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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 !理性精神的一种特殊形
式" 一种美学上的装饰#$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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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知识分子拥有一个自
己的'道德的王国(&在这里"道
德是对一切事物) 行为进行评
判的唯一标准*在他们眼里"公
平+真理就是道德的基本内容,

自
!"

世纪以来"评判俄国知识
分子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不是
看他从事的职业" 而是道德因
素-是看他是否具有救世情怀"

关心祖国的命运,

俄国知识分子对道德的这
种态度与其来源组成及生活的
环境有关, 俄国知识分子尽管
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但他们
生长在一个有着浓郁宗教氛围
的国度" 而且他们中一些人就
出生于神职人员家庭" 东正教
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已经深入到
他们的血液中, 也因此" 以赛
亚.伯林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群
体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以一
个忠忱专志的流品自居" 迹近
世俗教士" 献身传播一种特殊
的人生态度"有如散布福音, #

$以赛亚#伯林著 * 彭淮栋译 '

(俄国思想家)*台北'联经出版

事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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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德的强调使他们有时
过于看重道德因素而忽视了对
现实问题的研究"即'重远而轻
近#,与现实社会生活的事件相
比" 知识分子更关心的是俄国
命运的普遍性的问题,

社会结构上的无根性和思

想的漂浮性

俄国的受教育阶层的形成
是在彼得时代开始的" 但其真
正的完成则应该是在

!#

世纪
中后期, 如果说"在过去'受过
教育的人# 和 '贵族# 几乎是
同义词, 则从

!"

世纪早期起"

随着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这
些人的社会出身亦越来越复
杂" 他们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贵
族阶层成员" 并且在这个阶层
内部也开始发生分裂" 一些人
在经济上取得了独立地位 "依
靠著文+翻译+教书等劳动来养
活自己,

对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组
成和性质 " 美国研究者刘易
斯.科塞认为-'

!"

世纪的俄国
知识阶层在社会根源上是异质
的" 是教育和对社会问题的持
久关心把他们联合起来, 他们
被排斥在一个主要仍然受中世
纪庄园秩序的原则所统治的社
会之外" 他们中既有来自社会
金字塔/下层0的"也有来自/上
层0的,那些来自/下层0的是教
士+商人 +工矿主 +贫穷的侍从
的后代" 有些是自由了的或逃
亡的农奴 $即无身份者% 的后

代, 由于不属于任何一个身份
团体或任何一个阶级" 在传统
社会结构中没有固定的位置 "

因此" 他们身处这个正式的社
会" 却不属于这个社会 $刘易

斯#科塞著 * 郭方等译 '(理念

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

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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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 家庭出身的多质
性造成了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
结构上的无所适从和与社会各
个阶级的断裂" 那么" 文化上
的分化则在精神上加深了这种
趋势,

俄国知识分子接受的是欧
式教育"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 而大多
数人不仅没有受过教育" 且绝
大多数是受剥削的文盲

$

但他
们却是民族文化传统的守护
者,于是"相同的一种文化却把
!民族分裂为一小部分受欧式
教育的精英阶层与众多的工农
大众("把他们和人民大众分隔
开来"沦为人民大众眼中的!异
己分子(,俄国知识分子成为了
自己民族文化的 !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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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甘'!俄罗斯知识分子问世

及特点 "*(俄罗斯知识分子历

史经验批判 )* 叶卡捷琳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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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这一点"路标
派看得很清楚 - !在自己的祖
国" 他们是一群孤立无援的患
者122这就是俄国知识分子* #

$(路标 自深处)*莫斯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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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亦有同感-在俄罗斯社会中"

3不仅确实存在两种思想"而且
存在两种现实- 人民和知识分
子" 两种彼此之间根本不了解
的人* ($布洛克'(知识分子与

革命)*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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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的脱
节+与百姓深深的隔膜"导致知

识分子把人民神秘化" 这种倾
向并进而升华为对人民的膜
拜" 这也正是

!"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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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民粹运动
的思想根源所在* 虽然民粹运
动持续时间不长" 但它对俄国
社会和俄文化却有着难以忽视
的巨大影响* 对知识分子队伍
的思想建设更是有着深远的历
史意义-正是在这场运动中"知
识分子逐步树立了自己独特的
3人民(概念以及对革命的崇拜
和一系列相关的价值观 $这一

点也在
#$%&'#()

术语上得到

了 体 现 + 其 实 * 俄 语 中 *

#$%&'#()

一词本身原意是!人

民派"* 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并

没有人民中的精粹之意* 由我

国早期翻译家译成!民粹派"引

入后*广为流传*直至今日仍有

不可估量的影响%* 3在俄国"尤
其是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

艺术家+ 思想家在社会生活中
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们固有一
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要以人
民的身份为人民讲话 (" 即使
这种斗争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

他们也在所不惜$弗兰克著*徐

风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

像)*上海'学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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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知识分子这种社会结
构上的无根基性+ 思想和政治
的漂浮性令他们深感失望和无
助" 同时又激起他们强烈的斗
志" 加剧了他们身上的激进倾
向*屠格涅夫曾以3莫斯科的哈
姆雷特和唐吉诃德("来喻指俄
罗斯知识分子的孤独和勇敢 "

确是非常贴切*

思想和行为上的激进倾向

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
与知识分子的平民化有极大的
关系*

平民知识分子是指来自非
贵族阶级的+ 不同社会阶层和
不同等级的从事脑力劳动的
人 " 在当时 " 他们就被称为
%$*#&+(#,-

"意即不同阶层成
员的群体*

如果说"在汉语里"平民知
识分子强调的是其来自平民阶
层 " 而俄语里的

%$*#&+(#,-

则突出的是他们不属于某一
等级 "是以自身的文化知识获
得某种谋生的职位或者称号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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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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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进入
到大学学习的出身于军官 +官
吏+商人+农民和神职人员家庭
的年轻人逐渐增多* 他们希望
通过上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和
命运* 对他们来说"3学习是通
往幸福的道路(* 然而"当这些
贫寒的俄国青年人花掉了所有
的积蓄完成学业后"却发现"自
己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处境222

生活无着"精神无靠-他们找不
到施展才华的位置" 且俄国需
要的是执行指示的官员" 不要
自下而上的 3合作与创造(4同
时" 他们也难以找到与自己观
念相吻合的职业111不能从
军+做官或者经商"而退回到从
前也已经不可能*如此"他们既
不能加入其他的阶层" 又无法
再回到自己以前的阶层中 "从
而陷入了 3无根 #的地步 "被边
缘化" 他们失去了改变自己命
运的希望" 一腔热血化为满腹

不满*

与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相
比" 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先天就
有激昂的斗志

)

接受了启蒙思
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对自己轻而
易举地获得的物质上的富庶和
较高社会地位感到羞愧" 进而
生发出在人民面前的忏悔意识
和 3罪孽感 #4而平民知识分子
要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和较高社
会地位却需要靠自己顽强的拼
搏"要与种种阻力做斗争*他们
必须事事+ 处处都为自己去争
取" 这决定了他们对不平等的
社会的仇视*

在贫困的物质条件和精神
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双重困境
中"尤其是后者"对俄国平民知
识分子来说 "更为痛苦 "于是 "

虚无主义便应运而生111为了
把 3从一无所有变为拥有一
切 #"需要先否定一切 "破坏一
切"把一切翻个底朝天*

由于与人民大众相似的血
缘" 贵族知识分子已有的忏悔
意识和 3罪孽感 #"在平民知识
分子身上得到进一步的加深 *

平民知识分子认为- 像自己一
样的3文明的少数人#是被人民
用血汗和劳动来养活着" 自己
所获得的知识+智慧和进步"是
3以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换来
的 #"而 3多数人被剥夺了受教
育的机会#"因而他们感到有一
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 要为社
会的进步服务 "以 3偿还 #多数
人的付出* 3俄国的知识阶层"

特别是他们的前辈" 在民众面
前固有一种负罪感* 这样一种
/社会的忏悔0" 当然不是对上
帝" 而是对 /民众0 或 /无产
者0*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

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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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
对自己以前所属阶层的脱离 "

对国家政权的 3背离 #"使他们
在社会结构上陷入了无根的地
位" 这种情形又把他们紧紧联
结在一起* 他们的思想因而充
满极端和激进*

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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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创办的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