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才 ! 派留学生前往中国学
习! 并积极支持对中国进行全
面研究 " 同时 ! 清政府也设
立了俄罗斯馆和俄文馆! 接受
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和留学生来
华学习汉# 满文! 并培养中国
的俄语人才 "

!"

世纪中叶 !

已有中国人自费前往俄国留
学 " 到

!#"$

年 ! 清政府向俄
国送出了第一批 $官派% 留学
生! 此后赴俄的官费和自费留

学生日益增加" 通过互相学习
对方语言! 了解对方国情! 俄
罗斯的 $汉学 % &或 $中国
学 %' 研究和中国的俄罗斯研
究开始起步 " 从

%&

世纪中期
开始! 俄国学者便开始翻译中
国文学名著和哲学 # 历史典
籍! 如 (赵氏孤儿) 等" 俄罗
斯各地建立了一批 $汉学 %

&$中国学 %' 研究机构 ! 研究
范围涵盖哲学 # 历史 # 宗教 #

民族 # 文学 # 民间风俗 # 中
医# 考古# 工艺美术# 音乐等
方方面面 ! 出现了一批 $汉
学 % 专家 ! 推出了一批专著 "

如著名汉学家尼*雅*比丘林在
%&'()*#'#

年间就连续推出了
三本关于中国的专著 + (中
国! 及其居民# 风俗# 习惯和
教育) (中华帝国祥志) (中
国民情与风尚 )! 在俄国产生
了巨大影响 " 苏联当代学者
甚至称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汉学
研究为 $比丘林时代%" 作为
比丘林的好友! 普希金在 (奥
涅金) 手稿中采用了孔子的论
述! 显然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影
响 " 列夫*托尔斯泰则对中国
的 $道% 文化进行了研究! 并
将其引入俄罗斯精神之域"

相对而言! 中国的俄罗斯
文化研究起步比较晚 ! 到

+(

世纪初才开始形成势头! 其直
接的动因便是俄国的革命高潮
和苏联的建立 "

%"(,

年后俄
国革命高潮迭起! 到

*"*-

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 给我们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

$五四 % 运动爆发后 ! 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积极引进# 宣传并
推广俄苏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
义思想" 李大钊欢呼+ $俄国
革命之成功! 即俄国青年之胜
利, 亦即俄国社会的诗人灵魂
之胜利也 , % 瞿秋白宣称 +

$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的中心 ! 是民族解放运动 #

殖民地反帝起义和反帝战争的
中心"% 鲁迅将俄罗斯文化称
为 $伟大肥沃的 -黑土.%! 从
中孕育出了 $变革%# $战斗%

和 $成功 %" 从上世纪
+(

年
代到新中国成立! 中国左翼知
识分子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的
文章 # 书籍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
*"+*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
*"+-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结束! 中国国内翻译出版了列
宁著作

.(

多部 " 第二次国内
革命时期! 中央苏区和国民党
统治区又翻译出版了列宁著作
'(

余部 " 抗战时期 ! 延安的
马列学院组织翻译出版了 (马
克思恩格斯丛书 ) (列宁选
集 ) 和 (斯大林选集 )" 在此
期间! 许多翻译成中文的俄苏
文学作品激励着中国人民抗击
日本法西斯的民族斗志" $到
莫斯科去 %! 成为当时中国共
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向往的
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
人都在这一时期到苏联学习和
工作! 如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 邓小平 # 张闻天 # 杨尚
昆# 任弼时等" 一些左翼文化
工作者也纷纷造访苏联! 如戈
公振# 邹韬奋# 戈宝权# 郭沫
若 # 茅盾 # 胡愈之等 " 同时 !

苏联方面也派出许多专家来中
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和指导中国
革命! 如维金斯基# 越飞# 马
林 # 鲍罗廷 # 加拉罕 # 加伦 #

米夫# 罗明那兹等" 中苏两国
的文化界名流在推动双方文化
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鲁
迅 # 瞿秋白 # 周作人 # 曹靖
华 # 耿济之 # 特列季亚科夫 #

/

*

/

*伊凡诺夫 # 王希礼 # 卡
尔曼等"

*"'"

年新中国成立后! 与
外交上的 $一边倒% 政策相适
应! 和苏联的文化交流一度成
为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的重点 "

在上世纪
,(

年代 ! 无论是苏
联的政治理论和文学作品! 还
是苏联的音乐 # 美术 # 舞蹈 #

戏剧# 电影等! 中国均加以引
进和吸收! 以致中国文化中的
苏联元素处处可见! 有学者认
为当时形成了 $唯俄国文化是
从的大势%" 大批中国留学生
去苏联学习和大批苏联专家来

华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

进一步促进了中苏之间的文化
交流"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的苏
联/俄罗斯文化热有着深刻的
政治背景! 但也因其大范围的
推广而具有普及性和群众性 !

如当时出现在中国出版界的
$俄罗斯作品翻译热%# 在文学
界的 $苏维埃英雄情结 %# 在
中国老百姓中的 $苏联歌曲
热 % 等等 " 同时 ! 与以前汉
学/中国学研究局限于学者圈
内不同! 当时苏联也出现了中
国文化热! 并对一般民众产生
了影响" 此后! 虽然经历了中
苏关系恶化和 $文革 % 的冲
击! 但两国文化交流曾取得的
这些丰硕成果始终深深扎根于
人民心中! 因为 $文化就像一
个绵延不断的河流00潜移默
化! 润物无声%" 正因为有着
如此深厚的渊源! 苏联解体后
中国与俄罗斯及前苏联国家的
文化交流能够迅速恢复并进一
步发展! 成为 $上海五国% /

上海合作组织进程文化底蕴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上合组织人文合作

的显著成果

基于上述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

0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
展的人文合作取得了显著成
果! 具有深远的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 一

直遵循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
共同发展% 的精神! 充分尊重
上合组织各国人民文化的多样
性与差异性! 提倡各种文明和
平共处 # 平等交流 # 互相学
习# 互相借鉴# 共同发展! 通
过推动组织框架内丰富多彩的
人文合作! 促进不同国家# 民
族# 宗教人民的心灵沟通! 取
得了丰硕成果"

上合组织建立了文化# 教
育# 卫生# 科技等部长会晤机
制! 以规划# 设计# 组织# 实
施各类合作项目" 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签署的 (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
定)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教
育合作协定) (上合组织成员
国政府间卫生合作协定) (上
海合作组织政府间救灾互助协
定) (关于加强在上海合作组
织框架下的国立科研机构科技
合作宣言) (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旅游合
作发展纲要) 等文件! 为各成
员国开展多边人文合作奠定了
重要的法律基础! 使相关合作
不断深入发展! 呈现绚丽多彩
的繁荣景象"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自己
的上合组织艺术节! 通常在上
合组织峰会期间演出体现上合
各国特色的精彩节目! 展示欧
亚大陆历史悠久又丰富多样的
文化与风情" 上海合作组织创
建了上合组织论坛! 促进成员
国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之间的
相互协作! 就上合组织面临的
迫切问题开展共同课题研究 !

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

成为上合组织的 $第二轨道 %

智库" 俄罗斯总统普京高度评
价论坛的意义! 认为 $论坛的
作用同样不可小视! 该论坛将
把专家# 学者的代表联合在一
起! 成为一个独特的非政府专
家机制"% 按照上合组织成员
国教育合作协定的精神! 上合
各国积极推动交换留学生和学
者# 相互学习对方语言! 还办
起了上合组织大学! 使之成为
上合组织各国教育体系多边协
作的创新机构" 遵循上合组织
成员国政府间卫生合作协定

0

上合组织研究开展传染病防治
等方面合作事宜! 以提高合作
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
力" 按照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
合作协定! 上合组织各国努力
促进组织框架内多边科技合作
的发展! 首先开展水资源# 农
业发展# 纳米技术# 信息和电
信系统! 能源和能源储备等领
域的合作研究和开发" 上合组
织救灾合作稳步发展! 制订了
一系列行动方案! 就各国救灾
联络机制# 信息交流机制# 边
境区域救灾合作# 人员培训和
技术交流等具体事项达成共

识" 上合组织还积极推动旅游
合作 ! 努力开发 $丝绸之路 %

沿线的丰富旅游资源! 通过对
各民族# 宗教的历史# 文化遗
产及风俗习惯的相互了解来促
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 人文
合作迅速发展! 呈现绚丽多彩
的态势! 而上合组织的人文合
作在其中独树一帜! 具有不少
创新特色" 例如! 上合组织在
国际上最早提出了在网络时代
维护信息安全与文化安全的问
题! 高度重视打击网络犯罪活
动! 特别要阻止利用网络宣扬
极端主义思潮" 同时! 上合各
国均注意在民众中采取预防性
措施和进行相应解释工作以抵
制错误引导社会舆论的企图 !

在大众传媒领域建立应对新威
胁的有效机制 " 在

+(*.

年
"

月于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
峰会上 ! 成员国领导人重申 +

$反对将信息通信技术用于危
害成员国政治# 经济和公共安
全的目的! 阻止利用国际互联
网宣传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
极端主义思想! 主张制定统一
的信息空间国家行为准则 "%

在
+(*-

年
$

月的上合组织阿
斯塔纳峰会上! 中国倡议建立
上合组织媒体合作机制! 并愿
意主办上合组织首届媒体峰
会" 又如! 上合组织特别重视
青少年之间的文化交流! 将其
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专
门为他们组织丰富多彩! 形式
多 样 的 人 文 交 流 活 动 " 自
+((,

年以来 ! 中国拨出专项
资金! 为其他成员国培训了数
千名不同领域的人才! 其中大
多数是青年" 从

+(*'

年开始!

中国在
*(

年内向上合成员国
提供

.

万个奖学金名额! 并邀
请

*

万名孔子学院师生赴华研
修 "

+(('

年俄罗斯别斯兰中
学遭受恐怖袭击后 ! 中国邀
请受到伤害的俄罗斯学生来
华疗养 "

+((&

年中国汶川大
地震后 ! 俄罗斯也邀请在地
震中失去亲人的中国青少年去
俄疗养"

上海合作组织的人文合作
增进了不同文明 #国家 #民族 #

宗教之间的沟通和互信! 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范
例" 它为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和
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增强了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 不但对欧亚地区的发展
具有深远的意义! 而且对全球
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示
范意义"显然!这些成就的取得
正是得益于上合组织进程深
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上合组

织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
)

上合组

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首

席专家! 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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