ 多东

首先访问俄罗斯ꎬ 表示摩尔多瓦需要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ꎮ 多东是坚定的

摩尔多瓦主义者ꎬ 在总统竞选之前 ６ 个月ꎬ 他曾向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发表一

封公开信ꎬ 直接指责罗马尼亚干涉摩尔多瓦的主权与独立ꎮ 在就职宣誓之后不

久ꎬ 多东迅速更改了总统官方网站上页面语言的名称ꎬ 去掉罗马尼亚语 ( ｒｏ)ꎬ
替换为摩尔多瓦语 (ｍｄ)ꎮ 他多次表示自己最终代表的是摩尔多瓦人的利益ꎬ 希

望平衡罗马尼亚和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ꎮ 多东在任四年中ꎬ 一次都未曾到访罗马

尼亚ꎬ 却访问莫斯科多达 ３０ 余次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举行的最新一次总统大选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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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东败给了亲欧候选人玛亚桑杜ꎬ 后者于 １２ 月 ２４ 日就任摩尔多瓦总统ꎮ 桑杜

称ꎬ 将重塑摩尔多瓦外交政策ꎬ 并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ꎮ 虽

然支持桑杜的 “行动和团结” 党在摩尔多瓦议会中领导的反对派占有超过 ５０％
的席位ꎬ 但该党本身仅占 １５ 席ꎮ 摩尔多瓦未来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ꎮ

另一方面ꎬ 摩尔多瓦与其他后苏联空间的独联体国家一样ꎬ 在构建新的民族

国家的同时ꎬ 始终要把俄罗斯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上ꎮ 首先ꎬ 从民族构建的角度

来看ꎬ 主体民族摩尔多瓦族的身份认同直接影响与少数民族的关系ꎮ 摩尔多瓦追

求民族国家独立的最初过程是反苏和脱离苏联的过程ꎬ 因此一方面强调与罗马尼

亚民族的认同ꎬ 另一方面是强烈的反俄情绪增长ꎮ 摩尔多瓦境内的分离势力就是

在罗马尼亚主义盛行时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的ꎮ 德涅斯特河左岸的俄罗斯族因担

心摩尔多瓦并入罗马尼亚ꎬ 发起了分离抗争ꎮ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宣布成立 “德涅斯特

河沿岸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ꎬ 脱离摩尔多瓦独立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改国名为 “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政府军与当地军队爆

发严重冲突ꎬ 后者得到了尚未撤军的原苏联第 １４ 集团军的帮助ꎮ 在这样的背景

下ꎬ 不难理解摩尔多瓦为何开始大力推行摩尔多瓦主义ꎬ 切割与罗马尼亚的文化

联系ꎬ 强调摩尔多瓦民族的独立性ꎮ 摩尔多瓦主义成为试图挽救分裂、 维系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政治工具ꎮ 其次ꎬ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ꎬ 摩尔多瓦独立之后

依然处在东西欧的夹缝之中ꎮ 摩尔多瓦加入了独联体ꎬ 也是反俄联盟 “古阿姆”
集团的成员ꎬ 还与欧盟签订了东部伙伴计划ꎮ 这样矛盾的立场无法掩盖的事实

是ꎬ 摩尔多瓦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度非常高ꎬ 俄罗斯也是摩尔多瓦最重要的贸易

伙伴之一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选择罗马尼亚主义就是选择了与俄罗斯对立的西方立

场ꎬ 是否成为摩尔多瓦能坚持下去的外交战略是令人怀疑的ꎮ

结　 论

通过梳理比萨拉比亚问题ꎬ 考察摩尔多瓦的民族构建进程ꎬ 可以看到的是摩

尔多瓦的命运和这一地区其他长期处在大国夹缝中的国家命运一样ꎮ 摩尔多瓦的

现状ꎬ 无论是身份认同的困境ꎬ 向东走还是向西走的选择ꎬ 以及领土分离的问

题ꎬ 都是历史造就的ꎮ 在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ꎬ 摩尔多瓦公国东部这个地

区成了比萨拉比亚ꎬ 脱离了罗马尼亚文化圈ꎬ 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ꎮ 在罗马

尼亚民族认同开始形成的关键时期ꎬ 比萨拉比亚从俄国的一个边疆地区成为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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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省份ꎮ 本不属于比萨拉比亚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ꎬ 在苏联的规划中

成为了摩尔多瓦作为现代民族的诞生地ꎮ
这样沉重的历史包袱让摩尔多瓦独立之后ꎬ 追求新的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的

过程十分艰难ꎮ 对于民族构建而言ꎬ 语言问题和历史记忆都是最重要的工具ꎬ 在

摩尔多瓦是十分敏感的问题ꎮ 官方称国语是摩尔多瓦语ꎬ 学生们在学校里学习却

是罗马尼亚语ꎮ 历史课本几经修改ꎬ 却始终不是 “摩尔多瓦历史”ꎬ 而是 “罗马

尼亚人的历史”ꎮ ８０％以上的公民称自己是摩尔多瓦人ꎬ 但是有几十万的摩尔多

瓦人甚至包括很多政治精英同时还拥有罗马尼亚护照ꎮ 社会在摩尔多瓦主义和罗

马尼亚主义中分裂ꎮ
这种认同困境ꎬ 短期之内暂时无解ꎮ 摩尔多瓦在努力塑造的摩尔多瓦民族认

同ꎬ 首先是俄国和苏联统治时有意为之的意识形态ꎮ 这种认同是建立在反对和否

定罗马尼亚民族认同的基础上ꎮ 虽然不否认自己的拉丁民族起源ꎬ 但是为了与罗

马尼亚加以区别ꎬ 摩尔多瓦认同过分强调俄罗斯的影响和渗透ꎬ 在某种程度上而

言这是脱离了西欧文化价值圈的一部分ꎮ 而摩尔多瓦主义之所以能拥有较为稳固

的政治立场ꎬ 是因为否定摩尔多瓦的罗马尼亚性ꎬ 即否定两国统一的未来ꎬ 这是

保证本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重要政治手段ꎮ
民族问题之所以复杂ꎬ 正是因为它常常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ꎬ 成为政治动

员的有力手段ꎮ 民族构建远远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ꎬ 至少在中东欧这片处在

大国夹缝中的土地上ꎬ 它总是一个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 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

难题ꎮ 对于摩尔多瓦而言ꎬ 民族认同的困境让国家陷入发展的困境ꎬ 在欧洲一体

化和欧亚一体化的两难选择中左右摇摆ꎮ 是否能真的像多东所言ꎬ 走出一条为了

摩尔多瓦自己利益的发展道路ꎬ 并不是摩尔多瓦自己所能决定的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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