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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年代初期
,

在所谓
“

批林批孔
”

的年代
,

一篇

《孔老二在莫斯科》的文章
,

把在那里热心于学习和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学人
,

不分清红皂白
,

统统

骂倒
。

如今这些人怎么样了
,

他们的儒学研究有什么

进展 ?这是近年来我们赴俄考察时注意的一个重点
。

然而人物众多
,

篇幅有限
,

我们只能先接触一下其代

表人物稽辽拉
。

不寻常的学术生涯

我在莫斯科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又一次见到稽辽

拉
。

他就儒学与现代化间题作的精彩报告
,

很引人注

意
。

稽是俄国汉学家
,

但这样来说他的身份
,

似乎还

不完全
,

应该说他也是华裔
。

父亲稽直系老华侨
,

早

年赴俄国远东做工
,

参加过苏俄革命
,

当了红军
。

后

与俄国姑娘结婚
,

生的儿子随母姓
,

入俄籍
,

因而辽

拉另有俄国姓氏
:
贝列罗莫夫

。

如今
,

他以此姓名任

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

东亚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
。

提起贝列罗莫夫的名字
,

俄国汉学界没有不知

晓的
,

都说他是崇尚儒学的古代文化专家
。

这并非全

是由干他举止温文尔雅
,

待人亲切谦和
,

颇有
“

夫子
”

的风度 (也许是有中国血统或受家庭影响使然 )
,

更

是因为他不同寻常的学术生涯
。

他 1 9 28 年出生于海参威
,

19 51 年毕业于莫斯

科东方学院
,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
,

尤以古代政治文

化为重点
,
1 9 54 年即以《秦帝国的建立和崩溃 (公元

前 2 21 一 2 07 年 ) 》一文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
。

以他这

样的汉学基础和文化素养
,

照理说从事深 人的汉学

研究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

可是在当年的苏联
,

他的日

子过得并不顺遂
。

不错
,

早先他曾风光过一阵子
。

父

亲 50 年代中期回国时因系苏俄革命的有功人员而

备受尊敬
,

曾被中国政府某部聘请为顾问
,

名誉称

号
,

极是荣耀
.

而辽拉也一向以此为荣
.

直至 80 年代

两国在中断了 20 年的交往之后恢复来往时
,

他还念

念不忘其父的故乡
,

迅即搜集父亲稽直遗留下的所

有文物送到江苏省镇江市有关博物馆
,

让后人得以

了解其父光荣的历史
。

如果你到莫斯科访间他的家
,

一进居室的厅堂就可以看到那面高挂的锦旗
,

上面

绣有醒目的汉字
: “

稽辽拉同志捐献共产主义战士稽

直同志革命文物纪念
,

镇江市人民政府
,

198 7 年 2

月
” 。

然而事情总有周折
,

何曾想到后来中苏会交恶
,

甚至中断交往
。

父亲的荣耀竟成了辽拉的麻烦
.

虽说

他是苏联公民
,

总因有个中国父亲而使人不放心
。

在

苏联研究什么课题自然有无形的限制
。

现实问题太

敏感了
,

好在他精通古文
,

就铁了心去钻古的罢
,

躲

进秦朝以前更安全
,

冷板凳一坐几十年
。

但也不得安生
,

一有什么事发生
,

或是形势紧

张
,

就号召他学习
“

巴甫立克
·

莫罗佐夫
”

的榜样
。

何

谓
“

马甫立克
·

莫罗佐夫
”
?原来那是 30 年代苏联农

业集体化时期农村的一位少先队员
,

住在斯维尔德

洛夫斯克州格拉西莫夫卡村
,

因揭发富农父亲而被

杀害
,

死时年仅 14 岁
,

从此被树为
“

大义灭亲
”

的典

型
。

用这样的例子要求于贝列罗莫夫的是什么行动
,

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

由此可见当年他在苏联所处

的地位
。

可是说也怪
,

迟迟不见辽拉有什么能同父亲
“

划清界限
”

的举动
。

倒是钻进故纸堆里做出了成绩
,

竟以论秦朝古代问题的论文在 19 70 年获得历史学

博士学位
,

论文题为哎法家学说和中国第一个中央集

权国家的形成问题 (公元前五至三世纪 ) 》
。

同时
,

还

在 19 68 年翻译出版了《商君书》
,

为译本写了一篇长

长的序文
。

通过序文和注释阐发了多年研究的心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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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孔夫子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族等充分掌握国家政权的斗争中所发生

的影响

政治文化的形成

孔子

童年与少年时代

求职

成人

孔子与门生

在鲁国国君处供职

少正卯案

孔子在司库任职上的最后阶段

流浪年代

回归晚年

《论语 》以及俄文翻译问题

孔子的学说

孔子论人

孔子论社会

孔子论国家

中国的象征

孔子的反对派和继承者

全国规模的力量较量
:

秦始皇和孔子( 公元

前 213 一 21 2年 )

儒学与孔子的命运

第二次全国规模的力量较量
: “

四人帮
”
反

孔子( 17 9 2一6 7 1 9 年 )

孔子的复兴( 77 1 9 一 20 9 9 年 )

代结束语

全书的重点在于讲清孔子的生平和学说
,

并阐

明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

这占了近三分之二的

篇幅 (从第 5 页至 261 页 )
。

有插页 8 个页码
,

含 15

幅图 (包括孔子的延生地
“

夫子洞
”
和有

“

大成至圣文

宣王
”

石墓碑的孔子墓两幅照片
,

其余为孔子在各地

讲学
、

任职
、

与门生在一起
、

其门生孟子
、

曾子等的画

像
,

还有一幅末代皇帝傅仪与孔子七十二世孙孔德

茂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照片
。

这是俄国同类书籍中

迄今最为详尽的著作
,

它对于在俄国宣传和普及儒

学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

同时
,

该专著在 ,’( 论语 》的俄译问题
”
一节中

,

选

出了 20 个儒学专门术语列表统计其中有多少词语

经孔子的创造
,

以后已经成了词书里予以单独列出

的词条 (如
“

仁
” 、 “

义
”

等 )
,

并以鄂山荫主编的《汉俄

词典》 ( 1952 )
、

因诺肯季 (英诺肯提乙 )主教编《汉俄

词典》 ( 1914 )和中国人编的各种《汉俄词典 》 ( 19 77
、

198 3
、

1989) 等 8种双语辞典为据
,

统计每个术语的

重复率或常用率 (第 16 7一17 1 页 )
。

以此为墓础
,

作

者进一步指出这些术语在许多俄国汉学家笔下译成

了千差万别的俄文名词 ;常见的俄译者 (亦即俄国的

儒学研究者 )就有克里夫朝
、

贝列罗莫夫
、

马尔蒂诺

夫
、

杨兴顺
、

库切拉
、

克拉斯诺夫
、

伊柳舍奇金
、

卡拉

别江茨
、

科勃节夫
、

基达连克
、

克罗尔
、

斯皮林
、

扎瓦

茨卡娅
、

马利亚温
、

费奥克蒂斯托夫
、

葛里戈里耶娃
、

西门诺科 (第 172
、

274
、

17 5 页 )
、

李谢维奇
、

罗日杰
、

刘克甫
、

布罗夫 (第 4 26 一 429 页 )
,

以及老一代汉学

家已故的院士阿翰林
、

康拉德 (第 17 6 页 )
,

还有波兹

涅耶娃
、

波波夫 (第 4 29 页 )等 (参阅附录 )
。

专业性很

强的内容使本书极具学术专著的性质而引起俄国汉

学界 (乃至国外汉学界 )的重视
。

此外
,

专著的特色还在于它强烈的现代性
,

其落

脚点是儒学对当代的作用
,

是孔子学说的现实意义
.

专著用很多篇幅把商鞍与孔子作对比 (第 2 62 一 2 82

页 )
,

包括二者的社会观点
、

经济思想和管理哲学一
方面说明这两人对于创立中国国家的理论模式

,

对

于这种国家体制的形成
,

贡献最大 ;说明他们两人各

自代表中国古代在所有伦理— 政治的
、

哲学的流

派中
,

对国家的政治文化之形成和发展起作用最大

的两派
,

即法家和儒家 ;以及他们相辅相成
,

犹如阴

阳两极的关系
。

另一方面又阐明孔子对于中国的发

展所起的作用比商鞍要大得多
。

他在民族生活
,

首先

是精神生活上的影响更为广泛和多方面
.

作者认为
,

孔子的学说不但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中国人思维和民

族性格的形成
,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韩国人
、

日本人和越南人的思维和民族性格
。

而且这一切在

东方当代社会发展中还会继续起作用
。

作者进一步论述
,

儒学在当前俄国社会面临种

种困难
,

人们情绪不佳的情况下
,

在一部分为俄罗斯

前途担优的人士当中
,

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第

40 8 页 )
。

他认为
,

既然俄国具有欧亚的双重国情
,

那

么就应该借鉴东方国家尤其中国的经验
,

儒学在中

国的复兴便是明显的事实
。

在有关孔子的大量论述

中
,

至少有两个方面对当前的俄国有现实意义
,

即
“

为人
”
和

“

为政
” 。

关于
“

为人
” ,

要注意孔子有关三类国家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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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
、

无道和乱邦
,

以规范人的行为
,

做个有德行
、

对

人民福利负责的人
.

他说
: “

在有道
,

即管理得很好的

国家中
,

不出仕显名
,

仍为贫贱
,

就是耻辱 ;在无道
,

即治理得不好的国家中
,

还 出仕显名
,

富贵显赫
,

那

就是耻辱 ;在动乱危急的国家中
,

人们不要去居住停

留
。

,’( 按原文为
:

子日
: “

笃信好学
,

守死善道
。

危邦不

入
,

乱邦不居
。

天下有道则见
,

无德则隐
。

邦有道
,

贫

且贱焉
,

耻也 ;邦无道
,

富且贵焉
,

耻也
。 ” 《论语

.

泰

伯 》
。

至于
“

为政之道
” 。

他认为
,

人们更加熟知孔子如

下的思想和言论
:

子贡间为政之道
.

孔子答曰
: “

统治者 (领导国家

的人 )要备足粮食
,

充实军备和取得民众的信任
。 ”

子贡间
: “

不得已时
,

在粮食
、

军备和民信这三条

原则中先去掉哪一条? ”

孔子答
: “

去掉军备
。 ”

子贡间
: “

万不得已时
,

在剩下的两条中先去掉

哪一条?’’ 孔子答
: “

去掉粮食
。

自古以来
,

谁都难免于

死亡
,

没有粮食只是人饿死
.

而民众如果不信任统治

者 (领导人 )
,

那么国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 ”

(按
,

原文为
:

子贡问政
。

子曰
: “

足食
、

足岳
,

民信

之矣
。 ”

子贡日
: “
必不得已而去

,

于斯三者何先 ? ” 曰 :

“

去岳
。 ”

子贡曰
: “

必不得 已而去
,

于斯二者何先 ? ”

曰 : “

去食
。

自古皆有死
,

民无信不立
. ”

—
《论语

·

颜渊 》 )
.

回顾历史
,

中俄自从有文化交流以来
,

曾出现过

几次引进中国文化的高潮
,

即所谓
“

中国热
” 。

目前
,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正成为俄国人士注意的热点
,

而以稽辽拉为代表的俄国孔子学人正在俄国推动着

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形成
。

(作者
:

北京大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俄罗斯学研

究所所长 )

附录 俄国儒学学者简介
:

克里夫朝 ( 1 92 1一 1 985 )
,

译有《论语 》
,

并作序
。

马尔蒂诺夫
.

著有《明代的铭家学说
、

佛教 和宫

廷 》等论文
。

杨兴顺 ( 19 0 4一 19 8 8 )
,

著有《中国古 代哲学简

史 》
。

库切拉
,

撰有《元朝中国传统的继承问题 》子论

又
。

克拉斯诺夫
,

撰有《铭学在中国 》等
。

伊柳舍奇金
,

合著
,

同上书
。

卡拉别江关
,

著有《铭学四书中的人与 自然 》等
。

科勃节夫
,

著有《擂学中人的本质问题 》
、

《铭学

中社会乌托郑的忍怒理论基拙 》等
。

,

基达连克
,

曹师从冯友兰攻古代哲学
,

主 编《中

国哲学辞典》
。

克罗尔
,

著有《历史学家司马迁 》及司马迁论孺

学等
。

斯皮林
,

著有《中国古文 结构》
、

《古代汉语词汇

的结构》等
。

扎瓦关卡娅
,

著有《美学思怨史
·

(论语 )语言 的

用意》等
。

马利亚温
,

著有《孑L子 》传等
。

费奥克带斯托 夫
,

编幕《中国哲学辞典 》
、

作有

《孺家的道德政治观点 》等
.

葛里戈里那娃
,

作有《中国哲学对 日本人世界观

的影响 》等
。

西门诺抖
,

著有《孔子 的茂言 》等
.

李谢维奇
,

编译《古代圣 览文选 》等
。

罗日杰
,

作有《论中国古文结构 》等
。

刘克甫
,

著有《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式 》等
。

布罗夫
,

著有《中国古代哲学 》等
。

阿瀚林 ( 18 8 1一 19 5 1) 著有《中国古代经 典译成

俄文 的新方 法与新文体 》 (见《中国文学》文集 )等
。

康拉德 ( 18 91一 197 0 )
,

译有《诗经 》
、

((孙子 》
,

著

《西方和东方 》文集
。

波 兹涅 那娃 ( 1 908一 19 74 )
,

选译《论语 》
、

《吕氏

春秋 》等
。

波波 夫 ( 1 84 2一 19 13 )编选译《论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