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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月的差傳年會結束後兩週，在香港約 6,600公里外的納戈爾諾 -卡拉巴赫（簡

稱納卡）地區，發生了一場邊境衝突，造成 23人死亡。隨後牽起戰爭，最終導致雙

方共 6,000多人陣亡，十多萬人流離失所。換個說法，在這場戰爭中死去的人數，

就跟我們北宣家聚會的人數相若；痛失家園者之多，就有如整個北角區的人口。這

些生命所經歷的，實在遠超我們想像。

兩國的歷史恩怨

宗教及種族因素，可謂是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衝突最根深蒂固的緣由。亞美尼亞早

在公元 4至 5世紀就把基督宗教（東方正統教會 Oriental Orthodox）定為國教，是

世界上有記錄以來第一個單一宗教的國家。當時受著以祅教為國教的波斯薩珊王朝

的統治，亞美尼亞一帶人民一直竭力保持其基督宗教的信仰。即使後來 7世紀阿拉

伯人征服波斯，強迫亞美尼亞人改信伊斯蘭教也徒勞無功。

阿塞拜疆的命途卻與之不同，自 9至 10世紀，南方的塞爾柱帝國的阿拉伯人向北移

居至阿塞拜疆，以數百年時間使這地區逐步伊斯蘭化。20世紀初，信奉伊斯蘭教的

鄂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亞美尼亞人進行種族屠殺，估算有數十萬至上

百萬人死亡。二戰後，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都加入了蘇聯的陣營，而蘇聯把亞美尼

亞居民為主的納卡地區變作自治州，歸入阿塞拜疆國境。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冷戰

結束，蘇聯瓦解，這兩個國家又隨即陷在爭奪納卡地區的漩渦裡，並互相指責對方進

行種族清洗。最終亞美尼亞在俄羅斯的支持下獲得勝利，阿塞拜疆人民被逼全面撤出

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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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
去年再爆發戰爭

近年，亞美尼亞繼續向俄羅斯靠攏，阿塞拜疆則選擇親近土耳其。2020年9月27日，

阿塞拜疆指責亞美尼亞襲擊阿塞拜疆平民，亞美尼亞也指責阿塞拜疆在無預警下向

納卡發動炮戰，雙方又再爆發戰爭，軍力稍優的阿塞拜疆軍與佔盡地利的亞美尼亞

軍僵持不下。在衝突過程中，雙方都摧毀了許多古蹟遺址，包括一些古老的教堂。

直到 11月 8日，阿塞拜疆終於取得勝利，納卡地區裡的亞美尼亞人被勒令在戰事結

束後 15日內搬離。有些亞美尼亞人為免家園落入阿塞拜疆人之手，寧願把土地付諸

一炬，告別盛載自己成長與生活的地方。

戰爭造成了雙方百姓許多血淚交織的畫面：孩子剛出生，父親便被徵召入伍且戰死

沙場，再也看不見兒子的成長；正慶祝生日的少年目睹鄰居被炮彈引發的衝擊拋出

窗外跌死；無力走避戰火的獨居老人哀坐在地下室的通道裡聽天由命，默默等待生

命隨時的終結；哥哥沒法聯繫上在戰事前線的弟弟，每天留意著網上的士兵視頻並

看很多遍，既期望看到弟弟的身影，又擔憂不幸消息的到來⋯⋯總括而言，短短 38

日裡，每日平均有超過 160人死於戰火，誰可稱作真正的贏家呢？

從上文的概述可見，2020年納卡地區的衝突，不只是一些零星之爭，而是可追溯

千百年以來發展而成的歷史悲劇，使人盡見納卡地區以至兩國百姓身心的纍纍傷痕。

許多恩怨情仇一直疊加著，成了不易解開的結。現時阿塞拜疆雖然大多數人信奉伊

斯蘭教，但卻是一個無神論國家，政府嚴格控制所有宗教，境內約一萬名穆民歸主

者更受到嚴重逼迫。但願與上帝和好的福音降臨兩國，讓雙方人民得享真正的平安

與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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