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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善于弘扬民族精神传统，首先是先秦儒学思想（小康、以德治国、亲民

等），将其服务于大众，并且取得了经济成就。中国的榜样，不可能不对俄罗斯－部分政治精英产生影响。并非偶然

的是，第二阶段对社会与国家的管理、治理，儒学关于政府与大众关系的原则成为关注的焦点。有典型意义的是，受

政治精英们影响，社会上引用孔子的语录成为时尚，但遗憾的是，引用的并不总恰当。最常见而又与孔子毫无关系的

是：“想在黑屋子里抓住黑猫是很难的，尤其当黑屋子里没有黑猫的时候。” 

  同时，被最常引用的孔子思想“正名”（《论语》，十三章，三节）经历了有趣的演变。如果前十年，反对派以

此完全有根据地批评政府言行不一，那么现在开始了相反的过程。现政府想以实际行动来恢复民心，也利用“正名”

学说的权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名”－前途光明。在社会保障领域，像“正名”一样，孔孟之道进入俄罗斯政

治文化的是“政府与人民的互信”（《论语》，十二章，七节）与“稳定”（《论语》，十三章，十三节）原则。这

些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我想，孟子“仁爱”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民为贵”），还包括“君子和而不同”（《论语·

和》，十三章，二十三节），这些都会作为多党制和折衷原则的基础，在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文化中将找到用武之地。 

  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理解《四书》核心思想－人的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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