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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与俄国文化重建 

  新俄罗斯诞生于全球化日益扩展的时代，这个历史背景特点就决定了当代俄罗斯文化语境的主要

特征。这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纪，更是一个不同类型文化对话的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点是文化

的多元共生。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互融跨越和多

元共生，这种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发达国家的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的吸引和同化；另一方面是发展

中国家文化的经典和独特成分也成为发达国家文化的新构成。由此，逐渐生成一种多样共生的新型世

界文化。世界文化发展的这种特点是由其内在规律决定的，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既着力于自我创新，

也常常从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适合的养分，既守望本原，又杂融他山。在全球化语境中，借助现代科

技和经济模式的影响，多元传统的文化获得了复兴和融合的更新更广的活跃空间。因此，新俄罗斯文

化的构建或俄罗斯文化的重建也不会外在于这一规律和过程。全球化进程进一步促进了各个国家和民

族的互动。在21世纪，俄罗斯文化这种跨越共生的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为俄罗斯文化发展提供

了扩展视野的窗口，同时也为俄国文化搭建了充分展示自我特色的宽广平台。 

  文化生长繁荣的必要前提是兼容并包。回顾历史，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历程反复证明这一演进规

律。俄罗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构成，它在自己千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步融合了东斯拉夫人的多

神教文化、北欧早期文化、拜占庭文化、蒙古鞑靼文化和近代欧美文化。而近现代文化流派在俄罗斯

的传播与演化，也是如此。比如西欧近代文艺思潮，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

来主义在被引入俄国后都渗透了俄罗斯民族自己的特色。“强力集团”音乐带来的俄国交响乐音乐民

族化浪潮，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就与古罗斯的建筑传统相融合，圣彼得堡的城市建筑就是意大利和荷兰

的巴洛克风格与诺夫戈罗德的建筑传统杂糅的产物。17～18世纪俄罗斯传统建筑和西欧建筑的融合等

均是这种发展过程的典型现象。 

  俄罗斯是一个具有相当个性的文化大国。这个国度对来自世界的任何地方的文化产物都有自己的

审视角度。早已为20世纪人文学界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学家巴赫金在上个世纪中叶提出过著名的文化审

视“外位性”原则，即在对异族文化接触研究的过程中，不可缺失接受者和研究者的原主体意识。对

待全球化这样一个新兴的世界潮流，俄罗斯学人自然有他们自己的独特视点和解读。俄罗斯当代文化

学家康达科夫在专论《全球化语境中的俄罗斯》中清醒地意识到，20～21世纪之交社会学、政治学和

文化学理解的所谓全球化首先是与美国和西欧即北大西洋集团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进程相联系的，其

主要趋势是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苏联核对抗终结相关联的。似乎将全球划分为两极世界的历

史结束了，于是从世界政治格局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与成熟了。美国试图建立以它为首的单极世界。

而欧洲、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被动屈从于这个趋势。但是，这仅仅是全球化的一方面现象。如果

说，将当今全球化理解为“美国化”或“西欧化”，那么，在俄罗斯就存在先天的“反全球化主义”

传统，俄罗斯是东正教国家，“第三罗马心结”由来已久。新俄罗斯的文化阐释和建构，不能不受到

这种传统的深刻影响。“新西欧派”即所谓的“民主派”和新“斯拉夫派”即“传统派”有关俄罗斯

的发展之路的争执始终没有中断过。俄罗斯当代学者斯捷怕尼扬茨在《多重文化性：全球的和俄罗斯

的观点》中将全球化理解为“跨越第二个千年和第三个千年的当代符号现象”，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

中文化的多样是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的特征。在他看来，全球化对于俄罗斯是一个严肃重大的问题，



在与欧美70余年的隔绝后，俄罗斯必须加入全球的多元文化对话。斯捷帕尼扬茨认为在俄罗斯大学实

施多元文化教育是俄罗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有益举措，尽管这种教育意识仅仅处于开始阶段。 

  全球化语境在俄罗斯学界还被理解成一种近现代世界建构理念。学者阿·涅克列萨认为：“世界结

构的全球性转型及其展现的前景和深度无疑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众多理论探索和实用研究。全

球化、社会的后现代化与后工业化、信息社会、世界新秩序、文明的冲突是我们时代鲜明的和活生生

的概念。”这位俄罗斯学者还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全球化的各种设想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

或先后或同时登场亮相。不同的世界级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甚至文艺学家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

“全球化”方案与设想（《理解新世界的意义》）。按照涅克列萨的这种逻辑，俄罗斯的全球化或全

球意识的历史还可以推得更远。俄罗斯民族在使命感上，在文化构成、文化来源上有深厚的“全球

化”情结。在16世纪莫斯科就被俄罗斯人自誉为“第三罗马帝国”。利哈乔夫院士认为，在17世纪这

种世界新中心的意识获得了扩展意义，是俄罗斯全球文化意识最早的萌生形态。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

夫斯基，再到卢那察尔斯基，无论是俄罗斯的宗教文化还是无神论文化，其文化建设目标都具有全球

化的心结。普希金认为把俄罗斯文化仅仅划归欧洲文化是地理上的谬误，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普希金的

文化本性看作是全人类的；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则把俄罗斯文化的使命和作用界定为世界东西方文

化的桥梁。苏维埃俄国号召工农和知识分子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来建设的新苏联文化。在充

满创新豪情的俄苏革命领导人看来，这种20世纪的新文化不仅是苏维埃俄国或苏联一个国家文化建设

的方向，而且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化也被视为整个人类进步文明发展的方向。可见，从15世纪到20

世纪，世界使命意识在俄罗斯的文化建构理念和过程中有其持久的延续性。而今，随着俄罗斯大国意

识的重新唤起，新俄罗斯文化虽然不再追求全球影响，但做世界或全球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传统使命感

不会缺失，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强化和发挥。 

  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其实是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理论预期。他的文化观是在20世纪文化日

益走向融合的国际文化大语境下逐步形成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在回答《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提

问时就提出了在“长远时间里”“在宏大语境中”研究文化的方法论原则。20世纪后半叶全球经济的

加速发展，促使世界文论家敏锐注意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同时也更加关注不

同时代文化内部的传承关系。巴赫金对话主义文学观念就是这种新的文化研究模式的先锋。在整体研

究各种文化的基础上建构理论诗学的高度是俄罗斯文化学者的新世纪理论探索努力方向。这个趋势从

苏联到新俄罗斯的转型时期就已经开始。当代俄罗斯学者认识到，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对话并不

因意味着创造新的世界，而是探索价值体系的一种必要前提条件（B·斯焦平：《文明发展的诸种类

型》）。 

  全球化时代的俄罗斯本民族文化的定位问题成为新俄罗斯学术界重视的课题。德米特里·利哈乔夫

院士在这方面的论述引人瞩目。他原本是古典俄罗斯文化研究的权威，他的《古代俄罗斯诗学》是20

世纪研究俄罗斯古代文明的经典。新俄罗斯诞生以来，他的俄罗斯文化研究也体现出全球化视野的特

点。传统的俄罗斯地缘文化特征的定位，俄罗斯文化是世界东西文化融合的产物。他在其学术生涯的

最后一部巨著《沉思俄罗斯》（1999年版,中译本名为《解读俄罗斯》）中着重论述了俄罗斯文化的

“南北走向”问题。“南北走向文化”，也就是北欧文化和南欧文化对俄罗斯文化成因的重要影响。

他不赞成过度看重俄罗斯文化的“东西方成因”。同时，他也注意对俄罗斯文化的东方因素的研究。

这就构成了他完整的俄罗斯文化研究多元视野。利哈乔夫对俄罗斯文化特点的阐释，虽然具有浓厚的

俄罗斯西欧派的特色，即认定俄罗斯文化的欧洲属性，但他从来没有忽视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文化构

成。他特别指出，俄罗斯在文化研究中特别关注东方文化，俄罗斯是欧洲国家学术机构中最早建立东

方学的国家，早在19世纪俄国科学院就建立了东方学研究所。文化学家B．罗津也从全球化的视角阐

释文化学问题。这位学者的《文化理论》（莫斯科2005年版）从文化学研究的一般范式入手，阐释了

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文化学研究的方法论、文化学的各种观念、欧洲文化的起源和实用文化学的研究

特点等学科问题，特别强调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化学的多元文化价值取向。 

  俄罗斯著名文论家和美学家尤里·鲍列夫对全球化的理解有自己的视角。他在2002年的一个以全



球化为主题学术演讲中认为，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遇上了日益邻近的全球化时代。当代的人文学者

都在谈论一个时尚的词汇———“全球化”。不同国别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文化学家都有自己的

全球化观念。鲍列夫认为，全球化是全人类经济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趋于联合这种现实的必然过程的

结果。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当代世界社会现象。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全球化

也正在引起一种担忧和抗议，这是因为有的国家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针

对这种担忧，鲍列夫提出，全球化应该是人道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种种因

素，包含不同种类文化的一体化，克服了认识和理解的断裂，并且拟定，自己国家的人和爱国者与世

界公民生活在这样的体系中：“个性－人民－国家－人类”，其中“个性－人民－国家”的环节作为

有主动精神的民主在起作用。在他看来，21世纪的范式就是普适性，也就是人们的全人类存在体系的

形成。鲍列夫认为，“真正理想的全球化应该是整合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文化范式，包括

俄罗斯的、中国的、印度的、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日本的等等”。在鲍列夫的全球化文化观念

中明显可以感觉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俄罗斯文化传统使命意识。 

  俄罗斯学人注意到，全球化的语境不仅意味着全球化经济和文化进程的日益扩展，同时也包含对

“反全球化”意识和运动的逆向过程，如果将全球化理解为“美国化”或“北大西洋集团化”的话。

苏联解体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俄罗斯从20世纪的“无神论”国家仿佛又回到了东正教的国度。基督

教文化重新盛行起来，20世纪上半叶消失的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作为全俄东正教会的中心在90年代

后隆重复建，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还原的又一种重大标志。当代俄罗斯人是处在传统文化回归进程中

来面对全球化浪潮，这就是当下俄罗斯文化构建的一个显著特色。学者米特罗欣在探讨全球化时代宗

教在俄罗斯复兴过程中的作用时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俄罗斯的未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调和宗教世

界观和世俗世界观的对立态势（《日益全球化世界中的各种文化对话———诸种世界观》，2005

年）。 

  近年来，俄罗斯大国意识的重新崛起或苏联情结、苏联思维的回归就是俄罗斯应对全球化弘扬民

族自我意识的某种典型体现。俄罗斯当局对苏联政治文化象征的重新恢复，如对苏联国歌旋律和卫国

战争胜利旗帜的法律认定、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的回归、俄罗斯文化界对苏联文化的最重要代表人物

如高尔基的重新肯定，俄罗斯文论界首创的形象思维理论和现实主义诗学传统的回归都可以被视为抵

制美国“全球化”文化的实质举措。特别是对于俄罗斯艺术文化而言，现实主义是个永恒的主题。苏

联解体后，即使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俄罗斯文论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期盼和探索并没有减少。现实

主义的创作不断涌现，现实主义的诗学研究继续自身的历程。因为，在许多俄罗斯作家和文艺学家心

目中，现实主义几乎就是艺术文化或人文主义同义词，是俄罗斯审美文化存在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

方式之一。新的俄罗斯文学理论将苏联时期的现实主义主流文学称为“肯定的现实主义”，实际也是

继承了高尔基的诗学原则和美学理念。德·利哈乔夫坚持认为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甚至在对古典文

化的研究中都具有优势，他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也始终没有放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表述。

守护现实主义，其实质就是守护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和

萧洛霍夫，守护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一种与西欧文化有所不同的独特的俄罗斯精神家园。 

  俄罗斯文化自身具有兼容的品性，同时也固有自我中心和宏大使命的大国文化心结，这种文化本

质构成的特点，决定了俄罗斯面对全球化语境和趋势的特殊立场。比如，当代文论中，传统形象思维

论和现代符号学的通融阐释，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诗学互证等均可以作如是观。正如俄罗斯当代

哲学家托尔斯笛赫所说，俄罗斯的未来在全球化语境下将与全球市场经济、欧亚一体化、欧洲一体化

时代的文明形式紧密相连，同时考量到俄罗斯自己的精神文化和欧洲自我意识（《文化对话语境中的

文明未来》）。由此可以预期，新俄罗斯文化的重建实际将在与当代全球化语境融合和传统文化回归

（包括千年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和70余年苏维埃文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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