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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回 后 苏 联 空 间
———俄罗斯文化外交评析

汪 宁

摘 要: 近十余年来，俄罗斯的强势复苏使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

产生了新的变化。在以斯拉夫文化为主体的中东欧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 “轮回”，其特

征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博弈重新开盘; 重点从意识形态转换为能源经济和文化软实力; 合

作与斗争并行不悖，但合作成为主流。斯拉夫文化影响范围可以分成核心圈、中心圈和

亚中心圈三个板块，由此对俄文化外交的形成和特点，以及实施手段进行分析，可以认

为，俄罗斯从恢复俄语教育、举办俄罗斯文化年、力争世界宗教主导权和论坛外交四个

方面着手，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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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京接任俄罗斯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开始，由于俄罗斯日益重视加强收复昔日势力影响范围

的战略和战术，加大了文化外交的力度，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正在逐步回升，争夺后苏联空

间的一场新的博弈已经拉开序幕，尤其是针对中东欧国家。其中有三个值得关注的特点。

一、建立 “平等的”合作关系: 文化外交的战略形成

苏联解体后，原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亲西方的政策，把摆脱苏联影

响、回归欧洲、重建本民族文化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不少国家不仅政治上排斥苏联体制，文化

上取消俄语及俄罗斯文化，甚至采取了驱赶说俄语居民的过激政策，与俄罗斯关系普遍出现危

机。为了达到获得西方援助的目的，有的不惜与俄罗斯翻脸，反对俄罗斯、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的事件频频发生。全世界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尤其在中东欧地区，以波罗的海沿岸

三国和波兰表现最为积极。随着以波兰为首的 7 个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相继加入欧盟和北约之

后，俄罗斯与“新欧洲”之间的关系更加充满新的变数。
俄罗斯认为，到现在为止这种对抗仍然有所表现，这是由于对每一个斯拉夫文化国家丰富的

文化特点的无知而造成的，意识到 “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补充，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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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还会使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性受到威胁”①。不少中东欧国家认为自己是属于西方世界的国

家，与俄罗斯渐行渐远。
在“2000 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俄罗斯对中东欧国家的政策提法比较简单，只

提出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在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中，迫切的任务是根据新情况和俄罗斯的利益

保持人员、经济和文化交往，消除现有危机和进一步推动合作”①。五年之后，随着普京总统的

地位稳固，俄罗斯的外交思想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在恢复和扩大俄罗斯文化影响力方面，加大

了战略力度。2005 年 4 月，俄罗斯专门成立了一个对外地区和文化合作局，由总统办公厅直接

领导，其目的就是要发展与独联体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文化合作，恢复、巩固和扩大俄罗斯文化

的影响力②。在 2005 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明确提出: “俄罗斯与昔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今日

的独立国家，被共同的命运、俄语和伟大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不可能置身于追求自由的主潮流之

外”; 而且表示要向邻国学习有益的经验，交流思想③。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俄罗斯和中东欧国

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改被动的保守作法，而是以共同的斯拉夫文化为纽带，主

动出击，积极拉近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独联体和中东欧原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关系。
梅德韦杰夫继任总统后，延续了普京的对中东欧国家政策。在接任后不久于 2008 年 7 月 12

日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虽然同样对 “昔日的”加盟共和国着墨不多，但是

着重强调了“务实”和“相互尊重”的主导思想。俄罗斯提出，要“在考虑各国现实的基础上，

继续拓展同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务实的、相互尊重的合作”。重要的是，在新的构想中，开

明宗义地提出了俄罗斯 “要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俄罗斯外部的总体情况，根据国家在国际事务中

作用增长的实际情况，重新思考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提高俄罗斯对世界发展情况的责

任，以及由此提供的机遇，不仅要参加国际事务的日常实施，而且要参与它的制定”④; 表现出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强烈愿望。
除此之外，在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俄罗斯还提出了对 “新欧洲”国家的

政策，诚恳表示: “在考虑到中欧、东欧和南欧每个国家的实际意愿的情况下，对于继续扩展与

这些国家的现实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关系，俄罗斯是坦诚的”。提出 “要在欧盟国家心目中树立

起俄罗斯可靠伙伴和盟友的形象”⑤，把构建新的国家形象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加以实施。在

“构想”附件中，尤为重要的是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国际人文合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规定了具

体的计划目标，认为文化在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⑥，并把它作为俄对外政策不可

分割的重要部分加以实施。
在梅德韦杰夫 2009 年 5 月 12 日批准的《俄罗斯联邦 2020 年以前国家安全战略》中，更是

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发展保障安全”的基本原则。在这份文件中俄罗斯强调，将以国际法条文

和对所有国家的同等安全保障原则为依据，实行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消除损耗性的对抗⑦。
从明确提出要与周边国家建立 “平等”、“互相尊重的合作关系”，到树立“可靠伙伴和盟友

的形象”，这是俄罗斯对外思想的重大变化; 标志着俄罗斯要放下大国的架子，抛弃消耗性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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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 ( 2000 年 6 月 28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弗·弗·普京签署) ，转引自 ［俄］ 伊·伊万诺夫《俄罗
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9 页。
许华: 《当今俄罗斯的国家形象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 年第 2 期。
参阅“2005 年致联邦议会的国情咨文 ( 2005 年 4 月 25 日) ”，载《普京文集 ( 2002 － 2008) 》，第 189 页。
《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 ( 2008 年 7 月 12 日) ，转引自左凤荣《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商务印
书馆 2008 年出版，第 452、432 页。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 А. Медведевым 12 июля 2008 г. ———摘译自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В реализаци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культуре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особая роль. Позиции и авторите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мире определяю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его воен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весом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ресурсами，но и культурным достоянием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摘译自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через развитие》，《затратнaя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см. Вен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2009 году. ———摘译自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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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意识形态为界线的传统观念，以现实主义的姿态重回欧洲以及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空间。至此，对外文化战略已经形成，标志性文件就是梅德韦杰夫总统于 2010 年 12 月 18 日批

准实施的“俄罗斯联邦国际人文领域合作的基本方针”①。该文件对文化合作的目标、优先任务

以及实施办法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是一份纲领性文献。
在这种战略思想的主导下，在发展和巩固与老欧洲关系的基础上，努力寻找与 “新欧洲”

的关系的突破点，从文化 ( 软实力) 的源头拉近关系。“往前看”致力于新的发展，使俄罗斯的

周边环境出现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好的时期，为恢复大国地位创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对中东欧

国家的文化外交战略，可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二、以文化软实力为武器: 战略手段的另一种形式

“任何一个后苏联空间的欧洲国家，在未来的 10 年时间内，都不可能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

依赖，将长期依赖俄罗斯相对廉价的天然气供应。”② 俄罗斯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优势非常清楚，

而历史的发展也为俄罗斯提供了机遇。普京经过第一个任期的惨淡经营，使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旧

貌换新颜，使俄罗斯拥有了改善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收复前苏联影响失地的有利资源。世界能源

市场的变化，更使俄罗斯占尽天时地利的条件，为俄罗斯实施文化战略铺垫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

础。尤为重要的是，俄罗斯还意识到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性，并把它与促进物质水平的提高和

国家形象的提升紧密联系起来，明确提出了 “文化要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量级的因素。在解

决相关问题的时候，国家应当明确重要的物质和金融资源，积极扶持本国文化部门的竞争力，夺

取文化产品的销售市场”③ 的战略目标，要求“文化交流要以促进建立和支持国家之间、社会组

织之间和人民之间稳定和长期的关系为使命。这样的交流应当为修复国家之间不仅在文化领域，

而且还要与包括经济在内的其他领域的互动作出贡献”④。
如果按照俄罗斯的斯拉夫文化属性、组成以及受到俄罗斯文化 ( 包括苏联时期) 影响的程

度来划分的话，笔者认为，可以把俄罗斯文化区域划分成三个板块，或曰三个文化影响圈: 处在

中心板块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国家，此为核心圈⑤。位于斯拉夫文化核心三国周

边的独联体其他国家，即原苏联社会主义联盟的其余十二个加盟共和国，现在的独立国家为斯拉

夫次文化圈。俄罗斯地缘文化影响范围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西部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立陶宛; 西南部的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南部中亚五国: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根据与俄罗斯文化的亲

疏关系和受影响的程度，这些国家可以称之为中心圈。处于外围 ( 文化) 亚中心圈的主要为中

东欧的八个国家: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 ( 以及分

裂后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黑、马其顿) 、阿尔巴尼亚。如果进一步划分，还可以

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俄罗斯毗邻的蒙古以及朝鲜和越南等一些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列入第四圈。
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就是都曾经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刻影响，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

到文学、语言和艺术，几乎无处不在。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文化在所有这些地区的影响

力日渐减弱，甚至在某些国家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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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сновные наравлг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фе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 －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тверждено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 А. Медведевым 18 декабря 2010 года) ———摘译自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俄］ 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 《未来十年俄罗斯的周围世界———梅普组合的全球战略》，万成才译，新华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См. Основные наравлг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фе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 －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摘译自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1991 年 12 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国家的首脑聚集在一起，商讨建立独联体的事宜。他们要求专家按照
联合体的模式准备文件，然后送到只有他们三人所在的房间。协议签署后，他们分别给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打电话，
通报了苏联解体和独联体诞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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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许多国家虽然经过 20 年的艰难探索，但有不少国家并没有能够确定自己的文

化定位和发展方向，西方的文化和民主模式也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使国家繁荣富强，而是使这

些国家陷入迷茫、疑惑之中。尤其在经历过颜色革命的冲击之后，不少国家都对西方的自由主义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新建立与俄罗斯之间的平等、互利的国家关系成为有益有利的选择。而通

过斯拉夫文化的共同根源就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加快这种互利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金融危

机的爆发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使拥有得天独厚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俄罗斯话语权

更加广泛，实施全球性文化战略的可能性日愈增加。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俄罗斯加快了巩固核心圈、强化中心圈、发展亚中心圈、影响全世

界的文化外交战略部署。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包括:

第一，通过重建俄语教育在上述文化圈范围内的国家的地位，恢复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力。
2005 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作出的判断，被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是正确的。如何应对以美国

为主的西方文化的诱惑和频频发起的强大文化攻势，是俄罗斯不得不面对的最大的现实问题。在

经历过苏联解体后头十年的困惑、迷失和被动应付之后，俄罗斯开始注重软实力的构建，积极制

订自己的文化战略，采取各种举措，恢复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独联体以及原苏联地区势力范围的

影响力便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俄语是全球第四大国际通用语言，根据资料，全世界共有 1. 7
亿人将俄语作为母语，3. 5 亿人通晓俄文。除此之外全世界还有 1. 8 亿人正在学习俄语。2006 年

年底，时任总统的普京签发了一个总统令，将 2007 年定为 “世界俄语年”，把提高俄语的地位

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俄语年”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 活动组委会主席也由时任第一副总

理的梅德韦杰夫担任。根据俄罗斯政府的计划，“俄语年”所包括的活动内容数量多达 830 项，

在全世界 65 个国家举办，涉及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欧、亚、非、南北美洲的国家。梅

德韦杰夫更是提出: “我们会在发展俄语的同时推动我国的国家利益，并在与其它国家的相互协

作中提高经济和文化实力。”不久前 ( 2011 年 5 月) ，第十四届世界俄语大会在上海隆重举行，

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 43 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堪称盛会，也是俄罗斯文化全球战

略的一次成功展示。
就在“俄语年”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展开之际，普京又签署了一项成立 “俄语世界”基金会

的总统令，以支持境外尤其是原苏联国家的俄语学习和研究。此外，俄政府还将推广俄语的影响

面拓展到互联网，并建立了俄英双语网站①。
第二，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俄罗斯文化年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文艺演出等活动，在全世

界宣传和推广俄罗斯的文化和文学艺术②。
第三，通过拓展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影响力，在国内达到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国外争取宗教文

化主导权的目的。2006 年 7 月，就在八国峰会正式举行的前几天，在普京和大牧首阿列克西二

世的策划下时任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外关系局局长、现任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基里尔的精心组织

下，第一届世界宗教领袖峰会也在莫斯科如期举行。全世界共有 49 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代表出

席了大会，中国宗教代表团也出席了大会③。通过主办这次世界宗教峰会，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

导作用得到了一次尽情的发挥。后来，这种形式的世界宗教领袖峰会每年都举行一次，涉及的议

题范围也越来越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宗教大联盟。作为首创国的俄罗斯，自然而然地

扮演了主导国家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设置各种全球性的话题，俄罗斯志在必得地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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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阅《世界新闻报》2007 年 10 月 24 日。
参阅林精华《后苏联俄国重建国家的文化行为》，《俄罗斯学刊》2011 年第 5 期。
据报道，俄罗斯举办的“世界宗教领袖大会”于 2006 年 7 月 3 日至 5 日在莫斯科召开，来自 49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派
宗教领袖参加了大会。中国宗教代表团一行 7 人应邀出席大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阿訇任中国宗教代表团
团长，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任代表团顾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主教团秘书长、云南教区马英林主教等随团
出访。———http: / /www. chinareviewnews. com 2006 － 07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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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话语权，可以称之为颇为成功的宗教外交。
第四，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 ( 基金会) 举办 ( 斯拉夫文化) 定期论坛、联合建立俄罗斯文

化中心学校等机构，宣传俄罗斯思想，塑造俄罗斯新的国家形象。利用共同的斯拉夫文化纽带，

充分发挥俄罗斯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成为俄罗斯成功改善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重要战略手段之

一。如 2010 年 2 月份，在白俄罗斯首都举行的 “斯拉夫文化论坛”上，专题讨论了 “俄罗斯人

民和俄罗斯语言在团结斯拉夫人民方面的历史作用应当通过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等问题，号

召“所有的斯拉夫国家为我们的人民恢复传统的日历节日的制度，穿着斯拉夫民族服装，发扬

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方面都一致的斯拉夫的传统时尚”①。就在这一年 5 月份

( 2010 年 5 月 25 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还参加了一个由保加利亚驻俄罗斯大使馆组

织的，由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斯洛伐克等 13 个中东欧国家驻莫斯科大使馆在职领导人共

同参加的外交使团工作会议。
在会谈的过程中，拉夫罗夫强调了把斯拉夫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历史和文化精神遗产的特殊意

义，特别强调指出了在当前新的、多中心世界秩序日愈加剧的情况下尤其要重视这一遗产的重要

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会议讨论了深化人文对话，特别是根据斯拉夫文化论坛的思想，在

2010 － 2011 年度，俄罗斯与多个巴尔干国家间互办精神文化节的计划。
由此可见，俄罗斯不遗余力地建立斯拉夫文化论坛、开展各种 “文明对话”，就是要在文化

合作的基础上把欧洲的斯拉夫文化国家联合起来，以达到加强国家间和文化间联系的目的，彰显

俄罗斯文化的主导作用，把原苏联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重新拉进俄罗斯势力影响范围。

三、发挥传统文化优势: 外交成果初步显现

由于具有共同的斯拉夫文化基础，加上俄罗斯官方的大力推动，近年来俄罗斯的文化战略可

谓是成果初步显现，使俄罗斯文化成为拉近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重要纽带。尤其在几个中

小国家，俄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尽管恢复前苏联时期的俄语地位困难重重，但俄罗斯没有放

弃努力。
近十年来，这种减少对抗、积极合作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虽然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

系的改善并非是一帆风顺，但在双方维护和加强友好往来的良好意愿和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中

的波折总是能够及时得到平复，不致造成矛盾激化。由于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高层互访增多，

相互信任加强，经济和文化往来密切，基本解决了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之后造成的各种问

题。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充分利用中东欧国家的桥梁作用，拉近了与欧盟的关系，使俄罗斯的地

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有利于俄罗斯的变化。因此可以说，经过十多年来的努力，俄罗斯已经开始逐

渐走出俄 ( 苏) 文化被彻底否定的困境。由于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实力的下降，俄罗斯采取了努

力避免与西方对抗，不再激烈反对北约东扩，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有选择地进行合作

的外交政策; 因此，冷战结束初期由于历史纠结而结怨难解的诸多国家的关系正在一步步得到改

善，俄罗斯的国际环境进入近二十年来的最佳时期。
仅列举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国家的关系为例。
2008 年 1 月 17 日，普京把自己的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出国访问留给了保加利亚。就在不

久以前的 2007 年 1 月 1 日，保加利亚刚刚成为欧盟的新成员国，实现了长期以来的夙愿。在与

普京会见的欢迎仪式上，保加利亚总统珀尔瓦诺夫没有忘记表示，尽管保加利亚已经加入欧盟，

但这不应影响保加利亚和俄罗斯两国关系的密切发展。珀尔瓦诺夫还强调: “我们认识到，我们

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必须通过欧盟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才能解决。”对此，普京

则大度地表示，俄罗斯尊重保加利亚在安全和其他重要事务方面的选择，并为其取得的成绩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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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源自俄罗斯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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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①。2008 年 1 月，“俄罗斯年”在保加利亚如期举行，普京和珀尔瓦诺夫一起参加了开幕仪

式，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及俄保两国著名音乐家共一百

七十余人在开幕式音乐会上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此外，双方还同意在保加利亚建立一个俄罗斯图

书中心和一所俄保科学与文化公共研究院。
普京对这次访问非常重视，在出访前夕，专门为保加利亚媒体撰写了一篇题为 《命运使我

们成为伙伴》的文章。在文章中，普京回顾了两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及未来合作前景。保加利

亚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劳动报》、《24 小时报》1 月 17 日当天均全文登载了普京的文章②。除此

之外，据报道，普京还为保加利亚准备了一个能源合作的大礼包，与保加利亚在能源方面成功地

签署了 3 项协议: 保俄两国合作建设南部天然气管道协议、就布 － 亚石油管道工程成立国际项目

公司协议，以及建造“贝列内”核电站的基本协议③。
其中，在会谈结束前最后一刻才达成一致的南部天然气管道协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④。该

管道北至奥地利，南到意大利，计划年输送天然气约 300 亿立方米，建成后不仅将使保加利亚真

正成为东南欧最重要的能源过境中心，而且将使俄罗斯输往欧洲的油气管线形成一个环状，俄将

掌握输欧能源的主动权，而保加利亚将也拥有 50%的股份⑤，称得上达到了双赢。
2009 年 2 月 6 日，“保加利亚年”在莫斯科也如期举行，俄罗斯和保加利亚总统共同出席了

开幕式并剪了彩。两国总统一起祝贺俄罗斯和保加利亚人民在俄罗斯举办 “保加利亚年”，一起

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梅德韦杰夫总统表示: “建立在共同历

史经验和相似的精神文化基础之上的真诚而深厚的友谊使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紧密相连。”他说:

“于 2008 年举办的保加利亚 ‘俄罗斯年’令人印象深刻，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一活动推动了我

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扩大了两国地区之间、友好城市之间、工商界之间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

数十万人彼此增进了对两国传统和现代生活的了解。”⑥

一切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没有历史问题的纠结，再加上两国领导人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

缚，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这就使得两国关系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得以顺利发展。文化互动更加

促进了这种良性关系的深化，这是俄罗斯与保加利亚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最大特点。
同样的特点在俄罗斯与斯洛文尼亚的关系中也体现出来。
在与中东欧诸多国家的关系中，俄罗斯与斯洛文尼亚之间的关系可以称得上是最稳定、发展

最正常的一对。近十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把斯洛文尼亚视为中欧地区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十分关

注斯洛文尼亚的发展，支持斯洛文尼亚加入北约和欧盟。用斯洛文尼亚驻俄罗斯大使季米特里·
鲁贝尔 ( Димитрий Рупел) 的话来说: “斯俄关系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好极了。”⑦ “斯洛文

尼亚与俄罗斯之间不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⑧。斯洛文尼亚外交部长甚至把两国关系开始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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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② 《新华网》2008 年 1 月 18 日。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newscenter /2008 － 01 /18。
所谓“布—亚石油管道”，就是俄罗斯与希腊和保加利亚三个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名为《布尔加斯—亚历山德鲁波利
斯输油管道项目合作方成立国际设计公司的合同》。这项合同的正式签订，标志着该石油管道的铺设工作已经开始进
入实施阶段。这条管道东起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布尔加斯，西至希腊爱琴海东北部的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管道建成
后，俄罗斯的原油将通过黑海用船运送至保加利亚布尔加斯港口，再通过这一管道输送到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布—
亚石油管道全长 277 公里，计划投资 8 亿欧元，管道的设计年输油能力为 3500 万至 5000 万吨。
这条石油输送管线也被称之为“南线”，即从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穿越黑海海底铺设到保加利亚瓦尔那后，再分为两
条支线，一条支线将经希腊通向意大利南部，另一条支线拟穿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后，在斯洛文尼亚再
建分支，分别通向意大利的北部和奥地利等西欧国家。最近俄罗斯又在积极游说塞尔维亚，以便购买塞尔维亚国家天
然气公司 51% 的股份，如果并购成功，“南线”天然气管道将通过塞尔维亚，并在塞建设一个大型天然气库，使塞成
为俄罗斯能源在西巴尔干地区的配送中心。2007 年 6 月，时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的梅德
韦杰夫和意大利国家液体燃料公司 ( ENI) 总裁斯卡罗尼在罗马签署了关于共同出资铺设这一管道的协议，总投资为
10 亿欧元，管道设计年输送天然气 300 亿立方米。———参阅《经济日报》2009 年 1 月 24 日。
http: / /www. sina. com. cn 2008 年 1 月 19 日。
俄保两国总统为俄罗斯“保加利亚年”开幕式剪彩———RUSNEWS. CN /eguoxinwen /eluosi_duiwai /2009. 02. 06.
www. ni － journal. ru /archive /56157ba6 /dec149ae 2003 № 6 Свободная трибуна.
Газета《Коммерсанты》; №165( 2678) от 12; 0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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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 2001 年称之为 “俄罗斯与斯洛文尼亚两国的爱之年” ( год любв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ловенией) ①。

政治关系发生质的飞跃是最显著的特点。从普京上台后的 2000 年开始，两国之间的高层互

动就十分频繁。2000 年 7 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率先访问了斯洛文尼亚。紧接着，2001 年

1 月，时任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的谢列兹尼奥夫也对斯洛文尼亚进行了访问。此后斯洛文尼亚总

理和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连续两次会面，使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第一次是 2001 年 2
月，普京利用访问奥地利的机会，在一个叫圣安图安 ( Сент － Антуан) 的小镇上，与斯洛文尼

亚总理雅奈兹·德尔诺夫舍克②见了面。同年 3 月，斯洛文尼亚总理回访了俄罗斯。6 月 16 日，

普京和美国总统小布什把普京接任后与美国总统首次会晤的地点选在了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

那市郊的布尔多城堡，使卢布尔雅那一举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7 月，斯洛文尼亚外交部长鲁佩

尔访问了俄罗斯。
2002 年 9 月 12 日，是俄罗斯与斯洛文尼亚两国关系史中的重要时刻，斯洛文尼亚总理 Я.

德尔诺夫舍克对俄罗斯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0 年来斯洛文尼亚国家总

理首次访问俄罗斯。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友好关系与合作的

宣言; 10 天过后的 9 月 22 日，斯洛文尼亚首任总统米兰·库昌③正式访问了俄罗斯④。从那时

起，包括高层访问在内的各种政治互访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

础，几乎所有问题都能够通过政治对话得到圆满有效的解决。仅在 2003 年，斯洛文尼亚总理就

两次访问了俄罗斯。过后不久，斯洛文尼亚总统和外交部长也相继访问了俄罗斯。俄罗斯第一副

总理库德林和外交部长伊万诺夫以及其他高官也相继对斯洛文尼亚进行了友好访问。在访问期

间，伊万诺夫表示，俄罗斯与斯洛文尼亚之间的关系堪称样板，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⑤。
的确如此。
斯洛文尼亚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原来是前南斯拉夫六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一个，经济发展优

于其他五个加盟共和国。1991 年 6 月 25 日，斯洛文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社会

主义联邦共和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1992 年 5 月，斯洛文尼亚加入联合国，同年与俄罗斯

建立了外交关系。作为一个人口只有 200 万的年轻国家，斯洛文尼亚近二十年来一直实行平衡的

外交政策，坚持睦邻友好。除了致力于全面融入欧盟体系，积极发展同德国、法国等欧盟大国和美

国、中国的关系，注重发展与其他原南斯拉夫国家关系，积极参与协调西巴尔干事务及国际热点问

题的解决以外，对于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更加重视，把俄罗斯视为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斯洛文尼亚与俄罗斯亲近，其中的原因，除了首先是在语言和文化上同属斯拉夫一脉的因素

以外，两国人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形成了相近的思想和精神模式，共同的生产和交通以及动力基

础设施也起到重要的作用。斯洛文尼亚国旗上白蓝红三种颜色与俄罗斯的国旗颜色一模一样，只

是上下排列顺序不同。除此以外，在近代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史中，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像俄罗

斯与其他国家那样的刺激性事件。由于斯洛文尼亚的外交决策基本上没有受到加入北约、欧盟等

其他外来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把斯视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对于其回归欧洲的诉

求也持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在国际事务中，斯洛文尼亚虽然是个小国，但在巴尔干地区以及科索

沃、达尔富尔地区等一系列热点问题上，始终与俄罗斯保持相同立场，这使俄罗斯在解决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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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Независимая，2001 － 12 － 14.
雅奈兹·德尔诺夫舍克 ( Janez Drnovek) ，2002 年 11 月当选斯洛文尼亚总统。
米兰·库昌 ( Milan Kucan) 1941 年 1 月 14 日出生于斯洛文尼亚克里热夫齐村的一个信奉新教的教师家庭，1963 年毕
业于卢布尔雅那大学法律系。1991 年 6 月斯洛文尼亚脱离前南斯拉夫联邦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并实行总统制。1992
年 12 月，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举行独立后的首次总统选举，库昌作为独立候选人当选为总统，任期 5 年。1997 年 11 月
连选连任。2002 年 12 月去职。———摘自《互动百科词条》。
www. vneshmarket. ru /content /document_r_2C460AA4
Демшар Франци，Словения и Росс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Свабодная трибуна》200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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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大声说话的底气更足。
2004 年 5 月 1 日，斯洛文尼亚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家，在前南斯拉夫五个斯拉夫民族的国

家中先行了一步。
2006 年，斯洛文尼亚大选，左派获胜执掌政权后，采取了对俄罗斯更加友好的外交政策，

把与俄罗斯的关系提升到优先的地位，认为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决定着欧盟的未来，是欧洲

安全和成功的重要因素。以这样的思想为主导，斯洛文尼亚的外交政策本着现实主义和互相考虑

各自利益的精神，与俄罗斯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十分顺利。政治合作不仅在议会、国防部、司法

部、文化教育科学部等执行部门，而且还扩展到地区的层面，双边互动逐年增多，连续不断，在

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十分罕见。
在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外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2 年 9 月 12 日，斯洛文尼亚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在莫斯科签订了 《斯洛文尼亚与俄罗斯友

好关系与合作宣言》①，两国之间的议会以及民间往来更加活跃。在友好宣言的框架之下，两国

之间的文化交流长期坚持不断，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多种多样化。2004 年，根据两国总统的倡

议，还成立了“斯拉夫文化论坛”，总部设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对拉近俄罗斯与中东

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2005 年斯洛文尼亚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举办了斯

洛文尼亚文化日活动，俄罗斯于 2006 年也在斯洛文尼亚的新戈里察 ( Нова － Горица) 举办了俄

罗斯文化日活动，在首都卢布尔雅那举办了 “莫斯科电影周”活动。
2010 年上半年，斯洛文尼亚参加在俄罗斯举办的各种活动就有: 5 月 2 － 9 日总统达尼洛·

图尔克②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5 周年庆祝活动; 5 月 11 日，高等教育与科技部长参加了在莫

斯科举行的第 42 届地区合作委员会会议; 6 月 17 日，总理鲍鲁特·巴霍尔参加了在圣彼得堡举

行的第 14 次经济论坛，并与俄罗斯总统举行了双边框架内的会谈。
根据最近的调查表明，俄语在中东欧许多国家重新受到青睐，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和德

语的第三大外语③。
如上所述，从普京接任的 2000 年开始，俄罗斯在经过十多年转型之痛后，已经进行了颇为

深刻的反思，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尤其在与中东欧以及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从文化上

寻找原因，把俄罗斯与中东欧以及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

对当代俄罗斯学说的探讨和定位，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为俄罗斯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结 语

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都有改善相互之间关系的良好愿望，金融危机的爆发拉近了这些国家间

的距离。俄罗斯以及包括欧盟在内的国家都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以维护自身利益为重心，转对

抗为对话与合作，使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成为可能。
随着新一代 ( 冷战结束后的第 2 － 3 代) 领导人的继位，这些国家体现出思想更开放、战略

更灵活、政策更务实等鲜明的特点，使当代国际政治充满新意与活力。中东欧国家普遍把加入北

约和欧盟作为主要目标，效法西方的发展模式，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全盘西化。然而十几年过去

了，效果并不明显，虽然回归欧洲的目标得以实现，但西方模式在中东欧地区没有取得预想的效

果。随着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相继就位，许多国家开始反思历史，主动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

了重新正视俄罗斯文化的趋势，多元文化并存成为现实。俄罗斯放下大国身段，承认历史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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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екларация о друж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Слове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达尼洛·图尔克 ( Danilo Turk) ———1952 年 2 月出生，1975 年毕业于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法学院，1992 年至
2000 年，担任斯洛文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2000 年至 2005 年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联合国助理秘书长，2007 年 11 月，
当选为斯洛文尼亚总统。———摘自《百度百科》。
《俄语重获青睐》，载《光明日报》2008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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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了小国的戒心，开拓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尤其是充分利用能源和经济优势拉近关系，掌握主

动，使地缘经济出现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格局，文化影响力正在逐步恢复。俄罗斯实施的一套日

趋完整的文化外交战略，改变了国家的形象。在重新为俄罗斯国家定位的同时，在对外关系尤其

对原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以能源、经贸为武器，辅以强大的文化攻势，拉近了与中东

欧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地缘政治、文化环境，为俄罗斯民族的重新崛起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

件。
以斯拉夫同源文化为工具，俄罗斯充分发挥自身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逐步收复曾经有过

的影响范围。把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国教，在国内加强宗教文化普及教育，把东正教文化作为俄

罗斯的国家思想，吸收教会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通过理顺东正教与拜占

庭、古罗马之间文化传承关系的脉络，普京拉近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解决了国

家定位的问题。通过明确俄罗斯的欧洲文化属性，解决了 “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在提出回

归欧洲战略的同时，也解决了 “到哪里去”的问题。在国际上，利用东正教会恢复和扩展俄罗

斯文化的影响力，起到对外连接东正教文化国家，争夺主导世界宗教话语权，并逐步起到与西方

基督教文化抗衡的作用。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普京的文化战略已经进入成熟期。2011 年 1 月 18
日，俄罗斯第一所由东正教会创办的教会高校———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在莫斯科成立，莫斯科和全

俄罗斯新任大牧首基里尔亲自进行注册登记，这标志着俄罗斯东正教正式进入高等教育系统，东

正教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 也表明东正教正在成为俄罗斯发挥软实力作用的重要工具。一

场新的 ( 政治、经济) 文化博弈在后苏联空间展开，以俄罗斯文化为首的斯拉夫文明和以欧洲

其他国家 ( 包括美国) 为另外一方的基督教文明，虽然同源，但竞争在所难免。两者能否和谐

相处，值得关注。
文化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俄罗斯想要实现自己以东正教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战略，

恢复俄罗斯在斯拉夫文化区域曾经有过的影响力，必须面对的挑战仍然严峻。普京顺利当选总统

后，必将继续加大文化战略的力度，文化外交是其重点之一。
( 责任编辑: 李 申 潇湘子)

Reback to the Post － Soviet Space
——— Comments on the Russia s Culture Diplomacy

Wang Ning
Abstract: For over the past decade of year， because of the Russia＇s strong recovery the new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at the geo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Eurasian region. A new "
circle" is going o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egion， where the Slavic culture is basic culture for
most countries of it ，which characterized by re － opening geopolitical and the economic game; changing
emphasis from ideological to energy － economic and cultural ，to soft power; cooperation with the struggle
go hand in hand， but the cooperation becomes the main politics for all of the countries. The paper divides
the region of Slavic cultural influence into three blocks ( three sections ) : core circle， central circle and
sub central circle.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ethods of the Russia s
culture diplomacy， and thinks that Russia has make some success by the four ways as well as of recove-
ring Russia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world， organizing Years of Russia s culture， struggling for world
religion leading roll and making forum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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