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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除了一直成熟发展的俄罗斯研究之外，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斯拉夫民族国

家与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在历时意义上有重合，在辐射空间上有交融，在国家交往、民间

往来以及经济交流和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换言之，何谓现代斯拉夫研究观念，研究其学科构

成背景、历史进程，本身就是与研究“一带一路”观念互为学理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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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20—27 日 ，

第 16 届世界斯拉夫大会在塞

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 ，

此次大会被描述为是继 1955

年贝尔格莱德世界斯拉夫大

会之后时隔 63 年再次回到塞

尔维亚。2018 年世界斯拉夫大

会有来自 44 个国家约千人参

加 ，大会组织者之一贝尔格莱

德大学语文系教授彼得·布尼

雅克撰文 《国际斯拉夫大会传

统及其前景 》， 文中列出 2018

年世界斯拉夫大会注册学者为

1326 人， 除一般会议程序上的

大会与分组会议之外， 还包括

31 个斯拉夫研究者协会， 以及

论坛、讲座 、展览 、新书发布等

环节。 同时彼得·布尼雅克也认

为根据以往的大会经验， 会有

20—30%的注册者可能因为某

种原因无法参会， 所以本次大

会最终参加者为 900 人左右 ，

除来自斯拉夫世界学者，欧洲、

亚洲和北美均有学者参加。

根据笔者参会观察 ，会议

手册共分两卷 ， 每卷约 400

页 ，另附一个类似于索引版的

200 页的会议流程， 会议手册

印数为 1200 册 。 2018 年贝尔

格莱德世界斯拉夫大会受到

塞尔维亚的高度重视 ，不仅主

流媒体作全程报道及采访 ，与

会者还受到塞尔维亚总统接

见并参加酒会。 由于大会采取

委员会制度运行 ，即每个参会

者需要向本国斯拉夫学者协

会提出申请 ，而我国目前尚没

有加入国际斯拉夫学者委员

会 ，所以这次笔者是作为列席

代表参加 ，也是作为唯一的中

国学者参加此次大会。

世界斯拉夫大会运

行机制

今天欧洲地理空间内的

斯拉夫世界约有三亿人 ，但是

斯拉夫研究并非只是涵盖欧

洲斯拉夫民族国家范畴 ，它包

括东欧 、泛斯拉夫地区 、乌拉

尔阿尔泰地区以及俄罗斯远

东地区 ，除了欧洲 、北美以及

中东对于斯拉夫研究保持高

度热情之外 ， 与此相关联的 ，

则是东亚对于上述地区研究

的活跃 ，与东北亚研究有交叉

性 。 在我国 ，除了一直成熟发

展的俄罗斯研究之外 ，近年来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 ，

斯拉夫民族国家与我国 “一带

一路 ”沿线国家研究在历时意

义上有重合 ，在辐射空间上有

交融 ，在国家交往 、民间往来

以及经济交流和学术研究中

具有重要意义 。 换言之 ，何谓

现代斯拉夫研究观念 ，研究其

学科构成背景 、 历史进程 ，本

身就是与研究 “一带一路 ”观

念互为学理依托的 。 比如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国别史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特指斯拉

夫国家研究 、斯拉夫国家古文

字学 、 民族语言学科领域 、中

世纪斯拉夫文学与文化研究 、

面向 21 世纪的斯拉夫研究跨

学科问题等 ，上述问题一定意

义上在我国学术领域中仍旧

属于冷门或者相对边缘地带 ，

是亟待拓展和补充的研究方

向 。 而这些问题恰好在 2018

年贝尔格莱德世界斯拉夫大

会上得到全面呈现 。 所以 ，了

解世界斯拉夫大会缘起及其

发展 ，对于思考现代斯拉夫研

究观念 ，对于从学术实体层面

推进 “一带一路 ”的有效研究

是不无裨益的。

追溯 “斯拉夫大会 ”历史

可洄游至 1848 年布 拉 格 斯

拉夫大会 ；后在 1899 年有学

者倡议召开斯拉夫语文学者

大会 ， 但是没有获得奥匈帝

国的允许 ； 而一度几乎确认

的 1904 年在圣彼得堡 召 开

的斯拉夫大会也终因日俄战

争的发生而搁浅 。只是 ，无论

从哪一个视角来观察 ， 这三

次斯拉夫大会都不能完全成

为学术源头 ， 其会议设想无

论是否实现 ， 都不可避免地

成为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帝

国秩序的投影 ， 很难从学术

源流给出阐释 。 单单就斯拉

夫学术研究本身而论 ， 斯拉

夫研究 （ the Slavic Studies ）

或称斯拉夫学 （Slavistics ） ，作

为独立学科 ，要一直到 19 世

纪末才有自己确定的研究对

象和方法论 。

至 1920 年代 ， 作为浪漫

主义理念的斯拉夫研究受到

学者质疑 ， 罗曼·雅格布森

（Roman Jakobson，1896—

1982）就宣布 ，只要不持有偏

见 ， “浪漫主义的泛斯拉夫主

义已然永远被埋葬 ，实证主义

的斯拉夫学的时代已经来临 ”

（参见罗曼·雅格布森 ： 《浪漫

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新

斯拉夫学 》， 周启超译 ， 载于

《中国比较文学 》2017 年第 3

期，第 5—6 页）。 所以，后来被

载入学科历史并且影响至今

的 1929 年布拉格斯拉夫语文

学者大会也正是在这一背景

下呼之欲出 ，作为学术理念的

斯拉夫研究得以贯彻和实现 。

必须承认，1929 年， 至少在表

面上 ， 欧洲帝国秩序被瓦解 ，

不同民族崛起的愿望再一次

出现 ，在斯拉夫世界 ，捷克 、波

兰 、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国

渴望建立完整独立的斯拉夫

学术研究的理想再一次被点

燃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应然成

为学术中心 ，而后来雅格布森

的个体学术经历也充分展示

了斯拉夫学者的世界影响 ，为

后来远离斯拉夫世界的斯拉

夫研究打下坚实基调 。 1929

年 ，世界斯拉夫语文学者会议

给予斯拉夫语文学以新的方

向 ，这一方向至今并没有随着

地缘政治变化而剧变。 这一点

在 2018 年贝尔格莱德世界斯

拉夫大会中仍然可以发现。

1929 年 ， 布拉格斯拉夫

语 文 学 者 提 炼 的 主 题 为 历

史 、文学 、语言学和教学法 。

本次大会共有 544 名学者参

加 ， 作为语言学家 、 符号学

家 ， 俄国形式主义以及布拉

格语言小组和后来纽约语言

小组的核心成员 ，罗曼·雅格

布森的诗学思想成为会议主

流 ， 著名的法国结构主义的

灵感正是 “来自于索绪尔和

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学 ，以

及克劳·列维斯特劳斯的人

类学 ” （雷纳·韦勒克著 ： 《近

代文学批评史 》 [第六卷 ]，杨

自伍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9 年 ，第 512 页 ）。 1942 到

1949 年 ， 雅格布森先后在纽

约 “自由高等研究学院 ”和哥

伦比亚大学等地出任斯拉夫

与比较文学教授 ， 就巴尔干

地区斯拉夫人的文学语言做

专门深刻的研究 ， 基本完成

了自己的斯拉夫文论构建 ，

并且将之纳入世界文学与世

界历史范畴 ，隶属文学 、语言

学与语文学的整合图景 。雅格

布森所涉猎的斯拉夫文学与

语言学 ，捷克文学 ，斯拉夫民

俗学以及中世纪斯拉夫研究 ，

对于西方文学 、语言学和哲学

产生重要 、 深远的学术影响 ，

雅格布森被认为是 “美国现代

斯拉夫学的奠基人 ” （C.E.汤

森 :《美国斯拉夫学发展简况》，

方也译 ，载 《国外语言学 》1981

年第 3 期，第 70 页）。

1929 年布拉格大会之后 ，

斯拉夫学者一致认为 ，布拉格

斯拉夫语文学者的贡献集中

体现为确认了共时和历时意

义上研究语言事实 ，虽然功能

结构 （专门历时 ）语言测试系

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但它

必须诉诸实践 ，历时和共时的

研究方法得到确认 ，必须为这

一实践寻找材料 ，是斯拉夫语

文学学者的使命 。 概括来讲 ，

这一基于实证主义观念的研

究理想一直是世界斯拉夫大

会的宗旨 ，在 2018 年会议中 ，

来自美国的学者巴兰·亨里克

就现代斯拉夫研究方法发表

演说 ， 依然是以罗曼·雅格布

森美国斯拉夫学发展为例 ，关

于雅格布森的研究始终是斯

拉夫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诗学

普遍性是其研究要义。

继 1929 年布拉格会议之

后 ，特别值得关注的应该是

（下转 4 版）

是否必须具有“统一的斯拉夫心灵”
———世界斯拉夫大会与现代斯拉夫研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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