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 学 家 ：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格奥尔基耶夫斯基 (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俄国，1851.10-1893.7 )

研究领域 ： 汉语，中国古代史

人物介绍 ：   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博士。 
  格奥尔基耶夫斯1851年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神父家庭。1868年毕业于该地十年制中学，1873年毕业于莫斯科
大学历史语文系，获副博士学位。在科斯特罗马中学教俄语和历史两年。1875年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学习，为

В.П.瓦西里耶夫亲传弟子。1880年汉语班毕业，获副博士学位。随即前往中国，服务于茶叶公司两年。回国后
又在东方系深造。1885年以《中国初史》一文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同年在东方系开始授课。开汉语和中国
史讲座。1889年以《对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分析》一文进行博士论文答辩，1890年获教授职
称。1893年出差法国梅茨时因肺病去世。他第一个提出了中国学应成为多部门科学的总和的见解。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俄国汉学的发展做出了
杰出的贡献，留给后世几部重要的汉学著作。第一部是他的硕士论文《先秦史》，1885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这
是俄国汉学史上第一部论述秦始皇之前中国历史的力作。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在充分研究中国文献的基础上，对
公元前的中国历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因为此书一反流行于西方的欧洲中心论历史观，出版后引起社会强烈反
响。苏联汉学家尼基福罗夫（1920-1990）则视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是“俄国第一个真正的中国历史专家。”格奥
尔基耶夫斯基的第二部著作是出版于1888年的《中国的生活原则》，全书分为12章，介绍了中国的灵魂不灭、
祖先祭祀、长幼礼序、多神宗教、儒家学说等中国文化思想和现象，其中儒家学说占去了5章的篇幅。此书出版
后引起的反响更大，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书评。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维谢洛夫斯基（1848-1918）认为这是研
究亚洲民族祖先崇拜最好的著作。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第三部著作《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出版于1892
年。该书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论述中国神话的著作，他也因此而成为国际汉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鼻祖。此
外，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在汉语研究上也颇有心得，除了作为博士论文的《对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
字的分析》外，他还于1888年出版了《汉语的根本结构和中国人的起源问题》。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是俄国汉学史上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他在俄国汉学发展的低潮时期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
系汉满语专业注入了活力。他冷静思考俄国汉学的命运，首次在俄国提出汉学应是多学科总和的见解，为汉学
的近代化指明了道路。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完成了数部汉学专论，向俄国民众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象形文
字、儒家学说、神话传说及神话观念，发出了捍卫中国文化尊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强音，在俄国社会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

主要学术成果 ： 主要著作：《中国初史(迄于秦始皇)》(硕士论文)(СПб.，1885)；《对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生活史的象形文字的

分析》(博士论文)(СПб.，1888)；《中国的生活原则》(СПб.，1888)；《汉语的根本结构和中国人的起源问

题》(СПб.，1888)；《И.托尔斯泰伯爵和〈中国的生活原则〉》(СПб.，1889)；《研究中国的重要性》(СП

б.，1890)；《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СПб.，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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