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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6日至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大会以古

典学为桥梁，广泛邀请了各国知名专家学者，汇聚世界文化，在现代语境之下对文明传统加以研究和传承

。大会闭幕的次日，澎湃新闻网推出7篇专栏文章，解读当前古典学界的研究动态和本次大会的相关论题，

以飨读者。本期转载李天昀的《俄罗斯古典学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一文。 
 
 
 
2024年11月7日，时值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107周年纪念日，第一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

召开。俄罗斯科学院学者彼得罗夫代表俄罗斯学者，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法杰伊·杰林斯基（1859-

1944）及其关于古代的第三次“斯拉夫式”文艺复兴的概念》的主旨演讲。彼得罗夫的主旨演讲取得了良好

的反响。在中国学者搭建的国际学术平台上，彼得罗夫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古典学对当今世界的意义，证明

了中俄学者深厚的友谊。 
 

 
 
▲ 瓦列里·彼得罗夫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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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给中国人留下的往往是两幅截然不同的面孔：或是重感情、甘心奉献、崇尚美与艺术等等，

或是战斗精神、不屈不挠、注重原则和纪律等等。但实际上在这一切背后，蕴含着的是俄罗斯民族对美好

德性与良好政治秩序的追求，而这恰恰包含在俄罗斯学者对古典学问的追求中。了解俄罗斯学者数百年来

对古典学的探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们今天对苏俄马克思主义，以及19-

20世纪初俄罗斯哲学、文学与艺术的研究。 
 
根据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学院已故教授爱德华·弗罗洛夫《俄国的西方古代史研究述略》一书，

俄罗斯古典学源远流长。在彼得一世以前，俄罗斯学者已经开始积累关于古典语文学，以及西方古代史的

知识。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俄罗斯古典学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在亚历山大二世农奴制改革之后

，俄罗斯出现了一系列如雨后春笋般的古典学派。其中法杰伊·杰林斯基是俄罗斯文化-

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杰林斯基是古典语文学专家，精通古典语言，但他从不拘泥于对古典作家的语

文学考察，而是对整个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四卷本《沉思生活摘要》

可谓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中，浓郁而生机勃勃的古典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套书至今在俄罗斯学界都

堪称标杆之作。此外，杰林斯基还翻译出版了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以及西塞罗的俄文版著作集。这

些都是俄罗斯学者出版古典作家著作集的典范之作。 
 
 

 
 
▲ 法杰伊·杰林斯基（1859-1944） 
 
1899年，刚刚四十岁的杰林斯基在19世纪俄罗斯的“主流媒体”《俄罗斯导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迈科夫诗歌中的古代世界》的著名文章，在其中提出了古典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一共三次实现“文艺复兴”的

概念。杰林斯基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次“创新”，实际上是一次次地回归古典。迈科夫是19世纪俄

罗斯著名的唯美主义诗人。他也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的朋友，陀氏经常在书信里跟他讨论长篇小

说的最新构思。但杰林斯基的文章绝对不是一篇普通的文学评论。他借题发挥，表达了自身对俄罗斯古典

学及其世界意义的期望。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艺复兴是15-17世纪在意大利首先发生的。 



杰林斯基称之为古典文化的“罗马式”复兴。这一时期诞生了达·芬奇、拉斐尔以及米开朗基罗等伟大的艺术

家，以及托马斯·莫尔、马基雅维利、库萨的尼古拉等影响深远的哲人。这是古典文化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其世界意义无可否认。杰林斯基认为，18-19世纪在德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文艺复兴， 

可以称之为古典文化的“日耳曼式”复兴。这一时期除了诞生了像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这样众所周

知的哲人之外，还诞生了像莱辛、歌德、席勒，以及诺瓦利斯和荷尔德林这样的天才作家和诗人。在杰林

斯基看来，即使是其中被视作现代性思想巨擘的著作家，也受到了古典文化的深刻启发。杰林斯基认为，

人类历史上古典文化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同样当之无愧。 
 
杰林斯基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文艺复兴将在未来的俄罗斯发生，可以称之为“斯拉夫式”文艺复

兴。19世纪俄罗斯已经诞生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等伟大的文学家，索洛维约夫、罗赞诺

夫等俄罗斯哲学家也开始在19世纪下半叶崭露头角。杰林斯基认为，在这一切背后离不开古典精神对俄罗

斯民族性格的熏陶。俄罗斯学者在古典学领域不断地深耕，其影响将不仅仅是俄罗斯古典学，而是整个俄

罗斯，乃至世界文化。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名的《普希金演讲》中提出了“普世回应性”的概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文化的特点不是盲目的自大，而是积极地回应世界文化发出的邀请。只有充

分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俄罗斯文化。杰林斯基的文章积极回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普希金演讲》。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在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古代思想资源的基础上，

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最终为世界民族做出自身的贡献。 
 

 
 
▲ 1880年6月， 普希金纪念雕像落成 
 
杰林斯基的文章对俄罗斯古典学作出了重要的定位。俄罗斯古典学主要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要

充分继承西方古代的文化遗产，更新他所处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并且最终回馈于世界各个民族。彼得罗夫

借助中国提供的国际舞台，在世界古典学大会上向全世界的古典学家传达了俄罗斯古典学人的精神诉求。

彼得罗夫的主旨演讲给中国古典学人也带来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更新，不仅仅需要自身

的古典文化资源，而且还需要西欧，乃至全世界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文化在充分继承了全世界优秀

的精神文化遗产之后，必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为了回应俄罗斯古典学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当代中国学者也早已开始译介俄罗斯古典学的著作。早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资深翻译家王以铸先生就翻译了苏联古典学者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

（1956），以及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1957）。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俄罗斯古典学家莫过于社会-

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翻译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1985年，该书在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出版。新世纪以来，又

有多部罗斯托夫采夫著作的中译本问世。但是，我国学者对俄罗斯古典学的整体情况尚属陌生，亟需一两



部导论性质的著作。当然，目前这些译介工作主要集中在西方古代史领域，对俄罗斯的古希腊罗马文学、

哲学研究，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译介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俄罗斯古典学对当今世界有

着重大意义，是世界古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愿更多有志于古典学研究，以及俄罗斯思想与文化研究的

学者与我们同行，加入到俄罗斯古典学翻译与研究的队伍中来。 
 

 
 
▲ 2024年11月7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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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网｜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 贺方婴｜建设古典学的现代意义 



 
 ● 吕厚量｜西方古典学与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 董波｜古典学与文明传统的价值传承  

 ● 胡镓｜文明的自信与忧虑 

 ● “经典与解释”书系推介 | 俄罗斯文明与古典传统丛编（刘小枫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