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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为了巩固新政权、维护领土统一和促进西式现代化顺利进

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尝试在土耳其国内建构以种族为基础的单一民族认同,提出了具

有浓厚种族色彩的“土耳其历史理论”和“太阳语言理论”,并对国内少数族群实施种族

同化政策.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种族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统一,增强

了民族自信,但也造成族群关系紧张和极端民族主义膨胀等问题,也为后来土耳其实行

泛突厥主义外交创造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关键词]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种族;民族认同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６２０１(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４６－０９

民族认同建构是在特定领土边界内采取行动,将不同族群打造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使其形成

统一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过程.现代土耳其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部分领土和人口,境内族群和

文化多样,因此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高度重视民族认同建构工作,试图在抛弃传统

身份认同的同时,使国内公民形成单一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巩固世俗主义政权.１９２４年颁

布的土耳其宪法第８８条规定:“所有被依法授予土耳其公民身份的人,不分宗教和种族,都是土

耳其人.”１９２４年成立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也宣布,土耳其是一个“由共同的语言、文化和目标团

结起来的公民组成的社会和政治整体”.①１９２７年制定的共和人民党条例第５条指出,“党确信公

民间最牢固的纽带是统一的语言、情感和思想”.② 上述规定强调公民身份、语言和领土是民族认

同的核心要素,表示这一阶段土耳其主要倡导以公民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但是进入３０
年代后,土耳其民族主义将重点转向种族认同,认为国内人口源自同一种族,因此对少数族群采

取种族同化政策.由于缺乏严格的历史和科学依据,土耳其种族理论和实践很快就退出了历史

舞台,但是依旧对当代土耳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最大的后果就是导致种族意识扩散,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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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人普遍同情境外突厥语人群,为战后泛突厥主义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研究这段历史,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及文化成因.

一、土耳其种族论的缘起

１９２２年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胜利以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便开始实施彻底的世俗化和现代

化改革,倡导基于公民身份的民族认同.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不断变化,进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后,土耳其民族主义重点支持种族研究,宣扬种族意识,试图以此来强化公民的民族认同,酝酿和

提出了所谓的“土耳其历史理论”与“太阳语言理论”.

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理论深受土耳其开国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个人思想的影响.

凯末尔认为历史是建构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所以鼓励知识分子加强这方面的研究.１９３０年４
月２８日,他指示民族主义组织“土耳其之家”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负责研究土耳其人的历史

和向民众普及历史知识.“历史研究委员会”以民族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历时数月编写出«土耳

其历史常识»一书,供学校教学和群众阅读使用.第二年,“历史研究委员会”更名为土耳其历史

学会,并成为独立的学术组织.① 凯末尔多次与该学会著名历史学家福阿特科普律吕等人会

面,还频繁主持历史学会的会议,探讨历史和民族理论问题,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以

这些共识为基础,土耳其历史学会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土耳其历史理论.１９３２年７月２日至１１
日,土耳其历史学会召开第一届历史大会,研究土耳其人的种族、语言、文明史和人类学特征等问

题.凯末尔的养女阿菲特伊男代表历史学界和人类学界,向大会做主题报告,提出了所谓的

“土耳其历史理论”,其实质就是代表土耳其官方发表有关土耳其人起源和历史的基本观点:

第一,土耳其人起源于东方的中亚地区.中亚在远古时期是一片海域,后来由于气候干旱和

海水枯竭等原因,这里的人不断向四周迁移,他们东到中国,南去印度,西抵埃及、美索不达米亚

和安纳托利亚,甚至最远到达希腊和意大利.公元前１２０００年左右,土耳其人在中亚度过旧石器

时代,所以他们的历史要比欧洲人早５０００多年.② 第二,土耳其人在古代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

明,并且将他们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土耳其文明对世界各文明,包括现代欧洲文明均产生过

影响.③ 第三,土耳其人拥有和现代欧洲人相同的生物特征,也属于短颅雅利安白色人种,因此在

种族上与欧洲人相近.第四,土耳其人在流散过程中不断“与其他种族混血”,但是依旧保留了大

部分祖先记忆和原始文化,所以当代土耳其人有理由组成一个单独的民族.第五,土耳其人的历

史是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家应教育后人,让他们了解自己的雅利安种族身份,感受本民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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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灿烂的历史与文明,并为此而自豪.① 第六,当代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不管信仰和文化如

何,都是一个种族,拥有相同的血统.②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０日至２５日,土耳其历史学会召开第二届历史大会,集中展示考古学和人类学

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土耳其历史理论”.为了扩大影响,会议邀请了许多外

国人参加,由瑞士日内瓦大学人类学系的种族专家尤金皮塔德担任大会名誉主席.伊男再次

代表学术界向大会做了题为«土耳其历史学会考古活动»的主旨报告.报告指出,考古发掘充分

证明土耳其人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体质人类学家的研究也显示当代土耳其人和安纳托利亚早

期居民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从古至今,土耳其人始终保留了它“最核心的种

族特征”.③ 尤金皮塔德赞同伊男的观点,并且补充说,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其他居民,如库尔德

人、亚美尼亚人和拉奇人等,也是短颅人,所以和土耳其人是同一种族.

语言是民族主义用来界定民族性的重要标准.凯末尔甚至认为语言认同等于民族认同.④

他依据１９世纪以来流行的西方种族理论,认为土耳其语反映了土耳其种族的优秀特征,所以推

广土耳其语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和民族认同.凯末尔要求知识分子加强土耳其语与印欧语系关

系的研究,证明土耳其语确实是优秀种族的语言.１９３０年,土耳其历史学会刚成立,他便下令成

立土耳其语研究会,责成其解决这些问题.在凯末尔的坚持下,第一届土耳其历史大会提出土耳

其语是土耳其种族和现代土耳其民族的核心特征,并决定消除外来语的影响,恢复土耳其语的

“优越性”和“纯粹性”.⑤ 会后,土耳其语研究会立即行动,将自身名称中的“研究”“协会”二词从

阿拉伯语改成了土耳其语.

凯末尔要求土耳其语研究会贯彻和落实第一届土耳其历史大会的精神.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６日,

土耳其语研究会召开第一届土耳其语大会,探讨如何规范和发展现代土耳其语.与会者一致认

为,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充分证明土耳其语属于印欧语系,也与苏美尔语等古代语言有联系.与会

者抱怨外来语抹杀了土耳其语的种族特征,使书面语和口语分离,普通人很难掌握.与会者决心

发掘和弘扬民间口语,让土耳其语重新焕发活力.因此,在１９３４年８月召开的第二届语言大会

上,人们继续讨论土耳其语的“净化”事宜.会后,土耳其语研究会在各地搜集和整理民间词汇,

或者利用土耳其语词根创造新词,然后将其公布于众,用来代替旧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⑥

在这场语言“净化”运动中,亚美尼亚裔学者马塔扬因表现积极,作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被凯末尔

授予土耳其姓氏“迪拉恰尔”(意思是“喉舌/宣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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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土耳其语的“净化”行动又带来新的问题,即随着大量删除旧词汇和采用新词汇,新

土耳其语变得晦涩难懂,不但妨碍人们正常交流,还引发社会各界的不满.为了缓解矛盾和继续

弘扬种族意识,凯末尔等人决定重新修正语言理论.１９３６年８月,土耳其语研究会召开第三届土

耳其语大会,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太阳语言理论”.“太阳语言理论”认为,土耳其人在上古时期

崇拜太阳,并从这种崇拜中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学会了用独特的音节表达思想,慢慢就形成了土

耳其语;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土耳其语又演化出了一些其他语言,因此土耳其语是世界主要

语言的母语.“太阳语言理论”的提出有两大意义.一是通过证明其他语言深受土耳其语的影

响,来说明当代土耳其语可以继续引入外来语,尤其是西方词汇.二是通过证明土耳其语有悠久

古老的历史和“优秀特征”,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种族自豪感,达到强化民族认同的目的.“太阳语

言理论”的这些意义,使其发表后在全国获得大力推广.

二、基于种族的民族认同建构

随着“土耳其历史理论”和“太阳语言理论”的提出,土耳其全国上下弥漫着浓厚的种族气氛,

无论官方文件还是公共媒体都充斥着大量种族词汇,如“土耳其血统”“土耳其族裔”等.这表明

种族已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建构民族认同的主要工具.① 正是在种族性历史和语言理论的基

础上,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采取了如下民族认同建构策略.

一是发掘 “原始”土耳其种族文化,夯实民族文化基础.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认为在漫长的历

史演进中,土耳其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已经丧失原有的种族特征和品质,

因此亟须恢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把目光转向农民,认为偏远地区的农民拥有真正“纯粹”的土

耳其血统和文化,因此主张向农民学习,通过发掘农民文化来复兴种族文化.② 于是大批知识分

子涌向农村,去从事农民语言、习俗和文化的发掘与整理工作.这些知识分子尤其重视对阿拉维

派文化的研究.阿拉维派作为伊斯兰教的少数教派,历史上备受主流教派的歧视和打压.但是

阿拉维派生活在交通闭塞的东部山区,历史上较少受外部文化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拉

维派在宗教生活中使用土耳其语而非阿拉伯语,并且用民间口语记载了大量古老传说和宗教诗

歌,所以被民族主义者誉为土耳其种族、语言和血统的活化石,甚至是自觉抵制异族文化入侵的

民族英雄.③ 通过整理、出版农民和阿拉维派的历史文献,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为建构种族语言和

文化积累了大量素材.

二是对少数族群实行种族同化政策.土耳其民族主义认为,国内公民既然来自同一种族,那

么就应该说同一种语言,弘扬同一种文化,实际就是要求各族群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采用土

耳其族的语言和文化,从而为建构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民族实体铺平道路.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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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年代起便启动了种族同化政策.１９２８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学生会发起“公民,请讲土耳其

语!”运动,号召全体公民使用土耳其语,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与支持.进入３０年代,“公民,请讲土

耳其语!”运动变得更具有强制性,少数族群的语言被全面禁止.强大的舆论和政策压力迫使基

督教徒、犹太教徒率先放弃母语,改用土耳其语.罗马教皇驻伊斯坦布尔的公使———未来的教皇

隆卡利主教(１８８１—１９６３)宣布完全使用土耳其语布道;埃迪尔内、布尔萨等地犹太社区决定对不

说土耳其语的成员进行罚款;部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组成“土耳其世俗基督徒协会”,配合实施

种族同化政策.１９３７年以后,土耳其国内使用非土耳其语的人明显减少.①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族群也被列为种族同化的对象.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３日,土耳其议会通过

«移民法»,授权政府将东部库尔德人迁往西部土耳其族聚居区,加快库尔德人的土耳其化进程.②

该法还禁止“非土耳其族移民”在国内自由定居.１０月２７日,土耳其议会又出台«定居豁免法»,

要求外事部门严格审查外来移民的种族身份,禁止给“拥有土耳其文化,但又不属于土耳其种族

者”颁发移民签证.接着在«关于快速处理移民安置和人口问题的通知»中,土耳其政府允许向

“来自土耳其种族,或拥有土耳其文化且只会说土耳其语的移民”直接颁发入籍证明,如波马克

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卡拉帕帕克斯人等;但禁止向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阿尔

巴尼亚人,以及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颁发入籍证明或移民证件.③ 新政策显然将种族背景作为移民

获取土耳其公民身份的先决条件.

三是利用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成果激发种族优越意识,强化民族认同.土耳其民族主

义信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主张用科学手段促进民族认同建构.第一届历史大会结束后,为了

揭示土耳其种族的历史成就和生物特征,证明土耳其人是优秀种族,土耳其知识界掀起了考古学

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热潮,先后探测和发掘了大量古代遗址和墓葬.１９３５年８月６日,研究者甚

至掘开奥斯曼帝国著名建筑师希南的坟墓,对墓主遗骸做了“形态学和科学特征”的研究,包括测

量脑容量的大小,试图以希南为例来证明土耳其种族的优秀.虽然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多并不符

合民族主义者的理论预期,但并不影响种族思想在全国的传播.每次考古有“重大发现”,土耳其

政府都会精心加以包装,然后在各地巡回展示,供广大市民、农民和学生参观学习.在首都安卡

拉市中心,当局建造了一个巨大的赫梯图腾雕塑“太阳盘”,提醒人们注意当代土耳其文明与古代

赫梯文明的传承关系,感受土耳其种族的古老与“优越”.各地也陆续建立起许多博物馆和陈列

馆,通过大量图片和实物展示土耳其文明成就.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和安卡拉民族博物馆是

这些展馆中最著名的两个.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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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族式民族认同建构的历史动因

土耳其民族主义尝试以种族为基础建构民族认同,这种做法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深

刻的思想和政治背景,以强化国内各族群的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为主要目的.
首先,推动西式现代化顺利实施.１９世纪后期,部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全面学习欧洲

文明的主张.进入２０世纪初,著名记者阿卜杜拉杰伟特更是喊出了“世上没有第二种文明;所
谓文明就是欧洲文明,要连花带刺引进”的口号.①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民族主义者全面推进全

盘西化事业,建立了一整套西式政治制度,还大力推广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② 为了使西式现代

化顺利进行,消除民众对欧洲文明的抵抗心理,民族主义者软硬兼施,采取了多种手段,宣扬土耳

其种族优越思想无疑有助于他们达到目的.一是提高土耳其人的种族地位,使土耳其人以平等

的心态对待欧洲,克服对欧洲文明的排斥心理.二是用世俗的种族认同取代宗教认同,削弱土耳

其人对伊斯兰教的精神依赖,瓦解反对西化的宗教基础,填补因否定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历史

带来的意识形态真空.
其次,消除国家分裂隐患.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牢记帝国主义借口少数族群问题插手奥斯曼

帝国事务,最终导致帝国瓦解的教训,避免类似悲剧在现代土耳其重演.③ 为此,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土耳其政府多次与希腊交换人口,并吸收了大量外来移民,使土耳其族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对

优势.但即便如此,土耳其国内仍有大量不同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少数族群.一是根据１９２３年

签订的«洛桑条约»,土耳其国内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享有“少数民族”地位,拥有建立学校、孤
儿院和慈善基金会等“特权”.二是除土耳其族以外,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巴尔干人和高加索人

等少数族群的人口也为数不少.其中库尔德人不但占全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而且存在库尔德

民族分裂主义.１９２５年,东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发动叛乱,凯末尔政府付出巨大代价才将其镇压.

１９２７年,库尔德民族主义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结盟,试图寻求西方势力支持.三是除土耳其语

外,土耳其社会还流行许多其他语言,如库尔德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切尔卡西亚语、拉泽语、亚
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犹太西班牙语、波马克语、波斯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鞑靼

语、西班牙语、阿布哈兹语、罗马尼语和法语等.④ 国内族群及其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令土

耳其民族主义者倍感焦虑,担心这会破坏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团结、削弱公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

认同、危害土耳其领土统一,因此希望通过强调各族群间有相同的种族特征来加强他们的民族认

同,克服族群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隐患.
最后,继承和发扬土耳其人类学研究传统.１９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受欧洲东方学和种族学说的

影响,少数土耳其知识分子开始关心本民族的种族起源问题.１８５３年,法国人阿瑟德戈比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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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表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文中宣扬纯粹种族理论,声称混血是导致种族和民族衰落的唯一

因素.这引起著名土耳其学者舍姆赛丁萨米的注意,他以此为据,尝试发现安纳托利亚居民的共

同特征,认为本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实际是一个种族.① 随着本土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队伍的不

断壮大,种族学说在土耳其人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１９０４年,来自俄国的鞑靼知识分子阿克楚拉发

表«三种政策»一文,指出泛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已无法挽救奥斯曼帝国,建议奥斯曼帝国向德

国学习,通过建立一个土耳其种族国家来避免帝国的灭亡.阿克楚拉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土耳其民族

主义者的民族观念,推动了有关土耳其种族研究的发展.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奥斯曼

帝国丧失了大部分欧洲领土,进一步促使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支持建立单一种族国家.②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种族意识.１９１９年土耳其民族独立运

动兴起,凯末尔号召本地基督教徒参加战斗,称他们为“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③ １９２３年,土耳

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鼓励人类学家用科学的手段揭示国内人口的种族特征.１９２５年,伊斯坦

布尔大学医学院成立“土耳其人类学研究中心”,标志本土人类学研究进入新阶段.１９３５年,“土
耳其人类学研究中心”更名为“土耳其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所”(简称人类学研究所),并隶属安卡

拉大学的语言、历史和地理学院领导.人类学研究所重视对土耳其人生物特征的研究,还多次向

欧洲派遣留学生,掌握最新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凯末尔鼓励养女伊男献身于土耳其人历史

和种族特征的研究.伊男前往瑞士跟随尤金皮塔德教授学习,并以题为«论土耳其人的种族

性»的毕业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人类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土耳其人类学评论»不断发表土耳其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土耳其教育部长亲自担任«土耳其人类学评论»的名誉主编,充分显示政府

对人类学研究的重视.凯末尔密切关注和参与相关领域的活动,不但阅读了大量人类学著作,如
尤金皮塔德的«种族与历史:历史人类学导论»、约瑟夫德戈比诺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

等»、阿尔弗雷德科尔特哈登的«人类种族»等,还多次指导或干预学术界的活动.④ 通过学界

和政界的通力合作,人类学不但成为土耳其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而且为建构土耳其种族性

和确立种族在民族认同中的支柱性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彰显所谓土耳其民族的实力和“优越

性”提供了科学依据.⑤

四、种族式民族认同建构的特征与影响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种族研究和宣传,反映了其尽快完成民族认同建构的急切愿望.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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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erÇǎgaptay,“Race,AssimilationandKemalism:TurkishNationalismandtheMinoritiesinthe１９３０s,”

p．８９．
NazanMaksudyan,“TheTurkishReviewofAnthropologyandtheRacistFaceofTurkishNationalism,”p．
３１４．MuratErgin,“‘IstheTurkaWhiteMan?’towardsaTheoreticalFrameworkforRaceintheMakingof
Turkishness,”MiddleEasternStudies,Vol．４４,No．６,(Nov．２００８),p．８３３．



　种族与土耳其民族认同建构(１９３０—１９３８)

土耳其种族理论缺乏严谨性,因此很快就遭到各方面质疑.１９３８年,凯末尔去世后,该理论的影

响力迅速下降,相关政策也被逐步放弃.尽管如此,该理论及其实践仍深刻影响了当代土耳其

社会.

首先,促进了土耳其国家统一和民族自信.种族理论自诞生于西方以来,便具有强烈的排他

性,是导致一系列种族屠杀和迫害的罪魁祸首.但相比之下,土耳其种族理论具有较强的包容

性.土耳其种族论的目的,是通过语言和文化的同化,迫使少数族群与土耳其族融合,形成统一

的民族实体,因此不主张对少数族群的系统屠杀或驱逐.不仅如此,二战期间,土耳其还开放边

界,先后接纳和帮助了１０多万犹太难民.① 土耳其种族理论的包容性对族群整合有利,不但巩固

了现有人口规模,减少了人道灾难的发生,还使民族共同体保持了事实上的连续性.同时,该理

论驳斥“土耳其人是劣等民族”的西方谬论,鼓舞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自信,弱化了民众对西

式现代化的抗拒心理.② 此外,通过证明土耳其人是安纳托利亚的原始居民,土耳其民族主义为

自己在本地区的统治地位辩护;通过否定土耳其人是外来民族的说法,有力回击了库尔德人和亚

美尼亚人的民族分裂思想,驳斥了苏联对土耳其提出的领土要求.③

其次,激化了族群矛盾,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为了达到种族同化的目的,
不惜对少数族群进行舆论和暴力压制.“公民,请说土耳其语!”运动兴起后,各地针对少数族群

的语言和暴力行为层出不穷.以犹太人最多的伊兹密尔为例,人们指责犹太人不说土耳其语是

不忠于共和国的表现.激进大学生甚至对在外交场合使用外语的土耳其族军官发动抨击.④ 在

各族群中,库尔德人遭受种族同化的压力最大,他们不但被剥夺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权利,还被

强制搬离故土,蒙受精神、肉体和财产的巨大损失,留下了惨痛记忆.这些记忆为滋生库尔德民

族分裂思想提供了土壤.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土耳其政府军在德西姆省镇压骚乱,结果造成上万库尔

德人死亡.２０１１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专门就这一悲剧进行公开道歉,足见当时的种族同化政

策严重损害了族群关系.⑤

种族观念与民族主义结合催生了极端民族主义.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对外反对苏联和共产

主义,对内歧视和压迫少数族群.１９３０年,激进民族主义的代表、国家司法部长马合木提艾萨

特博兹库尔特在议会公然声称土耳其族是国家的主人,其他种族只有做奴隶的资格.⑥ 土耳其

人类学家也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标榜土耳其族血统“纯正”,嘲笑希腊人和犹太人是劣等混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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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① 在极端种族情绪的怂恿下,极端民族主义者不顾苏联方面抗议,多次攻击苏联政府及其国

内政策,替苏联境内“受压迫”的突厥语人群打抱不平.极端民族主义严重威胁土耳其的国内稳

定和土苏关系.这一原因再加上二战末期德国法西斯衰落、种族主义名声扫地,促使土耳其总统

伊诺努决定对国内极端民族主义进行打击.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９日,伊诺努发表讲话,谴责种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是“病态”和“破坏性的”,下令将数十名首要极端分子逮捕入狱.土耳其历史学会

随即宣布放弃种族理论,禁止１９３１年的历史教科书出版.土耳其语研究会也对阿菲特伊男的

博士论文提出批判.② 但是,由于打击不力,再加上部分官员的同情和庇护,导致极端民族主义者

并未改过自新,而是以反共反资本主义的名义,在战后土耳其继续活动.著名种族主义理论家阿

齐兹(１９０５—１９７５)疯狂追捧纳粹种族思想,鼓吹用战争手段推行泛突厥主义、驱逐国内少数族

群,还对已故的凯末尔总统发起抨击.③ 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加剧了战后土耳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

斗争,严重阻碍族群关系健康发展.

最后,为战后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崛起培育了思想和文化土壤.１９２２年,土耳其民族独立运

动胜利后,凯末尔立即表示反对泛突厥主义,并对泛突厥主义组织进行打击.但是另一方面,凯
末尔又继承了泛突厥主义的种族思想,并且通过３０年代的大规模研究和宣传将这种思想在普通

民众中推广,使大多数土耳其人对境外的突厥语人群抱有好感.二战后,土耳其政府批判种族主

义,但是保留了土耳其种族学说,并将其写入历史教科书,用来教育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

感,使“土耳其人和土耳其文化是突厥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观念深入人心.④ 泛突厥主义

因此完成了从精英思想向大众思想的蜕变,为日后土耳其推行泛突厥主义外交准备了强大的民

意基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土耳其乘机谋求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增强经济

实力,于是快速倒向泛突厥主义,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推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建设.

２０２１年,突厥语国家组织宣告成立,标志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外交达到鼎盛.当前,土耳其继续

利用泛突厥主义扩大国际影响,不断提高突厥语国家在种族、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相互认同.同

时,土耳其国内的泛突厥主义势力还关注我国新疆地区,多次对我国发表不友好言论,对新疆稳

定和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有鉴于此,我们既要密切关注它的发展动向,又要研究它的历史成

因.而研究种族与土耳其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显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

文化和社会因素.

(责任编辑:郭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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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presentism”:Intheromanticera,itrespondedtothepoliticalrealityofconstructing
Germannationalidentityandstateunity;intheimperialera,itservedtheinternalandexternal
objectivesofcastingthenationalspiritasawholeandcompetingformaritimehegemony;inthe
totalitarianera,itcateredtothe Nazisexpansion of “racialsuperiority”andtheory of
“Lebensraum”;inthepostＧWWII．era,itrespondedtotheforeignstrategyoftheFederal
RepublicofGermanytointegrateintoEuropeandregionalalliances．Theparadigmofhistorical
writingbasedonrealityhascontinuedtoday,andinducedthetripleturnsofthestudyof
Hanseatichistoryinthe２０thcentury．LookingtheHanseaticacademichistoryback,wecansee
thatonlybykeepingaclearanddistantattitudebetweenrealisticconcernsandpresentismcan
wedefend historicaltruth andjustice,and stimulate historiansproblem awarenessand
innovativethinkingeffectively．

TheWestwardPassageofParthiainMithridatesIIandtheRiseoftheKingdomofPontus———A
DeepInvestigationintotheBackgroundofMithridatesWar LongPei

Theendofthe２ndcentury BC wastheheightofthe Parthian Empires westward
expansion,anditwasalsothetimewhentheKingdomofPontusbeganitsrapidriseunder
MithridatesVI．ThroughhisalliancewiththeParthianEmpireandtheKingdomofArmenia,

MithridatesVIobtainedfinancialsupportfromtheleadingpowersinWestAsia,andwasableto
rapidlyexpanditspowerandterritory．Therefore,MithridatesVIschallengetotheRoman
RepublicshegemonyintheeasternMediterraneanshouldnotbeseenasamerewarbetween
PontusandRome,butasthefirstnonＧheadＧoncontestresultingfromthecollisionbetweenthe
ParthianEmpireswestwardstrategyandtheRomanRepublicseastwardexpansion．Asthe
ParthianEmpirefellintothe“DarkAges”ofdivisionandturmoil,thekingdomofPontus,

whichlostthesupportofParthia,graduallydeclinedduetoitsweakstrengthinthewarwith
Rome,andfinallymadetheRomanRepubliccompletethehistoricalmissionofintegratingthe
EasternMediterraneanregion．

RaceandtheConstructionofTurkishNationalIdentitybetween１９３０and１９３８ MinJing
Inthe１９３０s,inordertoconsolidatestatepower,maintainterritorialunity,andcarryout

WesternＧstylemodernization,Turkishnationalismledby Kemalvigorouslyadvocatedracial
consciousnessandactivelyconstructedracialnationalidentity,successivelyintroducedTurkish
historicalandlinguistictheoriesemphasizingracialfactors,andassimilatedethnicminorities．
TheKemalistracialtheoryanditspracticehavetoacertainextentpromotedthenation
unificationandwesternization,butalsoledtotensionsbetweendifferententhnicgroups．It
deviatedfromthetrackofcivicnationalism,fosteredthedevelopmentofultraＧnationalismand

panＧTurkism,andmadeTurksfeelspecialaffectionfortheCentralAsianregion,whichhas
openedthewayfortheemergenceofTürkiyespanTurkismforeignpolicyinlater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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