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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贵海

中国和俄罗斯互为最大邻国，中俄

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两

国最高层的交往日渐频繁，2006 年在中

国举办俄罗斯年，更是让“俄罗斯热”

有了“烫人”的感觉。因此，准确给彼

此关系“定位”，特别是了解对方对己

方的认识，显得尤为必要。

孰大孰小？

先来说俄罗斯根深蒂固的大国意

识。俄罗斯自视为大，称大、做大是俄

罗斯人一贯的追求，其根子深植于几个

方向：一是来自信仰，发自东正教的救

世主义。16世纪的俄罗斯人就认为，基

督教世界从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拜

占廷王朝）一路东移，再到莫斯科（公

国）成为“第三罗马”的中心，昭示着

只有俄罗斯人才有资格担负起告诉世人

终极真理的使命，因此，“所有的基督

徒都应该讲俄语”。而且，俄罗斯认为

它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旨

在拯救所有深陷苦难的人们。应该说，

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出现在俄国，并且被

它推广到其他国家，跟俄罗斯人的这一

救世情结不无关系。二是来自绝地逢生

的意志力和抗争精神。在历史上，俄罗

斯人有过多次以弱胜强的传奇经历，特

别是 1812 年反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和

被称为伟大卫国战争的反法西斯战争

（1941~1945），令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

经久不衰。三是来自无人能比的广博疆

土和富饶资源，天然气、石油、煤炭、

森林、淡水，如此等等，令当今飞速发

展的国家羡慕不已的自然宝藏让俄有理

由得意；四是辉煌且令世人景仰的科技、

文化成就。原子技术、宇宙空间技术、

普希金的诗歌、托尔斯泰

的长篇小说等已经成为人

们想象俄罗斯的标识性符

号的一部分。

然而，苏联解体后的

俄罗斯却陷入了旷日持久

的经济衰退和社会政治动

荡，甚至连拉脱维亚或者

格鲁吉亚这样的小国，也

“胆敢”在俄罗斯“太岁

头上动土”：或不给本国

的俄罗斯族及讲俄语的人

公民待遇，或公开叫板俄

罗斯的军事存在，令其赶

快“滚蛋”。因此类事例

多如牛毛，故有人比喻俄

是“虎落平阳遭犬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

俄之间的地位认同却显得

有些特殊。自 19 世纪中叶，因为克里

米亚战争的惨败，俄罗斯在欧洲列强中

的影响力江河日下，却在东方清朝政府

面前，成为左右“抵抗英、法、日入侵”

局势的主要力量。1896 年的中俄同盟

以秘密条约的方式确定了俄在中国外交

中的大国地位。一个世纪之后，俄罗斯

的国际地位再次跌落，甚至被包括其总

统普京在内的人们看成是二流或三流国

家，然而，中国却一直把它定位为世界

大国，或者是多极化世界的一极。中国

民众在问卷调查中对俄罗斯军事实力、

文学成就和著名政治家的认同度排在他

们对俄罗斯的了解的前三位。

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的地位却始

终有些微妙。清朝末期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初期，俄罗斯（苏联）自视为有资格

当中国的“保护伞”，因此，平等地位

几乎无从谈起，尽管形式上签的都是互

助同盟条约。今天，在中国飞速发展、

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俄罗斯

有把中国看成大国的意思，但依然有太

多的例子显示，中国在俄罗斯人心目

中要“矮上一截”。扼要举其三：例一，

俄罗斯民众在问卷中描述对中国的第一

印象时，人多、菜好吃和长相特别占了

前三位；例二，约 60% 的俄罗斯人认为

俄应该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

更大；例三，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有求于

俄的地方远多于俄求中。

孰亲孰疏？

任何国家在外交上都要有急缓、轻

重、亲疏的分别。若用一种比较明了的

方法说明俄罗斯的亲疏选择，可以说东

斯拉夫人（白俄罗斯、乌克兰）是俄罗

斯人的骨肉兄弟、前苏联国家是俄罗斯

的“近亲”、欧洲人和信基督教的人是

俄罗斯人的“远亲”，遵循民主、自由

原则且富有的国家则是俄罗斯要交好的

俄罗斯从文化上对亚洲包括中国的认同必然是

有限的、相对的、实用的，而同西方的矛盾不论有多

深，仍然会保持深刻的内在联系。国人在对俄抱持好

感的同时，务须保持冷静。

30年河东，3
——中俄之间的角色认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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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

假使说俄罗斯不会放弃利用一切可

能的时机拉近与美国的关系，是因为美

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

济结构中所处的独特地位、与之交好更

能够标示俄罗斯大国地位的话，那么俄

罗斯对日本的态度则非常值得玩味。最

新的民调显示，日本是俄罗斯人特别是

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眼里最值得交往的

亚太国家，日本人在俄远东受欢迎的程

度排在美国、澳大利亚、法国、韩国和

中国之前。令人费解的是，俄日之间不

仅不能像中俄那样通过平等协商解决领

土问题，而是旷日持久地争执不休，而

且，连象征正常国家关系的和平条约都

无法签署。因此，从民间认同的意义上

讲，俄日有争端也有信任，中俄争端不

多但信任也有限。

俄罗斯对中国信任程度有限的原因

既来自历史上的领土问题，也与中国发

展太快让其感受太大压力有关。这方面

的事例比较多，特别是在两国

的科技合作方面。理论上，俄

方希望借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机，

推广自己的科技成果。因为从

苏联时期起，俄罗斯相当一部

分高端科研成果停留在纸上和

实验室里，很容易过时，若不

能产业化就不能收回研发成本，

也就不能进一步推动其科技创

新。然而，普京却在 2005 年初

要求对俄中在西伯利亚地区合

建科技园的设想“三思而行”，

表明他对中国可能用“高薪”

引发俄罗斯“智力资源”和人

才外流的前景甚为担忧。被称

为“俄版李文和案”的“中国

间谍案”也是俄罗斯对中国持

有强烈戒心的表现：俄一所大

学的热物理实验室主任被俄联

邦安全局指控为叛国、向中国

泄露机密。虽然一审被判无罪，

但二审后他却被判处劳改 14 年，并不

得大赦。然而，就连俄罗斯本国的舆论

也都承认，所谓被泄密的技术早就写进

了俄大学的教科书。

但也必须强调的是，最近几年，随

着独联体内部“颜色革命”的蔓延，俄

罗斯为了维护自己的战略空间，对中国

重视的程度在不断加强。中国有关部门

应抓住时机，让更多的俄罗斯人积极、

正面地认识中国改革发展的成果和优秀

的民族文化。

孰“体”孰“用”？

关于俄罗斯像“双头鹰”那样东西

方兼顾的比喻，是人们评论俄外交政策

时常用的。的确，究竟属于西方还是东

方的争论，在俄从未休止过；俄罗斯越

来越重视亚洲外交也是不争的事实。于

是，国人对俄国内所谓的欧亚主义主张

特别青睐，进而认为俄已经从实质上认

同了中国、亚洲、东方。

就此必须澄清的事实是，第一，俄

罗斯历史上争论的“东西方”所指的是

欧洲的东与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天

主教和东正教之分的问题，那里的东方

完全没有亚洲的因素存在；第二，俄罗

斯密切同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大国的

关系并不等于说它已经认同自己的亚洲

属性了。

从俄民族和国家发展历程看，西方

（特别是西欧）对俄罗斯来说为“体”，

东方乃是“用”。“体”是不能改变的本

质确定性，俄罗斯从来都认为自己从历

史和文化的角度讲当然是欧洲的一部分，

而且是不可更改的；而亲近亚洲的这一

“用”的政策选择，则不是确定的，是有

原因和条件的，会因时因地因事而变化

的，甚至有可能是 180 度的转变。“用”

的转变逻辑取决于西方对俄的态度：当

西方不理会俄融入其中的愿望和步骤，

甚至对俄采取各种形式的抨击、孤立政

策时，俄会因恼怒而暂时背西方而去，

转而亲近东方，当然，亲近东方的目的

可能只是为了吓唬西方——俄知道它与

东方结盟是西方最不愿看到的情景，也

可能是因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或地缘安全

方面的利益；当西方面临某种严重的危

机或威胁，如法西斯的侵略、国际恐怖

主义的泛滥时，就会采取怀柔的政策来

拉拢俄，它就会迅速地重新转向西方，

9·11 事件以后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

系的大幅度改善就是最好的例证。

上述事实表明，俄罗斯从文化上对

亚洲包括中国的认同必然是有限的、相

对的、实用的，而同西方的矛盾不论有

多深，仍然会保持深刻的内在联系。国

人在对俄抱持好感的同时，务须保持冷

静。

（作者为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

秘书长）  

30年河西？

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有求于俄的地方远多于俄求中，

约 60% 的俄罗斯人认为俄应该比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

的作用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