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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俄文华关系史稿（17世纪-1937年）》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以1917年和1919年中俄两国各发
生了一次重大历史转折之后的文化关系为重点，讲述了中国开始全面抗日战争以后的中俄文化交流历
程。
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高尔基、托尔斯泰、果戈理等大文豪，中国人耳熟能详，他们的作品
风靡一时，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更是为中国人建立新中国送来了宝贵的精神武器
，对于俄罗斯而言，司马迁、李白、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也是如数家珍。
今天，中俄文化交流正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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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俄文化关系缘起于何时？
这始终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始于元代，更有人认为可以上溯至汉代，然而有明确史料记载而且传承有序的文化关系应当
肇始于清朝初年。
自1654年俄国政府向清朝派出第一支外交使团起至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前，俄国共向清朝
派出了九支正式外交使团。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巴依科夫、斯帕法里、戈洛文、萨瓦四支。
尽管以上这些外交使团的主要使命是要求与中国通商和进行边界交涉，但其作为早期中俄文化交流载
体的作用不可低估。
因为路途遥远而险峻的不利自然条件和中国闭关锁国的政治体制所限，除了规模有限的边境或商队贸
易外，大规模的民间文化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些使团不但传播了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俄国政府与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和《
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为两国文化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尤其是《恰克图条约》，明确规定了此后俄国东正教会可以向北京派驻传教士团，此前虽然也曾派遣
过一支，但从此获得了长期派驻、定期轮换的特权。
从1715年俄国东正教第一届传教士团进入北京至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的近一个半世纪，俄
国共向中国派遣了十四届传教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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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俄文化关系史稿(17世纪-1937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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