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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和 相 关 的 理 论
做 比 较 。 因 此 我 不
如 说 “ 中 国 文 学 研
究 ” “ 中 国 历 史 、 经
济 研 究 ” 等 。 当 然 俄
罗 斯 汉 学 早 已 有 这 种
趋 向 ， 例 如 瓦 西 里 耶
夫 院 士 ( 王 西 里 ) 1 8 8 0
年 出 版 的 《 中 国 文 学
史 纲 要 》 ， 属 于 世 界
各 国 文 学 史 纲 要 的 丛
书 ， 把 中 国 文 学 当 作
世 界 文 学 的 一 部 分 ；
苏 联 时 期 的 研 究 更 不
用 说 ， 具 有 较 大 的 跨
学 科 性 质 ； 但 以 前 俄
罗 斯 汉 学 学 者 还 是 缺
乏 其 他 大 学 科 的 学 术
培 养 。 希 望 以 后 的 情
况 会 改 善 。 另 外 ， 我
觉 得 汉 学 家 也 得 关 注
当 代 情 况 ， 研 究 古 代
时 也 要 考 虑 到 对 于 当
代 生 活 、 文 化 的 作 用
和 价 值 。 这 样 汉 学 才
会 赶 上 时 代 ， 进 入 新
的发展阶段。

中 新 社 记 者 ： 俄
罗斯汉学研究在促进
中俄文化交流方面发
挥着何种作用？

白 若 思 ： 在 促
进 俄 中 文 化 交 流 过 程

中 ， 俄 罗 斯 汉 学 作 用
较 大 。 当 然 ， 一 开 始
俄 中 文 化 交 流 主 要 表
现 在 物 质 文 化 交 流 方
面 。 早 期 的 俄 中 关 系
以 商 队 贸 易 为 主 ， 俄
罗 斯 进 口 很 多 中 国 商
品 ， 中 国 也 对 俄 罗 斯
有 毛 皮 等 材 料 和 物 品
需求。

彼 得 大 帝 认 识 到
俄 中 交 往 重 要 性 ， 决
定 发 展 跟 清 朝 的 外 交
关 系 。 他 在 北 京 建 立
东 正 教 传 教 团 ， 主 要
目 的 是 为 外 交 服 务 而
非 传 教 。 东 正 教 传 教
团 此 后 成 为 俄 罗 斯 汉
学 的 摇 篮 ， 彼 得 大 帝
有 很 大 贡 献 。 1 8 世 纪
至19世纪，俄罗斯汉学
虽 发 展 较 慢 ， 但 取 得
了 一 些 重 要 成 果 ， 例
如 ， 翻 译 了 一 些 中 国
经 典 ， 并 介 绍 给 普 通
俄 罗 斯 读 者 。 苏 联 时
期 翻 译 的 中 国 文 学 作
品 ， 包 括 很 多 童 话 、
神 话 、 现 代 小 说 等 ，
提 供 了 更 多 有 关 中 国
文 化 和 百 姓 生 活 的 知
识 ， 激 发 了 俄 罗 斯 人
对 中 国 文 化 的 兴 趣 。

俄 罗 斯 汉 学 家 的 研 究
著 作 也 在 这 方 面 有 重
要 贡 献 。 大 部 分 学 者
持 论 公 允 ， 熟 悉 中 国
情 况 ， 在 自 己 的 研 究
和 科 普 文 章 里 较 全 面
地 描 绘 出 中 国 人 民
劳 动 、 奋 斗 的 历 史 画
面。

中 新 社 记 者 ： 你
的汉语水平很高，是
如何“炼成”的？你
与世界上的其他汉学
家交往频繁，能否谈
谈对世界汉学研究的
概观？

白 若 思 ： 我 大 学
读 的 汉 语 专 业 ， 另 外
2001年至2002年、2008
年至2009年曾在北京访
学。2006年至2010年，
我 在 美 国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读 博 士 ， 大 开 眼
界 。 但 说 实 话 ， 仍 很
难 对 西 方 汉 学 的 当 代
总 体 发 展 作 出 评 价 。
总 的 来 说 ， 不 管 在 北
美 还 是 欧 洲 国 家 ， 都
能 看 到 旧 传 统 的 衰
落 ， 同 时 也 能 看 到 出
现 了 新 的 发 展 趋 势 ：
新 的 研 究 方 向 与 研 究
角 度 。 例 如 ， 现 在 北
美 有 很 多 学 者 主 要
研 究 中 国 地 方 文 化 、

社 会 特 点 ， 使 用 人 类
学 、 社 会 学 等 学 科 的
研 究 方 法 ， 这 种 现 象
也 基 本 符 合 中 国 本 土
历 史 、 文 化 研 究 的 新
趋 势 ， 例 如 ， 所 谓 “
历 史 人 类 学 ” 最 近 在
中 国 学 术 界 已 变 得 很
有名。

中 新 社 记 者 ： 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能否用三个关
键词来概括中国文化
对世界的贡献？

白 若 思 ： 大 家
都 知 道 中 国 “ 四 大 发
明 ” ( 造 纸 术 、 指 南
针、火药、印刷术)，
当 然 还 有 很 多 其 他 发
明 ， 如 茶 叶 、 丝 绸 、
瓷 器 等 ， 这 些 都 对
世 界 文 明 做 了 很 大 贡
献 ， 但 这 些 主 要 代 表
物 质 文 化 方 面 。 论 及
中 国 文 化 在 精 神 方 面
对 世 界 文 明 最 大 的 贡
献 ， 我 会 选 择 儒 家 思
想 、 唐 宋 诗 词 和 中 国
传 统 绘 画 这 三 个 “ 关
键词”。

早 在 1 7 世 纪 至 1 8
世 纪 ， 儒 家 经 典 就 开
始 被 翻 译 成 西 欧 的 语
言 ， 对 西 欧 启 蒙 时 期
思 想 的 影 响 很 有 名 ，

在 俄 罗 斯 也 有 一 定 影
响 ， 促 进 了 俄 罗 斯 社
会 、 法 律 、 政 治 等 理
论 的 发 展 。 儒 家 许 多
道 德 观 念 如 仁 、 义 、
礼 、 智 、 信 等 有 普
遍 价 值 ， 也 较 容 易 被
外 国 人 理 解 。 唐 宋 诗
词 也 有 很 多 翻 译 早 已
引 起 西 方 人 的 注 意 ，
帮 他 们 了 解 中 国 传 统
文 人 的 审 美 观 、 世 界
观 、 生 活 和 娱 乐 方 式
等 。 由 于 篇 幅 小 ， 题
目 具 有 普 遍 性 ， 且 推
广 美 德 、 仁 爱 ， 唐 宋
诗 词 较 容 易 被 纳 入 世
界 文 学 遗 产 。 中 国 绘
画 和 相 关 的 图 像 也 很
早 被 引 进 欧 洲 ， 曾 于
1 8 世 纪 初 被 俄 罗 斯 一
家 博 物 馆 收 藏 。 中 国
绘 画 特 别 是 山 水 画 ，
风 格 独 特 ， 引 发 西 方
艺 术 家 和 观 众 关 注 ，
并 对 欧 洲 美 术 发 展 形
成 一 些 影 响 。 因 为 没
有 语 言 障 碍 ， 中 国 美
术 会 更 容 易 被 国 外 观
众 接 受 ， 能 向 异 国 普
通 人 直 接 介 绍 中 国 美
丽 的 自 然 环 境 与 古 老
风 俗 ， 使 世 界 文 化 变
得 更 丰 富 多 彩 ， 更 多
元。(完)

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
中新社发 雪魂 摄

东西问｜白若思：俄罗斯汉学
如何促进中俄文化交流？(下)

参观者欣赏中国绘画。中新社记者 谢光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