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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亞塞拜然國家總理 

 

這次的活動內容是由不同組的同學分別各代表一個西亞的國家，而我擔任的是亞

塞拜然的總理，意即代表國家對外發言的人物。 

 

高加索地區及亞塞拜然國徽-圖片引用自維基百科 

 

我們這次針對的議題 

是關於 

西亞各國境內的 

庫德族群建國問題 

 

 

右圖為庫德族人分佈圖(有紫色標記處) 

由圖可知其分布相當廣泛且零散 



由於我本身對於國家社會主義有些許興趣，便想在這個活動中添加一點不一樣的

氣氛 ( 因為前幾個國家的總理都偏向溫和路線 )，因此我發表的言論是較為激進，

對於庫德族採取較嚴厲態度的，也因為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之間長期有著國土的

糾紛，因此我採取了類似對庫德族不採取行動也不期望其獨立的態度。這一串的

言論自然會招來其他溫和路線國家的不滿，尤其是土耳其。但由於伊朗的態度與

我們相似，因此我認為自己能堅持這個政策路線，我想這是對亞塞拜然最有利的

選擇。   

   #似乎非常的國家社會主義 

而後我們的議題轉換為，如果西亞地區和平共處，是否能讓庫德族有生存的空間，

各國最終達成了協議，將對庫德族的政策轉為溫和，活動至此西亞人民看來有了

和平共處，共同生活在阿拉真主光輝下的機會。 

 

  我對這個活動非常的投入，自一開始競爭要代表亞塞拜然發言便非常的積極爭

取 (其實，我原本希望能代表更大規模的國家，例如: 伊朗 。) 而儘管我一開始

秉持著以國家利益為優先的態度，因而對庫德族的權益有所壓迫或無視，但後來

我發現這並不是長遠之計，倘若整個西亞地區的領導人不能放開心胸，對庫德族

人有更懷柔的政策，而只是一味的想要予以鎮壓及掃盪，等待我們的不會是和平，

反而是永不停歇的戰亂。如此一來，以國家利益為優先這一語似乎變得有點諷刺。

同為信仰著相同宗教，同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西亞子民，為何不能放下武器，

用當時穆罕默德對待眾人的態度去面對呢? 我想，我在這個活動學到的是，唯有

放下歧見，接納他人，才能帶來整個地區的進步與繁榮，以及最重要的，人民的

安樂。 

 

這是「高加索總理」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