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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斯拉夫主义的俄罗 斯

民族 自 觉意识

张 梅

【 内容提要 】 俄罗斯 民族 自 觉 意识由 来已 久 最早可追溯到 罗 斯接受基督教时

期
，
而其全 面 自 觉则 发生在近 年 间 。 斯拉夫主义是俄 罗 斯民族思想的 第

一 次真

正独立 其理论中 的 民族 因 素在俄 罗斯 民族 自 觉进程 中 具有重要意 义 。 尽管其理论

尚存在偏颇之处 但对俄 罗 斯精神领域的 贡献却是 巨 大的 。 探源俄 罗 斯 民族 自 觉意

识 的产 生和发展 ，
尤 其是斯拉夫主义理论中 的 民族 自 觉 意识

， 对 当 代俄罗 斯的 变革及

发展道路的 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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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 士 。 （ 哈 尔滨

俄罗斯民族自 觉意识在其民族形成过程 中起 义 。

”

的确 ，在对俄罗斯民族 自 觉意识的研究 中 ，

着重要作用 ， 在俄罗斯民族思想的形成中 也具有 斯拉夫主义理论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

极为重要的意义 。 世纪末 ， 俄罗斯发生了 剧烈

的社会变革
，
导致其民众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

— 皈依基督教 ： 俄罗斯 民族

生 了巨大变化 各种思潮相互激荡 。 当 西方 自 由 自 胃胃
主义思潮不但没有使俄罗斯迅速走向 富强 ， 反而

使其更加混乱的时候 人们对俄罗斯社会思想 、 国 通常人们认为 ， 斯拉夫主义是俄罗斯 民族 自

家发展道路的选择 、 西方文化的影响 以及保持俄 我意识觉醒的初始阶段 ， 是 民族思想 的第一次独

罗斯民族特点等问题又重新进行了思考 。 此时 ，
立 。 而实际上 俄罗斯 民族 自 觉意识早在斯拉夫

民族 自 觉意识再度兴起 。 毫无疑 问 ， 探源俄罗斯 主义产生之前就已存在 了 ， 而且在不 同历史时期

民族 自觉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 对当今俄罗斯的变 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 。

革及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探讨俄罗斯 民族 自 觉意识的起源应追溯 至

在俄罗斯民族 自 觉意识发展过程中
，
最重要 世纪末 。 公元 年 ， 罗斯受洗 ， 将基督教定

的是 世纪 年代出现的斯拉夫主义社会 为国教 ，从此罗斯作为一个基督教 国家找到了 自

思潮 。 索洛维约夫曾指出 ， 对于斯拉夫派
，

“

最重 己的位置
， 找到了其千余年 民族精神 的根基 。 基

要 、最珍贵 、 最根本的是 民族元素 ， 而所有其他的

因素 包括宗教 只 能具有从属 的和有条件的 意 ① 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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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把古罗斯分散的社会成员统
一

起来 ， 其共同 体 自 由 而强调整体和谐 ， 重人际关系协调而缺乏

的道德和精神准则为形成统一多 民族国家建立了 斗争精神 。

广泛的基础 ， 并给俄罗斯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 古罗斯的转折点在 世纪
，
当蒙古鞑靼人出

影响 。 由 于俄罗斯疆域内大部分居民迁来的时间 现在罗斯的大地之上时 ， 俄罗斯文明 同 时承受着

较晚 因此俄罗斯文化与世界主要文明中心 比较 ， 来 自东西两方的压力 。 年的库利科沃会战

相对年轻 。 可以 说 ， 俄罗斯文明 的觉醒往往是在 唤起了 世纪新的民族自 觉意识
，
这种意识

与其他文明 ，
尤其是基督教文明 的交往和碰撞后 与 中世纪俄罗斯摆脱蒙古鞑靼枷锁后的文化复兴

开始的 ，否则仍处于一种 民族 自 在状态 。 没有这 密切相关。 尽管莫斯科公国 已经具有了 比较成型

种对象化的交往与碰撞 在商业贸易 、 军事冲突 、 的风俗习惯形式 ， 但其思想文化仍很薄弱 。 别尔

宗教传播 中 就不会有俄罗斯的 自我意识 、 自 我认 嘉耶夫认为 ，

“

莫斯科公国 几乎是毫无思想且不

知 、文化危机和文化认同 。 会说话 。

”

这时的思想文化特点是建立在 以莫斯

这里应当注意到 ，古罗斯人并非虔信宗教
，
当 科为 中心的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上 。

时社会虽然接受 了基督教 ，
但是社会意识并未完 在思考俄罗斯民族独特性的过程中 ， 斯拉夫

全接受它 。 因此尽管封建主义国家和正在形成的 主义者真切地感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救世观在世

教会组织积极推广基督教 ， 但在 世纪以前 ， 基 界历史中 的作用 。 因此 可以肯定 ， 斯拉夫主义

督教的影响还仅局 限于城市 。 公元 世纪
， 蒙 的 出现是许多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传统的一个反

古
一

魅靼人人侵俄罗斯 随后开始对俄罗斯实行 映 。 正如 霍鲁 日 说的那样
“

斯拉夫主义在更

了长达 多年的统治 ， 这尽管给俄罗斯带来了 广阔 的意义上是俄罗斯文化 自 觉思想 ， 这种文化

灾难 ， 但客观上也推动了俄罗斯中 央集权专制制 自 觉远不是和历史上的斯拉夫主义
一

起诞生的 。

度的形成 、 国家的统一

、 赋税制度的完善等等 ， 同 它一直是俄罗斯和世界精神 发展的 内在组成部

时还促进了基督教在农村的广泛传播 。 分。

” ⑦

东正教 引导 了 俄罗斯人 民和社会的精神转

型 、 自 我完善 ， 并使其不断 向基督思想靠近
，
这促 二 矛盾与分裂 ： 俄罗斯 民族 自 觉

进 了西方基督世界一种新的精神理念的产生 。 在 意识的发展与困惑
拜 占庭文化的影响下 古罗斯文化中 引入了东方

教父学和僧侣群居生活 ， 并培养了人们对哲学直 俄罗斯历史的下一个阶段是与彼得大帝改革

观以及神秘哲学的兴趣 ， 它们 与西方实用 主义哲 紧密相连的 。 彼得大帝效仿西方对俄罗斯的 内外

学最明显的 区别就是具有沉思忏悔性质 。 在古罗 政策进行改革 ， 这一方面巩固 了 俄罗斯的封建农

斯时期 ，

“

越是追求完美 的人就越要承认在人 民

面前有罪 ， 杆悔 自 己不同 于
‘

人民
’

的地位
，
于是 ① 陈树林 ： 《 东正教信仰 与俄 罗斯命运》 ， 载 《 世界哲学 》

唯有
‘

体验苦难
’

、

‘

体验孤独
’

、抛去浮华的物欲 ，

第

《俄罗斯村社文化及其民族特性 》 载《 人文杂志》

才能获得解脱
” ②

。 年第 期 。

± ③
古罗期 ▲是建 ：在村 土果体王乂 础

之上的 。 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村社传统决定 了俄 、 彳 。 八

罗斯具有集体主义、 团结一致 、平均主义等特点的 帐汗 实际统 者 迈率溫 队于

民族精神 。 針阶■細道 細大会

的民主共治与村社集体管理下 的聚合性 ， 其特点 国遭到毁灭性打击 从而加 速了金帐汗国的崩溃 表明了罗 斯各

是专注于 同小型社会理想相适应的再生产 。

阿赫伊泽尔认为 村社具有感情联络职能 ， 这 ⑤

个
“

狭小世界
”

有助于人们彼此深入了解 ， 使其尽 第三罗 马
”

的理论
，
由 俄罗斯修士菲洛费

快融入到集体中来③
。 这种村社文化是一种 以个

⑦

人对集体的依附为特征的 宗法文化 ， 表现为轻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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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制 另一方面促进了其工业、 农业 、商业 、科学和 使当时思想进步人士重新审视彼得大帝时期的改

教育等事业的快速发展 使俄国更加接近欧洲 但 革 。

“

民族性
”

思想与
“

个体性
”

思想都是这个阶

同时也使俄 国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由 于 段俄罗斯文化精神探索的中心 。 许多社会文化界

改革与俄国很多传统习 俗背道而驰 这既破坏 了 人士 、作家认识到 ， 俄罗斯必须建立符合社会要求

旧有体制和传统 ，
也加重了人民 的负担 ， 因此改革 的独特的文化和哲学 。 十二月 党人 雷列耶

和随后的西方式统治在俄国 引起了强烈的 民族反 夫和 丘赫尔别凯对俄罗斯文化的 独特性尤

应 。 它严重地伤害 了俄 国人民 的 民族 自 尊心 在 为关注 。 当时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研究最有

社会各阶层 中引起极大的不安 有些人甚至强烈 热情的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 。 加拉克季奥

反对 。 别林斯基认为 这正是俄罗斯
“

意识时代
”

诺夫和 尼坎德罗 夫认为 ，

“

自 这时起 ，

‘

民族

的开始 ， 俄罗斯开始 在
“

欧洲 主义
”

中 意识到 自 性
’

这个概念就深入到了俄罗斯文学与社会思想

我 。 欧洲主义在俄罗斯启蒙运动 中达到 了顶点 ， 之中 。

”

该阶段是反对俄罗斯帝 国 、 反对现存秩

其主题是掌握新时代的科学 ， 使俄罗斯成为欧式 序的 自 我意识高涨的 时代 。

现代化国家 。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 俄罗斯
“

欧化
”

总体来说
，
俄罗斯 世纪前 年 的 特点是

这个进步的过程是伴随着业已建立的生活秩序和 欧洲启 蒙思想在以十二月 党人为代表的贵族知识

异质文化暴力强制之间 的矛盾而发展的 。 可以 分子间传播 ， 但是这种启 蒙思想在 世纪

说
，
当彼得时代西方的魅力令俄罗斯传统黯然失 年代遇到 了危机 。 摆脱危机的 出路是弄清 以

色时 俄罗斯人民丧失 了 自 己 的民族思想 。 恰达耶夫 、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为代表的贵族知识

彼得一世改革在俄罗斯引发了两种相反的思 分子们所提出 的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思想 。 恰达耶

想倾向 。

一

种是 克柳切夫斯基称为的
“

土 夫在俄 国 思想文化史上 占有极为 重要 的 地位 。

壤
”

，这种
“

土壤
”

直接指 向社会公正、 集体主义 、

“

他对基督教的推崇 、对农奴制的批判 、 对俄 国发

共同性等均衡原则 。 由俄罗斯东正教和村社传统 展道路的哲学思考以及
‘

否定式的爱 国 主义
’

， 都

决定的恭顺 、 自我牺牲 、 忍耐和全人类性是这种秩 是试图通过严峻而清醒的 国民性思考和民族 自 我

序的道德理想①
。 另一种是

“

文明
”

， 这是 国 家发 批判来确立深刻 、博大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 ， 从而

展 中的西式思想倾向 。 其道德理想是在欧洲思想 有理 由 被认为 是俄 国独 立、 创新思想 的 萌芽 和

家的影响下形成的 ，
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唯理论的

‘

俄 国思想分野的开端
’ ”③

。 别尔加耶夫指 出 ，恰

基础上 。 这种思想上的分裂成为决定俄国在 达耶夫是以 自 己 的方式 ， 以 强烈 的 自 我否定来热

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是俄国进步人士进 爱着俄罗斯 ， 并藉此获得俄罗斯的 自 我意识 。 他

行哲学思考和探寻 国家道路的根据 。 正是这种分 的思想体现了 世纪俄罗斯的 主旋律——对国

裂在 世纪 中叶形成了斯拉夫派 和西欧派两种 家的反叛 。 恰达耶夫说
“

爱祖国 ， 这是壮丽的 事

对立的 派别 而且直至今天它仍然是一个最迫切 情
， 然而还有更壮丽的 事情 那就是爱真理

”

，

“

我

的哲学问题 ： 俄罗斯走西方发展道路还是走 自 己 们不是人类大家庭中 的成员 ， 我们既不属于西方 ，

的传统道路？ 历史实践表明 ， 俄罗斯精神不能使 也不属于东方 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 也没有东

其有效地采用西方社会的转型模式
， 为 了能够提 方的传统 。 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 ， 我们不可能

出被俄罗斯人民理解和执行的任务 必须考虑到 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 。

” ④

俄罗斯民族 自 我意识的特殊性 。 从 世纪 年代后半期起 ， 十二月 党人起

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复苏和壮大始于 世纪

下半叶拿破企战争时 。 年 月 初 ， 沙皇俄 国 ① 谢尔盖 拉多涅 斯基 、 尼尔 索尔斯基 、 吉洪 扎顿

抗击拿破仓人侵 ， 卫国战争爆发 ， 俄国军民艰苦奋
—

战 ， 最终赢得了 胜利 。 这场正义的 民族解放战争 ，

曰 功古 科 口论 占 私进
、

甜龙 沾 丄 谕 甘攻 ⋯
③ 季 明举 ： 《 民族主义话语及其表述实质

一

世纪上半
是孕育斯拉夫民族 自 觉意识萌芽的土壤 ， 其影响 叶俄国文化运 动及其历史影 响 》 载 《 俄 罗斯研究 》 年 第

直至 年仍未减弱 。 此时
，
关于 民族 自 觉和民 ■ 。

④ 恰达耶夫 《 哲学備 作家 出祖 年版 第

族使命的 问题迫切地摆在 了俄国人民面前 ， 并促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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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后压抑多年的俄 国文化思想界开始苏醒 。 德国 生活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性的特点 。 斯拉夫派认

哲学在俄 国有教养的 知识阶层得到了广泛传播 ， 为俄罗斯人民负有以集体主义的和谐发展取代理

当时很多贵族青年醉心于黑格尔哲学 。

“

年代 性和个人主义世界的使命 。

的人们
”
——

自 由 主义的理想家们首先是要寻求 在斯拉夫派的学说中 东正教 、专制制度和人

理想和现实之间 的桥梁 。 他们的理想尽管名称各 民性 巳经成为俄 国 民众生活 中 的基本准则 。 然

异 但却是具有特定 、相 同本质的 同类事物
：
科学 、 而 尽管斯拉夫派思想 比较接近东正教学说 ，但是

进步 、人道 、 文 明 ， 最终是西方 。 正是这个阶段 仍然不能将他们热爱人民这
一点与官方的

“

人民

开始 了小组的争论——先是莫斯科小组
，
后是圣 性

”

混为
一

谈 。 斯拉夫主义者赋予 了 上述原则

彼得堡小组
， 他们组成 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 。 这 以另外

一

种含义 ， 他们将东正教与爱和 团结的概
一时期可确定为是俄罗斯人民民族 自觉意识高涨 念结合起来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 。 在他们的

的一个新阶段 。 民族精神的新髙潮 已不是在狭小 思想 中 ， 人民首先是坚持东正教信仰和 民族生活

的民族框架里
， 而是在更广阔 的语境中 。 因此 ， 别 方式的大丈夫 ， 他们是一种按 自 己 固有 内在法则

尔嘉耶夫指 出 ，

“

俄罗斯的 民族 自 觉意识和整个 发展的积极力量 而不是附着于政府的群氓 。 斯

斯拉夫民族的 自 觉意识诞生于斯拉夫派和西欧派 拉夫派对现存社会秩序予 以批判 ， 主张重新回 到

的论战中 。

” ② 古代罗斯社会 ， 这
一点原则上将早期斯拉夫派和

一

官方
“

人民性
”

概念的思想体系 区别开来 。 此外 ，

三 坚持 民族性与抵御西方异质 斯拉夫派还要求给人民 以言论 、 出版和信仰 自 由
，

文化 ： 斯拉夫主义中 的民族 自 觉意识 而这些正是 民主原则的实质 。

斯拉夫派在 自 己 的哲学中致力 于 自 觉回归俄

彼得
一

世的改革分裂 了俄 国社会 ， 导致了两 罗斯民族文化的人民源泉 。 他们确定了俄罗斯与

种类型社会群 体的对立——
“

土壤
”

和
“

文 明
”

。 欧洲 、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相区别的典型界限 ，

“

土壤
”

的基本特征 ， 如集体主义精神 、 反个人情 对欧洲的直接认识和批判态度是其观点 的基础 。

绪 、高度宗教化形成于莫斯科罗斯时期
，
它促进了 为此 ， 别尔嘉耶夫指 出 ，

“

斯拉夫派思想在东正教

具有丰富传统 的 民族文化的发展 。

“

文明
”

则是 土壤中开创 了一个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新类型 。

”⑤

西方派的类型 彼得
一

世的军事 、教育和贸易改革 斯拉夫派理论的创始人是阿列克谢 斯捷潘

催生了这种类型
， 在改革的促进下

一

个
“

文明 化 诺维奇 霍米亚科夫 ， 关于霍米亚科夫在斯拉夫

了的
”

俄国 贵族阶层迅速形成 。 世纪 主义中 的地位 别尔嘉耶夫曾说过 ， 斯拉夫主义是

年代 由 这些贵族知识分子掀起的斯拉夫主义和
一

种意识和创造性的共同体 ， 其 中扮演核心和关

西方主义两种社会思潮的论争在俄文化中登场 。 键角色的是霍米亚科夫 。 霍氏理论是在对东西方

在这场激烈的 由 俄罗斯内外思想碰撞和交流 相互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他将这种关

衍生出来的论争 中 ， 斯拉夫主义者坚持将彼得时 系 归结为 自 由 和必然两种原则的相互作用 。 他认

代之前的俄 国理想化 ， 认为沙皇破坏了 国家历史 为 ，

“

自 由 与必然构成一种神秘本原 人的全部思

发展的 自然进程 ， 导致国家和社会相脱离 。 总体

上说他们对彼得
一

世的改革给予了否定的评价
，

加 二二 ① 白 晓红
： 《俄 国斯拉夫主义 》 ， 商务 印书 馆 年 版

，
第

强调其强制性特点 。 他们认为 ， 俄国 和西方的发 页 。

展规律是不同的 ， 对于俄国来说 彼得的改革是违
② ￡ ° °

，

反 自 然的 。 ③ ：

斯拉夫派的思想体系具有 民族主义特点 ， 标
’

志着俄罗斯民族 自 觉意识形成过程向前迈进了一 ④ ！ 年 ，
国

’

民教育
’

副大臣谢 谢 乌瓦罗 夫提出
“

东正

上止 口 丨 丨 亩 他 山 “ 叱科 淑 曰 井如祐
教 、专制制 度 、人民性

”

三位
一

体的
“

官方人民性
”

理论 其中专制
大步 。 别尔嘉耶夫指 出 ， 斯拉夫派是我们第

一

制度是核心 东正教是精神支柱 人民性是指驾信上帝 、
忠于沙

批民族主义者 ， 是在宗教土壤中产生 的 民族主义 鮮侧■ 自

者 。

”

教会和社会 中兄弟般的 、 相互友爱 的集体
、

⑤

、

同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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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都以各种形式集中在这一本原周 围 。

”

霍米亚 相信 ，
俄罗斯有另外的不同 于西欧 国家 的任务和

科夫把西方归于后者 ， 他认为 ， 西方是建立在个人 特殊的道路 ，
他毫不怀疑东正教信仰和斯拉夫民

主义基础上的 ， 与
“

聚合性
”

相对立 。 他
“

以 东正 族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 阿克萨科夫对俄罗斯人

教思想对黑格尔哲学和天主教理论中包含的理性 民 的不独立和成为西方思想及情感的复制品感到

主义加以批判 指责他们把必然性 、 物质需要置于 气愤 。 他指出 ，

“

俄罗斯已经处于西欧的绝对权

自 由 和精神需要之上
”

。 霍米亚科夫认为 ， 彼得 威下 年⋯ ⋯ 我们应当让她呼吸强大的 、 健康

时代之前的俄罗斯包含有真正的独特的开端 ， 并 的空气 ，应当治好她习 惯于亦步亦趋的精神上的

因此成为一种理想 这种理论即源 自 聚合性理论 。 软弱无力和娇生惯养⋯⋯我们应该首先将思想从

他坚持俄罗斯的独特性及与西欧国 家的不同 ， 将 西欧的奴役下解放 出来 。

”

应 当 帮助社会从
“

智

整个彼得时代之前的 罗斯理想化 。 他指 出 ：

“

从 慧的奴役
”

下解放出来 ， 古老的俄罗斯历史和普
不久前起 已经有很多人谈到 俄罗斯建立在髙于 通大众的现代生活 自 身

”

也应 当从模仿 中解放 出

西欧的另一种原则上 ⋯
⋯如果这些言辞有一些意 来 。 根据他的理论 ， 彼得时代之前 ， 人们的生活

义 ， 他们属 于那些彼彳导时代之前的 自 发势力 。

” ③
具有精神上的优越性 信仰促进了这种优越性 ， 它

按照霍米亚科夫的观点 ， 俄罗斯有 巨大的潜力和 永远是俄罗斯人生活的奠基石 。 但在彼得时代这

独特的文化 ， 是彼得 世的改革使俄罗斯受到西 种优越性脱离了社会生活 ，鹏了人民 。 阿克萨
方的影响 。 他相信如果采用其学说中有价值的东

科夫相信 ，对于俄罗斯来说 ，独立性是具有可能性
西 ’俄罗斯定能找到一条正 与西方相区别

的
，
人民性的复兴在意识觉醒时是可能 的 。 他说 ：

■ ’
“

細賴关注聽細不 了賴人民 。 独立

性 、 人民性
，
这些都是全部生活 、 全部成功的 首要

餅 。 什么 人麵立了 ，侧全部知识带来

誠果才不仅对他一个人 ， 而且对全人类都是有

益的 。

”

⑦因此
，
人们应当独立思考 ， 社会生活和道

同 ： 东方人关注的首先是思想精神内 部状态的正
：

确性
，
而西方人更多关注的是概念的外部联系

，
由

此决定了俄罗斯文化的最大特点是生活和需要的
由

简单性 。 因此 ， 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都阐

述了 俄赌人 飾、轻雜 ， 重雜、 轻物励

赚性并 方人重難、赫物赚鮮了 肖

日月对比軋 基列耶夫斯基认为 西欧文化的不足

是顾易见的 俄罗斯人在科学和社会制度上与

西方存在着差异 ， 是落后的 ， 但是俄罗斯人民拥有
同 ， 他看不起俄罗斯以外的斯拉夫民族 不认为俄

着纯洁的民族信仰 ， 这是最重要的 。 因此
， 罗斯

—

、

、

、 々 円 ① ’ ’

又 数 ： 胃 的人们 乂 “

基础上的原则 ， 而不是髙傲地对待它 。 基列耶夫
② 安启念 ： 《 俄罗斯宗教哲学述介》 载《 哲学动 态》 年

斯基的理论是斯拉夫派的奠基思想之
一

， 他认为 第 期 。

俄罗斯负有崇髙的使命 ， 她应该成为整个欧洲生 气
： 丁 。 。 取瓜

活新的 中心 应该成为欧洲 的精神领袖 。 俄罗斯 ’
，

人民应该明 白欧洲文明 的片面性并注意
“

本民族
④ 刘祖熙 《 试论俄罗斯文明 》 载 《 俄罗 斯中亚东 欧研究》

古老东正教信仰 中 的纯净的源泉
”

，
这样俄罗斯 年第 期 。

人 ± 、 —
⑤

将会找到智慧和七、灵问题的答案 。 。
，

康斯坦丁 谢尔盖耶维奇 阿克萨科夫是斯
彼

’

云 厂 ，

⑦

拉夫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 同他的战友一样 ， 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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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从斯拉夫各国 得到它未尝有过的任何新东 按以前的道路向前走 不是因为这条路是以前的 ，

西 。 萨马林说 ：

“

在整个斯拉夫部落 的 复杂性 中 而是因为它是正确 的
”

，

“

斯拉夫派并不是狂热

寻找斯拉夫精神是错误的
”

这种观点是他在 的无原则的复古派 ， 他们 的 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

年写给波波夫 的信 中提出 的 。 他认为俄罗 受到伤害的俄罗斯 的 民族感情
，
是对彼得一世以

斯斯拉夫精神的集中和完备是整个斯拉夫发展的 来外国文化影响泛滥的一种反作用 。

——改革必

目 的和结果 ：

“
⋯ ⋯整个斯拉夫世界的 自 我实 现 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俗习 惯相符合

，
自 上而

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是可能的 那就是俄罗斯认识 下地进行 。

”

他们
“

试图走一条独特的俄 国式的发

自 己 。

”

萨马林将古 罗斯看做理想社会并将其与 展之路
”④

。

现代俄罗斯和西方对立起来 。 他指出 ， 俄罗斯没 毫无疑问 ， 斯拉夫主义的理论对俄罗斯来说 ，

有征服 ， 没有封建制度 ， 没有贵族 （ 特权阶层 ）
，

也 是一笔 巨大的精神财富 。 别林斯基在 《 年俄

没有沙皇和人民之间的契约 。 俄罗斯人民的理想 国文学一瞥》 中写道 ：

“

当代的最伟大思想成就之

是不受限制的 、 统一的 且具有人民性的政权 ， 它 一

（ 斯拉夫主义 ） 便是我们终于了解到俄 国有其

对所有人有效 、 以俄罗斯文 明为领导且不经过可 同任何一个西欧 国家完全不 同 的历史
；
必须研究

怕的革命就能建立
， 而在西方 它则是内战 、 宗教 这个历史 ，

并根据这个历史本身 ， 而不是根据同它

纠纷和社会变革的结果 。 毫无共同 之处 的欧洲 各 国 人 民 的历史作 出 判

断 。

”

是的 ， 如果不恢复并加强俄罗斯的民 族文

四 结论 化传统 ， 如果不致力于其内部的统一和精神 的完

整 ，
任何一种改革都不能在完全意义上复兴俄罗

根植于俄罗斯民族精神深处的斯拉夫主义是 斯 。 正如伊利 因所指 出 的那样 ，

“

俄罗斯不是
一

俄罗斯民族 自我意识和民族独特性思维发展的一 个可 以不考虑其精神机制 的规律就机械地、 随意

个阶段 。 民族因素在斯拉夫主义的学说中是主要 地往里填充东西的储藏室 它是
一

个具有其历史

因素
，
且在俄罗斯民族思想的形成中具有深远的 恩赐和任务的活生生的精神系统 。

” ⑥

意义 ， 东正教 、 沙皇专制 、 村社 、人民性和对西方的 〔 本文 系 黑龙江 省 社会科 学 基金 专 项 项 目

批判在他们的学说中 占据 了重要位置 。 由于强调
“

俄 罗 斯斯拉夫主 义 哲 学 与 俄 民 族 自 觉 意 识研

俄罗斯人民 日 常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 试图免受西 究
”

（ 项 目 批准号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

方的影响 ， 斯拉夫主义者将 自 己 的理想和俄罗斯 （ 责任编辑 常 玢 ）

人民的使命混为一谈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偏颇的 、

有缺陷 的 ， 因此有人认为他们 是
“

民族主义者
”

。

但是 必须指出 ， 他们 的
“

民族主义
”

在于对人民

的热爱 ，在于努力使社会回归俄罗斯人民应走的

正确道路 ， 这条路就是他们认为的俄罗斯人民在

彼得一世改革前所遵循的相对和谐与光荣的道

路。 索洛维约夫说 ：

“

真正的 爱国 主义希望俄 国

尽可能美好 ， 民族主义则确信俄国 是最好的 。

” ②

—
① ，

斯拉夫主义当属前一种 。
一

斯拉夫主义者幻想社会是一个由基督教价值
版

索 维约夫 ： 《 俄罗斯与欧洲 》 ’
河北教育出版社 年

和所有人共同谋求的公共幸福统治的社会 在这
’

③ 。

个社会中将有对周围人的真诚信任和爱 。 他们将
’

俄罗 ：化之路 》 浙江人 民出 版社 年版 ，

俄罗斯人民的使命和东正教理想化 、绝对化 ， 将其 第 页 。

⑤
置于全咼 上的位置 。 他 ■ 将 罗 斯埋想化

，
亏

：

召走古罗斯的道路。 关于这一点 ， 阿克萨科夫这
⑥

样论述过 ：

“

斯拉夫派希望不走 回头路
，
但是主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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