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 学 家 ：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 ( 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俄罗斯，1934.4- )

研究领域 ： 中国哲学、中国政治

人物介绍 ：   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俄罗斯科学院
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会长。 
  季塔连科1934年4月27日出生于农民家庭,在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阿尔泰地区
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53年被推荐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继续深造。1957年大
学毕业后被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学习两年,师从冯友兰先生。1959年他又被派
到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1961年毕业后留校继续进修一年。1962～1965年,季
塔连科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任研究员职务;1965～1985年,
在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工作,并于1965年11月26日获哲学副博士
学位,于1979年11月2日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85年起到现在,季塔连科一直担任俄
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职务,并于1997年5月30日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
士,2001年11月当选为院士。 
  季塔连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和现实问题、俄罗斯与亚太各国及俄
中关系问题的专家,有论著200余部(篇)。 
  在中国哲学史方面,季塔连科的代表著作是198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古代哲学
家墨翟及其学派与学说》以及198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墨翟及其学派对中国哲学

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第二卷)一书。除此之外,在中国哲学史方面,季塔连科还编辑了《中国哲学史》
(1989)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后记,为《中国古代哲学》(莫斯科,1972)一书写了序言。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百科
词典》(莫斯科,1994)共收录了1500多个词条,堪称古今中国哲学文化系统知识大全。另外,他还在1997年《远东
问题》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他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是研究当代中国哲
学的基础,对俄罗斯中国学家研究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在中国政治和现实问
题研究方面,季塔连科的主要著述有:《中国:文明与改革》(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9)、《中国的现代化与改

革》(莫斯科,1999)以及与Л.С.佩列瓦洛夫合著的《中国社会政治与政治文化的传统》(1994)等。 
  在对俄罗斯与亚太各国及同中国关系的研究方面,季塔连科也有很大建树,代表作主要有:《亚太和远东地区
的和平、安全与合作问题》(莫斯科,1989)、《俄罗斯和东亚:国际与文明间的关系问题》(莫斯科,1994)、《俄
罗斯面向亚洲》(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8)、《俄罗斯:通过合作求安全·东亚的向量》(莫斯科,历史思想文
献出版社,2003)。季塔连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表现在由他主持完成的一些重大课题上,如题为“俄罗斯远东
和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1998年)的科研课题,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他所领导的远东研究所的中国学
家。在远东所的集体著作《现代化和改革征途中的中国(1949～1999)》中也渗透了他的辛勤劳动,这是一部跨学
科的俄中关系史研究力作。199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为该书举行了隆重
的首发式。 
  季塔连科还是一个出色的组织管理者。从1985年起,季塔连科开始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在近
20年的发展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科研组织机构得以不断完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为了更加适应形势
的需要并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季塔连科出色地完成了研究所的机构改组工作。他带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
专家们承担国家和俄罗斯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使该所成为俄罗斯总统办公室、俄罗斯联邦议会主席团、国家杜
马、外交部、外贸部等国家机构的信息咨询机构。 
  季塔连科是俄罗斯联邦功勋活动家。除了从事科研和科研组织工作外,还积极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身兼俄
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现代中国问题学术委员会主席、东亚和平与安全及发展国际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
国哲学研究学会俄罗斯分会会长、俄罗斯亚非国家合作协会会长、俄中友好协会会长、朝鲜半岛友谊和文化联
络协会第一副会长等多项职务。他是俄罗斯亚太地区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武器监督中
心以及汉城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和国际学术委员会成员,2004年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教授称号。他还是多种
国外杂志的编委,经常出席亚洲国家大学校长和研究所所长合作会议,在国外东南亚问题专家中受到广泛的承认
和尊重。 
  2004年4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季塔连科祝贺70岁寿辰。普京在贺电中说，“作为杰出的东方学学者，
您具有无比丰富的学养和经验，并在国内外享有名副其实的威望。您学术兴趣的广度——从中国历史和哲学到
全球经济和国际文化对话问题——使您赢得了巨大的尊敬。在您的领导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为解决国
家关系的重要问题，为发展俄罗斯和亚太国家各个层面的关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主要学术成果 ： 主要著作：《毛主义者的中国古代哲学学派及其学说》(莫斯科，1965年，副博士论文)；《认真研究中国古代
哲学》(《远东问题》，莫斯科，1977年第4期)；《序言》(《中国古代哲学》，莫斯科，1972年)；《毛主义的
思想政治实质》(莫斯科，1979年，合著)；《当代中国哲学》(莫斯科，1980年，责任编辑)；《亚太和远东地
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问题》(莫斯科,1989)；《古代中国哲学家墨翟，其学派与学说》；《俄罗斯与东亚》

(莫斯科，1994年)；《中国社会政治与政治文化的传统》(与Л.С.佩列瓦洛夫合著，1994)；《俄罗斯和东亚:
国际与文明间的关系问题》(莫斯科,1994)；《俄罗斯面向亚洲》(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8)；《中国:文明
与改革》(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9)；《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莫斯科,1999)；《俄罗斯:通过合作求安全
·东亚的向量》(莫斯科,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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