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 "俄罗斯学# 从
上世纪

!"

年代引起重视$ 这是
一门学科发展成熟并得到承认
的标志$ 此前这个名称并未流
传开来! 不像在俄国! 研究中
国的专业人才! 可称为 "汉学
家 %$ 在中国则不习惯于 "俄
罗斯学家% 这种称呼$ 顶多称
为 "俄国通% &或者曾经的称
谓 '苏联通 % ( ! 用的是大白
话! 并未提到学科的高度来认
识$ 为了推动学科建设! 理应
建立专门的研究所$

俄罗斯学研究所的

开创

北京大学俄语系于
#$!!

年
申报!经丁石孙校长主持校长办
公会议通过!同意设立俄罗斯学
研究所 &原名苏联学研究所 !

#$$#

年
#%

月苏联解体后改为现
名($ 确定研究的重点有二$

一为研究对方即俄罗斯的
文化国情 $ 俄罗斯是个大国 !

若泛称俄罗斯研究所恐涉及面
太广而为研究力所不及! 故加
以 )学% 字! 意在从总体上关
注国情 $ 内容再加限制 ! 为
"文化国情 %! 重在精神文化 !

便于实际操作$ 也可免得和广
泛存在的 "俄罗斯文化研究 %

之名雷同 ! 没有特色 $ 此外 !

也是为了要在本系固有的 "文
学 % 特点之上 ! 再跨出一步 !

拓宽至文化 ! 力求有所创新 !

使学科得以扩展$ 先师曹靖华
教授早年主办的 "俄罗斯语言
文学系 % 业已独具文学特色 $

我们的创新! 恰恰在于拓宽学
科* 增强文化$

二为扫描我方即中国对俄
罗斯研究的状况! 包括历史与
现状的梳理! 以便吸取历史经
验和展望未来$ 这在国内可谓
别出心裁$ 没想竟受到友邦关
注!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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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每年都有俄方学
者来访!或派员外出交流经验!

为北大俄语系走向国际交往创
新了局面$

研究所开局良好! 与学校
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有关$ 成立
的前一年 !即

#$!'

年
$

月 !丁石
孙校长亲率的北大代表团 &三
人! 另二人为教务部社科处长

吴同瑞和俄语系系主任李明
滨(访问莫斯科大学!商定恢复
已中断了

%&

年的 *

#$(&

年代马
寅初校长与彼得罗夫斯基校长
签订的两校交流协议! 发展合
作事宜$

研究所在学科建设和梳理
学科历史两个方面做了试验 !

获取成果$

学科建设上开两论三史

依据成立时设定的文化国
情学方向! 即在俄语系传统的
语言* 文学两个方向之外! 增
加了一个新的方向$ 早期的工
作是面向研究生开设四门课 +

#)

俄罗斯学导论 ,

%)

俄罗斯文
化史 ,

*)

中俄文化交流史 ,

+)

俄罗斯国情研究 &讨论 (,

()

俄罗斯学史略$ 后扩大增加有
宗教* 民族* 国际关系* 媒体
宣传* 翻译学等专题课! 供研
究生选修$

此即学科建设上的 )两论
三史%$如若加上本系语言文学
方向上的基础课 )两论 %+文艺
学引论* 普通语言学!)两史%+

俄苏文学史*中俄文学交流史$

那么俄语系全系基础课就实现
了)四论五史%齐全了$

研究所从
#$$+

年开始招收
文化国情方向&俄罗斯学(的研
究生!后发展为硕*博两级$ 并
根据苏联解体后的新形式 !适
时编出基本教材 -独联体国家
文化国情 .一书 &

%&

万字 !

%&&+

年
!

月(/此外!首开基础课000

俄罗斯学导论*俄罗斯文化史*

中俄文化&文学(交流史也都出
有教材$

其中有一门课需要特别说
明 !即利用综合大学优势广邀
文* 史* 哲* 经* 政* 军等校
内外同行专家 &多数为留苏学
人 ( 来讲 )俄罗斯国情研究 %

&讨论 ( 课程 ! 讲授各自学科
的研究成果 * 经验和当前热
点$ 由所内教师参与讲授$ 并
从各系聘请一批教授* 博导为
兼职教授! 阵容可观+ 包括经
济系法律系! 国际政治系! 哲
学系! 历史系$ 校外专家有中
国社科院苏东所* 外文所* 世
界史所! 中国农科院! 中国人
民大学苏东所! 国防大学及军
科院等单位$ 其中社科院原所
长刘克明和叶水夫同时聘为俄
语系兼职教授 ! 每年来系授

课$ 戈宝权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孙绳武 * 蒋路则为俄语系顾
问! 参与学科咨询$

对外交流以增进学科建设

与俄方的交流逐步扩展 !

由单向增为双向! 由高校增至
科学院系统!由单校增为多校$

方式包括出访*参会*合作学术
研究以及进修$ 内容已超出语
言文学而涉及文化各个方面 $

笔者当年身兼系主任和所长 !

在实际操办上也有方便$

同莫斯科大学结有姊妹学
校关系 ! 交往自然最为密集 $

#$!&

年代起至
#$$(

年!本系教师
近
+&

多人轮流一遍到莫大高访
一年或半年!每人一次!满足了
#$(&

年代以来毕生教俄语而未
见过俄罗斯的教师们之夙愿$这
对于他们热爱专业*忠诚俄罗斯
学教育更是极大的激励$

同苏联三大名校的另两所
圣彼得堡大学和基辅大学 !还
有喀山大学也建立定期互访和
参会的关系$ 个别成员到过伊
尔库茨克大学讲学$

#$$&

年代起与俄国科学院
汉学方面三大研究所+ 远东所*

东方学所* 东方文献研究所!以
及莫大的亚非所*彼大的东方学
系开展密切交流与合作$尤其我
方有)俄罗斯学研究所%的名义!

很吸引俄方汉学研究机构的注
意力!双向交流便趋向热络$ 我
所每年至少一次接待俄国汉学
家来访!包括专访*顺访和参会*

进修路过$有时还有俄驻华大使
罗高寿和使馆库利科娃等各官
员$ 重要的学术会议活动!如纪
念苏联最大的汉学家阿翰林

##&

年诞辰&

#$$#

(*俄苏文学界泰斗
纪念曹靖华

$(

年诞辰&

#$$%

(*纪
念普希金

%&&

年诞辰活动连续四
次&每年一次(!以及成立)普希
金研究会%&

#$$,

0

#$$$

(* 纪念
莫大教授波兹涅耶娃

#&&

年诞
辰!以及庆祝齐赫文斯基院士

$&

岁华诞$此外!还有李福清院士追
思会&

%&#%

年!与俄大使馆合办($

这些学术会议均属于首次!很受
俄方的重视并具有国际影响$

本所的名义含有 )俄罗斯
学&独联体国家

-.!

(研究所%!

也使原苏联各国予以重视$ 先
后应邀参加基辅大学和北京的
首届 *二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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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
兰学国际学术会 % &并建立联
系(!北大两次举行的世界文化
名人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纪念
会 &

%""$0#$(

周年!

%&#+1%&&

周
年 (!编出戈宝权译 -谢甫琴科
诗选.&国内唯一直接译自乌文
的作品(!并举办谢甫琴科与戈
宝权纪念会等$

学科建设上的研究成果

总的设想是依托文学基础!

权衡自身力量!汇集校内外同仁
能力!向文化各领域开拓!并且
找准学术空缺!予以突破!争取
获得填补空白的创新成果$

在已有文学统编教材 -俄
国文学史.&

/$!$

(和-俄苏文学
史.&三卷! 曹靖华主编!

!""#

(

的基础上! 研究所再向文化扩
展!写成-俄罗斯文化史.&

%&/*

($

这样使得)俄罗斯学%项下
已形成配套著作+

-苏联概况.&

/$!'

(*-独联
体国家文化国情 .&

%&&+

(*-俄
罗斯文化史 .&

%&/*

(*-中外文

化交流史 .&

%&&!

(*-中外文学
交流史000中俄卷.&

%&/(

($

此外! 还有俄苏文学领域
的一大项目之成果 $ 此前 !在
/$!&

年代初俄语系内已成立
)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 %!其
人员与俄罗斯学研究所有交
叉!室与所互相配合$ 该室

/&

余
人做了 )拾遗补缺 %一大工程 $

拾因)反修%形势而遗漏的苏联
文坛新资讯! 补两国中断

%&

年
交往而缺失的史料$ 在

/&

年间
编成研究史料丛书 -解冻文学
及其思潮.*-必要的解释 .&解
冻文学思潮的启动者 爱伦堡
文集 (等

$

册和一本教材 -苏联
当代文学概况 .! 都属于改革
以后新时期国内创风气之先
的著作$

最近新增俄语系参与的)俄
语语言学% 翻译系列 &

%&/+

(和
)俄罗斯研究%丛书&张国有"宁

琦主编!已出二辑(!属于俄语系
转向文化多方面发展的成果$

文化交流研究! 属于本所
的重点工作之一$ 建所

%&

多年
来!在俄罗斯文化研究方向!除
已成书的 -俄罗斯文化史 .外 !

正在进行的有-俄语系学科史.

-俄罗斯学家词典 .-俄罗斯学
学人简论文集.!以及论其中名
家张西曼 *耿济之 *刘泽荣 *曹
靖华*戈宝权*孙绳武*蒋路*穆
木天*彭慧*魏荒弩等人的文章
约
/(

篇$

再有集中的大项目是 )俄
罗斯文化名人庄园丛书%!

/$$$

年筹划!共
/&

卷!至
%&&'

年已出
版

!

卷!其余
%

卷未出 &普希金 *

阿克萨科夫($已出的
!

卷包括+

-莱蒙托夫与塔尔罕内庄
园.-屠格涅夫与斯巴斯科耶

2

卢托维诺沃庄园.-托尔斯泰与
雅斯纳亚1波良纳庄园 .-契珂
夫与美里霍沃庄园.-高尔基与
卡希林庄园.-列宾与拜纳忒庄
园.-柴可夫斯基与克林庄园 .

-列宁与高尔克庄园.$

另一大项目为翻译 -世界
神话百科全书.&苏联世界文学

研究所编(!近
+&&

万字!系所合
作!自

/$!$

年立项!组织校内外
+!

人参译$ 已进入统校!即出$

双向文化交流的两端是俄
罗斯学和汉学!由此!理应关注
到另一端 !自然便产生了又一

专题

责任编辑! 黄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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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0

日 星期五 学人
!

俄罗斯学教育史可溯源至
!"!"

年北大设立的!俄文学系"# !治俄文$穷俄事"$但学科不完备$缺乏
有研究成果的学者群# 从上世纪

#$

年代开始$学术研究走向系统和完备化$恰在此时正式提出了
!苏联学"%俄罗斯学&的名称#

中国的俄罗斯学!现代进展与历史溯源
李明滨

北大俄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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