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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中俄两国相互认知不平衡的尝试
  

——  评马友君教授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研究》

李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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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俄两国之间在相互认知方面存在

着很大的不平衡。中国的东北与俄罗斯的远东以黑

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相毗邻，俄罗斯对中国的东北

了解颇多，可是中国对俄罗斯的远东却相对贫乏。

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研究中国东北的著

作非常丰富，第一批著作于 19世纪中叶问世，从

那时起到现在，相关著作有数十部之多（且不谈

不计其数的论文），这些著作的内容涉及各个领

域 ：政治、经济、历史、民族、地理、语言、文

化、考古、对外关系……指出下列事实绝不是多

余的：早在 100 多年前，俄国人就为东北的 3个

省撰写了专著：《满洲的黑龙江省》（И.А.多

布 拉 罗 夫 斯 基 :«Хэйлунцзян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Маньчжурии .Харби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здание 
Управления Воен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Хэйлунцзян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1906г.)；《吉林省的中国文化史料

（1644 ～ 1902）》（А.В. 鲁达柯夫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Гиринь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1644-1902гг.Т.1.Владивосток»,1903г.) ；
《南满洲的奉天省》（А . 赫沃斯托夫 :«Описание  
Мукдень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в южной Маньчжурии.
Харбин»,1904г.）。

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出了一个杰出的历史地

理学家曹廷杰 (1850 ～ 1916)，他冒着生命危险，

跋涉几千里，前往黑龙江下游进行实地考察，将特

林的永宁寺石碑的碑文拓了回来，著有《西伯利亚

东偏纪要》、《伯利探路记》。在清朝末年那样的

文化环境之下，曹廷杰如此注重实地调查并亲身实

践，实在难能可贵，遗憾的是，这样的中国学者太

少了。还应该指出，曹廷杰对俄罗斯远东进行实地

考察是单打独斗，而俄罗斯研究中国东北却呈现为

一个庞大的团队。这是另一个不平衡：研究人才的

不平衡。

两国相互认知的不平衡究竟是根源于两国的国

民性，还是根源于两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抑或两个

国家的文化传统？这值得设置一个专题加以专门的

探讨。

《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研究》（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2011 年 3 月第 1 版）全面介绍了俄罗斯的

远东：首先介绍了俄罗斯远东的自然状况，丰富的

资源——石油、天然气、木材、煤炭、海产品；然

后，介绍了俄罗斯开发远东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方

略； 后，阐述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合作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存在的制约性因素、解决的方式、双

方合作的前景，等等。特别有价值的是，作者详细

论述了中国东北振兴规划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的

衔接和互动，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加强两国各级

层面的沟通与了解；提升区域合作战略；制定有利

于双方合作的法律和法规；转变贸易方式；实现贸

易和投资的共同发展；壮大主体，培育品牌，以质

取胜；加强文化领域的投资，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和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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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友君教授出生于黑土地，20 世纪 80 年代公

派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的卫星城弗拉基米尔学习

6 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俄罗斯远东经商数年。

经商期间，他不畏劳苦，对江东六十四屯等历史遗

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几年前，他回归学术队列，在

哺育他成长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学术研究。

由于理论和实践兼备，而且对俄罗斯国情、国民性,

特别是对俄罗斯远东这片土地有深入的了解，所以，

马友君教授的这部著作有显著的理性色彩和实用价

值。从事中俄边贸的人们，特别是那些试图参与开

拓俄罗斯远东市场的实业家，手里有这样一本指南

式的著作是非常有益的，可以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方方面面了如指掌，在布局、谋划时减少盲目性，

并规避风险。

值得称道的是，马友君教授的这部著作只是他

研究俄罗斯远东宏大计划的开端。他打算在未来不

长的时间里，与同行们共同编撰两个系列的丛书，

其一介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理、气候、植物、动

物、石油、天然气、矿产、林业、水产等，其二介

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城市、交通、行政、司法、人

口、文化、教育等。两套丛书预计有 20 册。相信

这两套丛书的问世，将不仅大大加深中国人对俄罗

斯远东自然资源、人文状况的了解，而且可以使持

续了两个世纪的中俄两国相互认知的不平衡得到一

定程度的纠正。             （责任编辑 靳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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