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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當一部分領土是我們贈予的。”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開展去俄羅斯化，將烏克蘭語

作為唯一的官方語言並擴大其使用範圍。在烏克蘭歷史

教科書中，烏克蘭被描繪成長期處於異族，特別是俄羅

斯統治下不斷為生存而鬥爭、並最終獲得獨立的民族。

對俄羅斯的負面看法深深影響着烏克蘭人的思維觀念

和對外政策。

倒向歐盟

2013年底，時任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違背競選

承諾，暫停加入歐盟的進程，並試圖加入由普京提出的

歐亞經濟聯盟。此舉導致烏克蘭境內爆發大規模示威

活動，亞努科維奇下台，俄羅斯則吞併了烏克蘭南部的

克里米亞，引發克里米亞危機。

實際上，早在獨立之初，烏克蘭就將加入歐盟作為其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1994年，在首任總統克拉夫丘

克執政的最後一年，烏克蘭不僅成為蘇聯解體後第一個與

北約建立和平夥伴關係的獨聯體國家，而且還是第一個

與歐盟簽署夥伴協議的獨聯體國家。2011年，烏克蘭又與

歐盟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入盟進程取得重大進展。

2009年5月，歐盟發起“東方夥伴關係”，涵蓋烏克

蘭、白俄羅斯等多個前蘇聯加盟國。其主要目的是加強

歐盟與東方夥伴國之間的政治聯繫，並為進一步經濟

一體化創造條件。然而，俄羅斯認為這是歐洲國家瓦解

獨聯體和削弱俄羅斯勢力範圍的重要計劃。

烏克蘭由於地處東歐平原，地勢平坦，農業用地約

占國土總面積七成，同時還是世界三大黑土分佈區之一，

被稱為“歐洲糧倉”、“蘇聯的麵包籃子”。另一方面，烏

克蘭的工業在前蘇聯佔有重要地位。烏克蘭的獨立，使

俄羅斯失去了5000多萬人口以及強大的工農業基礎。

“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普京曾多次對蘇聯

解體表示遺憾。當烏克蘭逐漸倒向西方時，他一直在重建

俄羅斯的軍事實力，重新確立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東西對抗下的棋子

“如果真的需要我放棄總統職位來實現和平的

話，我已準備好了。”澤連斯基在今年2月的記者會上表

示，願意以辭職來交換北約的會員資格。

作為“冷戰”的產物，北約在1991年後仍持續東

擴。從1999年到2009年，北約先後接納了12個國家，包

括愛沙尼亞、立陶宛等多个前蘇聯加盟國。2022年後，

芬蘭與瑞典也決定加入北約。

俄羅斯曾指責北約威脅“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的歷

史性未來”，並聲稱北約想給克里米亞帶來戰爭。2021

年，俄羅斯向北約和美國提出了一系列書面要求，稱這

些是確保其安全所必需的條件，其中就包括保證烏克蘭

永遠不會加入北約。

美國當代地緣政治學者喬治·弗里德曼指出，烏克

蘭之於俄羅斯的意義，相當於德克薩斯之於美國，蘇格

蘭之於英國的意義。對俄羅斯而言，處在其與歐洲之間

的烏克蘭關乎國家安全；而對西方來說，烏克蘭是遏制

乃至擊敗俄羅斯的前哨。

不過，北約對於是否接納烏克蘭一直猶豫不決。時

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08年否決了啟動烏克蘭加入北

約的程序，但默克爾最終寫下了使協議得以通過的聲

明：“今天我們同意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將加入北約。”

“我們會更早看到軍事衝突。”默克爾在去年底接

受BBC訪問時解釋，她認為普京不會袖手旁觀，讓烏克

蘭在當年加入北約。

但在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維特海姆

看來，當年的北約峰會聲明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將成為成

員國，卻沒有給出具體計劃或時間表，“從很多方面來

說，這都是北約、烏克蘭以及俄羅斯之間緊張關係的直

接根源。”

2023年，澤連斯基表示，希望北約對烏克蘭的加入

作出明確決定。時任美國總統拜登指出，烏克蘭不能在

戰爭期間加入北約。重返白宮的特朗普更是排除烏克蘭

獲得會員資格的可能性，稱其“可以忘掉”加入北約。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生前表示，如果把烏克蘭視

為東西對抗的一部分，就會毀掉在今後數十年里把俄羅

斯與西方納入國際合作體系的希望。他曾在《華盛頓郵

報》撰文稱，俄羅斯不應迫使烏克蘭成為衛星國，但西方

也必須明白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緊密交織的歷史。

“如果烏克蘭要繼續存在並蓬勃發展，就絕對不

能成為一方與另一方對抗的前哨。它應該充當雙方之間

的橋樑。”基辛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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