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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稱：保加利亞－是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上的一個國家。它與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馬其

頓、希臘和土耳其接壤，東部濱臨黑海。 

屬歐洲聯盟(EU)之一。也屬地中海聯盟。 

   
    國旗              國徽 

 

國家格言國家格言國家格言國家格言：Съединението прави силата （翻譯：團結就是力量） 

國國國國    歌歌歌歌：《親愛的祖國》（Mila Rodino） 

 

保加利亞地理保加利亞地理保加利亞地理保加利亞地理 

巴爾幹山（Стара Планина，意為老山）將保加利亞分為北部的多瑙河平原和南

部的色雷斯低地。西南部是羅多彼山脈，其穆薩拉峰高 2925 米是保加利亞和巴爾幹半島的最

高點。 

向東保加利亞濱臨黑海，多瑙河是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的界河。 

保加利亞屬溫帶大陸性氣候，東部受黑海的影響，南部受地中海的影響而有地中海式氣候。 

 

保加利亞交通保加利亞交通保加利亞交通保加利亞交通 

保加利亞是中歐與中東之間的一個重要中轉國家。其鐵路和公路網密集。索非亞、普羅夫迪

夫、瓦爾納和布爾加斯擁有飛機場。後兩者是重要海港。 

 

保加利亞人口保加利亞人口保加利亞人口保加利亞人口 

88%的人口信奉保加利亞東正教，約 10%信奉伊斯蘭教。約 85%的人口屬保加利亞人，約 10%

屬土耳其人。都市化程度是 65%。許多人離開保加利亞，全國出生率小於死亡率。 

 

保加利亞經濟保加利亞經濟保加利亞經濟保加利亞經濟 

1989 年與蘇聯的經濟聯繫失落後保加利亞的經濟受到巨大打擊。人民生活條件下降 40%。聯

合國對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經濟制裁給保加利亞也帶來了衝擊。1994 年經濟開始得到恢復，

但由於不充足的經濟改革和不穩定的銀行系統，1996 年經濟再次垮台。從 1997 年起經濟得

到恢復。2003 年人民生活水平有望恢復到 1990 年代前的水平。 

保加利亞傳統上是一個農業國，玫瑰、酸奶和葡萄酒歷來在國際市場上享有盛名。工業目前

以食品加工業和紡織業為主，旅遊業近年來也有所發展。保加利亞是中歐自由貿易協定組織



的成員。 

 

保加利亞文化保加利亞文化保加利亞文化保加利亞文化 

保加利亞擁有長久的合唱的傳統，其合唱隊是非常有名的。 

保加利亞是酸奶的故鄉，有一種乳酸桿菌名字就叫「保加利亞乳酸桿菌」。保加利亞人為本國

悠久的酸奶文化自豪。保加利亞酸奶呈凝固狀，潔白而柔滑細膩，將酸奶盒倒置也不會傾瀉

出來。喝保加利亞酸奶一般不加糖，初入口感覺很酸，但仔細品嘗，頓覺香濃可口，回味無

窮。對保加利亞人來說，一日三餐可以不吃肉，但酸奶可是必不可少的。據當地的一項調查

顯示，保國人一天能喝三四罐 400 克裝的酸奶，人均每月消費的酸奶達 28千克，是全世界酸

奶消費最多的國家。 早在上個世紀初，俄國著名科學家米奇尼科夫在研究了世界 30 多個國

家人口壽命情況後發現，保加利亞的百歲老人比例最高。他發現保加利亞人的膳食結構里，

飲用酸奶的數量居各國之首。 

「巴爾幹」一詞在保加利亞享有很高的聲譽，因此許多企業、旅館都以此為名。 

 

保加利亞又稱玫瑰之國保加利亞又稱玫瑰之國保加利亞又稱玫瑰之國保加利亞又稱玫瑰之國 

保加利亞國花 

保加利亞主要的玫瑰產地是位在國土中央的登薩河谷，此谷素有「玫瑰谷」之稱。北面高聳

挺拔的巴爾幹山脈擋住了來自北方的寒冷空氣，而溫暖濕潤的地中海氣流沿著河谷一路吹進

來，帶來了充沛的降水。暖濕的氣候與肥沃的土壤，為玫瑰花的生長提供了最適宜的環境條

件，長達一百多公里的河谷則幾乎種滿了玫瑰花。經過 300 多年培植，盛產 7000 多種玫瑰，

成為吸引各國旅客的旅遊勝地。 

保加利亞有種卡贊勒克玫瑰，相傳是女神用自己鮮血澆灌出來的，特別紅，異常香。其實這

種玫瑰原產亞洲，6世紀末才傳入當地。 

每年六月初的第一個星期日為傳統民族節日玫瑰節，人們到玫瑰谷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他

們認為絢麗、芬芳和雅潔的玫瑰花象徵著保加利亞人民的勤勞、智慧和酷愛大自然的精神。

玫瑰遍身芒刺是保加利亞人民在奧斯曼帝國和德國法西斯面前英勇不屈與堅韌不拔的化身。 

 

保加利亞政治保加利亞政治保加利亞政治保加利亞政治 

保加利亞的總統是全民直接選舉的，任期為 5 年，此後可以再被重選一次。總統是國家首腦

和軍隊最高指揮官。總統也是國家安全諮詢委員會的首席，他沒有立法的權利，但可以將一

個法律駁回讓議會再次討論。通過多數決議議會還是可以讓該被駁回的法律生效。 

保加利亞的議會，國民議會（Narodno Sabranie）採取一會制，共 240議員，任期是四年。一

個黨派必須獲得 4%的選票才能進入議會。議會有立法、批准政府開支預算、計劃總統選舉、

選舉或撤除總理、宣戰、決定在國外駐軍和批准外交協議的權利。 

在 2001 年 6月 17日的大選中新組織的「西美昂二世國民運動」獲得 42.7%的選票。其首領，

保加利亞的末代國王西美昂·薩克斯科布爾格茨基宣布要在 800天內明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為此他要提高薪水，以及降低稅收率。此外許多人希望他的得選可以吸引外來投資。 

2004 年 3月 29日保加利亞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保加利亞與歐洲聯盟進行加入談判，希

望能夠在 2007 年加入歐洲聯盟。歐盟已於 2006 年九月批准其於 2007 年一月加入歐盟。2007

年 1月 1日正式加入歐盟。 



 

保加利亞行政區劃保加利亞行政區劃保加利亞行政區劃保加利亞行政區劃 

保加利亞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下分 28 個地區（Област） 

 

保加利亞歷史保加利亞歷史保加利亞歷史保加利亞歷史 

現在的保加利亞北部相當於古代默西亞東部，而保加利亞南部相當於古代色雷斯北部。保加

利亞古代居民為色雷斯人。公元 1 年前後此地成為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分屬色雷斯省與默西

亞省。隨後拜占廷帝國將其繼承。 

6世紀大量斯拉夫人來到這裡，與少量由阿斯帕魯克（Аспарух）汗率領，從黑海北

岸與北高加索遷移到梅西亞的講突厥語的保加爾人融合，產生了保加利亞人。681 年，阿斯

帕魯克汗擊敗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與之立約，正式獲得拜占廷之多瑙河以南、巴爾幹

山脈以北地區，建立保加利亞第一帝國（約 681 年~1018 年）。此後三百年間，保加利亞是一

個強大的獨立帝國，其勢力足以與拜占廷抗衡。 

保加利亞-拜占廷戰爭因保加利亞人向色雷斯境內的拜占廷堡壘索取貢金而引發。755 年，保

加利亞首領泰萊茨（Телец）入侵拜占廷，遭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五世（718 年~775 年）

擊退。759 年在馬切爾萊、763 年在阿其亞魯斯，保加利亞連遭敗績。767 年簽訂和約。于 761

年稱汗的泰萊茨，計劃于 772 年突襲拜占廷，但為拜占廷獲悉。兩軍作戰至 775 年君士坦丁

五世死去。 

780 年，戰事再起，拜占廷皇后伊林娜（752 年~803 年）向北奪取了保加利亞部分領土，而

保加利亞汗卡達姆（Кардам）則迫使拜占廷在 792 年恢復向保加利亞納貢。 

809 年，拜占廷皇帝尼斯福魯斯一世（？~811 年）攻陷保加利亞首都普利斯卡。保加利亞汗

克魯姆（Крум）（？~814 年）多次求和，均遭嚴拒。然拜占廷內部發生奪位鬥爭，803

年~810 年又對法蘭克的查理曼作戰，導致力量分散。811 年，保加利亞夜襲，尼斯福魯斯陣

亡，頭骨被克魯姆做成酒杯。813 年的威爾西尼基阿戰役中，拜占廷將軍亞美尼亞人利奧率

亞美尼亞軍隊臨陣嘩變，拜占廷皇帝麥可一世（811 年~813 年在位）大敗。利奧隨即篡奪帝

位，稱利奧五世。817 年，利奧在邁塞姆布里亞戰役（米山布里亞戰役）擊敗保加利亞，迫

其簽下 30 年和平條約。保加利亞汗鮑里斯一世（Борис I）（852 年~889 年）于 864 年

改稱大公，865 年接受東正教為國教。 

889 年，因貿易權衝突，戰事又起。894 年，保加利亞大公西蒙|西緬（Симеон I）（？

~927 年）擊敗希臘軍。895 年，在拜占廷唆使下，阿爾帕德（840 年~907 年）率馬扎爾人進

攻保加利亞。西緬與南俄的遊牧民族佩切涅格人結盟，擊敗馬扎爾。阿爾帕德被迫逃離黑海

故土，攻入多瑙河流域，奪取當地斯拉夫人的土地，在今天的匈牙利境內建立了王朝。而西

緬擊敗馬扎爾人後揮軍南下，在 896 年取勝。897 年，拜占廷求和，向保加利亞繳納年貢。 

913 年，西緬自稱沙皇（Цар），率軍進逼君士坦丁堡，簽訂苛刻的城下之約，滿載貢金，

不戰而歸。拜占廷隨即發生宮廷政變，皇后佐伊（906 年~920 年）奪權成功。914 年，西緬

出軍佔領馬其頓、阿德里安堡、阿爾巴尼亞，又于 918 年試圖奪取希臘北部與帖撒利亞（希

臘東部）。此後 5 年間，西緬 4 度圍攻君士坦丁堡，均因海上力量不足，無功而返。927 年西

緬死去，戰事告一段落。西緬因其功績被稱為西緬大帝（Симеон Велики）。 

981 年，拜占廷皇帝巴西爾二世（958 年~1025 年）入侵保加利亞，被保加利亞沙皇薩穆伊爾

（Самуил）（？~1014 年）擊敗於索非亞附近。986 年，薩穆伊爾入侵帖撒利亞，佔領



拉里撒與都拉基烏姆，並趁拜占廷內訌之機，向保加利亞以東擴張。巴西爾率軍奮力抵抗，

996 年在保加利亞首都奧赫里德、斯佩切依奧斯擊敗保加利亞。1003 年，巴西爾奪回希臘和

馬其頓。1014 年的貝拉西察戰役中，巴西爾全殲薩穆伊爾主力，1.5萬保加利亞人被俘。巴

西爾殘忍的將每 100名保加利亞戰俘中的 1名剜去一目頭前帶路，99名剜去雙目魚貫相隨，

遣返回國。薩穆伊爾見此，驚駭而死。 

1018 年，被稱為「保加利亞人的屠夫」的巴西爾，將保加利亞併入拜占廷，但允許其自治。

1040 年，薩穆伊爾之孫 P·德爾詹(Петър ІІ Делян) 發動獨立戰爭，在貝爾格勒被

擁為沙皇，與皇族親王阿魯西安努斯共同執政。獨立軍進攻拜占廷的塞薩洛尼基城，被擊退，

隨即內訌再起，阿魯西安努斯伏擊德爾詹，剜去其雙目。1041 年，獨立戰爭被鎮壓下去。 

1072 年，薩穆埃爾外曾孫康斯坦丁·博京(Константин Бодин)自立為彼得三世

（Петър III），繼續反抗拜占廷。 

1185 年，彼得四世（Петър IV）、伊凡·阿森一世兩兄弟（Иван Асен I）率領

保加利亞人再次起義，迫使拜占廷于 1187 年承認其獨立，保加利亞第二帝國（1185 年—1396

年）建立起來。1261 年，拜占廷進攻保加利亞，奪取安其亞魯斯港與邁塞姆布里亞港。1265

年，拜占廷皇帝麥可八世（1224 年~1282 年）出軍奪取保加利亞海莫斯（巴爾幹山脈）以南

領土，回軍途中遭伏擊，被生擒，被迫許諾歸還兩港。由於麥可八世食言，保加利亞 1272 年

出軍但失敗，從此放棄了安其亞魯斯港與邁塞姆布里亞港。 

 

受拜占廷的影響受拜占廷的影響受拜占廷的影響受拜占廷的影響，，，，保加利亞人信奉保加利亞人信奉保加利亞人信奉保加利亞人信奉東正教東正教東正教東正教。。。。今天今天今天今天，，，，大多數保加利亞人仍然信奉大多數保加利亞人仍然信奉大多數保加利亞人仍然信奉大多數保加利亞人仍然信奉東正教東正教東正教東正教。。。。保加保加保加保加

利亞的文化也受到拜占廷的深刻影響利亞的文化也受到拜占廷的深刻影響利亞的文化也受到拜占廷的深刻影響利亞的文化也受到拜占廷的深刻影響。。。。 

在 1389 年的科索沃戰役和 1396 年的尼科堡戰役後，保加利亞失去獨立。成為奧圖曼帝國的

一個行省。19世紀後期，在瓦西爾·列夫斯基的領導下，獨立運動興起。1878 年，俄土戰爭

後，在俄羅斯的幫助下保加利亞獨立，成立保加利亞王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加利亞站在德國的一邊。二戰後它被划入蘇聯的勢

力圈。1946 年，廢除君主制，成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後來成為華沙條約組織的一個成員。

最後一任君主西美昂二世後來於 2001 年獲選為共和國總理。 

 

隨著蘇聯的瓦解，1990 年保加利亞決定實行多黨制，11月大國民議會決定將國名改為保加利

亞共和國。華沙條約組織解散後，保加利亞於 2004 年 3月 29日加入北約。通過政治和經濟

的改革，她於 2007 年 1月 1日成為歐洲聯盟的一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