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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鼓励移民”到“限制流动”

———试析 １９ 世纪初期俄国对亚美尼亚人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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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 世纪，沙皇俄国逐渐打败奥斯曼和波斯帝国，占领高加索地区。 在征服高加索地区过程中，俄国政府通

过移民实现其在高加索的地缘政治目标。 起初，俄国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鼓励亚美尼亚人移民，帮助俄国占领高加索。
征服高加索之后，俄国又利用和约吸收大批亚美尼亚人移民以开发高加索边疆。 在确保国际军事斗争与国内边疆双重安

全前提下，俄国开始致力于加强国内边疆管理，消除边疆隐患，对亚美尼亚人移民政策遂发生转变。 俄国的亚美尼亚人移

民政策，对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格局、人口结构、权力结构等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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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加索地区移民问题，国外的探究起步较早，既有涉及对德意志人①、俄罗斯人②以及高加索

伊斯兰教徒③等移民群体相关问题的研究，亦有对亚美尼亚人移民问题的研究。 关于亚美尼亚人移

民问题，国外学者成果颇丰。 早在帝俄时期，俄国历史学家谢尔盖·格林卡就从地缘战略角度出

发，指出亚美尼亚移民在对抗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中的作用。④ 苏联时期，苏联学者注重俄国和

亚美尼亚的革命友谊，关于亚美尼亚移民问题研究强调解放基督同胞、结束宗主国压迫，⑤这很容易

忽视帝国的利益需求和亚美尼亚民族自身的发展需求。 伊朗裔美国学者乔治·博努蒂安重点研究

亚美尼亚移民群体在波斯境内的生活状况，认为 １９ 世纪初埃里温的波斯统治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

的那样具有压迫性，埃里温亚美尼亚移民也未在军事斗争中作出重大贡献，亚美尼亚移民是在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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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极力宣传鼓动下，以及一部分追求自治的亚美尼亚教会神职人员的鼓吹下进行的。① 罗杰·
巴特利亦从经济角度考察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移民的态度，将俄国移民政策的出台和演变放在 １８ 世

纪欧洲国家“重商主义”“人力资本”观念广为流行的大时代背景下，较为全面地从政治、经济、军
事、地缘安全等角度对比分析德意志人、塞尔维亚人、卡尔梅克人、亚美尼亚人等众多民族在俄国边

境移民的动机和活动。② 但该研究的时间聚焦于 １８ 世纪，区域也局限在内陆地区，并未涉及 １９ 世

纪俄国向高加索扩张的高潮期。 塞尔坎·基奇聚焦于 １９ 世纪初的数次俄土、俄波战争，从地缘战

略的角度出发，认为战后亚美尼亚移民完全出于对抗南方伊斯兰大国的需要，这一时期亚美尼亚人

移民高加索已成为沙皇移民政策中的特例，不符合这一时期俄中央的边疆移民政策。③ 这类观点仅

将俄国移民政策置于地缘斗争的视角下，没有考虑战后俄国高加索边疆治理的需要，无法全面理解

俄国移民政策目标。 也有部分学者将亚美尼亚移民问题置于亚美尼亚国家复兴的背景下展开论

述，理查德·霍瓦尼西安认为移民使亚美尼亚人聚集在一起，亚美尼亚开始重新以一个新的地缘政

治实体存在。④ 作者将当时亚美尼亚人的生活状况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认为正是俄国的侵略战争改

变了波斯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既有保护政策。 关于亚美尼亚移民参与边疆管理以及在俄国形象中

的流变问题亦有所论述。⑤

国内学者对于亚美尼亚人移民问题亦有涉猎，但更多将注意力集中于高加索移民对当今高加

索局势的影响上，⑥而对于帝俄时期亚美尼亚人移民问题研究明显不足。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聚焦 １９ 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人移民问题，考察这一时期在俄国政府的鼓励、支持下，亚美尼亚人

移民高加索的原因、进程及其产生的影响，以期对此问题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　 亚美尼亚人移民高加索的原因

１． 移民原因。 从 １８ 世纪起，俄国就开始向外高加索地区开疆拓土，介入高加索事务。 经过多

年征战，１８０１ 年俄国吞并格鲁吉亚的卡特利⁃卡赫季王国，１８０３ 年占领梅格列利亚，１８０４ 年侵占伊

梅列季和古利亚等地。 １８１３ 年和 １８２６ 年，俄国与波斯之间发生两次战争，结果波斯战败。 通过

《古利斯坦条约》，俄国获得卡拉巴赫、占贾、舍基、希尔万、杰尔宾特、库巴、巴库和塔利什等地。⑦

１８２８ 年，俄波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不仅进一步确认了《古利斯坦条约》的有效性，条约还规定，
波斯永远放弃阿拉克斯河以北地区领土主权，阿拉克斯河成为俄波之间的分界线；波斯支付 ２ ０００
万卢布战争赔款，在波斯偿清赔款之前，俄军驻扎在战争期间占领的阿拉克斯河以南领土上；允许

两国国民在一年内自由改变居住地。 依据该条约，原纳希切万和埃里温汗国土地上的居民自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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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俄国居民。 俄国通过《土库曼恰伊条约》，获得埃里温和纳希切万等汗国，①最终占领了波斯统治

下的东亚美尼亚地区，建立起俄国治下的东亚美尼亚。 １８２９ 年俄奥《安德里安堡条约》规定，奥斯

曼帝国将阿哈尔卡拉基、阿哈尔齐赫、高加索西海岸的波季港口等地划给俄国。② 至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

代初，高加索地区的整体地缘政治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俄国获得至关重要的地缘战略立足点南高

加索，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之间没有缓冲区，也没有高加索山脉这样的天然屏障，三个大国

直接对峙，③曾经的基督教联盟力量均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
在征服高加索的过程中，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与波斯的战争

中，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支持同样信仰的俄国人，波斯战败导致担心波斯政府报复的亚美尼亚

人纷纷逃离并迁移至俄国。 如何维护俄国与高加索地区基督教力量的联盟，发挥其稳定俄国南部

边疆的作用则成为俄国的战略重心。 俄国政府认为，只有输入并传播基督教思想才能扩大俄国在

该地区的统治基础，只有加强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力量，才能缓和并解决南部边疆区穆斯林叛乱的

局面，从而最终实现对抗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略目标。
俄国征服南高加索后，必将重塑该地区的“文明”秩序。 此阶段“文明化”使命的理念主导了俄

国对该地区的政策。 在俄国政府看来，高加索土著民族是未开化的、没有公民意识的群体。④ 为此，
一方面，俄国政府直接通过暴力措施使之强行融入帝国；另一方面，通过和平手段，即教化土著人，
使之逐渐摆脱原始的落后状态，认识到俄国统治的益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最终使边疆地区的人

口、行政机构、法律符合帝国统治利益。 因此，如何使穆斯林摆脱原有的落后状态，走向耕种劳作成

为俄国高加索政策的重心。 除了政府强制推行从游牧到农耕的政策外，俄国政府认为迁移可信任

的群体，对穆斯林施以间接影响，能有力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吸引基督徒移民高加索不仅能重塑

该地区的文明秩序，也是向邻国投射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作为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领土内最大

的异教徒群体，基督教徒是帝国之间争夺的重要人力资源和税源。 受传播东正教使命的影响，俄国

致力于将该地区的基督徒从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异端”统治中“解放”出来。
此外，外高加索地区长期频繁的战争和各汗国间无休止的侵袭与内乱，造成这一地区经济凋

敝、人口锐减、社会文化生活衰退，东亚美尼亚地区特别是亚拉腊平原地区的大部分村庄和居民定

居点都被摧毁和遗弃。⑤ 为了恢复当地的经济生活，加强沙皇政府对外高加索地区的统治，利用亚

美尼亚人创造财富的能力促进新征服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俄国政府提出移民计划，鼓励那些在奥

斯曼帝国和波斯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移民至东亚美尼亚地区，并尽可能地将更多的亚美尼亚人集

中在这个边境地区。 帕斯凯维奇将军就曾指出：“虽然安置移民需要大量费用，但毫无疑问，也必将

从他们的商业活动和勤劳耕作中得到充分的补偿。”⑥

无论是基于地缘战略上的需要、经济上的发展考虑，抑或是宗教因素的影响，对俄国政府而言，
使“可靠的”基督教徒移民至高加索，均是有利可图的。 谢尔盖·格林卡总结道：“人数众多的基督

徒兄弟移民高加索，不仅可以在俄国边疆地区形成可靠的堡垒，同时也能缓解来自邻近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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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和高加索山民的进攻压力，这些利益是切实可见的。”①

因此，为了保障帝国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安全，加强对高加索地区的统治，强化其对抗南部大国

堡垒的作用，占领高加索后俄国实行积极的移民政策，吸引他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移民到新占领的

土地上。 而早在 １８ 世纪，亚美尼亚人就已经开始向俄国内地以及高加索地区移民，俄国支持亚美

尼亚人在阿斯特拉罕、基兹利亚尔、莫兹多克等地建立自己的社区，但是向南高加索边区大规模、有
组织、合法地移民是从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末俄国攫取南高加索土地以后开始的。

２． 移民进程。 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是俄国征服南高加索的关键时期，该地区在俄国边疆地

缘战略中的地位得到强化。 为了加强高加索地区与中央的联系，推动高加索地区的经济发展，亟需

增加该地区的基督教人口数量，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成为俄国在南高加索边疆移民的重要考

量。 根据移民的规模、流向，１９ 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人移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 世纪初，亚美尼亚人自发移民阶段。 此阶段移民主要以亚美尼亚人自发为主、俄

国政府暗中支持为辅。 １８０１ 年，在俄国吞并格鲁吉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格鲁吉亚成为亚美尼亚人

逃亡的地点。 许多亚美尼亚家庭在世俗领袖的领导下，为了逃避战乱和当地可汗的专制统治，逃离

埃里温地区。② 这一阶段以不定期的逃亡形式为主，迁移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当地可汗对亚美尼亚人

的态度。 １８０７ 年，波斯皇储阿巴斯·米尔扎对埃里温的宽容政策扭转了亚美尼亚人外流的趋势。③

资料表明，在 １７９５—１８２７ 年间大约有 ２０ ０００ 名亚美尼亚人从埃里温地区移民到格鲁吉亚地区。④

这一阶段的移民的特点是规模小，以群众自发性组织向格鲁吉亚流动为主，受波斯当局影响大。
第二阶段：俄国强制、鼓励移民阶段，也是大规模移民开始时期。 １８２８—１８３１ 年的俄波战争之

后，双方签订的《土库曼恰伊条约》第十五条规定：“波斯国王完全赦免阿塞拜疆的所有平民和官

员，从条约签署之日起为期一年的时间里，这些官员和平民与家人可自由地从波斯转移到俄国，并
带走或出售财产。”⑤俄土《安德里安堡条约》第十三条规定：“双方境内的臣民在十八个月内可以自

由转让自己的财产以及携带家属到达缔约国的另一方。”⑥这一阶段，为了鼓励亚美尼亚人移民到俄

国，俄国发动宗教力量和亚美尼亚裔的俄国贵族精英在他国领土进行游说，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威胁

亚美尼亚人移民。 从 １８２８ 年开始的大约 ５ 年中，大约有 １４ 万亚美尼亚人移民到俄罗斯帝国，其中

１０ 万人主要来自奥斯曼帝国东部，４ 万人来自波斯北部。⑦ 这一阶段的移民特点是规模大，自发移

民与政府组织相结合，从波斯和奥斯曼帝国领土向俄国领土流动，受俄国当局影响大。
第三阶段：移民逃离与政府管控阶段。 由于俄国政府对移民住所及土地安置不当、新定居点商

业贸易不流通等原因，导致亚美尼亚人在新家园生活困难，再加上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归还亚美尼

亚移民的房屋和其他财产，１８３１ 年之后，高加索地区开始出现亚美尼亚人出逃事件，俄国政府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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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加强了对亚美尼亚人出入境的管控。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移民逃离规模小，以自发为主，从俄国向

原居住地迁移，受俄国当局影响较大。
３． 移民布局。 １８ 世纪，亚美尼亚人移民方向主要是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及阿斯拉特罕等地，移

民群体也主要来自克里米亚半岛。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因东亚美尼亚当地可汗的专制统治，亚美尼亚

人移民群体主要从埃里温、卡拉巴赫汗国等地前往俄国控制的格鲁吉亚。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末，随着

俄国不断向高加索地区渗透并最终通过和约完全占领该地区，俄国亚美尼亚人移民群体及移民布

局也相应发生变化。 波斯境内的移民群体主要从乌尔米耶、马拉加、斯拉马特、乌祖姆奇等亚美尼

亚人定居点向新成立的亚美尼亚省包括纳希切万、埃里温以及卡拉巴赫省等地移动。① 奥斯曼帝国

境内的移民群体主要从巴亚泽特、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等地向阿哈尔卡拉基、阿哈尔齐赫和亚美尼

亚省内流动。②

移民安置方向主要选择东亚美尼亚地区，这一方面是应亚美尼亚教会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受到

地缘政治的影响。 １７ 世纪波斯国王沙阿·阿巴斯曾强迫约 ２５ 万亚美尼亚人迁往波斯内地。 此后，
受波斯政局影响，大量亚美尼亚人外逃至格鲁吉亚，已使东亚美尼亚地区人口大大减少。 １８２６ 年埃

里温汗国和纳希切万汗国的亚美尼亚人分别为 ２０ ０７３ 人和 ２ ６９０ 人，穆斯林为 ９０ ０４７ 人和 ２０ １３８
人。 亚美尼亚人人口占比低于 ２０％ ，而穆斯林人数超过地区总人口的 ８０％ 。③ 埃里温和纳希切万

汗国与人口占多数的格鲁吉亚不同，这里不仅有亚美尼亚教会中心艾奇米亚金，而且还是波斯帝国

南高加索防御中心，作为三大势力的争夺地，俄国在此地影响力小，曾多次攻取不下。 因此，将移民

安置在亚美尼亚人占少数的埃里温和纳希切万地区成为俄帝国的首要选择。 俄国借助亚美尼亚人

夯实高加索、稳固边疆的考量，与亚美尼亚教会以埃里温为领土基础寻求自治的愿望，影响了俄国

之后的亚美尼亚移民政策。
对于分别来自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移民群体，安置地点的不同，主要取决于不同国

家的亚美尼亚群体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俄国未来的防御规划。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的俄波战争，
主要发生在北阿塞拜疆及东亚美尼亚即埃里温和纳希切万汗国一带，俄土战争主要发生在奥斯曼

帝国境内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卡尔斯、巴亚泽特和埃尔祖鲁姆一带。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

亚人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防止奥斯曼帝国报复，俄国积极吸引亚美尼亚人移民至俄国南

高加索边境地区。 “让一些以勇气著称的亚美尼亚人定居在新占领的地区是有益的，他们可以组建

军队或加入骑兵来保护我们的边境。”④除了就近移民原则外，亚美尼亚人的移民布局突显俄国未来

防御重心。 俄国当局以奥斯曼帝国境内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域为基点，利用亚美尼亚人铺设防御网

络，建立起一个包括阿哈尔卡拉基、阿哈尔齐赫和亚美尼亚省的缓冲区，表明俄国仍将奥斯曼帝国

视为潜在的对手。 俄国通过迁移亚美尼亚人，希望在南部边境形成以亚美尼亚省为核心的向北向

东延伸的防御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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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国对亚美尼亚移民的政策

在地缘政治、宗教、经济、历史等因素促动下，俄国在高加索地区实行亚美尼亚人移民政策。 而

俄国与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人的双向需求也促进了这一政策的形成。
１． 政策目标。 １８ 世纪俄国高加索移民政策的准则是通过给予某些特权鼓励亚美尼亚人移民俄

国，在边境建立可靠的基督徒聚集区。 １８ 世纪在波斯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开始寻求俄国庇护。
１７０１ 年，亚美尼亚贵族向彼得大帝递交信函，请求俄国在高加索开展军事行动，并承诺为此提供必

要的援助，①亚美尼亚贵族开始将俄国视为亚美尼亚人的天然盟友。 彼得大帝表示愿意共同打击伊

斯兰统治者。 俄国开始从政治角度看待亚美尼亚人，对亚美尼亚人采取积极的政策，并希望成为其

命运的主宰。② １７２３ 年在打败波斯并通过和约获得杰尔宾特、巴库、吉兰、马赞达兰和希尔凡等地之

后，彼得大帝号召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接受俄国公民身份，并鼓励他们向俄国控制的高加索地区移

民。③ 通过吸引来自他国的亚美尼亚移民，俄国期望改变新边疆地区的人口结构，扩大俄国在高加

索地区的影响。 移民政策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并被后世继任统治者所承袭。 彼得大帝之后，俄国

虽然放弃了彼得时期在高加索获得的成果，但亚美尼亚人的移民进程并没有终止。 波斯帝国和奥

斯曼帝国的战争，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殖民扩张迫使更多的东亚美尼亚人向俄国移民，安娜和伊丽莎

白女皇分别于 １７３４ 年和 １７４４ 年给予优厚待遇，鼓励亚美尼亚人在俄国领土上定居，享受俄国保护

下的信仰自由。 亚美尼亚人迁移到俄国后，逐渐获得建造教堂、信仰自由、免服兵役、开设学校、开
办印刷厂、加入外交部门等权利，甚至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治。④ １８ 世纪俄国鼓励亚美尼亚人移民

高加索的政策为 １９ 世纪俄国移民政策奠定了基础。
在地缘政治方面，俄国需要对抗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本土军事力量。 在 １８２６—１８２８ 年俄

国波斯战争及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 年的俄土战争期间，俄国在高加索南部的军事推进受到部分当地民众的

欢迎，其中包括居住在波斯和奥斯曼帝国边境的亚美尼亚人，他们除了提供后勤补给、军事侦察和

收集情报外，还加入俄国高加索军团同他国作战。⑤

宗教上，亚美尼亚格里高利教会与俄国东正教会之间的联系，使亚美尼亚人成为实现俄国在高

加索基督教化目标的主体之一。 从公元 ９８８ 年俄罗斯人接受东正教开始，亚美尼亚格里高利教会

和俄国东正教会之间的联系就十分紧密，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分支。⑥ 在伊斯兰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

自然将俄国视为解放者，亚美尼亚人的宗教信仰同时也是对沙皇的政治忠诚和安全保证。 １９ 世纪

上半叶在征服南高加索的过程中，俄国清楚地认识到其所占领的穆斯林聚集区将是自己统治的薄

弱环节，穆斯林不易屈服于俄国统治。 因此，俄国政府选择亚美尼亚基督徒移民高加索，从而改变

此地区的人口结构。 亚美尼亚基督徒无论是作为他国境内的反叛者还是帝国边境的捍卫者，都将

发挥重要作用。
经济上，亚美尼亚人具有“教化”穆斯林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在征服高加索之后，游牧民族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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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定居的转变成为俄国政府“文明化”政策的一部分。 在认识到哥萨克文化水平有限后，亚美尼亚

人被赋予了传播“文明”使命的重要地位。 当亚美尼亚人向高加索总司令帕斯凯维奇表达他们迁移

到沙皇领土上的意愿时，帕斯凯维奇便表示“让一个勤劳、顺从，通过宗教忠于我们的民族，在这片

荒芜的土地上定居对我们是有利的”。① 沙皇政府尝试在新征服的南高加索地区安置亚美尼亚人，
利用其创造财富的能力促进新征服地区的发展，而亚美尼亚人将在俄国的保护下享受信仰自由和

发展贸易的权利。
俄国在征服高加索的过程中，亚美尼亚人因自身的宗教信仰和军事贡献，逐渐赢得俄国信任，

吸引亚美尼亚人移民高加索遂成为俄国移民政策的一部分。 在征服高加索之后，以亚美尼亚人为

代表的大规模移民活动随之展开。
２． 移民政策。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之前，俄国没有系统组织亚美尼亚人移民。 ２０ 年代末，虽然和约

规定了移民要基于双方臣民自愿的原则，但俄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地缘、经济和军事目标，抛出各种

条件吸引亚美尼亚人移民到其新征服的领土之上。 为了有效组织他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大规模移

民，俄国在筹备、组织、安置等方面做了精心的准备。 在筹备方面，俄国在 １８２８ 年和 １８２９ 年分别成

立波斯基督徒安置委员会和奥斯曼基督徒安置委员会等专门机构组织移民。 在安置方面，注重发

挥亚美尼亚人的技能，将移民区分为商人、工匠和农民。 在充分考虑新定居点土地性质和水资源等

条件的情况下，将农民安置到农村，商人和工匠安置到城市，并为移民提供同等数量的无息贷款。②

为了有效拉拢亚美尼亚人，俄国政府在经济和宗教信仰方面给予其相应的优惠政策：宣称亚美尼亚

商人将在俄国享受自由贸易，农民将获得免费土地，６ 年内免税，３ 年内不用服役；③宣扬亚美尼亚人

在俄国领土上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较之来自波斯的亚美尼亚移民，俄国政府更倾向于奥斯曼亚美尼亚移民。 这是因为，在波斯亚

美尼亚人移民过程中，因缺乏援助事故频发，这对俄国政府产生警示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波斯帝国

和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群体在俄国军事活动中的贡献不同，以及俄国对于两国的战略定位不同。
除了二者移民布局有所不同外，俄国在财政援助方面也有所差异。 针对波斯移民，俄国政府补贴 ２５
０００ 银卢布资金，但只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且每个家庭不超过 １０ 卢布；④而对于奥斯曼亚美尼亚移

民，俄当局拨出 ３８ 万卢布用于购买粮食，３５ 万金卢布用于直接援助新定居者。⑤

虽然俄国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移民进行了前期准备，但由于高加索地方政府管理不善，错误估算

移民数量，且亚美尼亚人无法自由出售自己的财产，⑥再加上当地食品供给不足以及卫生条件恶劣

等原因，各种事故频发。 俄国政府也没有足够的土地、食物和资金用于分配给众多的定居者，部分

亚美尼亚移民处境困难。⑦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出现了亚美尼亚人逃离高加索现象。 为了避免亚美尼

亚人回流，破坏俄国在高加索的计划，维护两者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以及取得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

明统治的优势，俄国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管控亚美尼亚人跨境流动，包括加强对俄国边境的控制、
亚美尼亚社区的自我监查、惩罚逃离者等。 从 １８３１ 年 ８ 月开始，对抓获的亚美尼亚逃离者在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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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惩罚，以对其他有类似意图的人起警示作用；政府呼吁社区成员举报逃离者，否则将为那些成

功逃离的人缴纳税款；１８３２ 年 ６ 月，高加索总司令罗森提出增加边境哨所的数量，并派驻更多的哥

萨克以管控边境；俄国政府停止给亚美尼亚人发放与工作有关的前往奥斯曼帝国的旅行许可证，防
止新定居者滥用这种特权向他国逃离；高加索总司令戈洛文管理时期，还呼吁有关波斯官员遣返移

民，并要求亚美尼亚省行政当局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使其臣民保持秩序。① 从 １８４０ 年开始，亚美尼

亚人进入俄国也受到管控，俄国曾拒绝来自波斯的 ５００ 个亚美尼亚家庭进入高加索地区，并于

１８４２、１８４４ 年分别与奥斯曼和波斯帝国相互实施严格的护照制度。
１９ 世纪初期，俄国对亚美尼亚移民的政策经历了从鼓励移民到管控跨境流动的转变。 起初，

俄国为回馈亚美尼亚人在军事斗争中的贡献并加强南高加索的防御，积极吸引亚美尼亚人移民。
随后，为防止大规模移民回流而导致长期建构的边疆防御体系坍塌，对其采取了管控政策。 二者都

是俄国稳定边疆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具体实践则取决于俄国同奥斯曼和波斯帝国的关系。

三　 俄国对亚美尼亚人移民政策的影响

俄国亚美尼亚人移民政策对高加索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它改变了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权力结

构，亚美尼亚人在其故土上的聚集促进了其早期民族意识的发展。
１． 不稳定边疆的产生。 首先，沙皇移民政策造成移民与土著人口数量的改变。 １８２８—１８３１ 年

的移民活动，使俄国亚美尼亚省的亚美尼亚人数显著增加。 １８２６ 年，亚美尼亚人约占东亚美尼亚人

口的 ２０％ ，穆斯林占 ８０％ ；俄国吞并该地区后，来自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移民逐渐占据东

亚美尼亚居民的半数。② 亚美尼亚人自 １５ 世纪中期亡国后，重新在其历史家园的人口中占据多

数，③这一过程的发生是亚美尼亚人迁移到俄国控制的领土和穆斯林人口外流双向作用的结果。
其次，移民政策打破了该地区原有的权力结构。 俄国在东亚美尼亚实行偏颇的安置政策，这侵

犯了穆斯林贵族原本享有的特权，利益的再分配造成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人的冲突。 一方面，大量亚

美尼亚人涌到土著人的土地上，这本身就容易加剧双方的矛盾，再加上俄国政府资金分配不当、土
地登记随意，导致土地分配混乱，许多亚美尼亚人就定居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双方土地矛盾尤为尖

锐。 对于依赖农业的定居土著人来说，这些措施减少了他们可以耕种的土地数量，对于游牧民来

说，亚美尼亚人的定居方式打乱了长期以来的放牧传统。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当局对亚美尼亚商人

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对定居农耕者的偏爱，亚美尼亚人在南高加索城市和乡村中被赋予重要的经

济地位。④ 亚美尼亚移民所拥有的优惠待遇，引发了穆斯林的不满。 为了避免冲突的加剧，俄国当

局也极力维护土著居民的传统权利，但这与鼓励亚美尼亚移民的目标相互龃龉，始终阻碍着冲突的

解决。 沙皇政府一方面考虑原住民的情绪，鼓励亚美尼亚人在国有土地上定居，禁止侵犯地主土

地；规定亚美尼亚基督徒必须“整村”定居，不要与穆斯林混居。⑤ 另一方面，没收高加索穆斯林贵族

的土地，将其按照国有土地划分。 整村安置政策有利于亚美尼亚人生存，促进亚美尼亚人聚集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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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但也影响了双方的良性互动。 这种矛盾随着 １９ 世纪下半叶克里米亚战争和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年

俄土战争之后新的亚美尼亚人移民潮的出现而更加尖锐。
第三，俄国对亚美尼亚事务的介入使得奥斯曼帝国与其亚美尼亚臣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奥

斯曼帝国的东部边疆存在不稳定因素。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 年俄土战争之后，俄国占领西亚美尼亚部分土

地，鼓舞了亚美尼亚人解放安纳托利亚东部其余亚美尼亚领土，进行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斗争。
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形象从忠诚的“米勒特”（Ｍｉｌｌｅｔ）①转化为与外敌勾结的叛徒，奥斯曼帝

国开始默许库尔德人和切尔克斯人掠夺边境地区的亚美尼亚村庄，奥斯曼帝国东部边疆的民族、宗
教冲突逐渐发展为种族屠杀。

总之，亚美尼亚移民的流入对南高加索尤其是东亚美尼亚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 亚美尼亚人

移民以及该地区的人口变化是俄国政府主导移民政策的结果，这一移民政策是俄国改变边疆人口

结构的一次试验，是其在地缘政治、经济、宗教等利益目标的驱动下完成的，实现了在穆斯林主导的

边境地区增加忠诚基督徒人口的目标。 但反过来，基督徒人口增加则导致该地区人口构成的严重

失衡。 为了稳定边疆而实施的移民战略的后果之一，是一个不稳定边疆的形成，由穆斯林主导的不

安定的帝国边疆演变为亚美尼亚人基督徒与南高加索穆斯林之间冲突不断的边疆。 而亚美尼亚人

和穆斯林的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又缓解了亚美尼亚人及穆斯林同俄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２． 对俄国战事的助益。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 年的俄土战争使俄国取得亚美尼亚人历史家园的部分土

地，之后便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移民活动促进了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亲俄思想的传播，亚
美尼亚人希望俄国将他们从奥斯曼帝国的压迫中解救出来。② 俄土安纳托利亚战场的结果直接影

响亚美尼亚人未来目标的实现与否，因此他们在战争中表现积极。
尽管高加索亚美尼亚人直到 １８８７ 年才被强制服兵役，但在克里米亚战争和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年的

俄土战争中，俄国获得了其本土和奥斯曼帝国境内亚美尼亚人的支持。 在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年俄土战争

中，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以正规步兵、志愿团体、游击队的形式与俄国军队并肩作战。③ 战争伊

始，在埃里温、艾奇米亚金、亚历山大罗波尔、纳希切万、占贾、第比利斯、卡拉巴赫等地区就出现了

亚美尼亚人志愿团体。 亚美尼亚人组成的亚历山大罗波尔、阿哈尔齐赫和扎加塔拉骑兵团在战争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高加索军团里的四位高级将领米哈伊尔·洛里斯·梅利科夫、阿尔沙克·捷

尔·古卡索夫、伊万·拉扎列夫和贝布特·谢尔科夫尼科夫将军都是亚美尼亚人。⑤ 亚美尼亚裔俄

国军队指挥官米哈伊尔·洛里斯·梅利科夫在战争开始后便迅速占领东安纳托利亚。⑥

此外，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在战争中还帮助俄国人在安纳托利亚扩张。⑦ 安纳托利亚东部

边境地区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更多是以间接方式卷入战争，他们以帮助引导俄国军队和从事间谍

活动而出名。⑧ 亚美尼亚人向俄国军队提供大量的物质和军事援助，他们组织志愿军与俄军共同作

战，为俄军提供运输工具，协助治疗、照顾伤病员，为部队提供物资。 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充当俄军向

导和信使，收集情报，传递信息。 例如，俄军攻打卡尔斯时，在突击纵队的 １１ 名向导和翻译中，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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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是亚美尼亚人。① 俄国在战争中得到俄国亚美尼亚人和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两方互补的支持。 亚

美尼亚人和俄国的相互需求造就了双方的军事合作。 亚美尼亚人期待他们在战争中对俄国的支持

能够得到回报，并为其自治开辟道路。 而俄国希望给予有限的权利来换取亚美尼亚人的军事支持

及边疆的稳定。
相较于 １９ 世纪上半叶亚美尼亚人对俄国军事的贡献，１９ 世纪下半叶的亚美尼亚人在战争中的

表现依然以直接和间接的形式出现，但此时更加积极，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 在 １９ 世纪早期俄国

征服高加索的过程中，亚美尼亚裔著名军事将领瓦西里·贝布托夫和瓦列里·马达托夫就在战争

中崭露头角，②此时亚美尼亚裔俄国军事将领数量极少，１８２６—１８２８ 年的俄波战争期间，亚美尼亚裔

志愿军的人数还不到 １ ０００ 人。③ 但到 １９ 世纪下半叶，在俄国高加索军队中已有数千名亚美尼亚士

兵和数百名各级军官。 俄国亚美尼亚裔军事指挥官的增加，反映了亚美尼亚人权利地位的提升，这
是亚美尼亚人移民的结果，也是俄国发挥亚美尼亚人在高加索边疆战略作用的体现。

３． 亚美尼亚人民族意识的形成。 随着波斯在 １８ 世纪的衰弱，亚美尼亚人在反抗波斯帝国的专

制统治和宗教压迫中产生了重建亚美尼亚国家的共同诉求。 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民
族是以共同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共同心理为基础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俄国的移民政策使亚美尼亚人集中在俄国亚美尼亚省，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沟通由此增加，情感纽带

更加牢固。 尽管俄国没有兑现完全自治的承诺，但移民政策对亚美尼亚人民族意识的形成却产生

了重要影响。
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取得迁移并居住在其故土的权利，获得俄国在安全、减税、商

业特权和文化自治等方面的承诺，他们在沙皇的庇护下成为俄国向南高加索扩张的拓荒者。④ 俄国

对南高加索的征服为亚美尼亚人恢复历史家园提供了先决条件，数以万计的国外亚美尼亚人迁移

到俄国新征服的领土之上。 尤其是《土库曼恰伊条约》签订之后，由于俄国政府的移民活动，在埃里

温汗国和纳希切万汗国及奥伦堡边区的亚美尼亚人达到 ８１ ６１０ 人，他们的人数比当地的阿塞拜疆

人还要多，⑤东亚美尼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逐渐上升至地区人口的 ５０％ ，⑥这正是移民的结果。 为了

吸引亚美尼亚移民，１８２９ 年俄国在新征服的埃里温和纳希切万汗国领土上成立亚美尼亚省，⑦这一

行政区划命名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它强化了亚美尼亚人自治的愿望。 亚美

尼亚人在亚美尼亚省定居是日后民族觉醒的重要一步，它为亚美尼亚民族集体认同以及未来亚美

尼亚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领土基础。⑧

亚美尼亚人进入俄国后，就与俄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交织在一起。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

末的俄土、俄波和平条约，开启了南高加索相对和平的时期。 亚美尼亚商人可以在稳定的国际贸易

中积累财富，为亚美尼亚资产阶级在俄国城市地位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对亚美尼亚人而言，俄国军

队不仅是抵御波斯人和高加索山民入侵的防线，也是新的国内社会秩序的捍卫者，结束了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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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对亚美尼亚商人和工匠的野蛮行为。① 亚美尼亚商人在俄国政府支持下不断积累政治、经济资

本。 １８３６ 年，沙皇尼古拉一世颁布法令，承认教会机构自治地位，亚美尼亚教会拥有管理和组织教

会学校的权利，亚美尼亚人完全获得信仰自由。② 俄国授予艾奇米亚金大主教极大的权力，在统一

的宗教权威下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管理。 在教会自治的框架下，一批亚美尼亚知识分子从教会学校

中产生。 到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遍布俄国的亚美尼亚人在共同的宗教权威和统一的法律规范下，地理

和语言的隔阂逐渐被打破。③ 随着西方思想传入，挑战教会传统权威的新思潮开始出现，新的亚美

尼亚世俗知识分子形成，在此过程中亚美尼亚人的独立意识愈发强烈。
俄国亚美尼亚移民政策最重要的结果是流亡数个世纪的亚美尼亚人在其历史家园形成稳固的

亚美尼亚共同体。 在俄国的统治下，亚美尼亚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亚美尼

亚民族意识开始形成。

结　 　 语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俄国征服东亚美尼亚之后，面临重塑帝国边疆秩序、区域复兴等问题。 经济凋

敝、人口锐减以及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现实，迫使俄国政府不得不实施移民策略以开边戍边。 选择

亚美尼亚人作为移民主力是由军事、宗教、经济、历史等一系列因素决定的，但亚美尼亚人旧居住地

与新定居点的气候和自然条件的适应性也在政府的考量之内。 俄国政府以战后和约为合法契机，
通过组织牵头、规划移民布局、给予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号召亚美尼亚人从他国迁移到俄国新占

领的领土之上。 在移民过程中，俄国政府希望给予亚美尼亚人有限的权利，以换取亚美尼亚人的军

事支持和边疆的稳定。 此时，亚美尼亚人在俄国开疆拓土、巩固边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

面，随着移民政策的推进，大批亚美尼亚人移民至高加索，不仅改变了高加索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权

力结构，也促进了亚美尼亚人民族意识的形成。 为了稳定边疆而实施的移民策略的后果之一，便是

一个不稳定边疆的产生，因此，帝国地区目标发生变化，移民政策也从鼓励移民转变为限制流动，俄
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亚美尼亚人，对亚美尼亚人移民至高加索的热情有所下降。

总之，虽然亚美尼亚人在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中受益，但俄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关切是有限的，
俄国的支持政策是基于其基督徒身份和帝国利益的重合，他们始终是俄国在南部边境上对抗奥斯

曼和波斯帝国的一枚棋子。 亚美尼亚人的移民并非偶然事件，应将它置于俄国高加索边疆战略中

予以考量。 俄国的亚美尼亚移民政策，既与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的地缘政治斗争紧密相

连，也是沙皇政府对高加索边疆政策的延伸。 俄国要确保国内边疆和国际斗争的双层安全，就要在

移民政策中相协调。 当国际斗争占据主导地位时，亚美尼亚人的重要性便凸显；当国际冲突有所缓

和时，维护边疆稳定、加强边疆管理便会上升为主要考量，亚美尼亚人的重要性则随之下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俄罗斯帝国边疆治理研究” （项目批准号： ２１ＢＳＳ０３３） 阶段性成

果〕

（责任编辑：王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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