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 学 家 ：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米亚斯尼科夫 ( 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Мясников，俄罗斯，1931.5- )

研究领域 ： 俄罗斯汉学史，俄中关系史

人物介绍 ：   历史学博士，高级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
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亚太国际关系专家。 
  米亚斯尼科夫于1931年5月15日出生在莫斯科。1950年考入莫斯科东方学研究
所中国问题研究室。1955年从学院毕业后，被安排到由贝列罗莫夫领导的满学家
和汉学家小组工作，整理1900－1901年八国联军武装干涉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
期间，沙俄军队从中国东北带到俄国的满文档案，以便准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
国。当时，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分部的基础上，筹建了中国研究所。他
在该所的科学工作中充当了汉学和档案学之间的“联络人”角色。米亚斯尼科夫
1960年考入亚洲人民研究所（当时中国学研究所已经撤销了）作研究生，在此期
间他发表了相当可观的作品并确定了他科学研究的领域和兴趣——俄中关系。他
的副博士论文是俄中边界形成史领域里的第一部综合著作。1964年2月13日，他成
功地进行了论文答辩，随即去中国北京外国语言学院作语言学进修生。当时，在
北京正进行苏中边界问题的谈判，米亚斯尼科夫认为很有必要出版一套能够复原
俄中关系全史的档案汇集，产生了编辑多卷本文件系列《俄中关系·材料与档
案》的想法。从寻找和发现材料，到一卷接一卷地出版，都由米亚斯尼科夫领
导。在他的倡议下，1992年，俄中关系历史的研究工作被整合为一个科学研究计

划“17世纪到20世纪俄中相互关系”，其中包括苏联时期在内。至今，17世纪至19世纪俄中关系史部分一共出
版了5卷，还有一卷是关于1937－1945年苏中关系史（共分两个分卷）。该丛书代表了科学院的最高水平，已经
问世了的这些卷包括了2500多个档案（正文中的和注解中的），其中的大部份档案是首次运用在科学研究方
面。评论者给了这个档案集以相当高的评价。 
  在专心于档案材料的编辑工作过程中米亚斯尼科夫发现了中方在外交谈判实践中的一定规律性。这个研究
成果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得到了阐述，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专题著作《十七世纪的满清帝国与俄罗斯国家》（莫斯
科，1980年）。 
  米亚斯尼科夫多年研究俄中边界史问题，写成了专著《俄中界约勘注：俄中边界外交史——从17世纪到20
世纪》（莫斯科，1995）。这本专著对国家边界的形成这样敏感尖锐的、涉及邻国相互关系的历史政治问题进
行的基础研究，在国际汉学界，甚至在历史学界，都是史无先例的。 
  在俄中关系资料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同时，米亚斯尼科夫转而从事研究亚太地区的
国际关系问题，并就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许多年来，米亚斯尼科夫还在俄罗斯（原苏联）外交部所属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从事教育工作。许多俄罗
斯外交官都听过他的课，读过他的著作。此外，他还把很多精力花在科学组织工作方面，首先是研究所的学术
秘书，然后是科、处主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从1986年至今），从1992年开始，担任研究所所
属俄中关系研究与预测中心主任。1990年，他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七年之后成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1999年，值俄罗斯科学院成立275周年之际，为了表彰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在祖国科学研究中的贡献，特授予他
“友谊”勋章。 
  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在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期间，积极地参与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部委员会的工
作，许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历史学部委员会的第一院士副秘书。同时，他还担任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世界历
史组鉴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东方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员，学术杂志《远东问
题》的领导成员，俄罗斯科学院《科学遗产》杂志的编委会主席。 
  米亚斯尼科夫院士还热衷于参与建立国际科学联系，作了大量的科学报告。多次参加各种国际科学代表大
会和学术会议，与许多外国学者及科学中心保持着广泛的科学联系。 
  在米亚斯尼科夫的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还包括社会工作。多年来，他担任俄中友好协会的副主席，从
1997年开始，担任21世纪俄中友谊、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的副主席，从1998年开始，担任俄罗斯汉学家协会
主席。 
  米亚斯尼科夫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工作组织者。在他所创立和领导的科学团体里，他的同事和学生与他一块
工作和学习。他慷慨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表现出一种对工作的忘我献身精神。此外，他还怀着高度的责
任心来培养科学工作者，在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成了副博士和博士。 
  半个多世纪对中国问题孜孜不倦的研究，使他成长为俄罗斯汉学界的泰斗。截止2001年，他一共完成了350
多种汉学著作，成果丰硕，著作等身。是“俄罗斯汉学史”和“俄中关系史”领域里无可争议的专家，拥有世
界声誉。

主要学术成果 ： 主要著作：《关于伊凡·裴特林到中国旅行的新文件》(《苏联中国学》，莫斯科，1958年第1期)；《К.А.斯
卡奇科夫〈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莫斯科，1958年，共同校订)；《1689～1916年的俄中关系》(莫斯
科，1958年，合编)；《关于明朝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国书的日期问题》(《东方学问题》，莫

斯科，1960年第1期，合著)；《Н.斯帕法里著作的新版本》(《亚非人民》，莫斯科，1962年第2期)；《驻中
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莫斯科，1966年，合著)；《俄国档案中论述满族征服中国的文献(1618～1690)》
(《满族在中国的统治》，莫斯科，1966年)；《今日中国》(莫斯科，1969年，合著)；《17世纪的俄中关系：
资料和文献》(莫斯科，第1卷，1969年；第2卷，1972年，合编，注释并前言)；《俄中关系史研究中的问题和
任务》(《苏联中国学问题》，莫斯科，1973年)；《大清帝国的兴衰》(《远东问题》，莫斯科，1973年第2
期)；《苏联中国学的形成和发展》(《远东问题》，莫斯科，1974年第2期)；《编者的话》(斯卡奇科夫著《俄
国中国学史略》，莫斯科，1977年)；《比丘林的创作遗产和现代》(《远东问题》，莫斯科，1977年第3期)；

《17世纪的清帝国和俄国》(莫斯科，1980年)；《研究苏中关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评О.鲍里索夫著〈苏中
关系(1945～1980)〉一书》(《远东问题》，莫斯科，1981年第2期)；《17－20世纪边界交涉史》（1996），
《中国边疆形成史》（主编之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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