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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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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民族性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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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150080)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除了地理因素、自然因素外, 在其民族

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键时期发生的重大

事件,对其文明特征、民族性格的影响巨大。一个

民族的文化在其民族性格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不言

而喻,而俄罗斯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除了遵循自

己内部规律、保持自己的本色外,与外来文化的交

流、吸纳、借鉴、涵化和融合,对其文明特征、民族

性格形成的意义不可低估。人类有史以来,不同

文化便开始了跨越民族、种族和国家进行交流,任

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

影响。古罗斯处于东西方交汇的多种先进文

化 ) ) ) 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
化 ) ) ) 包围中, 其民族性格中的冒险进取精神,坚

韧不拔、勇于牺牲和勇于追求自由的品格以及/弥

赛亚意识0、扩张性、依赖集体、崇拜权威、好走极
端、两面性等特征,都与其历史上外来文化的进入

关系密切。

一  留里克王朝的建立与
    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影响

  关于古罗斯国家的起源有不同的学说,其中有

代表性的为诺曼建国说,认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

瓦兰人帮助古罗斯人建立了国家(留里克王朝)。

诺曼人即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早出现

的文字记载是在受其侵袭的西北欧修道院文献

中,他们被称为/维京人0。人们认为/维京人0是
/海上流浪汉、入侵者、征服者,狡诈、勇敢和残忍

的人0¹。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人以

捕鱼和抢劫为生,他们有出色的航海技术,掌握着

武器制造工艺。凭借着这两点及其强烈的冒险精

神,从 8世纪开始了对外征服活动。

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分为三支: 丹麦人、挪威人

和瑞典人,他们分别向西、向东扩张。其中的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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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被称为瓦兰人)来到东欧, 并很快充当起了

斯拉夫人的首领。瓦兰人在帮助古罗斯建国的同

时将富于冒险和进取的精神也带给了罗斯民族。

俄罗斯的古典文献5往年纪事6中记述了瓦兰
人建立古罗斯国的史实。在/ 852 年0项下记载:

我们这块地方/开始叫作罗斯土地,,0。在/ 859

年0项下记载: /来自海外的瓦兰人(³±ÂÑ́i)是古

罗斯时期人们对来自北欧的诺曼人(¿ÀÂ¾±¿º)的

称呼。向楚德人, 也向斯洛文人,也向默里亚人,

也向维西人, 也向克里维奇人¹征收贡物。而哈

扎尔人则向波利安人,也向塞维利安人,也向维亚

迪奇人收缴贡物, ,0。在/ 862 年0项下: 楚德

人、斯洛文人、克里维奇人和维西人/把瓦兰人赶

过海去,拒绝向他们纳贡,并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

事务。但是他们没有章法, 互相攻讦, 开始闹内

讧,彼此间开战。于是他们说: -让我们找一位王

公来统治我们,按照规矩来治理吧。. 于是他们过

海到瓦兰人、罗斯人那里。就是这么称呼那些瓦

兰人的 ) 罗斯人,就像有的人叫瑞典人,有的人叫

诺曼人, 有的人叫盎格鲁人, 还有人叫哥特人一

样,那些人就这么个叫法。楚德人、斯洛文人、克

里维奇人和维西人说: -我邦地大物博, 却无秩序。

请去做王公, 治理我们吧。. 有兄弟三人率其族人

准备动身,并带领所有罗斯人前往。于是他们先

来到斯洛文人那里。建了一座城叫拉多加º, 长

兄留里克(�ÐÂº¼)便留在拉多加城, 老二西涅乌

斯(�º¿¶ÅÃ)留在白湖城,老三特鲁沃尔(�ÂÅ³ÀÂ)

在伊兹波尔斯克。罗斯土地就是由于这些瓦兰人

的缘故而得名0»。

关于俄罗斯建国的起源, 目前仍无定论。诺

曼说自诞生之日起虽然始终伴随着两派不同观点

的论战,但它作为一种史学理论直到 19世纪末一

直在俄国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 苏联时期被压制

下来,苏联解体后又被重新提及。俄罗斯历史学

家利哈乔夫就认为, 瓦兰人的应召入俄以及留里

克王朝的建立对俄罗斯文化产生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和军事体制等方面。/在

俄罗斯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

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0¼, 11~ 13世纪罗斯的政治

制度是大公国和实质上起限制大公权力作用的民

族市民大会的混合政权½。而/ 罗斯的大公 ) 市

民大会制度是北日耳曼大公军事组织与罗斯本土

的市民大会制度相结合而成的0¾。

二  /罗斯受洗0与拜占庭文化的影响

公元 988年/罗斯受洗0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重

要事件,改变了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精神的历史范

式,决定了俄罗斯民族性格最重要特征和文化的

基本构成,拜占庭的基督教组成了古罗斯文化价

值观念的核心。

拜占庭文化有自己的独特风貌。首先, 希腊

文化为拜占庭提供了文化思维的基础和范畴, 呈

现出希腊特色。其次, 拜占庭文化又是典型的基

督教文明,作为国教的基督教对人民的影响巨大。

再次,拜占庭中世纪的文化也吸收了罗马政治制

度文化中的多种要素, 罗马人为其提供了政治制

度和法律思想,其法律是融入了自己的特色的罗

马传统的延续。最后, 阿拉伯人以及其他的东方

民族为这一文化提供了科学和哲学的因素¿。

基辅罗斯建立于公元 862 年, 100 年多后,公

元 988年/罗斯受洗0, 从拜占庭引进了东正教。
东正教传入的同时, 也将拜占庭的文化带到罗斯。

算起来,此时应该是俄罗斯民族的儿童时期,正是

其民族性格形成之时。一个民族最本质的性格特

征都是在其早期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确定的。在接

受东正教之前,俄罗斯文化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具

有代表性特征的文化类型或模式。东正教和拜占

庭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

其民族性格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一)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可见于各个

方面,文字、文学、建筑、艺术、教育和图书馆事业

等。文字能克服语言时空局限来记载和传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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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是一个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载体,是

文化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古罗斯文字的创始

人为基里尔兄弟,出于传教的需要,兄弟俩在希腊

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新的字母, 用来记录和

表达斯拉夫人的语言。罗斯接受基督教后,基督

徒做礼拜要念诵经书, 基里尔兄弟将用他们创造

的文字所翻译和编撰的祈祷文献和宗教著作引入

罗斯。从此,基里尔字母在罗斯逐渐被普遍采用。

古罗斯文化的发展直接受惠于基里尔字母的创造

和译作的引进。同时传入罗斯的还有标点符号、

制造书写材料如兽皮纸、墨水、颜料的技术以及书

籍装订的技术。文字的诞生对罗斯民族语言发展

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罗斯积累文化知识、文字

和书面文化的快速发展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并且

为加强东斯拉夫各部落的联系, 进而将各部落统

一为国家打下了基础。

古罗斯的文学形式也发端于拜占庭。编年

史、演说词、使徒行传等文学体裁随同东正教一起

传到罗斯。罗斯最早的编年史5往年纪事6就是模

仿拜占庭的年代纪事史书。为了满足传教布道的

需要,教会文学活跃,为罗斯人提供精神和道德食

粮,客观上促进了罗斯文学的发育。代表性的优

秀作品有伊拉利昂的5法与神赐说6、伊阿科姆的

5弗拉基米尔颂6。

东正教的传播需要大量的神职人员, 为了培

养完成圣礼和教育教徒的神甫, 罗斯开办了大量

的学校,培养了罗斯第一批知识人士。这些学校

是谓俄罗斯早期教育的雏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的建筑艺术和绘画艺

术。东正教被定为国教后,作为信仰与精神化身

的教堂便在古罗斯各地兴建起来。教堂的建筑风

格及装饰自然追随拜占庭教堂的模式, 拜占庭教

堂的模式起初几乎被原封不动地搬进古罗斯。教

堂集建筑、雕刻、绘画艺术三位一体, 所以教堂的

建筑艺术成为了罗斯建筑、绘画和雕刻艺术发展

的直接促进因素。作为教堂内装饰的重要组成的

壁画、圣像画成为俄罗斯绘画艺术辉煌乐章的第

一个音符,启发了罗斯人的精神生活。

在古罗斯, 第一个圣像画艺术流派形成于公

元 10世纪末至 11 世纪初期, 起因是建造、装饰

/十亩0教堂,在这里工作的有希腊建筑师和其他

工匠,对流派形成起了很大影响作用。第二个古

罗斯绘画流派形成于 1030~ 1040年间,主要原因

是建造和装饰圣索菲亚教堂, 需要更多的画家合

作来完成这些繁杂的壁画、马赛克镶嵌画、圣像画

等多种画种的绘制和制作。马赛克镶嵌画、壁画、

圣像画在古罗斯基辅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

里希腊艺术家带着古罗斯学生一起工作,形成了

古罗斯基辅绘画流派, 从技术和直观上熏陶着一

代代俄罗斯艺术家,培养了一代代的艺术家。可

以说,东正教教堂艺术的深刻影响贯穿了古罗斯

的艺术发展史¹。

(二)拜占庭文化和东正教的传入对俄罗斯民

族性格的影响

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

专制思想和制度的确立。如前文所述, 拜占庭处

于东西方交融之处, 而且其文化思想基础来源于

基督教的、罗马的和古希腊的文化。尤其是早期

拜占庭文化形成时期, 其统治者竭力弥合基督教

与古希腊罗马的矛盾, 在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之

间进行取舍,为了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所做

的努力最终成为拜占庭文化的特色并固定下来。

/用来建立在某种整体的框架内把意识、文化和思

想现实保持住的连接物。这种文明的连接物中最

重要的是专制君主的神圣权力, 非法制的君主专

制国家的思想,表现在不同的官僚制度中的严格

的权力等级的思想等。0º

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解释, 艺术是一个民族

为解释、表现和享受生活而对他们自己想象力的

创造性运用»。古罗斯早期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内,其建筑、绘画、文学创作,从形式到内容无

不受到拜占庭文化的巨大影响,直到现在,俄罗斯

现代艺术创作中还保存着拜占庭文化的印记。文

化本身就包含着对生活的解释和理解。古罗斯接

受了拜占庭文化, 也同样接受了这种文化对生活

形成的一些观念。并且,艺术本身又具有快速有

效传播思想、观念的作用。早期的俄罗斯绘画多

以宗教内容为题材, 民众就是通过这些绘画,直观

地了解、理解东正教教义的。教民们置身于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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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穹的教堂里, 环绕在宗教题材的壁画和圣像画

前,交流并分享着感情和生活体验,接受着教会对

国家、大公(沙皇)权力的定义, /君权神授0、/第三

罗马0等理论在潜移默化中深入到人们的头脑之
中,融入进了民族的血液之中,忠君、顺从、忍耐、

怜悯以及/弥赛亚意识0带来的上帝选民意识、扩

张性等民族性格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形成,成为民

族的整体无意识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最终形成是多种因素决定

的,但是, 宗教因素, 即基督教的选民意识、对上帝

的绝对服从意识、末日拯救意识、绝对精神自由意

识等对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深层影响却是最为根

本的。作为一种信仰, 东正教已融入到俄罗斯人

的血液中,以东正教信仰为核心的文化模式成为

左右俄罗斯民族行为的基本准则, 民族的思维方

式、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习俗、精神气质、心理和

性格等许多方面都可以在东正教中寻到根源。尤

其是/第三罗马0理论连同东正教中的/ 弥赛亚主
义0、基督/感化天下、普济众生0、建立/千年王国0

等教义一起深深渗入到俄罗斯人的思想中,共同

铸就了其民族强烈的/救世0历史使命感。
东正教的聚合性与俄罗斯古老的村社集体生

产方式的结合,使服从于集体、国家、政权及其代

表者的集体性、集体主义精神成为俄罗斯民族性

格的主要特征; 基督教教义中的戒律与村社生产、

生活原则的吻合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道德标准;

东正教上帝之爱的怜悯情感和村社中的同情心共

同造就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同情弱者的善良一面

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俄罗斯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

传统。生活在村社中的农民们被教导向往着上帝

的爱,一般人的理想即为, 生活在沙皇的/父亲般

的关怀0下,爱和尊敬一切人, 包括亲近的人和疏

远的人及自己的仇敌, 宽恕有罪的人和有过失的

人,因为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流了鲜

血,每一个人都有着上帝的形象¹。在实际生活

中,人们在村社中互相帮助,还热情地接待借宿的

陌生人,包括乞丐,总是同情弱者和受苦的人。

俄国历代统治者都利用东正教强化政权, 巩

固沙皇制度。在东正教的培育下, 人们形成了这

样一种观念:皇帝不仅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 而且

是圣者,是上帝的代理人,是人民的保护者。/弥

赛亚意识0和/第三罗马0理论不仅强调了俄罗斯

国家权威,而且再一次强调了君主的力量和权威。

普通民众坚信只有把上帝、君主和人民的力量融

为一体,才能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他们不仅接

受专制,而且崇拜君主。人们一直期盼着救世主

的出现,期盼着在全知全能全善领路人的带领下

到达幸福的彼岸。这种观念遇到合适的情况,就

会为强有力的个人集权作出思想准备。

总之,拜占庭文化的引进, 使罗斯在农业、手

工业、语言文字、教育、科学、建筑、绘画等方面得

到飞跃发展,加速了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尤其

是俄罗斯文化由此获得了质的飞跃。最为重要的

是,罗斯接受基督教,使其文化被纳入了欧洲文化

范围,罗斯也接近了欧洲国家。可以说,接受东正

教引进拜占庭文化对罗斯未来文化发展的走向与

特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它的民族性

格。尤其是东正教对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民族

性格的影响巨大。

三  金帐汗国的建立与
   蒙古鞑靼文化的影响

  1240年 11月 19 日, 基辅沦陷, 俄罗斯进入

了蒙古统治时期。1243 年, 拔都定都萨莱, 建立

金帐汗国。蒙古汗国是一个典型的亚洲/封建军

事牧奴制0专制国家,大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集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于一身。

金帐汗国对古罗斯实施了严酷的政治、经济、

军事统治, 严重地影响了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金帐汗国对东正教的态度。蒙

古人在征服罗斯的军事战役中, 对待东正教人士

和财产毫不留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政权稳

固后,对东正教实行了怀柔政策。蒙古人统治时

期是教会影响扩大的重要时期, 修道院的数量在

鞑靼蒙古人统治俄罗斯的 240年间比此前罗斯受

洗到金帐汗国建立的 250年修建的增加了 2倍

多º。从 13世纪 50年代开始, 教会得到免税特

权。1267 年, 蒙古可汗向教会颁布特许状, 教会

由此获得了更多特权。/僧侣免纳贡赋,教会的各

种不动产宣布一律不得侵犯。而且在宣布以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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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侵犯者,应立即发还。僧侣免除一切劳役,而

且还有他们的所有家庭成员和管家0, /战争一起,

当下令从我们的兀鲁思征兵服役时, 教堂及彼得

大主教处的所有的人和僧侣都不得征兵0 ¹。除
经济特权外,教会还拥有对自己教会属地居民的

司法权。只有杀人、抢劫和有物证的盗窃案由王

公法庭审理,世袭领地的教会封建主自己管理属

地居民。可见教会有着特殊地位。

总的看来, 作为东方文化中比较原始落后的

草原边缘文化的代表,蒙古文化缺乏感召力, 金帐

汗国对罗斯持续 200余年的统治,对俄罗斯具体

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影响不大, 对俄罗斯的

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民族性格形成上。

(一)蒙古人隔断了俄罗斯融入欧洲的历史进

程,使之错过了欧洲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

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刻,成为资本主义最薄弱的

链条。

(二)蒙古人客观上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团

结、爱国、接受国家强权的催化剂。蒙古人的杀戮

和残酷压迫加快了俄罗斯统一的步伐, 促进了中

央集权制的形成。因为只有在强大国家的庇护

下,人们才能生存下来, 而摆脱外族奴役, 团结是

第一要务,同仇敌忾才能战胜金帐汗国。俄国著

名学者、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认为, / 罗斯围绕

着莫斯科的统一, 鞑靼人的功劳至少占到一

半0 º。俄罗斯人性格中坚韧不拔、勇敢顽强和敢

于牺牲、勇于追求自由的精神,在反抗和战胜残暴

的蒙古统治中逐一得到显现。

(三)历史学家沃纳德斯基说过: /蒙古国家建

立在个人无条件服从群体的原则之上。个人首先

服从氏族,然后通过氏族服从国家。0/蒙古人的这

个原则随着时间的进展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人

民,导致了一种全民为国家服役的制度,毫无例外

地要求所有人为国家服役。在蒙古人这一观念影

响下,俄罗斯国家在全民服役的基础上发展, 社会

各阶层都成为国家组织的一个特定部分,,这一
政治理论后来在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帝国时代被

发展成一种精致的设计,但其基础确实是在蒙古

统治时期奠定的。0»由此看来, 蒙古东方式专制

被吸收进了俄罗斯皇权思想中。所以我们说,表

面上,金帐汗国很少给俄罗斯具体的政治制度带

来什么变化,但莫斯科大公从金帐汗国的绝对权

威中进一步获得了绝对专制权力的概念,后来的

大公、沙皇对专制的理解和运用并不逊色于他们

的蒙古老师; 下层百姓也在 200 多年的蒙古专制

压迫下慢慢接受了专制思想, 甘于服从和奉献。

维尔纳茨基认为, 将蒙古入侵前后的俄罗斯即基

辅罗斯与莫斯科罗斯进行一下比较, 从中不难看

出蒙古的影响有多大。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教

权和民主权利三者是平等的, 民众对国家事务享

有发言权。在蒙古人统治 200多年后,情况却完

全发生了改变,莫斯科罗斯的王权急剧上升,社会

各阶级必须绝对服从沙皇,为沙皇效劳,并受到严

格控制,连从前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皇的

奴仆¼。

(四)蒙古人的统治提高了东正教在罗斯的地

位,加大了东正教在国家和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

的影响力。一方面东正教得到了鞑靼政权的特殊

政策, 并利用特殊政策为民众提供保护; 另一方

面,人民处于外族残酷的奴役之中,东正教教义可

以起到安抚人们痛苦的作用, 东正教渐渐成为俄

罗斯人的精神庇护所。尤其是东正教会在凝聚人

心、统一国家、反对蒙古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奠定了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专制制度精神支

柱的地位。

另外,俄罗斯人战胜蒙古统治的历史增强了自

己的民族自豪感,他们认为是罗斯挡住了鞑靼人的

铁蹄,罗斯人民用自己的痛苦换取了欧洲的安全,

拯救了欧洲人民。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 /罗斯人

是拯救者 ) 拯救人们免受蒙古压制的拯救者,他们

竭尽全力阻挡蒙古人,不许蒙古人进入欧洲, 他们

确实是保护欧洲的一座墙,承受了所有射击的一座

墙,被敌人摧毁了一半的一座墙,,0这种认识无

疑也增强了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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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彼得大帝改革与西方文化的影响

彼得大帝的改革对俄罗斯历史影响巨大, 俄

国由此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17世纪末到 18世

纪初,农奴制下的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很

落后。农业生产工具原始,在残酷农奴制的剥削

下,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农作物产量极低。工业

还没有建立完整的手工业体系, 全国仅有手工工

场 20余家。商品匮乏,交易量也很小。文化教育

水平落后,全国仅有两所教会学校,居民基本都是

文盲或半文盲。军队的战斗力落后于同时代欧洲

强国,装备落后,兵员素质都比较低。

蒙古鞑靼人对罗斯 200余年的统治, 使处于

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囿于东方文化的传统之中。伊

凡三世打败金帐汗国统一国家后, 开始恢复了与

欧洲的联系。从伊凡三世、伊凡雷帝,到鲍里斯#

戈都诺夫,再到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者们都对国

家进行了一些改革, 渐渐加强了与西欧文明的联

系,俄罗斯的文化社会生活开始发生一些积极变

化,为彼得大帝的改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7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 农奴制下的俄国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很落后。以彼得一世为代

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的落后状

况,决心仿效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制度, 实施自

上而下的重大变革, 试图抛弃传统制度和生活方

式,接受先进的西方文化。彼得大帝主要进行了

社会文化改革、国家机构的改革、经济改革、用人

制度的改革、军事改革、宗教改革、文化教育和科

学事业的改革。

除了以上各领域的改革, 将首都由莫斯科迁

往圣彼得堡也是彼得大帝全面改革的组成部分,

可称得上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迁都一方面

可以摆脱旧的封闭势力对改革的阻挠; 另一方面,

濒临波罗的海的新都又为其战略扩张、加速欧化

创造了条件。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对西方文化的引

进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和性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一)彼得大帝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最为引人注

目,其影响也更为深远。他打开了因袭封闭的俄

国通向西欧的门户, 让俄国人呼吸到了西方文化

的气息。他首先从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

式入手,以社会风气的变化带动全面改革,打破了

俄罗斯人闭塞守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他大

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清除俄罗斯人的愚昧,移植

西方文学艺术。科学的意义得到承认, 确立了地

位,从此科学成为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方向。引进

西方先进的文化为俄罗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成分

和活跃的因素,改变人们顽固不化的心理,为俄国

现代化的启动创立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因为传统

文化在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时便表现出一种巨大

的惰力,人们的思想要想从已成定势的旧体制中

挣脱出来,既需要来自主体内部的自省自识,更需

要来自外界客观的冲击和震荡, 西方先进文化在

俄国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的正是这一作

用¹。西方文化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生活方式、思

想方法、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渗透力特别大,对

西方文化的引进对后来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意义

尤其重大, 他们开始了对国家、政治、社会问题的

思考,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俄国的专制制度,开

始了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从十二月党人、别

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自

由0/民主0思想的传播及实践,到 19世纪 80年代

至 20世纪初, 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新一

代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把该理论与俄国

具体实践相结合, 都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对西方

文化的引进与传播。

(二)彼得大帝的改革对俄国历史、社会、民族

性格产生了巨大影响。是选择走西欧社会发展道

路,还是固守斯拉夫传统,增加了民族性格中的摇

摆性;强制性的改革也进一步加大了民族性格中

的极端性;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二重性矛盾也在

彼得大帝的改革后表现得更加强烈。

第一,这是由于其强制性的改革给俄罗斯文

化提供了更多有悖于传统文化的选择素材。

第二,强制性改革在短时间内进行依靠的是

沙皇的绝对意志和非常手段以及民众对当权者的

信任与服从,改革强化了民众对权威的服从与崇

拜。人们对改革的接受缺乏时间来消化、吸收和

领会,这时积淀在人民思想意识中的宗教崇拜和

权威崇拜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层社会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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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新事物怀着神圣的宗教般的感情予以承

认。/正是彼得大帝时代形成了后来俄罗斯文化

特有的将-俄罗斯灵魂.的宗教热情转向非宗教目

的的能力,也就是把俄罗斯灵魂的宗教热情转向

社会的科学的文艺的和政治的目的。0¹所以, 一

方面彼得改革将国家文化世俗化了,另一方面,又

将世俗神圣化了。宗教般的狂热使一些人迷失了

理性, 激进主义、极端行为的内容表现得更加丰

富:既有对历史、伟大人物的推崇备至, 也有对各

种思想流派主义的顶礼膜拜, 更有平民知识分子

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跟从, 对革命的狂热等等。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在俄罗斯历史文化、未来发展

道路问题争论中流露出来的对于己方原则立场的

绝对忠诚, 双方的刚性对立, 不能容忍异己思想,

就很能说明问题。抛开双方争论的具体内容,仅

以他们争论的态度和方式而言, 争论是在极端和

/相互激愤0之中进行的,有时争论本身似乎成了

争论的目的。

第三,改革加深了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

的隔阂。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文化及

其相应的社会心理, 下层普通民众仍生活在古老

的传统和文化中。不仅上下层国民的价值标准、

取向、理想的距离越拉越大,就是上层知识分子之

间关于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孰优孰劣的意见也针

锋相对。

第四,彼得大帝改革结出文化二重性的另一

个果实就是形成了重视国家与强调个性的矛盾冲

突。西方文化倡导的个性解放、个人价值的实现

被一部分知识分子接纳下来, 但彼得改革又是围

绕打造一个强大的帝国展开的, 实际上改革加强

了国家和集体的观念, 集体与个人的冲突在所难

免。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野蛮0, /在彼得的统
治下,国家利益扩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每一个

人自己的活动都被局限于国家利益的范围之内,

每一个人都没有自由, 这就是彼得改革的

代价。0º

最后,由于他的改革目的和改革成果主要服

务、服从于对外战争的需要,由此又增强了俄罗斯

民族性格中的扩张性成分。

五  /十月革命0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9世纪 40~ 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

想开始传入俄国, 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最早是由俄

国的民粹派译介到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劳动
解放社0为俄国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做

好了迎接工人运动的准备。

19世纪 80年代,俄国出现工人运动的新高

潮,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从中看到俄国无产阶

级的伟大力量,在俄国相继成立了一些马克思主

义小组。1888年,弗#伊#列宁参加了喀山马克

思主义小组。1889 年, 列宁迁居萨马拉, 从 1892

年起,列宁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在萨马拉

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并与其他地区的马

克思主义者建立联系, 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

播起了巨大作用。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密切了同

工人运动的联系, 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准

备了条件。

1895年,列宁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彼得

堡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0, 是谓未来政

党的雏形。在列宁和其主办的5火星报6的努力
下, 1903年 7月 30 日至 8 月 23日, 举行了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和普列汉诺

夫出席了大会。大会展开激烈争论, 最后通过了

列宁提出的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沙

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在选举中央委员

会组成人员时,分化出拥护列宁的多数派 ) 布尔
什维克和拥护马尔托夫的少数派 ) 孟什维克。布

尔什维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

党,是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俄国革命的领导

力量,领导了/十月革命0,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

有人说, 19世纪的俄国就像一位思考者。当

时的俄国知识分子, 对国家的社会现代性问题和

文化复兴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

他们不仅从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中探源, 还从西方

哲学家、思想家那里寻求答案,到西方文化中寻找

改造俄国社会的理论。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多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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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在其学说中找到了

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

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理论在俄国得

到广泛传播, 并经过俄国本土化改造和运用。苏

联的建立不仅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进程, 最终还影

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苏联建立后在经济、

政治、文化、法律制度方面的探索对俄罗斯民族性

格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经济制度的影响

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即国家所

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俄罗斯社会原本缺乏私有观

念和具有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得到

了强化。制度是用来规范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

处事原则的,集体、国家所有制是俄罗斯民族在其

谋生方式中起主要作用的核心因素, 集体所有制

模子锻造出的民族个性只能拥有集体主义特质。

苏联经济实行的是典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

理体制。主要表现为集中确定社会需求,集中计

划和决策,集中和高度行政化管理。不仅宏观经

济比例由国家严格规定,而且部门的、地区的,所

有的社会生产比例也都由国家确定, 具有高度计

划性;高度集中管理,由政府集中配置资源,集中

制定硬性价格, 集中管理人、财、物、产、供、销等一

切经济活动;国民经济计划通过行政指令性方式

实现, 由国家政权、行政机制的强制力推动经济

运转。

在国家建设初期,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奇迹,激发了俄罗斯

人对国家的自豪感, 深化了人们不计私利和自我

牺牲精神。但这种排斥市场经济的产品经济观也

逐渐暴露出致命的缺点。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

调节为基础来发展国民经济的现代经济体系。一

方面市场经济直接参与了社会、民族性格中理性

和妥协精神的建立。因为市场经济就起源于理性

的交换。人时刻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以满足

最大限度的需要, 但资源的有限性与无限需要的

满足处于矛盾之中, 迫使人们必须学会理性的算

计,力争以最小的机会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 并且

只能是在理性人之间进行这种交换。为了保证交

换的持续进行, 交换必须在相互妥协、合作中实现

互利互惠¹。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是建立公民社

会的经济基础, 只有依靠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大支

撑,公民社会才能对抗强大的国家得以确立。在

公民社会中, 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冲突可以在

合法的框架下得到统一和化解,这一过程,也需要

各方具有理性和妥协精神才能实现。所以,这一

过程也是理性、妥协精神养成的过程。

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运行体制,堵住了其通

往公民社会之路,在强大无比的国家面前,社会中

人的个性受压抑、遭抹杀, 个人无法公开地、直接

地、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追求个人利益,成为具有自

由平等意识的、有个性的独立个体。民众无缘市

场经济, 也就无缘公民社会,无缘理性、妥协的民

族精神。也就是说, 如果缺少市场经济这一课,理

性和妥协是无从谈起的。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

的苏联经济体制, 只能强化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极

端和激进的特征。

(二)政治制度的影响

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其特点

非常鲜明地体现在/议行合一0的苏维埃制度和高
度集权的国家管理机构中。国家的组织形式是苏

维埃制度,执政模式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党政不

分,党内高度集权,实行的是形式上的联邦制、实

际上的中央集权制。

权力来源同一,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苏维埃

制度的核心规范是/议行合一0原则。由于政治体

制中整个权力部门的不发达, 权力的垄断权实质

上落到了不经任何人选举的、不服从任何人监督

的执行权力机关的手中º。由于没有任何合法的

力量可以制衡执行权力机关, 最后权力异化于人

民。在高度集权和严格控制之下, 人民只有拥护

和服从领导和统治, 不仅失去表达个人意愿的权

力,也失去了对国家和集体的发言权,不仅失去了

发言权,而且失去了思考权。失去多样性的社会

有机体失去活力,停止进化,民族性格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被固化在了帝俄时期的那些带有宗法制传

统文化烙印的特征上了,而且这些特征还被进一

步强化,因为国家和最高统治者还刻意塑造了维

护其高度集权政治制度所需的民族性格,进一步

巩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集权主义、集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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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强化了个人对集体的依附,并延伸成为民族

成员对共同体人格化的依附。人民习惯依赖国

家, 愿意相信权威, 缺乏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能

力,如此, 也自然容易走极端和做出偏激的举动。

(三)文化制度的影响

苏联时期的文化方针政策是在政治上配合消

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统一社会思想,保持

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 舆论一律0, 稳固社会政治

和道义一致的根基, 引导、组织全国人民建立超高

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为特征的、/消灭富农0阶

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遵

循上述方针确立的文化工作运行体制主要为: 通

过设立统一的专门机构、任命这些机构的领导人、

制定统一的政策、控制舆论宣传工具等,对文化建

设实行集中领导; 利用行政手段对文化领域进行

统一规范,保持思想文化建设的具体活动在可控

范围内的整齐划一; 对文化实行计划性、简单化

管理。

苏联时期的文化政策和制度是为高度集权的

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 采取的手段也是高压控

制,文化成为一种绝对化了的政治斗争文化, 失去

了自身应有的特色。领导人不是根据文化自身的

规律进行文化建设, 而是依僵化的理论、教条、个

人意志, 运用破坏性的手段 ) / 大批判0、/ 大清

洗0, 甚至是肉体消灭来树立对领袖的顶礼膜拜,

采取高压的文化政策、高度集中的文化领导体制

确立斯大林对所谓/ 真理0的垄断, 将其塑造成一

个具有特殊才能, 能明辨是非、善恶的天才,是带

领人民通向幸福彼岸的引路人, 人民只需放弃决

定、思考的权利,做一个忠臣、顺民就能获得幸福。

剥夺了人们自由思考的权利, 压抑了自由创造的

渴望,扼杀个体独立,强化专制、极权。斯大林之

后的苏联领导人对文化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但根

本性质没有变。由于国家文化制度过分强调同质

性,将共同的信仰和观念作为社会整合的唯一手

段,非此即彼的刚性意识形态,为极端的民族性格

和民族性格中集体主义的存在发展提供了适宜的

条件。

(四)法律制度的影响

苏联制定了一系列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

律, 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 但立法

中, 有许多违反法治精神实质的内容, 法律与国

家、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本末倒置,将法律视为

工具,整个国家的法治观念极度弱化。法治和法

制观念十分淡薄,导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法

治国家所倡导的精神一直无法在俄罗斯建立起

来。相对于强大的国家, 个体显得如此渺小,只能

仰国家的鼻息生存。

综上所述,以文化范式划分俄罗斯历史,似可

分为六个时期:基辅罗斯、鞑靼罗斯、莫斯科罗斯、

圣彼得堡俄罗斯、苏联、后苏联俄罗斯。伴随俄罗

斯重大历史事件的是外来文化的介入, 每一历史

时期的形成,每一历史时期文化的形成都有外来

文化如影相随。外来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有的带

有强制性,有时候是强制性的被迫接受,如鞑靼蒙

古人的统治,有的是国家上层的强行引入, 如/罗

斯受洗0、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某

些重要特质就是在一次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形成

或者强化的。与外来文化交流、交融可以扩展本

民族文化视野和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 可以启迪

自我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开放的地理位置和落后

的文化状态使得古罗斯人总是被动或者主动地接

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俄罗斯来说, 外来文化催

生了其文化的繁荣和灿烂,但同时也滋养了民族

性格的两面性和走极端的特性。外来文化频繁介

入,俄罗斯本土文化、旧的外来文化、新的外来文

化并存,并经常发生碰撞。并存时,民族性格呈现

的是两面性;矛盾不可调和时,人们往往采取强制

性的方法进行文化变迁, 民族性格又呈现为走

极端。

外来文化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产生的影响有两

个表现,其一是通过影响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形成

与发展而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一些特征的归因;

其二是其文化的形成方式,即通过对外来文化的

吸收来实现一次次突变式的文化进化而成为俄罗

斯民族性格两面性和走极端的一个重要成因。

1本文系黑龙江大学 2010年度高层次人才支

持计划5独联体技术创新研究团队成果6(计划编

号: hdtd2010- 26)。2
(责任编辑  向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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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omic crisis, and that Russian economic r ecession is the gravest in all G 20. It reveals the main con2

tents and goals of Russian econom ic moder nizat ion and makes a deep analysis o f the Russian govern2

ment. s policy measures to fulf ill them. It makes an object ive est imat ion of the 2020 perspective, and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issues w orthy of consider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 ion o f it s modernization. It

consider s that the 2020 development st rategy proposed by V. Put in is consistent and in line with

Medevyev. s economic modernizat ion.

Liu Hongzhong & Zhang Zhenjia  Since their economic t ransit ion the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economies have suf fered t remendously f rom the US Dol lar issue and r eceived severe blow s in their

de- U S do llarization ef fo rts. The art icle first w eighs the extent of their U S dollarizat ion fr om money

and asset subst itut ions and then their causes and impact and finally makes a deep analysis o f the de-

US dollarizat ion strategy and specif ic policy measur es.

Jin Huixin  T he nat ional character of Russians to ok shape as a result of many factors. A part

from geographical and natural ones, the important ev ents in the various crucial periods in the histo ri2

cal development of their nat ion and state have a great impact , too. T he art icle traces mainly into the

Ryurik dynasty, Scandinavian culture, Bapt ism of Ross, Byzantine culture, the T artar M ongo lian

dom inat ion, Emper or Peter the Great. s reform, int roduct ion of Western culture, as w ell as the spread

of M arx ism in Russia, and the victor 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gives them an analy sis as histo r2

ical and cultural factor s that form the Russian national char acter.

Wang Guixiang  The Incident of Beria w as a major po lit ical one that st ruck the Sov iet polit ical a2

r ena af ter the death of Stalin. On June 26, June, 1953, he w as suddenly and secret ly arr ested as vice

chairman of m inisters of the U SSR and concurrent ly minister internal af fairs. He w as soon accused of

ant i- Party and anti- state crimes and executed by the Soviet authorit ies. T he or thodox accusat ion

has persisted fo r near ly half a century. Few knew the incident in its t rue feature. As a matter of fact,

it w as a f ramed up charg e invented out of the thin air. It w as an aftermath in the pow er st ruggle of the

top Soviet hierarchy follow ing the death of St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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