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期

一九九七年

华 侨 大 学 学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JO U R N A L O F HU A Q I A O U N IV E R S IT Y

( P H IL O S O P H Y A N D S (兄 IA L SC IE N C E E D IT IO N )

俄罗斯引进中国文化的四次热潮

李 明 滨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 了俄 国从 17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末三 百年间引进中国文化的四

次热潮
。

随着中俄文化交流的 不断深入
,

从设支
、

仿造 中国景物和 中国建筑
,

收藏和研

究中国文物
,

译介和研 究中国文化典籍
,

到大规模
、

有来统地翻译中国古代直至现 当

代的文学著作
,

使得中国文化和儒学思怒对近现代俄国社会产生 了广泛而深入的影

响
。

中俄之间早就有文化来往
,

如果从我国清代康 熙皇帝和俄国彼得大帝当政年间
,

即 17 世

纪末开始有定期往来
,

形成交往制度算起
,

那么中 国文化传入俄 罗斯也有三百年了
。

其间 曾造

成俄罗斯引进中国文化的 四次热潮
。

第一次热潮
:

18 世纪

彼得大帝在 18 世纪初实行改革
,

厉行欧化政策
,

把俄国人的 目光引 向西欧
。

那时的西欧早

已同 中国建立海上交通
,

尽量传播有关中国 的信息
,

引 进中国的文化与文物
,

并在 1 7
、

18 世纪

逐渐形成
“
中国热

” 。

俄国模仿西欧
,

大致与西欧同步掀起了
“
中国热

” ,

主要表现在俄国首都圣

彼得堡宫廷和上流社会热衷于中国文物
、

建筑艺术和工艺品
,

民间注意搜集丝绸织品
、

饰物
、

瓷

器
、

漆器
,

知识界则注重中 国传统文化经典
。

一时间成了 文明的时尚
。

18 世纪一百多年间当政

的三位沙皇有力地促进了
“
中国热

” 。

彼得大帝 ( 18 世纪初叶在位 )建立
“

珍品博物馆
” ,

展藏世

界 珍奇古玩
,

并亲 自搜集 中国 文物藏品
,

其女儿伊丽莎 白女皇于 18 世纪中 叶在位 ( 1 7 4 1一
1 7 6 1) 期间

,

一辆辆大车装满从中国采购的屏风
、

漆雕桌子
、

餐具
、

大红灯笼
,

直至丝绸
、

木器等
,

穿过遥远的西伯利亚
,

连绵不断驶向彼得堡
,

以致人们用
“
伊丽莎白的中 国格调

”
来形容当年的

盛况
。

第三位是叶卡捷林娜二世女皇 ( 18 世纪下半叶在位 )
。

她的
“
中国热

”
劲头大大超过两位

前任
。

修建和扩充皇家园林里的 中国式建筑
,

使之形成规模
,

写诗宜扬中国皇帝
,

提倡传播中国

古代文明
。

在叶卡捷林娜二世 当政时
,

俄国报刊发表宜扬中 国理想皇帝的文章
,

如翻译宋朝程颐 《为

太 中上皇帝应诏书 》 (俄文标题译为
:

《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 》 )和清朝 《雍正帝传子遗

诏 》
。

女皇受这种气氛的影响
,

也宣告要实行
“

开明专制
” 。

她同其
“
法国老师

”
启蒙主义者伏尔

泰等人通信
,

时常谈论 中国
“

理想的吏治
” ,

称颂 中国 皇帝为
“
我可爱的彬彬有礼的小眼睛邻

居
” 。

还写出滑稽可笑的法文小诗
: “
中国皇帝 /饮酒微酣 /作起可笑的鬼脸… …

” 。

在俄 国首次引进中 国文化的热潮中
,

成果最明显
,

而且足以传之久远的
,

是散布在彼得大

帝
、

伊丽莎白女皇和叶卡捷林娜二世女皇各 自的皇宫
、

离宫或行宫诸处园林里的 中 国景物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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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皇家园林中的诸多中国建筑
。

圣彼得堡以 风景优美著称
,

同时也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博物城
。

它自 1 7 0 3 年建市以来
,

就注

意广采各国古今建筑艺术
,

搜 罗世界珍奇文物
,

建设东西方风格的景致和种类繁多的博物馆
。

人在彼得堡街上走
,

随处都可以遇到美丽的去处
,

几乎是五步一景
、

十步一馆 ;
盛景之多

,

令人

眼花缭乱
,

目不暇接
。

这个美丽的国际都会中
,

其中国景物
,

著名的有
:

1
.

涅瓦河畔
、

彼得大帝屋前的中国石狮

石狮之多
,

在中国 已不足为奇
。

每一个大而重要的机关
、

单位
,

甚至商场
、

公司
,

门前都要安

放一对石狮
,

很是风光
。

但在彼得堡街头唯一的一对中国石狮
,

却构成了 出名而重要的风景点
。

在市中心彼得大帝住过的小木屋前
,

面向涅瓦河的斜坡上
,

滋立着一对蹲式中国石狮
。

狮

身连台座高约 3 米
,

台座之下的石头大台荃也有 3 米高
。

这样一对大石狮雄踞在涅瓦河岸上
,

相当雄伟
。

两只石狮相隔约 2o 米
,

中间是十几级宽大的石阶
,

由河岸缓缓降至河边
。

1 7 0 3 年建

市时只有小木屋
,

后来续建了石阶
,

意在使小木屋 (通过涅瓦河 )与外界相连
,

显得通达
,

以表现

彼得的开拓精神
。

但光有石阶
,

总显得有所欠缺
,

所 以在二百年后才增设了石狮
,

景致就活起来

了
。

那是因为吸取了中国的传统观念
:

在王宫或府邸
,

以及寝陵的门 口设置石狮
,

寓意在护卫和

镇守
,

有保护神之意
。

如今人们乘船从涅瓦河上过来
,

远远地就看到这对石狮在为彼得大帝守

门
,

看望着他走 向海洋的通道
。

查阅石狮的来历
,

它可是地道的中国产品
。

其台座两侧刻有一行斗大的汉字
: “

大清光绪三

十二年+ 月毅旦
” ,

后侧刻有产地
“
吉林

” 。

台基则用俄文刻有如下字样
: “
狮子” 于 1 9 0 7 年 自满

洲的吉林市运抵圣彼得堡
” , “
步兵上将尼古拉

·

伊凡诺维奇
·

格罗杰科夫之贡品
” 。

这同美术

院大楼前面的那对古埃及 出土的人面狮身石雕 (系一位俄国驻外使节购得运去的 )
、

海军部大

楼前的一对俄罗斯大石狮三者相映成趣
。

它们的来源
、

国别不同
,

形态姿势各异
。

一个是蹲式
,

另一个呈俯卧式
,

第三个为行走式
,

但一起展列在市中心的滨河岸上
,

组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

供人们游览参观
。

这使人既感到这座城市的博物馆愈识相当浓厚
,

搜求展品务求种类齐全
,

又

看到 中国的文化产品 已和彼得堡的文化环境融为一体
。

2
.

彼得宫的中国花园和 中国室

城郊的沙皇离宫— 彼得 (大帝 )宫占地约一千公顷
,

始建于 18 世纪初叶
。

背依丘陵
,

面向

芬兰湾
,

华丽的宫殿
,

优雅的花园
,

依山势建成的阶梯喷泉
,

无数镀金的希腊神话人物雕像
,

一

切显得美丽壮观
。

这里有许多东方格调的园林
。

坡下花园中就有生动传神的巨龙喷泉— 一

条彩塑镀金的巨龙张牙舞爪
,

状欲腾飞
,

强劲的泉水从龙 口喷射出来
,

极为壮观
。

离此地不远就是一座
“
中国花园

” ,

它建成于 1 7 6 6 年
。

内有贝壳形和花瓶形两座喷泉
。

依

照中国 园林的风格
,

在有限的空间内集中了许多景致
:

假山怪石
、

曲径通幽
、

小桥流水
、

花圃 树

丛
、

大理石雕像
。

不过已略带欧化的风格
,

在东方格调的园林里居然塑造了两尊男女爱神
。

彼得宫内的
“
中国室

”
设于中心宫殿里

,

分为东西两间
。

均建于 1 7 6 6一 1 7 6 9 年
。

在中 国室

四周墙壁挂有中国画屏
。

在黑色漆底上有烫金烫银的画幅
,

山水人物齐备
。

室内陈列瓷瓶木器
、

雕花桌椅
、

各式古玩
,

均来 自中国
,

为中国所制
。

地板用名贵木料拼花铺成
。

在西中国室
,

同样

是拼花木地板
,

均用植香木
、

乌木
、

柠檬木等来 自中国或东南亚的名贵木料
。

天花板饰有彩绘
,

悬挂中 国大吊灯
。

室内饰物里最引人注 目的是南墙一幅大型漆底木雕画
:

《满洲旗人村营 》七个

汉字清晰可见
,

画中有楼宇
、

旗帜
,

上操的士兵行列和威武的骑马军官
。

那件大型彩绘的磁质取

暖火炉
,

也使人感受到浓厚的中国氛围
。

3
.

喷泉楼里的中国客厅和花园的中 国亭

彼得堡市中心区
,

有彼得大帝及其宠臣们各 自建造的许多花园式洋楼
,

里面都少不了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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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物
。

彼得大帝有夏宫
、

夏花园
,

同夏花园毗连的是谢列梅捷夫喷泉楼
,

楼内设有
“
中国客厅

” ,

完全按中 国格调装饰
,

一应摆设均为中 国器物
,

它是举行假面舞会和招待会的场所
,

伊丽莎 白

女皇就经常出入其间
。

花园里的水池边建有一座 中国亭子
。

这类花园洋楼如今多数辟为博物馆
,

仍保留历史的风貌
。

象离喷泉楼不远的舒瓦洛夫宫有
“
蓝客厅

” ,

摆满 18 世纪的大大小小中国彩色花瓶
,

用中国丝绣
、

绒绣夜盖的家具
,

成套的石雕
,

包括玉石
、

黄晶
、

水晶
、

紫晶
。 “
园客厅

”

里摆放描金的中国雕椅
、

中国棍具
,

书房也是中国家具和

小摆设
。

1 7 3 5 年还曾 以从中国移植来的植物为主开辟了俄国第一个国家植物园
。

4
.

皇村里的中国亭和中国 桥

从 1 9 3 7 年起改名为普希金市的彼得堡卫星城
,

是当年的皇村
,

系因普希金曾在皇村上学

而改的名
。

皇村始建于 18 世纪初
,

是一处宏大的宫殿建筑和公园
。

后来由彼得大帝
“

馈赠
”

给

妻子
,

曾充当几代沙皇的行宫
。

叶卡捷林娜二世女皇即位后
,

于 1 7 7。 年实行改建
,

扩成叶卡捷

林娜宫
,

又增辟了叶卡捷林娜公园
。

女皇同时为其孙子
,

即未来的亚历山大皇帝在相邻处造了

一座占地 20 。 公顷的亚历山大公园
。

这三处都设有中国景致
,

而且至今仍然保持景点
。

女皇宫 内二层楼上辟有
“
中国蓝色客厅

” ,

在油漆的蓝色墙上镶有中国画和涂金木雌
,

厅内

陈列均为中国器物
、

古董
。

宫中有一只清代皇帝赠送沙皇的北京红漆大花瓶
。

女皇的公园古木参夭
,

浓荫蔽 日
,

奇花异木
,

茅舍石雕
,

人工的造设和夭然的风景融为一

体
,

在清水涟漪的湖畔
,

建有一座很大的
“
中国亭

” 。

系两层的建筑
,

一层为园形宫式
,

两厢各一

侧室
,

第二层为四周立有 12 根园柱的凉亭
,

屋顶是凉亭式塔顶
,

上面竖立一面黄龙旗
。

中国亭

色彩鲜艳
,

与湖泊组成一大景观
。

亚厉 山大公园内的
“
中国桥

”
建于 1 7 8 5 年

,

位于公园深处的一条连通各湖泊的小河上
,

为

石砌的拱形桥
,

桥面宽阔
,

可容几个人并行
,

至今仍为旅游景点
。

园内本来还有规模很大的
“
中

国城
” ,

可惜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

目前仅遗断坦残墙
。

关于中国景物
,

还有一处在彼得堡远郊的奥兰宁包姆 (今罗蒙诺索夫城 )内的
“
中国宫

” ,

建

于 1 7 6 2一 1 7 6 8 年
。

第二次热潮
: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

如果说上一次热潮的显著成果是建立中国景物
,

那么这一次热潮的重要收获则是茉藏中

国文物和译介 中国文化典籍
。

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
,

《大学 》
、

《中庸 》等
“
四书

” 、 “
五经

” ,

以及《道德经 》等诸子百家以摘

选
、

语录的形式出现俄译本
,

同时把《三字经 》
、

《千字文 》列为汉语
、

汉学院校的教材
。

至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
,

则大量收集中国民间年画
、

挖掘敦煌文献和西夏文物
,

分期分批

运往彼得堡
,

藏入各类博物馆
。

俄国收藏文化展品之富当属 国家博物馆
“

埃尔米塔 日 ” ,

俗称冬宫博物馆
,

系利用旧皇宫冬

宫建成的
。

宫 内展品逾 27 0 万件
,

在欧洲可与法国卢浮宫相媲美
。

每年接纳观众 3 5 00 万人以

上
。

在彼得堡的这座博物馆内分 6 个部
,

其中的东方国家文化艺术部设有
“
中国文化艺术厅

” ,

占 1 3 榔个陈列室
,

收藏大量中国艺术品
,

从元代至清末的各种瓷器
,

从明代至清末民初的各种

漆器
、

珐娜器皿
、

景泰蓝
,
2 0 世纪的彩色泥塑民间玩具

、

民 间剪纸
、

民 间年画
,

各个朝代的石刻
、

木雕艺术品
,

红木家具和各式各样的文房四宝
。

很有意思的是御药房里那只 中国大陶罐
,

据说

明
,

那是彼得大帝订购去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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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中国 民间年画不但数量多
,

而且题材广
,

品种全
。

民俗画如各种神像
,

包括门神
、

财神
、

灶神
。

风俗画如过年
、

结婚
、

喜庆
、

祝寿
、

民间游戏等
。

也有美人画
、

年历画
、

山水花鸟 画
。

以 小

说
、

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年画如 《三国演义 》
、

《水浒传 》
、

《西游记 》
、

《说唐 》
、

《说岳全传 》
、

《封神演

义 》
、

《红楼梦 》
、

《二度梅 》
、

《三侠五义 》等
。

晚清年画则有大量以 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

题材 的
,

如《台湾军船图 》
、

《炮打 日本国 》
、

《法国攻北宁
、

刘帅获全胜 》
、

《捉拿楼俄奸审问正法 》

等
。

据专家鉴别
,

其中有许多年画属于中国 国内 已经失传
。

1 9 9 1 年 由两国学者合作编选的 《苏

联藏中国 民间年画珍品集 》 (以 中
、

俄文本在两国出版 )首次把 2 00 多幅在中国 已失传的年画公

诸于世
。

如清代杨柳青盛兴画店印制的大型《红楼梦 》年画
: 《藕香榭吃螃蟹 》

,

画贾母
、

史湘云
、

王熙凤
、

彩云等二十三裙钗和宝玉在一起
。

又如早期木刻画精品《四美图 》
,

画有汉代赵飞燕
、

班

姬
、

王昭君和晋朝绿珠四位古代美人
。

俄国几代学者都重视搜集中国 民间年画
,

这是它藏品数量多的一个原因
。

曾任科学院院长

的科马罗夫年轻时在上世纪末就来到我国东北搜集中国年画
,

并回国首次举办中国年画展
。

苏

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年轻时在本世纪初来游历华北五省及南方沿海城市
,

搜集年

画为数五千幅左右
。

他经过长时间研究
,

著有《中国 民间年画— 民间画中所反映的旧 中国的

精神生活 》一书
。

当代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并以 中国年画专题在欧美
、

东南亚各地讲学
。

译介文化典籍从 19 世纪下半叶形成规模
。

应该说
,

俄 国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是

引进图书
。

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华近二百五十年
,

每届 团员中都有人受命购书
,

还有外交人

员或专程来华人员进行搜购
。

同 时也有政府间的赠送或交换
。

据统计
,

仅彼得堡的
“
亚洲博物

馆
”

就藏有中国古籍 o7 多万册
。

如今莫斯科的
“
中 国学图书馆

”
所藏也不在少数

。

两处所藏书

籍种类多而且珍贵
。

仅以 《红楼梦 》为例
,

各种刻本
、

抄本达六十多种
,
1 9 6 4 年发现其中有一种

《石头记 》手抄本
,

是前所未 闻的版本
,

为我国 已有 的 12 种《红楼梦 》抄本之外
,

增添了第十三

种
。

该书为 o8 回本
,

系 1 8 3 0 年 由传教士团一位成员带去的
。

不久前 已用 《列宁格勒藏抄本 (石

头记 ) 》为书名影印出版
,

在国际红学界引起轰动
。

这些文化典籍三百年来 由汉学家陆续作过翻译和介绍
,

但 ”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工作
,

重

点放在诸子百家等文史哲典籍
。

18 世纪初已译出 《大学 》
、

《中庸 》
、

《孟子 》
。

随后又译出《道德

经 》
,

” 世纪中叶
,

汉学家瓦西里耶夫院士写出论著《东方的宗教
:

孺
、

释
、

道 》
,

综述中国古代的

文化思想
。

至 20 世纪以来
,

包括 《孙子兵法 》
、

《易经 》
、

《管子 》
、

《论语 》等诸子百家均有了全译本

或选译
,

《左传 》
、

《商君书 》等也有翻译和研究性的学术专著
。

至于大学和汉学专科里的课程
,

凡

涉及古代厉史
、

文学和文化 思想的教材
,

都选入这方面的著作 (片断
、

选摘 )进行全面的讲授
。

第三
、

第四次热潮
:

本世纪 50 和 80 年代

两次均表现为大规模译介文学作品和进行文化交流
。

文学翻译
,

诗词类从 《诗经 》到清诗
,

甚至
“

五四
”
以后的新诗都有人翻译

。
1 9 5 7 年出版的四

卷本 《中国诗选 》 (费德林编选 )就全面系统地译出古今历代名诗
,

该译本流传最广
。

俄译诗选中

《诗经 》
、

唐诗和现代新诗为三个重点
。

屈原
、

陶渊明
、

李白
、

杜甫
、

王维
、

白居易
、

陆游等均出过俄

译 单行本
,

有的出单行本不止一种
,

如杜甫有 2 种
,

陶渊明 2 种
,

王维 2 种
,

白居易多达 6 种
。

戏

曲类包括译作最多的是本世纪 60 年代出的 《元曲 》
,

共选译关汉卿的 《窦娥冤 》
、

《望江亭 》
、

《单

刀会 》
,

白朴的 《梧桐雨 》
、

《墙头马上 》
,

马致远的 《汉宫秋 》
,

康进之的 《李逛负荆 》
,

李好古的 《张

生煮海 》
,

石君宝的 《秋胡戏妻 》
,

张国宾的 《合汗衫 》
,

郑光祖的 《倩女离魂 》
。

此外
,

明清名剧洪升

的 《长生殿 》
、

孔 尚任的 《桃花扇 》
、

汤显祖的 《牡丹亭 》
、

王实甫的 《西厢记 》都 已有了俄译
。

5 0



小说类的俄译本最多
。

早在 1 83 2年从法文转译了《好述传 》
,

之后直接从汉文译出了 《聊斋

志异 》
,

到本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章回小说的名著都翻译出版了
。

如 5o 年代出版的 《红楼梦 》
、

《三

国演义 》
、

《水浒传 》
、

《西游记 》
、

《镜花缘 》
、

《儒林外史 》
、

《老残游记 》
,

60 年代出版的 《孽海花 》
、

《 今古奇观 》
、

《说岳全传 》
,

70 年代出版的 《金瓶梅 》
、

《三侠五义 》
,

8o 年代出版的 《平妖传 》
、

《 肉

蒲团 》
。

其他如笔记小说 ( 《搜神记 》
、

《浮生六记 》
、

《剪灯新话 》
、

《阅微草堂笔记 》 )
,

平话诗话 ( 《新

编五代史平话 》 )
,

宝卷变文 ( 《普明宝卷 》 ) 等等都有不少作品译成俄文
.

现代文学翻译的规模更大
,

尤其在 o5 年代达到高峰
,

著名作家都出了俄译选集或单行本
,

如鲁迅 ( 《选集 》四卷 )
、

茅盾 (三卷集 )
、

老舍 (两卷集 )
、

郭沫若 (两卷集 )
、

瞿秋白 (两卷集 )
、

巴金
、

曹禺
、

艾宵
、

张天翼
、

丁玲
、

周立波
、

赵树理等
,

曾在中 国广泛流行的现当代小说如《把一切献给

党 》
、

《青春之歌 》
、

《三千里江山 》
、

《人到中年 》
、

《芙蓉镇 》
、

《围城 》等都很快就译成了俄文
。

当代

作家诗人如刘心武
、

蒋子龙
、

冯骥才
、

湛容
、

张抗抗
、

公刘
、

苏叔阳
、

黄永玉等的作品也及时被译

介
。

俄国介绍 中国文学规模大
、

历史久
,

尤其在前苏联时代有统一的规划和执行计划
,

并有组

织地进行
,

因而译作 已形成系列
,

以致从 o8 年代初启动了一个大工程
,

即出版
“
中国文学丛书

”

4。 种 (每一种包括一卷或数卷 )
,

囊括了从古代《诗经 》到 o2 世纪中期的当代文学名著
,

多数旧

译重新修订
,

并组织新作的翻译
,

此项工程计划本世纪 内完成 ( 由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等机

构负贵 )
。

此外
,

O8 年代更注意中国反映改革开放的文学与文化产品
。

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政府间的文化协定和 民间交流两个渠道进行 (在 o5 和 o8 年代政府间

的协定都是在原苏联的柜架中实施的 )
。

当年的合作与交流范围十分广泛
,

形式多种多样
,

包括

互派代表团访间
、

互派留学生和进修人员
、

互派艺术团演出
、

互相举办文化艺术展览
、

文化电影

周
、

互聘专家讲学
,

以及互相参加对方的学术会议
、

文化体育比赛等等
。

中国文化
,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具有很高的声望
。

在历史上
,

著名作家普希金
、

托尔

斯泰都曾给予热情的称颂
。

在当代
,

传统文化甚至影响到 o9 年代的俄国社会
。

俄国加强了汉

学家协会的活动
,

并且新成立了孔子研究会
,

在俄国宜传新孺学
。

俄国的汉学家们凭藉东亚国

家
,

包括 日本和
“
四小龙

”

等国家及地区经济腾飞的实例
,

阐释儒学对于国家现代化的促进作

用
。

他们设想借用儒家宜扬的管理思想以解救苏联解体后俄国经济
、

社会的危机
。

或者沿用孔

子所主张的
“
为人之道

”
和

“
为政之道

”
以治理社会混乱的顽疾

。

因而一个时期以来
,

许多中国文

史哲经典 (以 《论语 》等诸子百家为主 ) 重新出版俄译本
,

经常性或定期的
“ 中国文化

”
学术研讨

会不断举行
。

这使人感到在 O9 年代
,

俄国汉学界似乎又出现了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热
,

由此再一

次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