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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提要2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学术界对俄苏文化怀有复杂的感情;当前俄罗斯文化对中国影响力相对减弱

有其必然性。但俄罗斯仍有其它西方国家不能替代的独特文化传统和学术精神,应成为中国重新建构文化理论体系和进

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参照系。作者结合对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三部汉译俄罗斯文化学著作的特点的分析, 认为其所

体现出的/ 问题意识0、/ 关联意识0、/ 多元意识0、/ 创化意识0和/ 自省意识0等学术精神, 可以作为中国学者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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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俄罗斯文化与学术,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界和

学术界,怀有一种特殊、复杂而矛盾的感情。

近百年来,俄苏文化作为/ 异邦0的/ 新声0, 不仅直接地、
强烈地影响过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信仰, 影响过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倾向,而且间接地但却同样深刻地影响过

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甚至影响过中国人的行为

方式和生活态度。中国人从中汲取的巨大教益和吸取的深

刻教训同样的刻骨铭心, 对俄罗斯文化的深厚情感与某种

/ 谨慎0心理同时并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在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时候, 也对

包括俄苏在内的外来文化思想在中国的作用进行了反思, 由

此得出的结论和产生的情感可以说异常复杂。虽然,人们不

会简单地把自己走过的弯路归于某种外来文化, 但不同领域

的人们在检讨曾经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时候, 却

有着不可名状的矛盾心理情绪,在客观上将/ 面向世界0的视

线主要转向了欧美,俄苏文化一度自觉不自觉地被淡漠或者

淡化。苏联的解体加剧了这种现象。诚然,这可以从正面理

解为由/ 独尊0一种外来文化向容纳/多元0文化的正常转变,

而且在此其间仍然有不少俄罗斯的哲学、宗教学、美学、文学

艺术、心理学等等方面著作的译介, 俄罗斯汉学家的成就也

令中国学者钦佩;但是, 毋须讳言,与西方文化思想在当代中

国的情景相比,俄罗斯文化思想的整体影响力明显减弱。指

出这一现象,并不是要恢复俄罗斯文化在中国昔日的/ 辉煌0
地位,而是认为, 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俄罗斯文化, 仍

然应该成为欧美等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重要参照体系。优

秀的文化是可以超越时空局限的,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在

重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和价值系统的过程

中,多一种参照就多一种借鉴, 多一种视觉, 多一种思维方

式。

俄罗斯文化作为一种参照体系之于中国, 是其它西方文

化不能替代的。这除了俄罗斯文化自身的特质及其研究成

果和学术思想的借鉴意义外,俄罗斯学者所体现出的研究方

法、思维方式, 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的研究思路、话语体系的

转变,对于曾经深受其影响的中国文化和学术界有特殊的意

义。/ 解铃还得系铃人0 , 从一定意义上说,俄罗斯文化和学

术思想的变化可以为中国学者理智地调整和建立自己的学

术规范提供独特的启示。因为中国曾经有过与俄罗斯相似

的社会变革过程,有过相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 在学术

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有过相似的思想体系、话语系统、思维

方式,甚至在概念术语和表达方式上也有过深刻的关联。俄

罗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曾经是深层的广泛的。那么, 在世界

形势发生巨变之后,在各种文化观念日益多元、文化冲突日

益激烈的当代,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学者的学术思想有

何变化? 他们对自己有何种反省? 他们保留了哪些经验, 扬

弃了哪些观念和方法? 目前他们在关注什么问题? 他们的

优势在哪里? 中国学者不仅渴望了解俄罗斯文化的新成果,

也特别希望了解近年来俄罗斯学术思想的变化。正是在这

种情势下, /汉译俄罗斯学术丛书0的出现具有了特殊的意

义。它是一扇新的窗口, 透过这扇窗口, 我们可以窥一斑而

略知全豹,具体地了解新近俄罗斯文化和学术研究的一些状

况。而按组织者和译者的设想,丛书将不定期地选译俄罗斯

各种新的学术著作,逐步形成有特色的开放的系列译丛, 搭

起中俄学术界交流的桥梁。

先期翻译出版的是/ 文化学0研究方面的三本著作 : B#
德拉奇的5世界文化百题6、安娜#尼古拉耶夫娜#马尔科娃的

5文化学6、叶列纳, 米纳伊罗夫纳#斯科瓦尔佐娃的5文化理
论与俄罗斯文化史6。它们都是近年来在俄罗斯有重要影响

的文化学著作,其中两部是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推荐的高校使

用教材。

我们知道, / 文化0是使用最多最广的一个术语, / 文化0

也是最难以界定的概念,据说其定义己多达数百种。虽然将

文化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多角度、多层

面、多种背景下的文化理论却已经异常纷繁复杂,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在我国,新时期以来,与/ 文化0相关的各种研究

领域和研究方法一直是热点,而冠以/ 文化0的事物也越来越
多。诸如/ 文化人类学0、/ 文化诗学0、/ 文化批判0、/ 文化批

评0、/ 文化冲突0、/ 比较文化0、/ 审美文化0等学科领域、概念

术语和研究方法已耳熟能详; 诸如/ 通俗文化0、/ 大众文化、
/ 民间文化、/ 服饰文化0、/ 饮食文化0、/ 旅游文化0、/ 景观文

化0 , / 企业文化0、/ 网络文化0等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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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成的称谓;诸如/ 神秘文化0、/ 禁忌文化0、/ 性文化0、/宗教

文化0、/ 少数民族文化0、/另类文化0等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
重要对象;而诸如/ 龙文化0、/ 酒文化0、/ 茶文化0、/ 石文化0、

/ 竹文化0、/烟草文化0、/ 豆腐文化0、/咖啡文化0等等更为具
体的/ 文化0概念也层出不穷。可以说, 从形而上到形而下,

从物质到精神,从广义到狭义 , / 文化0无所不在, 包罗万象。

这种/ 泛文化0现象为文化学学科提出一系列问题:究竟什么

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什么是文化学研究的

对象和范围? 文化学主要有那些概念和范畴? 文化是如何

生成又如何演变的? 文化有什么功能? 等等。面对这些最

基本的问题,国内的研究成果和译介的外国的研究成果都已

不少,成绩不可小视。但同时, 却似乎有使理论问题越来越

复杂之感,论述越多越难以把握。因此, 不管是专业研究者,

还是普通读者,都希望有定义确切、简明扼要的文化学的著

作答疑解惑。而正是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的著作显示出其

特点和优长。

这三部著作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 史论结合而浅显易

懂,不仅内容新颖, 而且体例独特,便于掌握和理解。不管是

作为教材, 还是作为文化学的普及读物和研究参考, 都是非

常适用的。而最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的,我以为是体现在著作

中的俄罗斯学术精神和作者的自觉意识。我将其归纳为:

一、/问题意识0。将文化学方面的基本问题、重要问题、
难点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并由此展开来设置体例, 是三

部著作的共同特点。5世界文化百题6首先从最需要了解的

文化理论、流派、体系等基本问题入手, 以具体问题为知识

点,逐一阐述。其中如对文化的/ 通常概念和理论概念的区

别0 , 就是文化学最需要弄清的难点和疑点。接下来对/文化
本体论0。的阐述也突出的是重点问题。之后的几章则是对

世界文化的实证的具体的介绍。5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
史6第一编是对文化的本质、文化理论、文化的结构、精神文

化、文化动力说、文化研究对象等的系统论述, 并附有/ 文化
理论术语小词典0 , 系统而实用。第二编是对俄罗斯文化发

展历史的清晰描述, 也以文化现象和问题的解释为重点。

5文化学6则从文化学的本质及其基本功能谈起,然后以纵向

时间为线索, 介绍文化历史, 而突出的仍然是各种文化/ 问
题0。特别重要的是都不回避现实文化问题, 对文化史的概

述和理论的把握始终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事实与理论的

密切联系。比如对 1917年/ 十月革命0以来俄苏文化现象和

文化历史演变的描述,包括对苏联历史中带有悲剧性的文化

现象和社会重大变革后的文化问题的阐述,都作为重要问题

研究。而对/ 俄罗斯文化领域中的现代情势评述0/在当代俄
罗斯文化中 ,-文化间隔. 和-后现代派. 概念的对比0 , / 在具

有游离社会概念的文化模式更替时代人们的品行类型0等等
( 5世界文化百题6 ) , 都体现出文化学研究的当代性和/ 问题0

意识。这种着眼于对/ 问题0。的发现和解决的意识,避免了

抽象空泛的理论,简明扼要、言简意赅而又触及现实,值得借

鉴。

二、/ 关联意识0。文化学是一个联系不同时空、辐射多

种领域、触及多种层面的复杂体系, 任何单一的或者片面的

角度都难以解释它的特质。它既需要从时间的连续性上去

阐述其发生发展,也需要从空间的不同形态进行综合研究和

比较研究,历时态的线索勾勒与共时态的层次分析都是不可

或缺的。而狭义文化与国体、政权、制度等上层建筑, 与哲

学、宗教、科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

更是应该充分注意的。可以说, 对关联性的注重和把握, 是

解开文化理论问题症结的重要途径。正是认识到/ 文化是一

个异常复杂的多层面体系0, 注重到文化复杂的关联性, 也才

会对研究对象有/ 层次0和/ 结构0 的理性意识, 而不仅仅是

/ 文化0概念的解释。比如, / 根据载体的不同0。将文化分为
/ 世界文化、社会总体文化、家族文化和人的个人文化等0。

(5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6 )即为一例。而对哲学的文化

观、神学的文化观、宗教的文化观的介绍, 对文化与科学、文

化与文学艺术等等关系的探讨,也体现着这种关联意识。不

是就文化论文化,而是在关系中讲文化,其所体现的整体意

识、关系意识和辩证观点, 与一些西方论著有明显不同, 从中

似乎可以体会出现代俄苏文化背景和思维特点的承传。

三、/ 多元意识0。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多维性决定了其
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 因此, 关于文化问题的各种理论的

繁复和冲突就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不能指望执着于一种文

化理论来构建文化学学科和解释文化现象,而应该是多元基

础上的共识。在这三部著作中, 有些论题有交叉, 但在具体

内容上却不重复,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在对同一问题

的阐述时,各自都特别注意从不同角度介绍和吸纳各种不同

文化背景下学者的观点, 比如 ,5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6
围绕文化概念,列举了从普芬道夫、维科、伏尔泰、孟德斯鸠、

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等一直到 20世纪重要理论家思想家

关于文化的各种观点; 5世界文化百题6关于文化理论问题,

在集中介绍了现代人类学等主要流派之后, 特别对施本格

勒、阿尔弗勒德#维贝尔、马克斯#维贝尔、胡塞尔、雅斯贝斯、

荣格、施韦泽, 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同文化思想做

了介绍和评介。这为读者了解这一学科领域的全貌提供了

丰富的线索,体现一种宽容和多元的学术意识。兼收并蓄,

反对独断,在客观介绍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

学术观点并引导读者自己做出判断,这不仅对于教材编写十

分必要,而且对于一般学术研究也至关重要。

四、/ 创化意识0。不是照搬理论, 而是在阐述理论问题

时融入自己的思考,并运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也是给人留

下深刻影响的特点。比如5世界文化百题6有不少篇幅论述
俄罗斯文化原型,其理论基础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 ) ) 原型

概念,作者在运用这一理论对俄罗斯文化特点进行分析时的

创造性发挥,使人耳目一新。比如, 关于/地缘政治因素对俄

罗斯文化原始形态形成的影响0, /地理环境对俄罗斯文化原
始形态形成的影响0, /在俄罗斯文化的原型中起主导作用的

社会理念0 , / 俄罗斯的国体和文化原型之间的联系0 , / 在俄
罗斯文化原型中, 对良心、责任、自由、公正之类价值的阐

述0 , / 在俄罗斯文化原型中, 对国家、政权、制度、权威、劳动

等概念的解释0等等, 用原型理论观点和原型分析方法令人

信服地解释了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 (下转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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