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三百年
(上篇 )

—— 俄国早期的中国热

李明滨

　　 中国文化传入俄国的时间比较早 ,大约在金帐汗国时期 (大体为 13世纪中至 15世纪

末 )俄国人就已知道有中国了。两国正式的外事接触始于 1 7世纪初。互派使臣、签约通商、

开展文化交流则是在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当政年间 ,签订尼布楚条约 ( 1 689年 ,康熙二十

八年 )之后 ,即 17世纪末叶。

18世纪初叶 ,从 171 5年俄国派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华 ,在北京以“罗刹庙”为据点开展布

道以后 ,人员的来往就形成制度。此后 ,通过传教士团、官方使臣和商贸往来多种渠道、持

续进行文化交流。其间造成了俄国引进中国文化的四次热潮。头两次在 18世纪初开始的

“中国热”和 19世纪下半叶的译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 ;后两次在本世纪 50年代和 80年代 ,均

为大规模译介文学作品和文化交流。

1、“中国热”之前的准备阶段:陆上丝绸之路和蒙古西征时的接触

古代的“丝绸之路” ,自我国西北的渭水流域起 ,向西通过河西走廊 ,经过今新疆境内

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 ,在疏勒 (今新疆喀什市 )以西越过葱岭 ,再经大宛 (今费尔干纳盆地 ,

在塔吉克斯坦境内 )和康居国南部 (今撒马尔罕附近 ,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西行。另一条

路线由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 ,在莎车 (今新疆莎车县 )以西越过葱岭 ,经大月氏 (今阿姆河

上、中游一带 ,部分地带在土库曼斯坦境内 )西行。两条路线会于木鹿城 (今为土库曼斯坦

境内的马里 ) ,再向西到里海东南边 ,又向西延伸 ,直抵地中海东岸。途中经过的有俄罗斯

南部、亚美尼亚南部等地。

我国史籍记载 ,中国通西域时 ,与大宛、康居、大月氏之间 ,不但有丝绸织品、日常生活

用具、农作物品种等物品的交流 ,而且有居民迁徙、宗教信徒的朝拜进香等人员的交往 ,更

有军事上的征战。这就是说 ,中国与中亚地区前苏联所辖的一些共和国 ,早就有直接交往。

当时与俄罗斯虽然还不是直接接触 ,但是通过丝绸之路向俄国欧洲中部腹地 ,尤其溯伏尔

加河而上 ,使中国商品幅射到俄罗斯的一些重镇。

蒙古人的西征导致了中俄的直接接触。 13世纪初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 ,开始大规模

远征。12 19年 20万大军进入中亚 ,越过高加索 ,侵入顿河流域。至 1 223年 ,蒙古军队进占伏

尔加河东岸。123 6年 ,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军远征欧洲 ,首先进攻俄罗斯东北部 ,连克梁

赞、科罗姆纳、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等城。124 0年拔都进攻俄罗斯南部 ,攻陷基辅 (今乌克兰

首都 ) ,后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金帐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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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在西征的同时 ,已经入主中原 ,由忽必烈于 1279年灭了南宋、定国号为元。从此

以元朝为标志的中华大帝国开始与外国交往。在蒙古人统治时期 ,俄国封建贵族深受东方

文化的影响 ,袭用东方的生活方式和服饰 ,大批丝绸、织绵、日用器皿、木制器具等中国物

品运到俄罗斯交易 ,使得伏尔加河中游的城市下诺夫哥罗德也成为中国 (东方 )与西欧进

行贸易的一个转运点。俄罗斯的工匠甚至从蒙古人那里间接学到印刷术和利用火药制造

武器。

此前 ,蒙古人先经历了接受中国茶的过程。著名的《马可 波罗纪行》就记载了作者受

忽必烈汗所器重 ,在元朝宫廷进出多年 ,亲眼看到了蒙古人对茶的嗜好。蒙古人西征时也

把这种嗜好带到了俄国。后来 ,在 1 638年奥依拉特蒙古阿尔登汗向沙皇一次就赠送“ 200包

干树叶” ,由使者斯塔尔科夫运抵莫斯科。经过御医们鉴定 ,那就是茶 ,并且认定“茶是治疗

伤风和头痛的有效药剂”。而这批中国茶叶正是俄罗斯全国饮茶的开端。

1679年还签订了中国固定向俄国供应茶叶的协议。每年由骆驼商队和马帮从中国出

发 ,经蒙古 ,穿越西伯利亚 ,把茶叶源源不断运往俄国中部 ,去莫斯科 ,直至彼得堡。每次行

程 1万 2千公里 ,耗时近一年。由于茶叶运输费时费力 ,售价自然昂贵 ,俄国人便开始探索自

己种植茶树的途径。

2、跟随西欧之后 ,俄国兴起“中国热”

两国有了早期接触的准备 ,加上西欧风尚的促进 ,俄国 18世纪掀起了“迷恋中国”的热

潮:宫廷和上流社会热衷于中国文物、建筑、摆设 ,知识界则瞩目于中国文书古籍。

18世纪从法国兴起并传遍欧洲的“中国热” ,对俄国有很大的影响。伏尔泰赞叹中国完

美道德的文章、宣扬孔子教义的著作以及他取材于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而编成的剧

作《中国孤儿》 ,曾经影响了俄国文坛的风气。1 788年涅恰耶夫把伏尔泰所著该剧译成俄

文。此前 , 1 759年剧作家苏马罗科夫就从德文译出了《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作家拉吉

舍夫在西伯利亚写了《有关中国市场的信札》 ,诗人康杰米尔提到“奇异的中国智慧” ,诗人

杰尔查文的诗中一再提到中国文化。1819年在彼得堡上演取材于中国故事而编成的大型

芭蕾舞剧《韩姬与陶 ,又名美女与妖怪》 ,普希金还去看过。此外 ,剧作家冯维辛从德文翻译

了儒典《大学》。作家诺维科夫主编的两家杂志相继刊登了宣扬中国理想皇帝的文章 ,一篇

是 177 0年 2月《雄蜂》登载的《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 (宋朝程颐《为太中上皇帝应

诏书》的摘译 ,原书作于宋治平二年 ,即 106 5年 ) ,一篇是 177 0年 7月《爱说闲话的人》登载

《雍正帝传子遗诏》 (原作写于 1735年 )。

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 ( 17 29- 1796 ,自 1 762年起即帝位 )在醉心于中国方面以身示范。

她拜伏尔泰为师 ,表示要作“开明君主” ,在致伏尔泰等人的书简中时常谈到中国 ,在致一

位法国亲王的信中谈论汉语的美 ,时常摘录一些有关中国皇帝的北京官报给亲王看 ,称中

国皇帝为“我可爱的彬彬有礼的小眼睛邻居” ,有时还写出滑稽可笑的法文小诗: “中国皇

帝 , /饮酒微酣 , /作起可笑的鬼脸 / ……。”

3、普希金 ( 1799- 1837)的中国情结

诗人毕生对中国都有好感。起初主要通过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文字著述了解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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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藏书中 ,有关中国的书籍就多达 82种。他在皇村学校求学时 ,皇村的园林、亭台小桥

等中国氛围加以熏陶 ,使他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写出了中国式的大花园: “在那

迷人的田野里 , /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 , /密树枝叶微微颤动 , /中国夜莺婉转歌唱”。后

来 ,他在创作中一再写到中国 ,尤其在其代表作长诗《叶甫盖尼 奥涅金》中 ,为了塑造第一

个“多余的人”形象 ,诗人让主人公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 ,先是去看了彼得堡上演的中国

题材大型芭蕾舞剧《韩姬与陶》 ,以致归来后主人公眼前几次出现有关的场景: “舞台上 ,魔

鬼、恶龙、爱神 ,还在跳跳蹦蹦 ,吵吵嚷嚷” ,
①

“还有那些中国人、神仙、蛇怪”
②

,等等。后又

让主人公作有关文化传统的思考: “ [孔夫子 ]中国的圣贤 /教导我们尊重青年 / [为防止

他们迷途 ] / [不能急着加以责难 ] / [只有他们肩负着希望 ] / [使希望… … ]。”③

普希金后来深受其朋友汉学家比丘林的影响 ,对中国的理解日益加深 ,向往中国的热

情也日益升高 ,在 1 828年 12月 30日写的《致友人》一诗中已流露出要来中国的心声:

出发吧 ,我已准备好 ,朋友们。

不论你们想去哪里 ,我都将紧紧跟随 ,

跟着你们 ,……

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脚下。

诗中的“朋友们”即指比丘林等参加即将于 1 830年 3月组团前往中国考察的成员。果然 ,在

写完这首诗的 8天后 ,普希金正式向沙皇政府提出申请: “我现时还没有结婚 ,也没担任官

职 ,我想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 ,如若不能获准 ,我想申请允许我随同前往中国的使团访问

中国。” 沙皇政府向来限制普希金的活动 ,这次也没能获准 ,诗人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但他

的热情却未衰减 ,仍然继续关心中国。使团出发三个月之后 ,他仍在借阅《中华帝国概览》

等书 ,并且在他所编辑的《文学报》上刊登比丘林等人考察中国的情况报导 ,或摘登他们写

回去的信札 ,起到了介绍中国新情况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诗人参与编辑的《文学报》在 1830年元旦专刊上发表书评 ,介绍比丘林

翻译的《三字经》俄文本 ( 182 9年在彼得堡出版 )。长篇书评热情评介《三字经》是“三字圣

书” ,“简明儿童百科全书” ,“语言简练但内容充实 ,用语朴素而含义深刻”。对于俄译本详

细的注解极为肯定 ,并对译者深广的中国知识充满敬意 ,评论中特别引出《三字经》开端的

三个四行诗节 ,以醒目的排版: “人之初 , 性本善。性相近 ,苟不教 ,习相远。昔孟母 ,性乃

迁。教之道 ,贵以专。择邻处。子不学 ,断机杼。”并指出最后一节四行诗所含典故如不作解

释 ,俄国读者将不甚了然。因而译本的注释 ,包括“孟母三迁”的故事 ,恰恰有助于理解中国

(孟母 )的教子之道: “择友而处 ,择邻而居”。这就显得比丘林的译本具有学术权威性。可以

说 ,普希金对《三字经》在俄国的流传曾经起了促进作用。

4、皇家园林里的中国景物:四处景物

18世纪俄国的“中国热”气氛 ,首先便体现在其首都圣彼得堡。彼得堡以风景优美著

称 ,自从 1 703年建市以来 ,它博采欧洲古今建筑艺术 ,搜罗世界各地的珍奇文物 ,逐渐发展

成一座博物城 ;吸引了东西方人士前来参观、经商居留 ,因而又成了一个国际都会。这里当

然少不了中国人 ,更有的则是中国景物。著名的如:

第一处景物: 彼得大帝小屋前、涅瓦河畔的中国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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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彼得大帝指挥建市工程时所住的小木屋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已经成了市中心

的参观圣地。在小屋前通向涅瓦河的斜坡 ,面对河上 ,高高地矗立着一对中国石狮。两只石

狮相隔约 20米远。中间有十几级宽阔的石阶 ,由河岸缓缓下降到河边。从河上乘船过来 ,远

远地就可以看到它们雄踞涅瓦河岸上的伟姿 ,颇为壮观。

这对石狮仿佛是在为彼得大帝的小屋守护。这么说不无根据。因为小屋前的景致设施

是先有石阶后有石狮的。起初建造那座花岗岩的河边下坡石阶 ,使得小屋与外界相连 ,显

得通达 ,意在表现彼得的开拓精神。但是造好后 ,人们总觉得仍有欠缺。后来终于设置了石

狮 ,整个景致就活起来了 ,它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况且 ,从建筑构思上也是吸取了中国

的传统文化观念: 在王宫或官宦府邸 ,以及寝陵门口设置这种石雕 ,寓意在护卫和镇守 ,有

保护神之意。

至于它的来历 ,可见诸石狮的台座两侧所刻如下一行 (也分成两段 )斗大的汉字 ,连起

来是: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毂旦” ,台座后侧一面刻了两个大字“吉林”。分明标示了石

狮立碑的年代和地点。不过在台座之下特建的台基上却有俄文大写字体刻了三行字 ,译成

汉语为: “狮子 于 19 07年自满洲的吉林市移运至圣彼得堡” ,再靠下一点另用两行俄文小

字刻曰: “步兵上将尼古拉 伊凡诺维奇 格罗杰科夫之贡品”。

这对石狮引进俄国是一件大事。它同涅瓦河另一侧岸上海军部大楼面前的一对俄罗

斯石狮 ,以及美术院大楼前面的一对古埃及出土的人面狮身石雕相映成趣。三者不仅来源

的国别不同 ,而且形态姿势各异。一是蹲式 ,另一为行走式 ,第三个呈俯卧式。它们一并展

示在滨河岸上 ,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一是俄国人的博物馆意识相当浓烈 ,搜求物品的种类

务求多和全 ;二是中国的文化产品已经和彼得堡的整个文化环境融为一体了。

第二处景物: 喷泉楼里的中国客厅和花园里的中国亭子

在石狮对岸 ,是彼得大帝的夏宫 ,建于 1 704年 ,毗连有占地八公项的夏花园。园中充满

珍禽猛兽奇花异树 ,那 25 0尊大理石仿古希腊的大型人体塑像 ,组成了好几条林荫道式的

雕像画廊。与夏花园毗连的谢列梅捷夫喷泉楼 ,不但楼内有按中国格调装饰的厅堂 ,里面

保存许多中国的摆设 ,是举行“假面舞会”和招待会的场所 ;而且在花园中的水池边还建有

一座中国亭 ,以点缀风景。

属于这类按“中国格调”装饰的房间还有许多 ,当年不少花园洋房里都有。如今辟为博

物馆仍保留历史的风貌。如离喷泉楼不远的舒瓦洛夫宫 , 18世纪时设置的蓝客厅里摆满了

大大小小彩色中国花瓶 ,更有用中国绒绣和丝绣覆盖着的家具 ,以及成套的石雕摆设 ,包

括玉石、黄晶、水晶、紫晶 ;园客厅里放着描金雕椅 ,上面蒙有中国丝绸 ;餐厅里是中国餐

具 ,书房和卧室也有中国家具或小摆设艺术品。

至于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 ,她对中国的兴趣 ,同乃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

当女皇期间 ( 1 741- 1 761) ,一辆辆大车装满从中国采购的屏风、漆雕桌子、餐具、大红灯

笼 ,直至丝绸、木器等 ,穿过遥远的西伯利亚 ,连绵不断地驶向彼得堡。人们用“伊丽莎白的

中国格调”来形容当年的盛况。这些物品装饰起来的房间已经连同整座冬宫成为博物馆

了。在 173 5年还以从中国移植来的植物为主开辟了俄国第一座国家植物园。

第三处景物: 彼得宫的中国室和中国花园

在城郊 ,有一处占地 1000公顷的沙皇彼得大帝的离宫 ,名为彼得宫 ,建于 1 8世纪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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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背倚丘陵 ,面向芬兰湾。华丽的宫殿 ,幽雅的花园 ,依山势建成的阶梯喷泉 ,取材于希腊

神话的无数镀金人物雕像 ,既美丽又壮观。

在这里也少不了东方格调的园林。在坡下花园的东部 ,就有生动传神的巨龙喷泉——

一条彩塑镀金的巨龙张牙舞爪 ,状欲腾飞 ,强劲的泉水从龙口喷出几米远 ,蔚为壮观。离巨

龙不远 ,营造了一座“中国花园”。他建成于 1 766年 ,有贝壳形和花瓶形两座喷泉。花园为园

林风格 ,在有限的空间内集中了一切花园景致: 假山怪石、曲径通幽、小桥流水、花圃树丛、

大理石雕像。不过已略呈欧化的风格 ,在这东方格调的氛围里 ,居然有两尊男女爱神的雕

塑。

“中国室”则设于彼得宫内。在中心宫殿里设立东西两间“中国室” ,均建于 1766- 176 9

年。东室四周墙壁挂有中国画屏—— 黑色漆底上有烫金烫银的画幅 ,山水人物齐备。室内

陈设中国瓷瓶木器、雕花桌椅、各式小玩艺。地板用名贵木料拼花铺成。在西室 ,同样是拼

花木地板 ,均用檀香木、乌木、柠檬木等来自中国或东南亚的名贵木料。天花板上饰有彩绘

和中国吊灯。室内的中国饰物里 ,最引人注目的是南墙一幅大型漆底木雕画: 《满洲旗人村

营》。楼宇旗帜和上操的士兵 ,还有骑马的军官等 ,栩栩如生。此外 ,还有一件彩绘磁面的大

取暖火炉 ,也使人感受到中国氛围。

第四处景物: 皇村里的“中国亭”和“中国桥”、蓝色客厅

从 19 37年起改名为普希金市的彼得堡卫星城 ,是当年的皇村 ,即由普希金曾在皇村学

校上学的缘故。皇村始建于 18世纪初 ,是一处宏大的宫殿建筑和公园。后来彼得大帝“馈

赠”给妻子 ,曾充当几代沙皇的行宫。等到叶卡捷林娜二世女皇即位 , 1770年又实行改建 ,

不但拥有一座占地宽、长达 3 00米的三层楼房式的巨大宫殿—— 叶卡捷林娜宫 ,而且增辟

了叶卡捷林娜公园。同时 ,女皇还为其孙子 ,即未来的亚历山大皇帝在相邻处造了一座占

地 20 0公顷的亚历山大公园。在皇村这组巨大的园林中 ,也兴建了无数处中国景致 ,主要的

如:

①叶卡捷林娜宫里的中国蓝色客厅。蓝色油漆墙上镶有中国画幅和涂金木雕 ,厅内是

一应的中国器物、古董。宫中还有一只硕大的清代皇帝赠送沙皇的北京红漆花瓶。

②叶卡捷林娜公园里的中国亭。那座森林公园里花圃湖泊、屋宇雕像 ,应有尽有。林中

古木参天 ,浓荫蔽日。湖面清水涟漪、轻舟荡漾。园内奇花异木、茅舍石雕 ,人工的造设和天

然的风景融成一体。临湖边上特地建造一座很大的“中国亭”。两层的建筑 ,一层为园形宫

式 ,两厢各有一侧室 ,第二层为四周立有 12根园柱的凉亭 ,屋顶是凉亭式塔顶 ,上面竖立一

面黄龙旗。“中国亭”色彩鲜艳 ,引人注目 ,凉亭与湖泊恰好组成一大景观。

③亚历山大公园内有“中国桥”。园内本来还有中国城 ,二战之后仅遗断墙 ,但公园深

处在一条连通各湖泊的小河上依然存在着一座石砌拱形桥洞的“中国大桥” ,那是建园伊

始就于 17 85年由名匠查理 卡梅迪设计建造的。桥面宽阔 ,可容几个人并行 ,至今还是旅游

的景点。

5、彼得大帝亲自搜集世界珍品

彼得堡开办众多的博物馆 ,系出自彼得大帝的首创。大学滨河街上建于 17 18- 1734年

的“珍品博物馆”就是由他亲自搜集珍品开设的俄国第一家公众博物馆。他在 171 5年派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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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出使北京 ,购去不少中国日用品和工艺美术品 ,尽数陈列于该馆。后来历代沙皇重视补

充 ,发展成科学院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 ,内设有“中国各民族”展厅 ,从劳动工具、日

常用器、民族服饰、官服戏装、木雕泥塑佛像 ,一直到民居和庙堂的模型 ,都有采自中国的

展品。

在涅瓦大街的喀山大教堂里 ,辟有“宗教和无神论”博物馆。其中“东方宗教展部”陈列

许多佛教、道教用品 ,包括敬神烧的纸钱甲马 ,以及 10 00多幅中国民间年画。而同冬宫毗邻

的“亚洲博物馆”则有丰富的中国古代图书文献、抄本、刻本 ,包括敦煌文物及黑水城文献。

这些将辟另节介绍。

6、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

该馆又称冬宫 ,系昔日的皇宫 ,建于 175 4- 17 62年 ,里面共有 10 50房间 , 1 17个阶梯 ,

1886扇门 , 19 45个窗户 ,飞檐总长近 2公里。整个皇宫富丽堂皇、庄重美丽 ,宫内展品逾 27 0

万件 ,所藏珍品之多 ,全俄首屈一指 ,在欧洲可与法国卢浮宫媲美。

全馆分为六个部 ,在东方国家文化艺术部里设有“中国文化艺术厅” ,占 13个陈列室。

收有大量中国艺术品: 从元代至清末的各种瓷器 ,从明代至清末民初的各种漆器、珐琅器

皿、景泰蓝 ; 20世纪初的彩色泥塑民间玩具、民间剪纸、民间年画 ;各个朝代的石刻、木雕艺

术品 , 17世纪的宫廷用漆雕大屏风 ,红木家具以及各式各样的文房四宝。很有意思的是御

药房里那只中国大陶罐 ,据说明 ,那是彼得大帝订购去用的。还有一幅漆雕大屏风 ,计有 6

折 1 2扇 ,展开来总长 720厘米 ,高为 28 0厘米 ,系双面雕 ,一面为花鸟 ,另一面是宫廷人物生

活场景。宫中所藏公元前五世纪至三世纪的中国丝织品和丝绣 ,数量也不在少数。有的是

考古发掘得来的。

古钱币部则有中国古钱币约 3万件 ,大量是春秋战国以来的铜钱 ( 600枚左右 )、银元宝

和金元宝 ;纸币 350 00张 ,其中 13张元代的纸币极为珍贵。

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分部—— 缅什科夫宫 (建于 1 710- 17 20年 )挂有中国名贵的“刻

丝”壁毯 ,其画面是龙凤呈祥。当年刻丝在中国是非卖品 ,由少数能匠专门织造出来供宫廷

装饰的 ,可见那是由中国皇帝赠送的。那些贴墙布的来历更不寻常 ,其中颇有趣闻。彼得大

帝在位时 ,为试探同中国建立联系 ,于 171 9年特派伊兹迈洛夫船长到中国考察商贸关系 ,

后者到达后很喜欢贴墙布 ,立即大批订购。据说中国皇帝得知那是为沙皇而订的 ,立即降

旨由最优秀的工匠制作 ,而且免费赠送。运回去后就用这批贴墙布装饰了彼得大帝的夏

宫。后来那些贴墙布又转用于彼得宫和缅什科夫宫。

关于中国的景物 ,还应当提到彼得堡远郊的奥兰宁包姆 (今称罗蒙诺索夫城 ) ,那里也

建有一座“中国宫” ,系建筑师利纳尔基设计并于 1762- 176 8年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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