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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关注中国当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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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罗斯《哲学问题》杂志创刊60周年之际,俄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日前举行“中国年”特刊首发式,以庆祝俄罗斯

“中国年”。特刊收录了中俄学者20余篇哲学文章,论述了中国现代哲学的特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思考、中

国学者眼中的苏俄哲学等。俄中友协主席、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把特刊称为注解“中国中庸”之道的

“微型百科全书”。  

    在哲学所会议室,俄中2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回顾与展望两国哲学界的合作历程和前景。负责出

版《哲学问题》杂志“中国年”特刊的哲学所研究员布罗夫说,俄罗斯哲学、科学院哲学所同中国有着相当深的渊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曾在我们这间会议室上过课”。据介绍,哲学研究所曾经是闻名中国的莫斯

科中山大学所在地。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一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课程主要是马列主义基本理

论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大学1925年秋在莫斯科成立。因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倡导联俄、联共政策,大学便以

“中山”命名。当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对象不仅是国民党人,还有更多的共产党人。1926年1月,在法国勤工俭学

的邓小平同志受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从巴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外,“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及叶剑

英、董必武、林伯渠等共产党人以及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等也曾经是该大学的学生。  

    斗转星移,80年以后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内,中国哲学成为俄专家学者研讨的题目。俄罗斯哲学协会主席斯焦宾

在“中国年”特刊的致辞中写道:“中国是我们的邻邦,俄中两国存在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两国哲学界共同讨论一

些现实问题、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彼此交换意见,可以促进俄中科学领域的合作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俄科学

院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特刊《远行记》作者科列回忆起他同中国的渊源,“受苏联高等教育部的派遣,我于1952年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从此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首发式上,特刊所收录的中国哲学家李景源的《中国哲学的现状与趋势》、安启念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实践唯物主义》、马寅卯的《俄罗斯哲学在中国》、聂耀东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再认识》以及俄罗斯学者的

《〈易经〉和语义解码》、布罗夫与费多托娃合写的《中国现代化经验:理论和实践》等专著、论文赢得了两国专家

的好评。  

    季塔连科在首发式上说,俄罗斯哲学家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看到了中国传统“中庸之道”思想在现实生活中

的成功运用和发展,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一系列理念中得到了体

现。他说,“中国年”特刊能为扩大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做出一份贡献。  

    哲学博士费多托娃表示,近年来俄中哲学界人士交流频繁,俄罗斯学者对迅速发展的中国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

趣,“我希望这本特刊中列举的中国成功实践能对俄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光明日报 驻莫斯科记者韩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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