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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工作简报

（2018年第三季度）

【基地建设综览】

作为大学智库，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按照十三五规划中的既定目标，积极发挥

智库功用，谏言建策；同时，依托基地重大项目这一重要的抓手，凝练基地的主攻方向，推

动产出重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国际化与学术传承，也是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重要特色，为此，

相继在莫斯科和上海举办了针对国际研究生的学术讲习班。从上海市哲社评奖的结果来看，

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一份咨询报告和一份学术文章，都获得二等奖的奖项，从中鲜明地体现出

高校智库在咨询服务与学术研究方面的突出特色和优势。

积极推进学术研究的成果产出

在基地重大项目研究方面，2018年 8 月 15日-21日，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承担的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对两

国毗邻、非毗邻地区和支点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5）课题组一

行四人赴俄罗斯的莫斯科、喀山等地调研“中国长江中上游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区域合

作情况。此外，由谢尔盖彼留科夫教授撰写的“新型区域战略：俄罗斯现在是否需要分散

管理？”（收录于《在接近俄罗斯的道路上的俄罗斯》一书中）和博士生崔珩撰写的“远东

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刊于《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 4 期）是该项目的阶段

性成果。

在专著出版方面，2018年 7月，周尚文教授的专著《列宁政治遗产十论》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版；2018年 8月，冯绍雷教授主编的“国外俄苏研究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本丛书中的《冷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一书是由阎德学副研究员撰写。

在学术论文方面，2018年 8月 1日和 9月 24日，冯绍雷教授在瓦尔代俱乐部官方网站

发表英文文章“The Evolution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A Perspective from the Meeting

between Xi Jinping and Vladimir Putin”和“Benefits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2018年 8

月 4日，刘军教授在东方网上发表评论《俄美关系的未来与中俄美三边关系的互动》；2018

年 8月 11日，贝文力副教授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作家的真正信条是反映善良》；周

尚文教授在《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 7 期上发表《理性对待列宁政治遗产》；林精华教授

在《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 4期发表《西方理论与俄罗斯大众文学事实之矛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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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 12日，张昕副研究员在《文汇报》发表随笔《这也是白夜的圣彼得堡》；2018年 8

月 6日，张红老师在《环球》杂志发表文章《“普特会”弦外之音》；博士生张严峻在《俄

罗斯研究》2018年第 4期发表《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流变与现实境遇》。

在获奖方面，本季度，冯绍雷教授的论文《北约东扩、“特朗普新政”与俄欧安全新格

局》（刊于《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 1 期）荣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论文类）；由他撰写的《关于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有关情况和建议》荣获上海

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决策咨询二等奖。

举办国际大学生暑期学校

2018年 7月 5日-13日，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学

院联合举办第八届中俄暑期学校。本届暑期学校的主题是“超越传统议程：俄罗斯与中国所

面临的新现实”。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名誉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

地重大项目负责人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教授等，为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学员授课。

2018年 7月 2日-27日，俄罗斯研究中心承办第九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

大学生暑期学校”，来自欧亚地区的 35名学员参加了本次暑期学校活动。此项活动得到了

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是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青年学生文化交流的

一个重要平台。

参与高水平学术活动

2018年 7月 5-13日，冯绍雷教授赴俄罗斯参加第八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做题为

“文明变迁中的中俄关系”的主旨发言。

2018年 8月 13-14日，刘军教授赴莫斯科，磋商“国际治理与商务”项目。该项目是是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与挪威诺德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开展的全英

文三边硕士项目，实施三国联合教学的共同培养模式，拟于 2019年招生。

2018年 9月 12-14日，贝文力副教授应邀出席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教育中心主办的第

二届斯拉夫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移民学与斯拉夫学”。

2018年 8月 26-27日，张昕副研究员赴德国柏林参加文明对话研究所（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和加拿大卡尔顿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会议，会议主题为“霸

权战略”。

资政启民，服务社会

2018年 8月 11日，张昕副研究员接受央视英文频道 CGTN连线，评论美对俄最新制裁

和俄罗斯经济；15日，接受南华早报采访，评论俄罗斯远东土地政策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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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亮点】

冯绍雷教授撰写的论文和报告

荣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决策咨询奖

2018年 8月，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的文章《北约东扩、“特朗普新政”与俄欧安全新

格局》（刊于《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 1 期），荣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论文类）；冯绍雷教授决策咨询报告“关于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有关情况

和建议”，荣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决策咨询二等奖。

中心成员撰写的著作和主编的丛书相继出版

2018年 8月，冯绍雷主编的“国外俄苏研究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

《冷战后日本的俄苏研究》（阎德学著）、《冷战后英国的俄苏研究》（封帅著）、《冷战

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苏研究》（韩冬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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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学术活动】

研讨俄罗斯和中国面临的新现实

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第八届中俄暑期学校

2018年 7月 5日-7月 13日，俄罗斯中心与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

务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八届中俄国际关系暑期学校在莫斯科举行。本届暑期学校的主题是“超

越传统议程：俄罗斯和中国所面临的新现实”，聚焦于当下中俄关系以及未来发展前景。俄

罗斯研究中心组织 21名中方学员赴莫斯科，与来自俄罗斯、德国、韩国、瑞士等国家的 20

名学员一起，参加了暑期学校。为期九天的培训，包括学术讲座、模拟外交谈判、小组讨论、

文化之夜、文化体验等活动。

开幕式中，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卡拉加诺夫教授、我

校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一等秘书王冰等分别发言，对中俄

2018年 7月，周尚文教授的专著《列宁政治

遗产十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内容摘

要如下：列宁离开这个世界已近一百年了。他所

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和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苏联）由盛及衰，最后走向了崩溃

和解体。在世界近代史、俄国史以及社会主义发

展史上，列宁都是绕不开的历史人物，对他的功

过是非的争论从未停息过。本书认为，在十月革

命后十分险恶和困难的内外环境下，列宁带领全

党开展社会改造和建设的艰苦探索，取得不少成

就和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所有这些，都是列

宁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后人理应采取理性的态

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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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学校在两国大学生学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都充分肯定。卡拉加诺夫教授在开幕讲座中认

为，中俄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他同时强调多极化和新多边主义。随后，冯

绍雷教授作了“文明进程发展中的中俄关系”的主旨报告。

随后几天，Likhacheva A.B.、Novikov D.P、Lukyanov F.A.、Chernenko E.V.、张昕、贾

敏、Mitrova T.A.、Bordachev T.V.、Petrovsky V.E.等专家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就国际关

系论文写作、亚洲经济框架的新趋势、特朗普时期的挑战和机遇、国际信息安全的俄罗斯倡

议、俄罗斯和中国在自由国际秩序中的新修正主义、媒体空间和社交网络在国际研究中的作

用、能源转型与中俄新能源合作的可能性、面临新挑战的国际组织、大众传媒在塑造世界新

闻议程和新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等问题，与学员们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学员们积极提出问题，

在与优秀学者的探讨、交流中，进一步提升对热点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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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九天的游学活动，同学们不仅对当下中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切实体会到不

同文化间的交融与碰撞。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文化自信、专业自信，在

暑期学校学到的知识、方法和态度，也在悄悄改变着大家，督促着大家以更宽广的视野，深

入学习，拥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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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中心承办第九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

2018年 7月 2日—7月 27日，“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

成功举办。活动由上海市教委主办、俄罗斯研究中心承办。今年六月，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出

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时，指出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济，精诚合

作，齐心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并再次强调，要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只

有不断扩大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增进政治互信，为经济和安全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以“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主题的“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活动，对促进各国青年对中国的了解，加强彼此的

人文交流和友谊有着重要的意义。来自上合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

吉克斯坦和上合观察员国白俄罗斯的 35名大学生参加了本次暑期学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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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联部原副部长

周力大使，校国际教育中心主任黄美旭、国关院院长刘军、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人文交

流促进中心秘书长潘大渭，以及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马采利、俄罗斯驻沪副总领事葛金诺等

出席。

本次暑期学校的研修内容丰富。学员们根据中文水平被分为三个班学习汉语，这样既满

足了一部分高起点学员的学习需求，又激发了中文零起点学员的学习热情。4个星期的汉语

学习结束之后，学员们中文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俄语专题讲座的主题则包括了中国外交、

上合组织、中亚地区发展、上海与上海文化、跨文化交流与合作、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中国

等。此外，参观博物馆、瞻仰纪念碑、游览古镇、写中国书法、捏面人、做糖画、做一天上

海人、与市民一起晨练、在上海音乐厅欣赏中国音乐、与上海俄语爱好者俱乐部成员联欢等

体验活动，使学员们多方位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多彩文化以及海纳百川的海派风尚。同时，还

组织了以“我心中的上合”为题的演讲比赛和上合主题的 T 恤设计大赛，学员们踊跃参与，

大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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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日展示活动是暑期学校的一大特色。活动不仅为各国学员提供了展示本国文化的机

会，也为大家搭建了一个交流互动、心灵沟通的平台。在各自的国家日上，哈萨克斯坦学员

演示了民族传统习俗，俄罗斯学员们拉起所有人的手带领大家一起体验民族特色鲜明的圆圈

舞，塔吉克斯坦学员用塔语深情朗诵诗歌，白俄罗斯学员邀请大家品尝自己烹制的土豆饼和

水煮苹果羹……今年的吉尔吉斯斯坦日尤为特别。恰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校俄罗斯研究

中心和吉尔吉斯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在我校联合举办“艾特玛托夫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民族文学暨《一日长于百年》新书研讨会”，吉尔吉斯斯坦日也作为

此次活动的组成部分。学员们精心准备，结合视频展示、诗歌朗诵、歌曲演唱等多种形式，

多角度地展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令在场观众流连忘返。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上合成员国青年相聚在华东师大，增进了解，深化友谊，构成了华

东师大国际交流合作的一道亮丽风景。

【基地重大项目进展】

“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对两国毗

邻、非毗邻地区和支点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项目

发表阶段性成果

2018年 8月 15日-21 日，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对两国毗邻、非毗邻地区和支点

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5）课题组一行四人赴俄罗斯的莫斯科、

喀山等地调研“中国长江中上游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区域合作情况。

代表团分别走访了俄罗斯司法科学院喀山分院、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该校副校长接

待）、中国驻喀山总领事馆（总领事接待调研）和鞑靼斯坦工商联合会（副会长接待调研）。

经过深入交流，与喀山相关机构建立联合项目写作和研究的工作关系。下一步，将逐步落实

相关的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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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项目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如下：由谢尔盖彼留科夫撰写的《新型区域战略：俄

罗斯现在是否需要分散管理？》被《在接近俄罗斯的道路上的俄罗斯》一书收录；由博士生

崔珩撰写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 4期

上。

【最新成果推介】

冯绍雷：“The Evolution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A
Perspective from the Meeting between Xi Jinping and

Vladimir Putin”，
瓦尔代俱乐部官方网站，2018 年 8 月 1 日

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指出：当前，中俄关系具有以下特征：一、王岐山副主席今年 5

月 24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时提到，习近平主席期待与普京再次会晤，共同规划中俄

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下一步发展。这表明，“规划”中俄关系是当下两国共同关注的一个重

大问题。二、中俄两国的合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两国是近邻，经济结构互补，

发展阶段相似。三、中俄关系是一个过程，需要“强大的政府”、用人市场和多元的社会力

量更有效地推动。四、中俄双边关系需要一个稳定的区域合作结构来支撑。

在此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所弘扬的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

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尝试，担负着对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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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欧亚伙伴关系的重任。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将构成这一具有历

史意义的尝试的重要方面。新的世界秩序正从这些不同方面的建构过程开始构建。

刘军：“俄美关系的未来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

东方网，2018 年 8 月 4 日

2018年 7月 16日，就在整个世界对未来的俄美关系持普遍悲观之际，俄美首脑在赫尔

辛基会晤，本次俄美首脑会晤是否能改写俄美关系的历史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中心副主任刘军教授指出，本轮俄美首脑赫尔辛基会晤仍然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但是无论如何，它开启了俄罗斯与西方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全面制裁与反制裁背景下的直接对

话，无疑，对俄美双边关系及国际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俄美关系当属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最引人关注同时又带动与影响其他国家关系的一对

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何从总体上看待及把握俄美关系的未来及其影响，促使中俄美三边关系

的良性互动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外交来说，继续深入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把握好中美关系的大局与压舱石作用，维持中俄美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

个重要的课题。

贝文力：“作家的真正信条是反映善良”，

解放日报，2018 年 8 月 11 日

今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诞辰 90周年暨逝世 10周年之际，其代表性著作

《一日长于百年》被重新推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阿达诺夫·拉何

曼表示，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象征，他的文学作品让全世界的读者领略到了吉

尔吉斯斯坦的风土人情和精神传统，是衔接吉尔吉斯斯坦与世界各国的文学桥梁。贝文力副

教授作为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时也是我校白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主任，特撰文探讨艾特

玛托夫的文学贡献以及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研究民族文学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周尚文：“理性对待列宁政治遗产”，

《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7 期

怎样对待领袖人物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近年来，如何对待列宁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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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遗产，在国内外颇有争议。我们既不能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不加辨析地神化列宁和列

宁主义，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寻章摘句，用它作为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也不应

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全盘否定，肆意污垢，斥之为一种“原罪”。应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

分析列宁的言和行。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已经逝去的那个世纪留下的

政治遗产，今人理应从历史的、学术的层面加以梳理和评析。

林精华：“西方理论与俄罗斯大众文学事实之矛盾”，

《国外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

为强调民主及其在审美实践中的合法性,冷战时代西方建构了大众文化理论。自此,用这

种理论旨在说明城市化和(后)工业化时代文学艺术生产和消费,成为潮流,至今不绝。在这种

理论观照下,俄国是没有大众文学的,即便有,其价值也无足挂齿。实际上,自 18 世纪伊始,

俄国开始推动欧洲城市化,使以彰显正教信仰和斯拉夫民间美学的古罗斯文学,向面向市民

的现代俄罗斯文学转化。但它是知识分子在书刊审查制度下创造出来的,文学生产者和消费

者充满着俄罗斯认同感,被审查官放行并深得大众的普遍青睐。如何认识那些未被纳入经典

序列、消失于文学史叙述中的俄罗斯大众文学现象是个难题。正统俄罗斯文学史观屏蔽其价

值,而西方的城市学把城市化程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文明水平挂钩,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把大

众文学与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挂钩,显然不适宜用来解释俄罗斯大众文学。把俄罗斯文学之生

产、流通和消费机制问题,置于俄国城市化进程中考察,是正确认识大众文学实质之可能的方

法。

张红：“‘普特会’弦外之音”，

《环球》，2018 年 7 月 23 日，第 15 期

张红老师在文章中指出了 2018年 7月 16日的“普特会”在不被广泛看好的情况下还能

如期举行的三个关键因素：领导人个人因素、国家间关系因素及国际格局因素。同时，“普

特会”传递出三个信号值得关注：改善美俄关系符合“美国利益”；欧洲安全格局或因跨大

西洋关系裂痕而转型；在美俄双方各有所图的前提下，“尽管美俄关系要得到实质性改善仍

面临重重障碍，但双方领导人改善关系的意愿和动作仍将给国际关系格局带来微妙的变化，

值得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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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珩：“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4 期

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要素互动的结果。从历史脉络来看，

沙皇俄国和苏联对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受到了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开发的结果又对

俄国和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来了改变。新世纪初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调整中央与地方

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国家对外政策优先次序变化等，均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产生影响。

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2012 年）以来，将远东开发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方向，并将远东开

发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转向亚洲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强调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对外政策的互

动。在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抛弃“殖民思维”，远东西伯利

亚也在俄罗斯的认知中由“边疆”转变为核心利益。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

共识，但远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远东开发的利益如何分配、远东开发成果如何才能最大化

惠及俄罗斯民众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远东开发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其整

个过程却受制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俄罗斯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

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一步思考。

此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俄经贸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研

究——基于对两国毗邻、非毗邻地区和支点城市的企业合作调研”（项目批准号：

16JJDGJW005）的阶段性成果。

张严峻：“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流变与现实境遇”，

《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4 期

民族文化认同意味着个体或集体对民族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的认可、接纳

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白俄罗斯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复杂的

地缘政治环境与多变的历史命运,始终影响着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知。苏联解体后,民族文

化认同的重新构建,成为白俄罗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民族语言的萧条、文化符号的多元、

历史叙事的冗杂,以及他者文化的渗透,都使得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在短时期内仍将面临

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就语言政策进行调整,如何构建新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体系,如何应对

“俄罗斯世界”的文化冲击——将从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身份定位

与下一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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