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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
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比个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问
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
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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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一个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双头鹰，一个是雄
居亚洲大陆的东方龙；一个深受东正教文化的熏陶，一个传承着儒家文化的精华⋯⋯俄罗斯和中国比
邻而居，却又迥然不同；各谋发展，而又共为强者。
双头鹰究竟如何看待东方龙？
本书从历史源头入手，深度探讨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既注重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思考，也不乏
对历史资料和文化现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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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俄罗斯自我意识在另一层面上可以理解为荣格所说的集体图像（Collective Image）。
①它具有两种不容忽视的功能：（一）它具有不断外化的功能；（二）它是一种俄罗斯建构中国形象
的解释系统，具有解释功能。
先讨论第一点，作为集体图像的俄罗斯自我意识具有不断外化的功能。
荣格的集体图像的提出和延伸有一个过程，略为梳理该过程有助于理解俄罗斯自我认识的外化作用。
1945年荣格作系列讲座的第四讲，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梦，他提出：“对一个意味深长的梦的讨论，
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个，如果只停留在个人范围内，是绝不够的。
这种梦包含着一种原型（Archety pallmage），这总是表明，做梦者的心理状态决不是只局限在个人的
无意识中，他的问题不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了，而是触及到一般人类的问题了。
鬼怪的象征就说明了这一点。
”②1936年荣格还提出了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概念，他认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必然会
自发地出现在个人的心理中，尤其是藉梦、幻觉、妄想等消极想象和创造性的积极想象而显现出来。
③荣格的集体图像说的意义在于，他指出在人类（当然也包括在单个的民族）中某种集体图像是会通
过一些单个的人不断表达出来。
俄罗斯人的关于世界想象和其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使命的集体图像，不断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历史文献、
个人著作和言论中，成为影响俄罗斯与其它民族关系的一种重要的潜在因素。
比如关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想象，首先以书信的形式出现在15世纪末，其后经过普希金、波戈金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演化，到20世纪依然具有其强劲的外化力量；比如在勃洛克著名的长诗《十二
个》中彼得格勒街头的赤卫队员宣称：“我们要叫所有的资产阶级吃吃苦，我们要煽起世界的大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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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本套丛书中，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研究是个“难题”，不仅问题复杂，而且作者也“复杂”。
首先是问题复杂。
俄罗斯是另一个西方，如果说美国是西方中的西方，俄罗斯则是西方中的东方。
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传说可以上溯到12世纪的史诗《伊格尔远征记》中提到的国家“希诺瓦”和“契丹
”，但清晰的中国形象要到17世纪俄罗斯的使节出使清朝和18世纪西欧的“中国风”东渐俄罗斯。
此后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出现了三种套话：“哲人之邦”、“衰朽之邦”、“兄弟之邦”。
“哲人之邦”的形象类型出现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启蒙思想中美化、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进入
俄罗斯。
现代俄罗斯的中国形象多受西方的影响。
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同样在俄罗斯思想界获得反响。
俄罗斯文化界，不管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是一致的：中国形象从道德高
尚、制度开明的“哲人之邦”转向停滞腐败、专制无能、野蛮堕落的东方帝国。
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素来与俄罗斯帝国特有的文化政治传统相关，是俄罗
斯文化身份确认与地缘政治想象的产物。
研究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无论如何不能忽略贯穿俄罗斯历史的扩张主义思想与激情。
“衰朽之邦”是现代俄罗斯扩张主义思潮的产物，分享着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东方主义想象
；而苏联时期的“兄弟之邦”形象，则是“红色帝国”苏联的全球战略格局的想象性实现，甚至继承
了“第三罗马”与“斯拉夫帝国”的文化传统。
在从十月革命到中苏交恶的近半个世纪里，中俄之间的政治友谊代替了文化敌意，新中国建立后，中
国一度成为“兄弟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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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是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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