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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朝晖编著的《兄弟的隐喻(从真理报1950-1959的中国形象谈起)》从《真理报》中勾稽出不少资料，
又辅之以理论分析，分五章详加阐述。
《兄弟的隐喻(从真理报1950-1959的中国形象谈起)》中不少观点值得关注。
如通过第四章的分析，她看出了通过《真理报》等媒体，“兄弟”关系在中国和苏联民众中具有双向
塑造作用：尽管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与殖民无关，但实际上从苏联对中国的文化输出上也看到了类似的
方式。
苏联官方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全面制度化(政治、经济、土地改革，等等)和符码化(文化艺术的强制
性话语形态)的过程，将自身对中国——社会主义阵营中最重要一员
——的想象转移到了中国人民身上，并在十年当中成功塑造了中国人对自我的想象：照搬苏联模式。
报纸为“重现”这种想象提供了技术上的大力支持。
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一名普通公民每天拿到《真理报》时，便会感到中国人与他一样享受着社会主义
带来的幸福。
当苏中两国的人民在歌唱《莫斯科
——北京》时，他们便经历了同时性的体验，苏联人民和中国人就身处于被共同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
系联结在一起的想象的共同体。
再如在第五章中，她分析了苏联塑造中国形象的唯政治性，将中国视为文化上的他者等问题，进而认
为：俄罗斯与中国的特殊地缘政治关系和中国形象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多变性，决定了苏联对中国的支
持和隐忧。
隐忧直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
而俄罗斯传统的亲欧性和自我文化崇拜，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普遍的、大众化的求知欲。
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被政治遮蔽的重要因素。
中国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是政治上的“兄弟”，而却是文化的“他者
”。
苏联树立自身的国际权威和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需要决定了它塑造中国形象的唯政治性；而东西
方文化差异却造成了它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感。

该著作摆在读者面前，是深是浅，是生涩还是圆融，读者方家自会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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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朝晖女，l977年生，甘肃省兰州市人。
兰州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学士、辽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2008年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
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现当代俄罗斯文学和中俄文学文化比较。

2006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在饿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语文系访学一年。
曾在《远东问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办)、《俄罗斯文艺》、《中外文化与文论》等高水平
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并在201
0年出版的专业工具书《比较文学学科史》中独立撰写《当代苏联比较文学学科史》一章。
20l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49一1959年苏联((真理报》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和文化隐喻”主
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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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世纪中国形象大规模地进入了俄罗斯的视野，而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观念——诸如中国的哲学
思想、开明君主制等——是从西欧得到的。
卢金也认为：“18世纪时，俄国是在欧洲人，主要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发挥的地缘政治的框架内看待中
国的。
因为当时俄国教育的基础就是他们的著作。
”　　所谓“智者帝国”，换个说法就是哲学家统治的帝国。
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启蒙主义者认为中国皇帝用儒家哲学来统治国家，
是理性和明智的象征，是开明的君主制。
二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启蒙主义者把它视为中国百姓道德高尚、性情宽容、爱好和平的精神
基础。
中国有智慧的宗教、智慧的百姓和智慧的统治者，何不称为“智者帝国”？
　　对于启蒙时期的西欧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家，这种遥远和神秘的特性既增强了他
们的好奇心，也无限度地鼓励了他们的想象力。
与其说他们在精神领域和日常生活中都在模仿中国风格，不如说他们企图创造一种异国情调，甚至是
一种政治和文化的乌托邦，来为己所用。
尽管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和地理上的大发现让他们早就知道了“契丹”，尽管他们也日夜垂涎着中
国的土地和资源，但毕竟都是从书本、瓷器、中国绘画中得来的知识，与真理不知道隔了儿层。
除了传教士和少数的商人，还几乎没有人真正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可是俄罗斯却不同。
它同中国的最初相遇就是因为战争而不是书本。
蒙古人的侵略把中国的物质文化第一次带到了俄罗斯，也让他们第一次有了关于中国的想象。
后来俄国入侵西伯利亚，又在边境上发现了以前从不知道其位置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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