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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古典欧亚主义是流亡西欧的俄国侨民中一批年轻学者发起并推动

的社会历史思潮 ,以 1921 年的文集《回归东方》为起点 ,继之以卓有成效的出版宣传

活动 ,到 1927～1928 年达到顶峰 ,1928 年底～1929 年初发生左右派分裂 ,主力人员

的离散和西欧的社会动荡使思潮未能力挽狂澜 ,以至于江河日下 ,于 1937 年彻底瓦

解 ,在不到 20 年时间里走完了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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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欧亚主义是相对新欧亚主义而言的 ,前

者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欧的

年轻知识分子中 ,后者则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新俄罗斯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对这一思潮的

全方位解读和发展。

20 世纪初前 20 年里的俄国可谓风云变幻 ,

令世人眼花缭乱 : 1904 ～ 1905 年日俄战争、

1905～1907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 年推

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以及接踵而来的推翻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 ,几

乎所有与临时政府有关的各界人士和白军官兵败

逃出境 ,大批知识分子和平民或逃避战乱 ,或不为

新政权所容而遭驱逐 ,纷纷流亡国外。这些人在

欧洲各地迅速形成一股庞大的侨民潮 ,史称“俄国

侨民第一浪”,同时产生了一个术语 ———“境外俄

罗斯”。

“境外俄罗斯”不仅是一个政治现象 ,也是一

个社会文化现象 :流亡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

令人目不暇接的重大事件后 ,对个人、民族和国家

的命运进行了深刻反思 ,对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展

开了理论上的梳理 ,并探索俄罗斯的未来发展道

路 ,期待有朝一日重返故土思以致用。但他们面

对的现实是“残酷”的 :十月革命促成了占世界陆

地面积 1/ 6 的苏联的诞生 ,同时 ,苏联正在实践的

是人类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20

年代初很多人一度寄望国内白军抵抗和外国武装

干涉来恢复旧秩序的梦想越来越渺茫直至最后落

空。而面对这一现实 ,俄国社会长期并存的两种

思潮 ———西欧派的自由主义和斯拉夫派的保守主

义 ———都显得无能为力 :西欧派无法解释这一连

串事件的非理性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也给

予西欧模式的理想以沉重打击 ;泛斯拉夫主义的

前景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斯拉夫民族各自为战的

事实面前变得越来越虚幻。显然 ,旧的思想方法

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 ,重新审视俄国现实 ,

探索其未来发展道路显得越来越迫切 ,这就要求

从全新的角度、采用崭新的方法诠释社会历史客

观现实 ———欧亚主义思潮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20 世纪 20 年代 ,欧亚主义在这种意识形态

真空中迅速发展起来 ,短短十年里得以广泛传播 ,

在侨民界引起极大轰动 ,许多著名人士纷纷从不

同角度阐述它的理论优势与不足 ,对它所提出的

问题展开了相当热烈的争论。用尼 ·别尔嘉耶夫

的话说 ,欧亚主义学说的吸引力在于 ,“它是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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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产生的惟一一个属于革命后的思想流派 ,也是

一个积极的流派。其余的‘左派’和‘右派’都带有

革命前的性质 ,因此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创造力和

对未来的意义”①。

率先发起这一思潮以及响应并参与其活动的

是一群刚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 ,尼 ·

特鲁别茨科伊在 1920 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欧洲

与人类》则起了导火索的作用。

尼古拉 ·谢尔盖耶维奇 ·特鲁别茨科伊

(1890～1938) 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 ,这个家庭

曾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莫斯科一个著名的知

识分子聚集点。父亲谢尔盖 ·尼古拉耶维奇和叔

叔叶甫盖尼都是著名哲学家 ,父亲曾是莫斯科大

学第一位经选举产生的校长。从莫斯科大学历史

语文系哲学心理学专业毕业后 ,特鲁别茨科伊留

校任教并从事哲学、民族学和文化史研究 ,那时他

已经确认 ,斯拉夫人在精神上与东方更接近 ,与西

方的联系更多的是在物质文化方面。1920 年特

鲁别茨科伊流亡保加利亚 ,出版了他的《欧洲与人

类》,尔后移居维也纳直至二战全面爆发前英年

早逝。

《欧洲与人类》是一本只有 80 多页的小册子。

作者在文中表白 ,其构思始于十年前 ,即 1909～

1910 年 ,多年来他在各种场合向许多人讲述过他

的思想 ,但从未被认真地理解过。国难当头 ,他本

着一个学者的良心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 ,

以期得到读者的反应 :如果能令人信服地推翻他

的观点 ,那么他从此摆脱这些错误理论的困扰 ;如

果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可以根据这些论

点来指导实践。

《欧洲与人类》问世之际正是大批俄国难民涌

入欧洲中西部和南部寻找避难所的高峰时刻 ,而

许多知识分子通过黑海出逃 ,保加利亚成为他们

前往西欧的中转站。在这里 ,一些人接触到《欧洲

与人类》,如特鲁别茨科伊所期待的那样 ,他们对

这本小册子的思想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围绕《欧

洲与人类》的讨论 ,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学人渐渐

走到一起 ,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 ———欧

亚主义。可以认为 ,《欧洲与人类》的文化哲学思

想为欧亚主义学说提供了理论方向和方法论基

础 ,因而被许多研究者称为欧亚主义学说的“教义

手册”。

最早对《欧洲与人类》做出反应的是彼得 ·尼

古拉耶维奇 ·萨维茨基 (1895～1968) 。他毕业于

彼得格勒理工学院 ,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学、地理学、

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 ,还是一位熟练掌握六门欧洲

语言的外交人员。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时期 ,萨

维茨基担任弗兰格尔政府外交部长彼 ·司徒卢威

的秘书 ,弗兰格尔军队败退后他流亡到保加利亚 ,

认识了特鲁别茨科伊、苏甫钦斯基、弗罗洛夫斯基

等人。这位曾经受到司徒卢威自由主义思想影响

的年轻天才开始形成欧亚主义观点 ,1921 年初率

先发表了对《欧洲与人类》的评论《欧洲与欧亚洲》,

启用并定义了“欧亚洲”这一术语 ,他认为 ,俄罗斯 ,

就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而言 ,既不同于欧洲 ,也

不同于亚洲 ,应该命名为“欧亚洲”。

萨维茨基对俄罗斯这一地理意义上的定义后

来为欧亚主义者从历史、文化和民族人种学角度

考察俄罗斯的独特性提供了参考。随着欧亚主义

小组的诞生 ,他逐渐成为欧亚主义思想的积极组

织者、宣传者和捍卫者 ,欧亚主义伴随了他坎坷的

一生。萨维茨基后来移居布拉格 ,二战期间是“防

卫派”(当时俄国侨民对待苏德战事的态度分为

两类 :战败论和防卫论 ———前者希望借助希特勒

德国打败苏联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重建俄罗斯 ;

后者主张保卫苏联 ,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的精

神领袖 ,1945 年苏联红军攻陷布拉格 ,他因早年

的“白卫军活动”被逮捕并押送回莫斯科 ,被判处

8 年劳改监禁 ,1956 年获准回到捷克斯洛伐克。

1960 年被当局监禁 ,在社会名流的强烈抗议下获

释 ,1968 年逝于布拉格。

1921 年 8 月 ,由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苏

甫钦斯基、弗罗洛夫斯基四位作者的十篇文章所

组成的《回归东方 ·预言与实现 ·欧亚主义者的

主张》(以下简称《回归东方》) 在保加利亚首都索

非亚问世 ,这是欧亚主义者的第一个文集 ,它标志

着欧亚主义流派的正式诞生。该书的出版得益于

作者之一彼得 ·彼得洛维奇 ·苏甫钦斯基

(1892～1985)的鼎力相助。他出生于一个文职将

军家庭 ,家族拥有庞大的实业集团 ,其个人兴趣主

要是艺术评论、音乐理论和美学 ,革命前在俄罗斯

出版过著名的音乐杂志 ,国内战争期间移民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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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 ,创办了俄罗斯 - 保加利亚出版社 ,正是这个

出版社出版了特鲁别茨科伊的《欧洲与人类》和欧

亚主义者的第一个文集《回归东方》。苏甫钦斯基

本人作为欧亚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之一 ,一直是欧

亚主义的所有文集和报刊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

者。20 世纪 20 年代末 ,欧亚主义流派内部发生

分裂 ,他是左翼代表的领袖 ,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返

回苏联的愿望 ,但最终没能实现 , 1985 年客死

巴黎。

欧亚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格奥尔基 ·瓦西里

耶维奇·弗罗洛夫斯基 (1893～1979) 与欧亚主义

思潮的关系只维持在初始阶段。这位日后著名的

哲学家、宗教思想家、神学家是一名少年天才 ,13

岁前已经读完谢 ·索洛维约夫的多卷本《俄国历

史》,14 岁读完哥卢宾斯基的大部头《俄国教会

史》,15 岁则开始攻读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恰

达耶夫的著作以及大部分斯拉夫派的作品 ,当他

18 岁上大学时 ,被允许不去听课 ,因为他已经知道

所有的课程内容 ,26 岁即被奥德萨大学聘为副教

授。1920 年他带着一去不返的心情离开祖国到了

索非亚 ,在欧亚主义思潮中作为一个学者正式亮

相 ,积极参加了欧亚主义者最初的几个文集的编

撰。由于对这一思潮中渐渐显露出来的政治倾向

不满 ,几年后他与欧亚主义者分道扬镳 ,专注于宗

教神学研究 ,并倒戈一击 ,成为欧亚主义的批评者。

欧亚主义的第二个文集《在路上 ·欧亚主义

者的主张》(以下简称《在路上》)于 1922 年在柏林

出版 ,除第一个文集的所有作者外 ,文化历史学

家、文学批评家彼得 ·米哈伊洛维奇 ·毕茨里

(1879～1953) 、神学家安东 ·瓦西里耶维奇 ·卡

尔塔绍夫 (1875～1960)也加入进来。

1923 年欧亚主义小组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 ,

第一个出版物还是集体创作文集《欧亚主义学

刊》,政治学家穆斯基斯拉夫 ·弗拉基米洛维奇 ·

沙赫马托夫 (1887～1973)加入。《欧亚主义学刊》

后来隔年出版一辑 ,从第一本就标注了“第三辑”

以示与前两本“欧亚主义者的主张”《回归东方》和

《在路上》为同一系列。1923～1927 年出版的前

三辑《欧亚主义学刊》和此前的《回归东方》、《在路

上》一起构成古典欧亚主义五大经典。

文化史家、文学批评家和神学家弗拉基米

尔 ·尼古拉耶维奇 ·伊里因 ( 1891～ 1974) 从

1923 年欧亚主义文集《俄罗斯与拉丁世界》出版

起成为这一思潮的积极参与者 ;哲学家、史学家列

夫 ·卡尔萨文、历史学家格 ·维尔纳茨基和东方

学历史学家 В. П. 尼基廷、历史学家谢 ·格 ·普

什卡列夫 (1888～1984) 、法学及政治学家尼古

拉 ·尼古拉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夫 ( 1879 ～

1964) 、政论文作家德米特里 ·彼得洛维奇 ·斯维

亚托波尔克 - 米尔斯基公爵 (1890～1939) 、哲学

家谢苗 ·弗兰克分别成为 1925 年和 1927 年的

《欧亚主义学刊》的作者。其中 ,卡尔萨文和维尔

纳茨基对欧亚主义思潮的发展和学说的理论架构

产生了重大影响 ,是欧亚主义哲学、历史理论的重

要阐述者。

列夫 ·普拉东诺维奇 ·卡尔萨文 ( 1882～

1952)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历史专业 ,革命前即已提

出许多与后来的“历史人类学”相近的文化学新概

念 ,1922 年与别尔嘉耶夫等文化名流一起被驱逐

出境 ,到了德国。在流亡前出版了《东方、西方与

俄罗斯思想》———书名本身已经说明了他那时的

兴趣所在。刚开始 ,他对“乳臭未干”的欧亚主义

者们并不特别留意 ,因为他认为欧亚主义在理论

思考和哲学修养方面相当薄弱 ,但他从不批评欧

亚主义观点内容 ,相反 ,他认为它们包含了不少有

价值、有意义而且新颖的东西。正是这一态度使

他与这一思潮的距离逐渐缩小 ,而萨维茨基成为

他的女婿则促成了他与欧亚主义活动的合作并最

终成了欧亚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和理论导师。从

1925 年起 ,卡尔萨文的作品开始发表在欧亚主义

刊物上 ;1926 年即已成为它的理论舵手 ,以欧亚

主义小组的名义回应别尔嘉耶夫等人对欧亚主义

的批评 ;1926 年年底在巴黎领导“欧亚主义讲习

班”,主持系列课程 :革命的含义、俄罗斯的未来和

欧亚主义理论等等。也正是这个时期 ,欧亚主义

思潮立足于卡尔萨文的理论 ,加强了哲学论证 ,形

成了更加全面的理论体系。

1929 年 ,由于欧亚主义思潮左派与右派的分

裂 ,整个思潮几近瓦解。卡尔萨文离开巴黎前往

立陶宛科文大学任教 ,但欧亚主义思想还时时流

露在他后来的著作中。1949 年 ,这位曾因“对苏

联体制抱敌对态度”而被驱逐出境的哲学家 ,因为

立陶宛成为苏联的一个共和国而“回到”苏联 ,欧

亚主义活动 (欧亚主义思潮被苏联当局定性为“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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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翻苏联政权并在苏联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白

色侨民的反革命组织”) 以及在立陶宛宣扬“与马

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唯心主义思想”等使卡

尔萨文遭受牢狱之灾 ,1952 年在劳改营病逝。

与特鲁别茨科伊一样 ,格奥尔基·弗拉基米洛

维奇·维尔纳茨基 (1887～1973) 的欧亚主义思想

产生于革命前 ,早在 1914 年就发表过他在彼得堡

大学由讲稿修订而成的文章 ,形象地比较了俄罗斯

民族迎着太阳走向东方的历史进程 ,其中不无克柳

切夫斯基关于俄国历史中殖民活动的重要作用的

思想影响。1920 年维尔纳茨基举家流亡 ,辗转君

士坦丁堡、雅典、布拉格。在布拉格时期 ,他转向古

罗斯与游牧民族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1923 年开

始在欧亚主义文集和刊物上发表文章 ,其历史理论

与欧亚主义精神基本吻合 ,以一系列术语和概念丰

富了欧亚主义历史理论 ,而欧亚主义时期也正是他

在学术上的成熟期。1927 年在欧亚出版社出版的

《俄国史概述》中他明确提出了“俄罗斯即欧亚洲”、

“欧亚洲即发展地”的思想 ,把整个欧亚洲各民族之

间 (主要是森林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 的互动关系

置于俄国历史的考察视野。是年 ,维尔纳茨基接受

耶鲁大学邀请 ,远走美国 ,以他为首在那里形成了

著名的“美国的俄罗斯史学小组”,而他 1943～1969

年在美国用英语出版的五卷本《俄国史》仍然是对

《俄国史概述》一书的补充和丰富。

1921 至 1928 年是欧亚主义在理论和组织上

的形成阶段。正是这一阶段出版发表了阐述欧亚

主义历史 - 哲学理论的重要作品。除了前述五大

经典外 ,1925 年出版了特鲁别茨科伊匿名作品

《成吉思汗的遗产 ———非西方角度看东方》和卡尔

萨文的《论怀疑、科学和信仰》; 1926 年 ———系统

阐述欧亚主义历史 - 文化和政治学理论的《欧亚

主义 (系统阐述)》(巴黎) ; 1927 年 ———《欧亚主

义 ·1927年的定义》、卡尔萨文的《教会、个体和国

家》、阿列克谢耶夫的《通往未来俄罗斯的道路》、

特鲁别茨科伊的《论俄罗斯民族自我认知问题》、

维尔纳茨基的《俄国历史概述》第一部分、萨维茨

基的《俄罗斯的地理特征》和《俄罗斯 ———一个特

殊的地理世界》;1928 年 ———阿列克谢耶夫的《私

有制和社会主义 ———试论欧亚主义的社会经济纲

领》、东方学家托里的《西徐亚人和匈奴》、萨维茨

基的《论游牧民族学的任务》等。

总的来说 ,欧亚主义小组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

展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出版活动 ,在不到十年的时

间里出版物总计达 40 余种 :除前述著作外 ,还有

《俄罗斯与拉丁世界》(柏林 ,1923) 、1925～1937 年

不定期出版的杂志《欧亚主义纪事》共 12 期 (布拉

格、巴黎、柏林) 、《里程碑》(1926～1928 年 ,巴黎 ,共

三期)和周报《欧亚报》(1928 年 11 月～1929 年 9

月 ,共 35 期 ,巴黎) 等。在欧亚主义者出版物上不

仅刊登文化、历史、哲学和民族学的理论文章 ,也广

泛涉猎文学、艺术批评和政治、经济的理论探讨和

时事评论 ,在侨民知识界轰动一时。

除了出版活动 ,欧亚主义者在索菲亚、布拉

格、柏林、贝尔格莱德、巴黎和布鲁塞尔等地展开

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 ,公开演讲和座谈使他们

的思想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半岛被老一辈和

年青一代侨民所知晓 ;在布拉格和巴黎举行的“欧

亚主义讲习班”,有时听众达数百人。欧亚主义中

心分别在南斯拉夫、比利时和英国等许多国家形

成。除了中东欧 ,欧亚主义思想还随着欧亚主义

者移居英国和美国而渗透到当地。

欧亚主义思潮的标志是以欧亚主义为口号的

各种出版物 ,这些出版物的参加者从一开始就不

断发生变化 :维尔纳茨基、卡尔萨文、阿列克谢耶

夫、斯维亚托波尔克 - 米尔斯基等人陆续加入 ,而

创始人之一的弗罗洛夫斯基后来则脱离了 ,还有

一些作者如毕茨里、卡尔塔绍夫、沙赫马托夫、弗

兰克等则只是偶然或临时参与了个别文集。流派

一开始就动摇于学术和政治的边缘 ,20 年代中期

更具有了政治运动的性质 ,逐步追求特定的政治

目的并于 1925 年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欧亚主义

者代表大会 ,1927 年建立“欧亚主义组织”。

1928 年成为欧亚主义思潮的分水岭。正是

从这一年开始 ,一直秘而不宣的政治倾向及政治

抱负使欧亚主义小组放慢了学术探索的步伐而更

热衷于政治组织的操作 ,这成为欧亚主义思潮一

举成名又迅速瓦解的一大诱因 :在队伍迅速扩大、

影响不断增强的同时 ,欧亚主义文集的学术水平

却不断下降 ,组织内部思想分歧加剧 ,同时也引起

苏联国内的关注 ,苏联特工渗透进欧亚主义运动

更加剧了其内部分裂。巴黎欧亚主义小组卡尔萨

文、斯维亚托波尔克 - 米尔斯基、苏甫钦斯基、谢

尔盖 ·雅科夫列维奇 ·艾弗隆等在 192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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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编辑出版的《欧亚报》则使欧亚主义思潮内部

酝酿已久的矛盾白热化 :报纸毫不掩饰自己的亲

布尔什维克倾向 ,对欧亚主义一直倚重的东正教

信仰、执政选拔和经济方针都予以不同程度的修

正 ,不仅在侨民界遭到新一轮抨击 ,也引发欧亚主

义组织内部的激烈纷争。

布拉格欧亚主义小组于 12 月中旬对《欧亚

报》的思想倾向发出谴责 ,认为其与欧亚主义基本

立场背道而驰 ;贝尔格莱德小组也发表声明指责

《欧亚报》,要求其回到真正的欧亚主义轨道上来 ,

特鲁别茨科伊于 1928 年 12 月 31 日致函编辑部 ,

对思潮即将发生的分裂表达了强烈不满和担忧 ,

宣布退出《欧亚报》和欧亚主义组织 (该信发表在

《欧亚报》1929 年 1 月 5 日第 9 期) 。同一天 ,布

拉格小组公开宣布与《欧亚报》脱离关系 ;萨维茨

基、阿列克谢耶夫和伊里因于 1929 年 1 月 18 日

联合发表各自的文章《“欧亚报”不是欧亚主义机

关报》、《关于“欧亚报”》、《欧亚主义的社会目标和

优势》,宣告与《欧亚报》决裂 ;巴黎小组最终于

1929 年 1 月 19 日宣布拒绝承认《欧亚报》为欧亚

主义机关报。1929 年 9 月《欧亚报》停办 ,两个月

后它创建的小组也瓦解了。这次分裂重创了欧亚

主义运动 ,队伍大大缩减 ,出版活动几乎停止了整

整两年 ,直到 1931 年才得以恢复。分裂时期的

1929 年出版的《欧亚主义文集》(“欧亚主义者的

主张”第六辑 ,布拉格)则显得力不从心。

1929 年欧亚主义的分裂在 1927 年就埋下了

伏笔。轰轰烈烈的欧亚主义思潮引起部分俄国侨

民的强烈反感 ,他们称欧亚主义运动为共产主义

的“白色双胞胎”,而欧亚主义者对蒙古侵略和统

治的那段历史的非传统反思则为他们赢得“成吉

思汗分子”的称谓。

那时新政权也在俄罗斯密切注视着这场争

论 ,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各个侨民组织布下的隐秘

网线也渗透到欧亚主义运动里 ,关于欧亚主义的

“亲苏联倾向”甚至“亲苏联组织”的神话在侨民中

流传开来 ,引起更大的敌对情绪。尽管现在我们

已经知道 ,与契卡人员搅和在一起的只是欧亚主

义里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人物 ,最大的人物就是

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尔盖 ·艾弗隆 (他是《欧亚

报》的出版者之一) ,他本人对新俄国有着真挚而

盲目的迷恋 ,把这种情绪带进了《欧亚报》。有研

究者指出 ,《欧亚报》也确实接受过国家政治保卫

局的经济资助 ,但主要人物和创立者们跟政治局

一点联系都没有 ,别尔嘉耶夫和卡尔塔绍夫以及

季纳伊达 ·莎霍芙斯卡娅 (她与思潮的很多思想

家私下里认识) 都宣称欧亚主义领导层与契卡没

有合作关系 ,但这并没影响到侨民对欧亚主义运

动的厌恶情绪。

事实上 ,欧亚主义在创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团

结一致的组织。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弗罗洛

夫斯基、阿列克谢耶夫等代表了这一流派的右翼

立场 ,苏弗钦斯基、斯维亚托波尔克 - 米尔斯基、

阿拉波夫、阿尔塔莫诺夫则代表了左翼 ,后者渐渐

接近苏联的一些国家政治思想。他们正是暗地里

受政治保卫局领导的间谍组织 ———“托拉斯”———

的几个代表。他们让欧亚主义者相信在苏联存在

与他们精神接近的强大地下组织 ,这些组织想与

国外建立联系 ,可以安排他们去莫斯科秘密旅行 ,

在那里可以秘密会见红色制度的欧亚主义者 -

“持不同政见者”、军官和教士。萨维茨基的朋友

穆卡洛夫于 1927 年秘密去苏联参加了“红色欧亚

主义”会议并在后来以笔名斯特列里佐夫发表了

关于苏联印象的文章 ,只是他没想到所有这一切

都是在严密监视中进行的。

这一喧闹过程在 1994 年出版的《“斯拉夫人”

案件 :30 年代》一书里有所披露 :该案判决了 100 多

人 ,他们被控参与“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雅葛布逊、

波加特列夫等领导的境外俄国法西斯中心”。1937

年艾弗隆和一些左翼欧亚主义者回到了苏联 ,过了

一段时间就被枪毙了。另一位欧亚主义者———天

才的文学批评家斯维亚托波尔克 - 米尔斯基 ,他于

1930 年突然成为英国共产党党员 ,两年后回到苏

联。1937 年被控间谍罪 ,1939 年被镇压。

20 世纪 30 年代初 ,欧亚主义运动在清理内

部队伍的同时 ,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加入 ,意欲重

整旗鼓。1931 年试图通过组办欧亚主义思想体

系支持者代表大会和积极的出版活动赋予欧亚主

义运动新的活力 ,是年出版了思潮十年回顾文集

《30 年代》(“欧亚主义者的主张”第七辑) 、阿列克

谢耶夫的《国家理论》和语言学家雅葛布逊的《论

欧亚洲的语言特征》。但新加入到运动中来的年

轻人试图执行右翼方针 ,1931 年重建了“欧亚主

义组织”,召开了欧亚主义者代表大会 ,发布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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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宣言 ,即次年发表的《欧亚主义 :宣言、定义、大

纲》,确定运动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必须以东正教为

基础 ,宣布了国家政治纲领。1929～1934 年布鲁

塞尔小组出版《欧亚主义者》共 25 期 ,1934～1936

年在巴黎出版《欧亚主义文稿》共 6 期 ,成员的急

剧更新及年轻化使欧亚主义最后一些文集水平远

不如以前 ,一些欧亚主义者力图通过政治化来弥

补学术水平的不足 ,甚至公开承认自己是政治党

派。这使它遭到侨民界更为猛烈的抨击。

30 年代 ,苏联国内和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战争阴云再次笼罩在欧洲上空 ,作为一个

侨民思想流派的欧亚主义 ,其发展动因开始动摇 :

欧亚主义者在 1926～1927 年宣称 ,苏联政府选择

的路线以一系列错误为代价 ,依靠顽强的意志克

服危机 ,带领国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这一路

线比托洛茨基 - 季诺维耶夫的不同政见或侨民中

的复辟计划更快更有效。如果说这些见解在当时

不乏说服力 ,那么 ,在 30 年代 ,随着他们高度评价

的新经济政策被废除 ,苏联国内极权主义开始加

强 ,不仅支持者日渐远离 ,他们自己的期望遭到现

实的粉碎 ,失望情绪日重 ;而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引

起的动荡令侨民的生存日趋艰难 ,许多欧亚主义

者及其支持者迫于生计 ,无暇多顾 ,整个侨民界日

常生活的关注焦点和学术研究的兴趣重心也开始

转向。欧亚主义的精神领袖特鲁别茨科伊过早离

世 ,对欧亚主义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样 ,欧亚

主义思潮失去了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因 ,大

约在 30 年代末作为一个思想团体消失了。一些

思想家离开欧亚主义专注于宗教神学问题 ,另一

些人从事独立的文化 - 哲学创作 ;只有萨维茨基、

维尔纳茨基、卡尔萨文等人的部分创作仍未离开

欧亚主义主题。

欧亚主义思潮不仅内部存在思想分歧 ,而且

其思想也随着人员的流动而不断丰富并有着不同

的主题重心。欧亚主义运动只持续了不足 20 年

时间 ,最初的五年是其紧张的理论探索和思想不

断成熟的时期 ,尔后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和思

想分歧引起的内部分化。第九个年头运动在蓬勃

发展光环下内部分歧升级以至彻底分裂 ,一度一

蹶不振 ,之后虽然重整旗鼓 ,在人员数量上甚至超

过以前 ,但欧亚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学术水平与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难以再

现辉煌 ,以至于在内忧外患之下很快瓦解。

(责任编辑 　张昊琦)

《普京文集 (2002～2008)》中文版于 2008 年 4 月出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编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普京文集 (2002～2008) 》

中文版已于 2008 年 4 月问世。书中共收录俄罗斯总统普京 2002～2008 年间发表的文章、声明、演

讲等近 80 篇 ,内容涉及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宗教和法制等各个领域以及他对各

种国际问题、特别包括对中俄关系的看法和主张。书中还收录了普京总统从 2003～2007 年在俄罗

斯联邦会议上发布的国情咨文。书后附有普京总统 2000 年 1 月～2008 年 3 月的活动大事记以及

他的个人简历。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专门为本书撰写了序言。胡锦涛主席在序言中称"普京总统是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好朋友" ,高度评价了普京总统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做出的突出贡献 ,认为本书的出

版是"中俄人文交流的又一重要成果"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其亲笔签署的"致中国读者"的信中则希

望该书的出版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这几年俄罗斯完成的任务 ,了解俄罗斯的战略规划 ,并希

望双方能够"珍惜这份合作与互信的宝贵财富 ,并将其发扬光大" 。

《普京文集 (2002～2008) 》中文版的编译和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和中俄两国外交部

门的支持 ,俄文原稿及部分照片由俄罗斯驻华使馆和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提供。

(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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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st rategy as well as t he legality of supreme power handover and the stability of t he elite st rata.

Yin Hong 　On February 1 , 2008 t he Russian Stability Fund was dissolved into Reserve Fund and

State Welfare Fund. Why di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nnul the Stability Fund set up in 2004 and

break it up into two when it was in it s heyday ? The Reserve Fund after t he breakup will continue t he

f unction as Stability Fund , t hat is , to reserve t he ext ra pet roleum and natural gas revenues to ensure

t he balance of financial revenues and expendit ures as well as stable economic develop ment when t he

pet roleum prices are plumme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te Welfare Fund was designed as a major

measure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o make effective use of pet roleum and nat ural gas revenues to

boost economic develop ment , enhance the welfare of t he nationals , especially to improve t he livelihood

of t he elderly , replenish t heir pensions and bet ter balance t he resources between t he contemporaries

and t he posterity. The article lays emp hasis on analyzing t he background , st rategic p urposes , organi2
zational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State Welfare Fund , wit h the p urpose of p roviding a refer2
ence for China in p ut ting in place the corresponding systems and policies.

Zhu Xiaozhong 　After V. Putin took t he helm in t he Kremlin , Russia changed it s Cent ral and

East Europe policy and no longer saw t he region as an integrated whole. Instead , it divided t he region

into t hree different areas according to t 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cesses and different ge2
opolitical feat ures , adopted a different policy towards t he different areas and count ries and bestowed

each area a different f unction and role. The market refinement policy of Russia now pays off .

Liu Fenghua 　Along wit h t he comple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 ransition following disintegra2
tion of the U SSR and painf ul compliance of bilateral national interest s and foreign policy , Russia and

t he t hree Baltic states cast off their p redicament of“civilized divorce”and embarked on the pat h of

p ragmatic cooperation , but t hey have not yet set up good neighborly relationship . Russian Baltic

states policy lacks consistency and coordination. It falls under the deep impact of t he NA TO and EU

factors , which play a political steering role. The unfavorable factors affecting Russian relations wit h

t hese states include t he status of Russian - speaking resident s t here , t he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na2
tional sentiment s as well as t he anti - Russian political forces t here. The favorable factors include

Russia’s long - term cooperation policy orientation wit h t he EU , and t he mutual benefit between t he

t hree states and Russia in developing economic and t rade cooperation. In a considerably long period to

come , Russia could hardly become a good neighbor wit h t he t hree Baltic States.

Wu Yuxing 　Classical Eurasianism is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ideological t rend initiated and promo2
ted by a group of young scholars among t he Russian overseas now in exile in West Europe. Starting

f rom t he 1921 Collected Works of Ret urning to t he Orient , it was followed up wit h the prominent

p ublishing and propaganda activities and peaked in 1927 – 1928. By t he end of 1928 and t he beginning

of 1929 , it was split up into the Lef t and Right factions. With the main proponent s scat tered and t he

West Europe in social t urmoil , t he t rend failed to turn for t he better but declined until it s total de2
st ruction in 1937. Two decades saw t he whole p rocess of it s birt h , develop ment and decline.

—69—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8 年第 3 期·英文提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