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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研究
李　论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摘要：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文学主要由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古典文学、苏联文学和现当代俄罗斯文学组成。俄罗斯文

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影响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主要表现在文化思

潮、文化接受、文艺政策和文化精神等几个方面。造成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两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国情，

同时也包括文化发展和相互交流的内在规律。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影响结果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

展轨迹，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化价值观。基于此，本文将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阐述了在不同阶段的文化内容对

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系统整合的方式，从而探究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内在发展规律，为我国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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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经过了几

个历史阶段与社会变革，文化思潮是十分活跃的。俄罗斯文化思

潮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影响，集中表现在“人本化”的

文学观念、社会主义现实文学的创作方式、苏联文学理论体系三

个方面，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化作品的创新方式、文学内涵和美学特征与苏

俄文学形成了高度的相似性。

俄罗斯文学的内涵十分丰富，在分析俄罗斯文学的内容时，

笔者主要从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古典文学、此后的苏联文学以及

现当代俄罗斯文学三个角度开展研究，从文化接受的层面进行分

析，探究俄罗斯文学对我国文化思潮、文艺政策，作品创作和国

民价值观念的影响。

一、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古典主义”的文化观念影响

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与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有着

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俄国文坛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出现

一个或者几个体现民族意识的重要作家，比如 18 世纪的洛蒙诺索

夫；19 世纪的托尔斯泰、车尔尼谢夫斯基、果戈里和普希金；20

世纪的高尔基、小霍洛夫、索尔仁尼琴等。与德法等国的形而上

的哲学理论不同，俄罗斯的哲学思想往往借助文学作品表现出来，

这种特点导致俄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思想理念大于故事情节，具有

很强的现实性。

这种文学在文化中呈中心地位的特点，成为现当代俄罗斯艺

术嘴贫重要的题材形式。虽然后来苏联解体之后，这种文学中心

特点逐渐淡化，但是俄罗斯文学依旧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当代俄罗斯批评家、文化史家叶尔莫林教授所说，“俄罗斯

文学依然是俄罗斯文化的主文，俄罗斯的未来就是俄罗斯文学的

未来，没有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就没有俄罗斯，俄罗斯的复兴就是

其文学的复兴，以个体形式呈现的精神生活的复兴。”

这种俄式的思想文化理念对我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无论是小学课本还是中学教材，普希金的诗歌是必修内容，

另外鲁迅先生等人受契科夫“现实批判主义”影响，形成了独特

的现代创作风格：透过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出时代的、社会的问题，

并反映出这种问题产生的社会因素和制度因素，以及根本措施。

这种现实批判主义思想，至今对我国的文化发展产生着极为重要

的影响。

（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影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确定于俄罗斯苏联时期，在确定

之后很快就传入到中国的文化领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

化创作形式对我国近代文化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度成为

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判理论的最高准则，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

中成为政治和意识的指向标。

虽然在后来苏联“解冻”文学思想的影响下，国内对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的认知形成了转变，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应该是创作的方向而非教条或者创作公式。但是在实际的文化发

展过程中仍然没形成多大的变化。

在上 20 世纪 60 年代， 我国确定了“革命现实主义以及革命

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式大，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

国的文艺创作活动仍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思

想带来的影响。

（三）苏联文学理论体系的影响

钱中闻先生将苏联的文学理论体系称为“苏联文学体系”，

同时指出这一文学体系中的理论问题核心在于对“文学”的本质

的阐释——苏联文学体系的出发点是哲学认识论，文学的属性是

认知与意识形态，促进个人的认知是“文学”的根本功能，最终

发挥本身的教化作用，推动阶级斗争教育，发挥阶级斗争工具的

作用，实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标。

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被当作从属性。苏联文学理论体系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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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关键词为“意识形态”“典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

级斗争”等。苏联文学体系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在文学理论体系方面，苏联文学理论体系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与应用方面：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

期，我国曾经聘请苏联的教育专家和文化专家讲述文学理论的专

业课程，并对其主要编写教材进行了翻译和出版。其次，是选择

性地对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进行翻译出版。最后，是组织国内学

者根据苏联文学理论体系编写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活

动基本上都没有摆脱苏联文学理论体系。

（四）苏俄文学情节的思想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开展过程中，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开

始被翻译、介绍到我国。特别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中苏友好

期间苏联文学作品研究在我国的文化领域盛行一时，很多学者在

这一时期翻译介绍、创作模仿苏联文学作品的内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苏俄文学作品大量涌入，成为国内读

者阅读外国作品的首选，在一代读者心目中形成了浓厚的“苏俄

文学情结”。很多读者至今对苏俄文学以及相关的文化存在着执

着的喜爱，并崇拜苏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苏俄文学引导和

设定了一代中国读者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现象正是苏俄文学情

节对我国国民产生思想影响的重要体现。

苏俄文学作品的内涵带有明显的政治文化色彩，在很多作品

内容中“革命”“斗争”和“献身”等主要字眼成为关键词。在

中苏友好的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导致苏俄文学作品的内涵对我

国读者产生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方面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文

化价值取向方面的影响。

苏联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革命精神推动着国民政治思

想的发展。苏俄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审

美方面的，同时还包含政治热情、革命情怀以及革命精神等多个

方面的因素。

比如，人们在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之后，重

点关注的并非主人公的爱情经历和人生体验，而是更关注那段关

于人生价值的经典名言，这段名言成为很多中国青年的人生价值

取向。

二、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因素

（一）革命与战争的主要题材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古典文学阶段，虽然很多文学作品没有

直接表明革命文学的主题，但是其创作背景主要在俄国废除农奴

制的社会动荡及变革时期，因此其作品内容主要反映了俄国十月

革命之前的阶级矛盾及主要斗争。

正是因为这种内容，列宁才将托尔斯泰称为“俄国的镜子”，

也正是因为这种内容，在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才会有大量的俄

国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对国内文化发展形成重大影响。

在传统的文化研究工作中，很多学生将苏联文学与革命文学

画等号，采用了“苏联革命文学”的称号，这不仅仅是因为苏联

文学作品的革命战争题材，同时也是因为苏联文学的革命内涵以

及革命色彩。如果西欧的文化作品主要的文学贡献在于文艺复兴

以及启蒙思想，那么苏俄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革命精神的传承与

发扬。

（二）文化与政治的密切联系

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其主要内容的接受程度在于读者的主体

意识，读者在接受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是有区别与选择的。但是政

治因素的限定决定了读者在文化选择中的被动地位与从众行为。

俄罗斯文学特别是苏俄文学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的另一个原因在

于政治因素的限制。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友好时期，无

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呈现出“一边倒”的特点。

政治因素决定了文化方面的选择，这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虽然在当时有很多国民是发自内心地尊重并

热爱苏联文学，而并非根据规定去强制阅读和学习苏联文化，但

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

要因素：苏联文学作品占据了市场的主体，成为开展思想工作和

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成为革命的重要标志。

因此，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从表面上是由于群众自发

性的阅读倾向决定的，但是在本质上则是政治文化氛围的限制，

带有一定从众性与被动性。

三、结语

综上，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具有

很长的时间跨度，同时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从文化接受的层面来说，

从民国初期的翻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广泛传播，再到近现代的

全面接受与反思，在不同的阶段文化传播有不同的影响。俄罗斯

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思潮、文艺理论、文化政

策和文化精神等几个方面。开展俄罗斯文学对我国文化的主要影

响的研究，能够推动相关学者全面认知中俄文化关系，对近现代

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形成反思，同时认清俄罗斯文学对中国文化

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从而不断调整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针对我国现代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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