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史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地球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腹背受敌的亚美尼亚并不好欺负

A08 世界
2020年7月18日 星期六 编辑：闫杰 组版：刘燕

观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9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25
年7月18日，一本大部头的图书在
德国书店上市了，以当时的物价
来看，这本售价高达12马克的书
并不便宜，买这样一本书的钱可
以买到32公斤面包，如果按购买
力计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00欧
元(约合人民币2400元)。

该书且不论观点主张如何，
其阅读感受首先就是极差的。曾
经有文学批评家做过统计，整本
书中总共出现了16 . 4万处语法和
句法错误。在这本书中，笨重而难
以理解的从句、没有必要的文字
重复、稀奇古怪的论证、类比比比
皆是，到处充斥着强烈而富有侵
犯性的语言，夸张、华而不实、装
腔作势的文风，矛盾、因果倒置以
及草率的论证方式。更诡异的是，
这本书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主
题，完全就是作者想到哪儿说哪

儿的一通乱讲，比如在探讨“德意
志第二帝国的崩溃”这种严肃的
政治问题时，作者会突发奇想、突
兀地花上十来页跟你讨论怎么治
梅毒。

如此说来，这样一本书应该
很快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才对。
但谁也没想到，这本烂书很快就
登上当时德国的最畅销书榜单，
并在之后的20年时间内销售数千
万本，成为那个时代的欧洲仅次
于圣经的最畅销书。

完成这个“奇迹”的，就是希
特勒的成名作《我的奋斗》。

是的，一个人们常常忽略的
事实是，底层出身的希特勒在骗
取德国的最高统治权之前，已经
通过出书实现了个人的财务自
由。1925年《我的奋斗》首版印刷
一万册被抢购一空，到1933年希
特勒上台前，该书已经销售了22
万套，每300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
人主动购买这本书。所以，希特勒
如果转生到现代，一定也是个现
象级的营销号作家。

大家都会奇怪，这么一个没
受过高等教育、语法都不通顺的

人，是怎么忽悠了这么多粉丝的
呢？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我的奋斗》能成功一点都不奇
怪，它几乎把现如今爆款网文的
那些心法都占全了。

首先，《我的奋斗》成功炒了
个热点。希特勒在写作该书之前，
曾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搞过
一次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政变
虽然没成，但让他把自己搞成了
个小名人。一时间全德国都隐约
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鼓吹一些
十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观点，而这
种观点在当时德国又是有市场
的，所以希特勒选在此时出书，很
多人确实愿意看看这个“爱国青
年”讲了啥——— 从这个角度说，希
特勒的第一桶金就是蹭热点赚来
的“爱国财”。

其次，《我的奋斗》还搞了个
“标题党”，用书名成功地把此书
伪装成了一本普通人最爱读的成
功学书籍。希特勒原本想将该书
定名为《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
怯所进行的斗争》，但这个冗长、
拗口的名字立刻被出版商给否
了：您要是这样起名，书一本都卖

不出去，不如就叫《我的奋斗》———
大众都想看看您这样一位“爱国
者”是怎么从底层一步步奋斗上来
的。这个鬼主意立刻被希特勒所采
用，虽然书里面充斥了怨恨、咒骂、
阴谋论等等负能量，但有了这么个
正能量满满的标题，还真就有不识
货的父母买回家去给自己孩子当
励志书籍看。

当然，《我的奋斗》最成功的
地方，还在于它精准定位了一批

“目标用户”——— 在经济危机中绝
望、焦躁的德国民粹主义中下层
民众。它既能够像其他阴谋论一
样信口扯谎，还能够把这些谎言
串联、编织起来，形成一套自己独
有的极端民族主义体系。慢慢地，

《我的奋斗》成为一种身份互认的
工具，很多纳粹党徒其实压根儿
也没耐心和理解力看完这本700
多页的大部头，但还是要手持一
本表明自己的立场。而随着1929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越来越
多焦躁的社会盲流手持《我的奋
斗》逃进极端民族主义这个庇护
所当中，希特勒终于靠这本“胡说
之书”，凑齐了他实现政治野心的

赌本。
历史学家诺曼·卡曾斯曾言，

以二战欧洲战场损失人口而论，
德文版《我的奋斗》里每一个单词
等于125个生命，每一页相当于剥
夺了4700人的生命。1945年后，这
本“世界上最危险的书”在德国被
禁止再版。二战后，同盟国将希特
勒文稿的所有权转交给了巴伐利
亚州政府，有良心的巴伐利亚州
政府一直压着该书的出版权不让
任何书商出版。直到2016年，巴伐
利亚政府手中的该书版权到期，

《我的奋斗》终于被再版了。为了
给该书“消毒”，这本原版七百多
页的书又被加了长达七百多页的
批判性注释，几乎是逐句批驳其
谬论。饶是如此，这本书依然被有
识之士认为是“应当被永久关闭
的潘多拉魔盒”。

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说，真正
有价值、经过严格论证的理论往
往令他们望而生畏，而像希特勒
那样，将半真半假的新闻和历史
掺和在一起，危言耸听地向他们
兜售民粹主义“真相”的论述，反
而是他们最爱听的。

7月12日，炮声打破了亚美
尼亚与阿塞拜疆边境地区的宁
静，这对外高加索地区的冤家
因再度爆发武装冲突而上了国
际新闻的热搜。这也是继2016年
边境军事冲突之后，亚阿两国
时隔4年再度大打出手。

从12日起，亚美尼亚与阿塞
拜疆在两国北部边境地区的交
火已经持续多日。其中，14日的
冲突造成包括一名少将在内的7
名阿塞拜疆军人阵亡，可见双
方这次交火的激烈程度。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敌
对状态已经持续了至少30年。同
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亚阿两国
在苏联末期就已经围绕纳戈尔
诺-卡拉巴赫地区 (简称纳卡地
区)的领土争议爆发武装冲突。

苏联时期，面积大约4400平
方公里的纳卡地区，是阿塞拜

疆境内、靠近亚美尼亚边境的
一个自治州，但该地区多数居
民是亚美尼亚族人。1988年，纳
卡地区要求并入亚美尼亚，导
致该地区亚、阿两族之间爆发
武装冲突。苏联解体后，亚阿两
国为争夺纳卡地区爆发战争。
1994年，亚阿两国达成全面停火
协议，但就纳卡问题的对话谈
判至今无果。

在外高加索三国中，无论是
国土面积、人口还是GDP总量，阿
塞拜疆都要强于亚美尼亚。论面
积，2 . 98万平方公里的亚美尼亚
只相当于阿塞拜疆的34%；论人
口，亚美尼亚300万人口只相当于
阿塞拜疆的31%；论经济实力，拥
有里海丰富油气资源的阿塞拜疆
去年GDP为480亿美元，是农牧业
国家亚美尼亚的3 . 5倍。

然而，现实是纳卡地区的
绝大部分及其周边的阿塞拜疆
领土由亚美尼亚实际控制，就
算2016年那次冲突两国动用了
坦克、战机等重型武器，阿塞拜
疆依然没能改变现状。

此次亚阿两国爆发冲突

后，在国际社会一片呼吁双方
保持克制的声音中，唯独土耳
其一边倒地支持阿塞拜疆的立
场最扎眼。抛开宗教、能源合作
等因素，仅凭“敌人的敌人就是
朋友”这一条，土耳其就会毫不
迟疑地站在阿塞拜疆一边。

原因很简单，土耳其与亚
美尼亚也是一对冤家。在地理位
置上，亚美尼亚正好夹在土耳其
和阿塞拜疆之间，东边是阿塞拜
疆，西边是综合实力更加强大的
土耳其。而且，亚美尼亚与这两个
邻居都处于敌对状态。

不同的是，亚阿矛盾主要
因纳卡地区的领土争端而起，
亚土矛盾则更为复杂。身为地
处欧亚十字路口地带的小国，
历史上的亚美尼亚屡遭罗马帝
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
俄及苏联等周边大国的蹂躏，
也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一战期间，当时还在奥斯
曼帝国治下的亚美尼亚人遭到
驱逐和屠杀，学界普遍认为1914
年至1918年间有超过100万亚美
尼亚人遭奥斯曼帝国“种族清

洗”。一战结束后，1920年签署的
削弱奥斯曼帝国的《色佛尔条
约》，将现今土耳其东部从黑海
沿岸到凡湖的大片土地划给亚
美尼亚。

但到了1923年，这一切都变
了。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前后，与协
约国重签《洛桑条约》取代《色佛
尔条约》，那片划给亚美尼亚的土
地重新归属土耳其；与苏联签署

《卡尔斯条约》，将亚美尼亚自古
以来的精神象征——— 大阿勒山划
给了土耳其。

大阿勒山距离亚美尼亚与
土耳其边境只有30多公里，天气
状况良好时，从亚美尼亚首都
埃里温可以远眺大阿勒山山顶
的积雪，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就
停靠在大阿勒山。这座亚美尼
亚人心中的圣山至今仍在亚美
尼亚国徽的正中央。

此外，土耳其不承认一战
期间奥斯曼帝国对上百万亚美
尼亚人的驱逐和迫害是屠杀，
即便俄罗斯、美国和法德等欧
洲国家均认为那是一次“种族
清洗”。土耳其的这一态度更加

激怒亚美尼亚，双方至今仍水
火不容。

从现实来看，土耳其此次
高调支持阿塞拜疆，也符合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近年来强势出击
的外交作风，也不排除土耳其积
极介入亚阿矛盾，以此作为其与
俄罗斯就叙利亚、利比亚等局势
讨价还价时的筹码。

亚阿冲突爆发后，俄罗斯
率先表态希望双方克制，随后
美国、欧盟也呼吁双方应避免
冲突进一步升级。虽然在土耳
其甚至阿塞拜疆看来，亚美尼
亚是个国力偏弱的“软柿子”，
但站在其背后的则是俄罗斯。

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传统
盟友，同时是欧亚联盟和集安组
织成员国，前者是俄罗斯主导的
经济一体化组织，后者是俄罗斯
主导的军事联盟性质的地区组
织。正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以近
年来俄罗斯在高加索和中东地区
的强势表现，加之对纳卡地区的
实际控制，以及对本国历史的坚
守，想必亚美尼亚是有底气硬刚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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