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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孕育生长于黄河——长江、伏尔加河流域的两大文明，各以其独特民族风貌与鲜明的地域特色而彰显
于世，彼此之间又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关联。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中俄文化交往史上的无数动人景观已成过去，然而，华夏文明却无声地渗入一
代又一代俄罗斯作家的精神创造中，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激起阵阵
回响。
让我们以此书为向导，拂去历史的风尘，走进中俄文化双向交流互动的五彩缤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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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介之，安徽庐江人，1952年生。
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4年曾前往俄罗斯科普希金语言学院访学。
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兼任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委员，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
文化观照》、《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编著有《外国文学教程》、
《高尔基》、《白银时代名人剪影》、《高尔基自传》。
在《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译林》等多家国内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计80余篇。
多次获得国家、省级各种奖项。
曾主持完成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目前正在主持省“十五”规划重点项目“中俄（
苏）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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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关于中俄文化交流的对话神交中国——俄国古典作家心目中的中国　1.希
诺瓦：俄国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像　2.奇异的国度：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　3.文化使者：东学西渐中
的俄国汉学家　4.生命留痕：浪漫诗人的中国情思　5.识见与偏见：19世纪俄国作家的中国纪实　6.永
恒的寻觅：托翁的终极追求与儒道墨学说熔铸风雨——俄国文学译介中的文化现象　1.初涉中国：从
俄人寓言到虚无党小说　2.改塑与重整：“施施东来”的名家与名著　3.别求新声：在冲决旧文化桎梏
的热流中　4.心灵交汇：俄国作家与中国新文学契合与碰撞——中国批评视野中的俄国古典作家　1.普
希金情结：华夏大地上的俄罗诗魂　2.解读经典：走近真实的果戈理　3.悠长的牧笛：中国文学批评的
屠格涅夫　4.跨越历史：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坛论争眷恋与沉思——20世纪俄罗斯作家视界中的中国文
化　1.寻找参照：索洛維约夫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考察　2.心仪诗国：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与中国诗歌文化
　3.面对神奇：巴赫金对中国文化的描述　4.“写意”与“假定”：梅耶荷德对中国戏剧艺术的接受凝
望与追寻——20世纪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渗透与回响——中国文化语境中的20世纪俄罗斯作家
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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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世纪前期的俄国是与彼得大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他推行的改革措施使俄国摆脱了中世纪愚昧落后的状态，开始跻身于欧洲大国之列。
这种改革也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
从30年代开始，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苏玛罗科夫、诺维科夫、杰尔查文、冯维辛和拉季谢夫等一
批作家相继登上文坛。
尽管这些作家的作品尚未产生世界影响，但是他们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俄国近代文学
是从他们开始起步的。
我们看到，“中国”这个词也屡屡出现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对于18世纪俄国民众来说，虽然中国仍是那么遥远，它的面目仍十分朦胧，但对这个词却已不陌
生。
在上流社会，这个词一度还颇为时髦。
这是因为17~18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中国热”正在对俄国产生深刻影响。
17世纪，随着中欧间海路的开通，体现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各种艺术品开始大量进入西欧，从而在西
欧(特别是法国)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情调”乃至仿效中国艺术的“罗科科”旋风。
而当时的俄国正处处以西欧为楷模，崇法思想十分严重，仿佛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复制品”。
这种“复制”的结果自然让“中国旋风”也很快席卷了18世纪的俄国，特别是上层社会和知识界。
　　当然，“中国热”的出现也与俄国内在的需要相关。
当时的俄国经过不断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已经伸及整个西伯利亚，中俄成了接壤的邻国。
前往中国的外交家、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逐渐增多。
以17世纪末至18世纪60年代初叶，俄国官方派出的经过西伯利亚前往中国的就有传教士使团5批，商
队12支，人数多达数千人。
这些人中有的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对中国的印象变成了文字，如季姆科夫斯基的三卷本《中国旅行
记》等。
18世纪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多达百余种。
有的刊物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中国情况，如《莫斯科电讯报》和《西伯利亚通报》(后改名为《亚洲通
报》)等。
这期间，从西欧翻译过来的这类文字也不少。
俄国科学院所藏的中国书籍也迅速增加。
这一切自然引起了俄国民众，特别是作家们对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浓厚兴趣。
　　如今能见到的18世纪俄国著名作家笔下的有关中国的文字已经不多。
然而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家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
　　在那一时代的不少俄国作家心目中，特别是那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作家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
理想王国，一个皇帝仁慈、政府清廉、法纪严明、百姓勤劳的国度，一个可以与虚伪的丑恶的俄国现
实相对照的道德的和哲人的国度。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作家诺维科夫(1744~1818)因介绍“中国思想”而与叶卡捷林娜二世发
生的一场冲突。
18世纪60年代，叶卡捷林娜二世也曾作出过拥护启蒙思想的姿态，俄国的社会思想一度比较活跃。
女皇为显示自己政治上的开明，创办了讽刺杂志《万象》，提倡“含笑地”嘲讽一些人性的弱点。
社会上讽刺杂志应运而生。
在这些杂志中，诺维科夫创办的《雄蜂》、《空谈家》和《画家》等最为出色。
可是，他的杂志所载文章锋芒毕露，直指社会弊端和“穿裙子带王冠的答尔丢夫”。
他的《雄蜂》创办于1769年，是18世纪俄国最优秀的讽刺杂志。
其刊首题词“他们劳动，你们却享受他们的果实”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启蒙精神。
就在　　这份刊物的第8期(1770年2月出版)上，诺维科夫刊出了《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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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程子”指的是宋代中国哲学家程颐(1033～1107)，他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文章的原题是《为太中上皇帝应诏书》，写于1065年，系程颐为其父亲起草的给宋英宗的奏折。
俄译文取的是其后半部分，由列昂季耶夫译出。
这一部分谈的主要是治国的方针和理想君主应该具备的条件，即“一日立志，二日责任，三日求贤”
。
以立志为首，因为“君志立而天下治”。
“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视，不迁
惑于众口”，“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或欲为而不知所措，或始锐而不克其终，或安于积久之
弊而不能改为，或惑于众多之论而莫知适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
　　刊登这篇“给皇帝的劝告”，表面上只是赞扬中国哲学家关于“君志立而天下治”的思想，而实
质上却在讽刺俄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所谓“开明政治”的许诺是“始锐而不克其
终”。
这里有这样一个背景：1867年，女皇声称要修改17世纪编的法典，给全国公民以平等、自由和法律。
她召集成立了“新法典编撰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尚未真正开始工作，就因涉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而被解散。
因此，文中的这段话：“假如你的主意还未打定，而且意志也不够坚强，那你就可以知道，不但你不
要改革政府，恐怕连改革你自己都很困难。
”其针对性就很强了。
诺维科夫还在译文的后面加上了这样的似褒实贬的文字：“由于我们伟大女皇的圣明治理、她对臣民
的关怀备至和不倦的辛劳，由于她树立了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提倡科学艺术，更由于她知人善任、执法
如山，她的恩情真如江河经地、无所不在。
总之，由于她所有的不朽业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这位中国哲学家活到现在的话，他就
不必写这篇劝告给皇上，他只要劝告皇帝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后尘就可以进入永恒之宫了。
”①这样的讽刺文字当然会激起女皇的强烈不满，《雄蜂》杂志被迫停刊。
　　同年7月，诺维科夫又创办了刊物《空谈家》。
在这份刊物的第2期上刊登了《中国汗雍正皇帝给儿子的遗嘱》一文。
此文原为《雍正遗诏》，系1735年清朝皇帝雍正写给弘历等太子的遗嘱，载《大清世宗宪实录》，由
列昂季耶夫译出。
文章的内容是雍正对他的继承者该如何治理国家的告诫，主要涉及勤政为民和惩恶扬善的一些原则，
诸如“勤求治理，扶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乐”，
“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勿为奸诈谄媚之徒所欺，勿信邪恶之言，为人君
者修德，国家自得安康太平”等。
这样的原则自然不错，在如此“开明、仁慈”的皇帝的治理下的国家岂不就是18世纪启蒙作家所盼望
的理想王国吗?诺维科夫当然要为之张扬。
与此相对照，女皇统治下的俄国现实就太令人失望了：“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
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欺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
”这段文字出现在刊载《雍正皇帝传子遗诏》的同一期刊物上。
②中国皇帝的上述训诫之词对于俄国的女皇来说不是也很管用吗?这当然大大刺激了叶卡捷林娜二世，
而更令她气愤的是编者刊登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暗示她交权的用意。
此前叶卡捷琳娜曾声称她将在儿子16岁时将皇位传子，而1770年她的儿子巴维尔正好满16岁。
诺维科夫如此的越轨之举，使得他的杂志只能再次以停刊而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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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或外国作家与中国、在中国，外国文学在中国、与中国)，这一类跨文
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命题，并非当代新设的课题。
事实上，自中国文化进入异域他乡，特别是18世纪以降，中国文化步入基督教文化圈，东西方全然不
同的两种文明发生真正实质性的碰撞之后，“异域作家与中国文化”，便鲜明地提到了中外学界面前
，成为前辈学者不断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虽然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外学者才以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来正视这个命题，但经过漫长岁
月的积累、开掘，它已发展为国际比较文学界长盛不衰的传统课题。
面对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所引发出的愈来愈大的冲击，对外国文学所产生的愈来愈深的影响，每一个
敏锐而自觉的比较文学学者在自己的学术探求中，事实上也难以回避这一课题。
且不论，与中国有着悠久交流传统的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融于周边文化的儒道佛各家
，经过演化融合已经成为周边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如处于地球另一端的西方国家，
当17世纪来华传教士把中国文化带回欧洲大陆之后，对欧陆启蒙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及由此而形成一
股席卷整个欧洲的“中国文化热”，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欧美许多大作家和思想巨子，如伏尔泰、孟德斯鸠、莱布尼兹、列夫，托尔斯泰、歌德、席勒、
爱默生、梭罗、庞德、奥尼尔、哥尔斯密、黑塞、卡夫卡、布莱希特、克罗岱尔、谢阁兰、圣—琼·
佩斯、亨利·米修⋯⋯等等，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滋养。
国内外学者就此提供的研究成果可说是难以数计，单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始作俑者而言，就
有粱宗岱之于中法、范存忠等之于中英、陈铨之于中德、季羡林之于中印、戈宝权之于中俄等均有卓
具建树的奉献。
其中，如陈受颐的《18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方重的《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范存忠
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钱锺书的《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陈铨的《中德文学
研究》等便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
　　前驱们这些学术开拓，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为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效法的榜样。
新时期我国年轻的比较文学学者，在钱锺书、季羡林、范存忠、杨周翰、贾植芳等这些先驱者的带领
和鼓舞下，在前辈开拓的领域里辛勤耕耘，结出了相当丰硕的果实，致使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
的研究也成为我国比较文学界所乐于探求的重要课题。
　　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
“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一近乎古老而传统的课题，之所以在新世纪要特别重新提起，那是近代
人类文明交流发展的态势所决定的，是时代和学术发展所使然。
我们认为，对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进行整体研究，及由此而对人类文明交流发展作总体历史审视的时
机已经到来。
我所以诚邀海内外学界同仁共创纱卜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套大型丛书，正出于这种认识。
　　一方面，我国比较文学界前辈在他们的拓荒开创中，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活生生
的榜样，为我们进行整体研究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仿效的范例；另一方面，时代前进的脚步和学
术发展的态势，不仅催发着我们要为新的时代需要不断地开拓前进，同时也要解决时代源源不断地向
我们提出的新的思想资料和新的问题，亟待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
研读前驱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注意到，他们下力最多贡献最大的，主要集中于18世纪前后这一
段时期中外文化与文学遭遇、汇通的历史梳理与发掘，但对19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更为波澜壮阔的撞
击交流的史实却涉及甚少，甚至尚未触及，这就为我们要进行的总体研究留有拓展的广阔空间。
　　在刚刚走过的20世纪的途程中，伴随着东西方文化日趋频繁而密切的交往与对话，伴随着新的思
维观念、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新的方法论的突破，特别是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汹涌澎湃的
历史潮涌，所有这一切，事实上也为我们对人类文明交流发展的历史审视和整体研究，廓清了道路，
拓开了一个绝佳的学术场地。
正是这两方面的“遇合”，才助咸了我们创设这套丛书的学术期待，即通过国别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
的疏理，力图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碰撞、交融的精神实质，从而在人类文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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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互补共存的大背景下，揭示出中外文学关系史中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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