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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俄罗斯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园林中的奇葩，二者以颜色、花姿、香味等外在形态更
以本质特征的独特性傲视世界。
俄罗斯和中国在20世纪的社会历史命运和民族文化发展道路极其相似。
俄罗斯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两国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坚持传统民族文化和西方化的激烈争论，最后都以反
西方然而仍然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占领上风而告一段落。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面临现代和后现代双重景观，中俄两国都在艰难的社会变革之中寻找适合自
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都力图在民族精神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确立新的主流文化精神，
完成文化转型。
更有甚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都有人希图用再生的本国文化精神或新的价值体系来解决全人类
今天面临的问题。
因而，对中俄两国文化进行比较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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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俄传统文化发祥地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其影响　　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园
林中的两枝奇葩，它们都以其独特性傲视世界，也互相区别。
文化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任何民族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创造自己的历史的。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
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既受地理环境的严重影响和制约，又保持着利用地理环境的相对自由。
对特定的具体文化来说，自然地理、气候、生物圈等自然因素一方面是外部因素，表现每一种具体文
化形成和发展的超文化语境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是文化发展有机的语境，它被人意识，被人所适应，
显示特有的语义，成为文化的内在结构，被人反映在语言和文学作品中。
不同的自然条件相应的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和经济活动的类型，产生不同方式的崇
拜（如宗教和习俗、仪式和神话等），产生互相区别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形式和国家制度的形式，最终
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化。
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г．B．维尔纳茨基在《俄罗斯历史教程》中写道：“俄罗斯人的发
展之地是决定其文化和历史性质的因素。
”发展之地被г．B．维尔纳茨基理解为一定的居住环境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的总和，为生存在其
中的人们打上自己特征的烙印。
　　总之，正是人们对地理环境利用程度的差异悬殊和利用方式的千差万别，造就了不同地区不同民
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千姿百态。
因此，要认识中俄文化的独特性和本质差异，就不能不考察中俄文化发祥之地的地理环境和条件。
　　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大方面，主要含有人口、
民族、疆域、气候、水文、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地缘条件、生产方式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
　　一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文化发祥地历史地理环境的
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发祥地历史地理环境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疆域　　中国历史
上下五千年，最早的夏就有不小范围的统治，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的疆域就东起海岸，西至陇山、
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北边则到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南边则至广东大陆。
这一辽阔庞大的空间是中国文化的发祥之地。
　　2．人口、民族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在汉朝设置政区的范围内就有近6000万人口。
到北宋末年（12世纪初），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亿。
在主要生产工具极为简单的条件下，拥有庞大的人力就拥有强大的生产力。
　　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规模巨大，十分频繁。
14世纪中叶以前，移民的主流是由北向南，即从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及更南地区，其中以西晋末年
永嘉之乱后，唐朝安史之乱后，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三次南迁影响最大，移民人数最多。
到明朝初年，数百万人口从长江以南迁至江淮之间、淮河流域，从长江中游迁至四川盆地，从山西迁
至华北平原。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于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影响深远。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有数以十计的民族在中国疆域内居住和活动，汉族始终是中华民族
的主体和核心。
汉族以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诸族为基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融合了大量的其他民族而形成，正是
在民族大融合的交流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出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3．地形地貌　　中国是多山之国，地势西高东低，形成三大阶梯。
西部是高耸的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向东层层下降，到最低的第一阶梯，则是丘陵和平原。
中国的地形地貌，特别是在第一第二阶梯内，在中华民族产生后的几千年，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
的相互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地方甚至是沧桑巨变。
海陆变迁，沙漠伸缩，河流改道，湖泊消长，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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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气候特征　　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和太平洋西岸，西南距印度
洋不远，疆域的大部分处于中纬度，北温带，气候温和，季风气候发达，雨量充沛，为农业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5．地缘条件　　中国处于欧亚大陆东部，由于高山、沙漠、草原、海洋等地理障碍的阻隔，文
化发展的地缘空间相对封闭，特别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育之地中原地区事实上处于封闭状的地缘空间
中。
它三面环山，一面靠海。
西面和北面矗立着燕山、太行山、吕梁山，伏牛山、秦岭等山脉，南边则有大别山、武陵山、九凝山
、天目山、武夷山等为屏障，东边则为渤海、黄海和东海环绕。
高山峻岭，峰高路险，交通极为不便，地理障碍既是阻挡异族入侵的安全屏障，也极大阻碍了与异质
文化交流的可能。
　　6．社会生产形态　　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形态。
中国的农耕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丰富的土地资源，土质疏松而肥沃，易于开垦，适宜的气候，雨量丰润，再加上大江太河和星罗棋布
的湖泊水道，提供充沛的水量，即使处在技术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只要努力耕作便能获得较
为丰富的收获，因而中国的定居农业经济发展极为成熟。
　　中国的定居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与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并驾齐驱，成为人类农业
文明的发祥地。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代，华夏民族的祖先就由渔猎转向农耕生产
。
经夏商周三代，农业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秦汉以降，重农固本成为中华帝国的不易之道。
　　中国农耕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种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男耕女织，农业生产与家庭
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家庭小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性经济，其特点表现在：　　第一，稳定性和持续
性。
中国的农耕经济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生产形态，持续了几千年。
尽管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但周而复始的循环和进步却经久不衰，保证农业自然经济几千年一贯
制得以长期延续。
　　第二，多元性。
持续几千年周而复始的中国农耕经济具有多元结构，不仅包含农业生产，更具有手工业、商业等多种
经济成分。
商品经济更是繁荣于秦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
男耕女织式的个体家庭经济本身就是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很早就与市场有着一定的联系
。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就生动描写过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
”　　第三，早熟性。
表现为早熟而不成熟。
　　与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相联系，中国农耕经济呈现出既早熟又不成熟的特征。
　　早熟是指西欧社会中世纪末期才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
土地自由买卖出现在战国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活跃和城市的繁荣更是西欧社会难望其项背。
《战国策》就记录了“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城市盛况。
此外中国农民较早就有相对的离土自由，货币地租也出现得很早，并与劳役、实物地租长期并存。
凡此种种，发生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并对封建庄园制形成巨大冲击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则由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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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并长期延续。
　　不成熟是指中国农耕经济的早熟因素始终不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补充而存在的，
往往还与社会政治条件不相配合，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调。
比如商品经济的繁荣活跃具有对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的腐蚀瓦解作用，但中国的商品经济只是作为农
耕经济的补充而产生发展的，缺乏独立的品格。
在历朝历代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抑制下，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不断强化。
加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工商业者即使经营工商业赚了钱，往往按照农本商末的社会导向是以末求之
，以本守之，回到经营土地的老路上，转化为地主。
这大大消解了商品经济的腐蚀瓦解作用。
而工商业者与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转化和结合，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最后造成社会矛盾尖锐，
农民揭竿而起，工商业者及商品经济也在周期性的社会大动乱中陷入灭顶之灾，难以摆脱复苏——繁
荣——破坏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走上成熟的阶段。
　　（二）中国历史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地缘条件和社会生产方式
对中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地形看，中国多山的地形地貌，特别是比比皆是的崇山峻岭，对中国先民的多神崇拜影响极大
。
高山峻岭往往谷深路险，既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又有凶禽猛兽出没其间，更有种种神秘莫测的现象让
人费解。
因此。
在中国古代山被认为有神灵主宰，山神崇拜非常普遍。
《山海经》就记载了四五百座山及各山神灵，甲骨卜辞中有许多祭祀山岳的内容，殷人已把山神当成
求雨、祈年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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