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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末" 俄罗斯学术界对俄远东侨民作品进行研究

的兴趣明显地增长$ 因为这些作品也是俄国文学史

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俄远东侨民是指在 &" 世纪初"
十月革命前后"经远东抵达我国的哈尔滨和上海两个城市

的俄国难民$ 当时中国作为一个邻国接收了他们"并为他

们提供了生活和工作的机会$
在这些俄侨民中"有许多人是善于创作和有科研能力

的知识分子$ 这些找到安身之所的俄国侨民们"在异国他

乡继承%保存和弘扬俄罗斯文化精神和传 统 的 同 时"也 在

用自己的文学和社会文化活动为 东 西 方 文 化 的 相 互 认 识

和相互理解努力做出贡献$ 他们面临着所不了解的东方文

化"只有去接近它"了解它"探寻它"才能不使自 己 的 创 作

能力枯竭"而增加自己的创作潜能$ 他们是诗人和散文作

家弗谢沃洛德&尼卡诺罗维奇&伊万诺夫" 瓦列里&佩列列

申"阿尔谢尼&涅斯梅洛夫"米哈伊尔&谢尔巴科夫$ 东方"
特别是中国这一题目成了俄罗斯 远 东 侨 民 中 许 多 作 家 创

作的一个主要题目$ 他们在 &"’’" 年代曾多次尝试着创

建自己的文学艺术联合会"组织出版定期 出 版 物"目 的 是

对东方的历史%文化和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艺术的理

解$ 这类出版物"大部分在今天已成了绝版书"珍品$ 现在

查明并保留下来的有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丛刊(远东)!!(&"
年*"(黄帆船)+!(&! 年*"(中国)!!(&’ 年*$ 后两种丛刊是

由出版者 !&"&马加拉姆主编的$ 在(黄帆船)丛刊编辑部

的文章中表述了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向俄罗斯读者介绍中

国%介绍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 国 的 独 特 文

化和艺术$ 文章还讲到"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直接交界长达

几千公里"但俄罗斯读者没有英国%法国和德国读者幸运"
因为在俄罗斯介绍中国作品的出版物极少"所以编辑部就

承担起了出版译自英文% 德文和法文的讲中国的文章"以

促进人们对这一伟大民族精神的理解$

这些丛刊的内容十分丰富" 有俄罗斯诗歌和散文"也

有译自中文的诗歌和散文$ 译自中文的诗有范勇的 !,秘

密 -*"常 生 的 !,诱 惑 -*"唐 工 龙 的 !,在 小 酒 馆 -*"还 有 李

波%王昌龄等人的诗$ 俄罗斯侨民诗人发表了以东方为题

的诗$ 著名的诗人%翻译家米哈伊尔&谢尔巴科夫 !(&! 年

在(中国)丛刊上发表了题为,皇帝’’’龙-的诗"!(&& 年在

海参崴创作出十四行诗,人参-"反映出东方各民族的精神

道德世界与其他各民族的共同之处$ 他认为"东方人与自

然界和谐的思想是人类存在的主要思想$
丛刊的创办者深刻 地 认 识 到 这 些 出 版 物 的 重 要 性 和

及时性$ 他们说"我们坚信"这些出版 物 是 有 益 的 和 必 要

的$ 况且现在"在俄罗斯远东正遭受不幸时"这类出版物的

作用$ 又有谁知道"在这场不幸中"或许注定起重要作用的

是中国$
丛刊还登载有散文" 包括中国民间童话 !,士兵的牺

牲-",船夫和巫师-",凶狠的婆娘-",以牙还牙-",贪 吃 的

鬼-",迟到的复仇-等等*$ 有 !&"&纳伦斯基译自法文的文

章. 瓦西里&捷姆内专讲现代中国及其历史和文化史的社

会政治问题的文章",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产生-.尼

古拉&乔尔内的,中国史-."&#&弗奥多罗夫的,中国的风景

画-等$ 其中许多文章都有详细的文化史解释%插图说明$
在上海出版丛刊的同时"居住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

也组织出版了以东方为题的刊 物$ 现 保 存 下 来 的 有 两 期

+!(&" 年 !! 月和 !& 月*文化艺术月刊(窗)$它反映了俄罗

斯侨民对在 &" 世纪 &" 年 代 末 发 生 在 俄 罗 斯 的 历 史 转 变

的看法" 同时也为人们了解这一事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月刊(窗)创办者的观点具有东方乐观哲学的丰富智慧$ 这

两期杂志表明创办者试图从东方向俄罗斯打开一扇窗口"
以便帮助俄罗斯克服在这一历史急转弯中所遇到的困难"
体现他们的爱国主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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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月刊(窗)第一期从哈尔滨寄到了

在莫斯科的高尔基手里* 这期杂志现保存在俄罗斯国家图

书馆里* 月刊+窗)创办者们没有回避生活问题$他们确定

了艺术的永恒性和崇高理想* 他们认为$正是艺术应该成

为明灯和指路星$艺术的使命是帮助世界不跌入黑暗的深

渊* 他们说$我们不回避现实$我们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但

是我们心理没有恐惧和害怕$因为进入我们心理的不仅有

打破生活和建设生活的铁器声$还有代替斗争钢铁声的爱

情,创造和平的预见歌声*
,---伊 万 诺 夫&!+++.!&/!’在 月 刊+窗)的 第 一 期 上

作了俄罗斯侨民在中国的文学生活的初试* 在这一期上$
刊 登 了 他 的 三 首 哲 学 十 四 行 诗 &.梦 幻/,0魔 鬼 /,0腓 尼

基/’$这些诗后来在任何地方没发表过* 这些诗产生于革

命和卫国战争的多事年代$表达出当时俄罗斯剧烈的动荡

和精神道德生活的混乱状态* 侨民中许多著名的俄罗斯作

家在这两期杂志上也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他们是#谢尔盖-
阿雷莫夫$费奥多尔-卡梅什纽克$韦涅季克特-马尔特$谢

尔盖-特列季亚科夫$ 阿尔谢尼-涅斯梅洛夫$ 尼古拉-阿

尔$列昂尼德-阿斯塔霍夫$米哈伊尔-谢尔巴科夫等等*
$% 年代中期$居住在哈尔滨的俄侨民的社会生活和文

化生活气氛开始有了变化* 他们对文化,艺术包括文学问

题的兴趣提高了* !&(! 年$他们着手出版名为+喇叭花)的

文学艺术文集* 此名取自生长在满洲里的一种第一个开花

的植物的名称*+喇叭花)的编者是 A-A-丹尼连科*在文集

第一本书的前言中$编者阐述了出版的主 要 目 的&研 究 东

方$服务于俄罗斯’#我们生活在东方$我 们 保 持 着 面 向 俄

罗斯* 创办者们在以这种特殊的 方 式 服 务 于 俄 罗 斯 的 同

时$客观上也促进了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相互了解和接

近* 评论家 ,---伊万诺夫具有在俄罗斯,德国和中国许多

大图书馆和档案馆工作的独特经验$所以他在极短的时间

内创作出了中国 $( 个省的政治经济地区概述* 有重大影

响的关于中国史和现代问题著作就出自他 的 手 笔#+满 洲

里和中东铁路)1+中国及其第二十四次革命)1+中国,俄罗

斯,中东铁路和满洲里)* 这位作家,新闻工作者,诗人和思

想家对东方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 年他在住了不长时

间的天津着手出版以东方为题$名为0亚洲/的社会文学杂

志*
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在 (% 年 代 的 上 海 处 于 全 盛 时 期*

那些艺术家,文学家,演员,音乐家自称为漂泊的 文 艺 家*
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小组和协会网* 0上海丘拉

耶夫卡/,0星期一/,0东方/ 就是当时成立的学术团体$为

流亡作家的产物* 0上海丘拉耶夫卡/就是仿哈尔滨方式建

立的$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每 周 星 期 五 活 动 一

次$互相交流和讨论创作$其宗旨是#在俄侨文学创作的基

础上$实现广泛的文化联合* 活动方式多种多样$有报告会

或音乐晚会$评介作家作品,朗诵诗歌,演奏音 乐$听 众 有

时多达千人* 他们还创办了以0星期一/为刊名的杂志* 从

!&(%.!&(’ 年 在 杂 志 上 登 载 的 文 章 有##-谢 尔 巴 科 夫 的

0古老的运河/概述$0-费奥德洛夫的0杭州/$A-丹尼连科,
#-谢尔巴科夫译自中文的译文* 有 ,-洛吉诺维$,---伊

万诺夫从哈尔滨寄来的作品$ 还有 1-涅斯梅洛夫$ 格罗

谢$2-安德列耶娃$--谢戈列维$#-斯普尔戈特$,-扬科夫

斯卡从朝鲜寄来的诗歌*
!&(( 年 !$ 月$ 一大批年轻的文学家在上海成立了新

文学艺术协会0东方/$随后又成立了自己的不定期印刷刊

物+门)文集* 该刊0力求全面反映远东俄侨民 汉 学 家,作

家,诗人和画家的创作精华$并为青年 提 供 发 表 作 品 的 园

地* /在文集+门)第一期编辑部的文章中叙述了协会的美

学大纲* 从中反映出对已形成的历史文化状况的深刻理解

和渴望肯定生活在东方的俄罗 斯 知 识 分 子 们 对 文 化 所 做

出的贡献的意义* 同时强调指出$他们为欧洲文化在揭示

世界这部分文化艺术财富时的重大作用* 有创作能力的知

识分子面临着两项任务* 第一$证明远东的俄罗斯作家和

艺术家&把革命的浪潮带到这里’精神 上 靠 什 么 活 着 和 在

他们的创作中$这种特殊的和独特的世界是怎样反映出来

的* 第二$使俄罗斯读者&虽然是部分人’了解丰富的东方

文化&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反映的很少’* 还指出$东方是

伟大的$因为它使世界有了伟大的宗教* 时间把东方推上

了世界文明的前台$为了全人类的进步必须要研究和认识

东方* 文章还讲到$我们生活在古老的亚洲文化国家里$处

在 延 续 我 国 文 化 历 史 作 用 的 有 利 条 件 中222是 东 西 方 间

的联系环节$ 是吸取和融合两 种 文 化 中 最 好 的 东 西 于 一

身$以便创造出能把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和解的第三种文

化* 文集+门)上刊出的作品证明了俄罗斯作家和学者们渴

望了解东方哲学的奥秘$对丰富的东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的

创造性利用$视野的扩展* 作者们已经开始研究与东方其

他国家&日本,朝鲜’有联系的题目*
居住在远东的, 具有创作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们$在

深入研究东方文化的民族传统$尊重其民族精神生活的同

时$渴望找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点$以 便 不 以 人 们 的 民 族

属性把人们分开$而是把人们团结起来* 俄罗斯远东侨民

中的作家们为这一目的做出了努力* 俄罗斯远东侨民是一

段历史$其作品不仅对本国文化是一个 贡 献$对 东 西 方 文

化也是一个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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