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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命运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桂芳 郭 琳

2017年 5月 20日至 21日，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俄罗斯哲学

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承办的“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国

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六届全国俄罗斯哲学学

会年会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召开。来自国内

外 30余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 40多位专家

学者围绕“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展

开了深入讨论。会议主要就“十月革命与苏俄

哲学研究”、“欧亚主义哲学与‘十月革命’”、“俄

国知识分子及民族命运”等问题进行了分阶段

讨论。

一、十月革命与苏俄哲学

中外与会学者从哲学、政治学、语言学等

不同学科立场与视角出发，就“十月革命的再

认识”、“苏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

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极具学术价值的讨论，为跨

学科的互动研究搭建起学术平台。

第一，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20世纪伟大的

实践。对此观点，与会学者达成了共识。十月

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十月革命不是完全

孤立的政治事件，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十

月革命，能够引发人们对十月革命的再认识。

十月革命的背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趋同，

与习近平提出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

标一致，也与俄罗斯哲学家长期以来孜孜以

求、不断探索的主题相契合。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布洛夫院士介

绍了俄罗斯主流思想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以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俄罗斯的研究现状。海

南师范大学陈红梳理了俄罗斯右翼主义者、左

翼主义者，以及俄罗斯政府关于十月革命的不

同评价，认为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和人心

向背，才能对十月革命形成正确的认知。上海

社会科学院郭丽双梳理了十月革命 100年来，

俄罗斯学界和政界对十月革命的多重评价，指

出必须突破传统评价中“两个神话”的思维框

架，回到历史中去，对十月革命进行再认识。

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分析了俄国人、欧美人和

中国人对于十月革命及其新政权的不同认知。

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认为，十月革命与马

克思主义关系密切。一方面，十月革命是马克

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的结合，是俄罗斯社会发展

的必然产物，无论从政治、历史、经济或文化条

件上来看，俄罗斯必须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方资

本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十月革命是俄罗斯

哲学发展的标志。不了解俄罗斯哲学就无法

了解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民族的特征关乎全人

类的命运。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苏俄的实

践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紧密交织。

中国人民大学张新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

对如何评价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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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因为对十月革命的评价直接影响到对

中国社会主义的评价。他认为，十月革命的

胜利证实了列宁“一国胜利论”的正确性，列

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一国建成论”，却有了

这种思想的萌芽，但列宁关于国家建设的构

想存在一定的消极性，低估了社会主义长期

建设的复杂性。

第二，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关于俄罗斯革命的看法，受到普遍关

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切尔尼亚耶夫教授

指出，别尔嘉耶夫有别于其他的宗教哲学家，

他对俄罗斯革命的态度经历了变化，由早期

的批判态度发展到后来的保卫态度，并对俄

罗斯革命进行了形而上学的分析，认为俄罗

斯革命的力量源于精神，而非政治。别尔嘉

耶夫一生都不曾放弃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

思主义、文学美学、宗教美学共同促进了俄罗

斯宗教哲学的复兴，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和方法对俄罗斯革命进行了剖析。别尔嘉

耶夫预言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也预言了苏联

体制最终会失败瓦解。黑龙江大学周来顺指

出，自 19世纪中后期开始，俄国学界普遍开始

关注俄国历史命运的问题。别尔嘉耶夫认为

十月革命爆发的必然性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

方面的原因：首先，俄国下层民众命运悲惨，

预示着革命的到来；其次，列宁作为伟大的革

命领袖，具有极大人格魅力和民众号召力；再

次，俄国文化中平均主义思想使之与第三国

际的革命对接成为可能。周来顺通过阐释别

尔嘉耶夫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勾勒出

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上

海大学高海英认为俄罗斯哲学与文学浑然一

体，从文学视角考察别尔嘉耶夫的革命理论

将有别于 19世纪的哲学角度。文学界通过对

别尔嘉耶夫生平传记的研究，揭示了别尔嘉

耶夫所谓“革命”并非政治意义上对掌权的渴

望，真正的革命是精神上的反抗，是对自由价

值的追求。

第三，重视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

究。作为苏俄哲学研究领域内的方向之一，

苏联自然哲学问题研究，在本次大会上引起

了国内学界的重视。清华大学鲍鸥以苏联哲

学家、科学史家、科学学家凯德洛夫为例，指

出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既顺应苏联

的意识形态，又存在张力。苏联自然科学哲

学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以科学案

例为基础，关注科学技术的现实问题，强调理

性与统一性的同时，还强调感性与个性，强调

科学研究创造过程中人所发挥的主体作用。

第四，关注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发展。十月

革命以来，俄罗斯语言哲学在各个历史阶段呈

现出不同特色，在政治壁垒中暗流涌动。20世
纪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不约而同地把目

光集中在语言上，颠覆了传统的语言哲学观

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萧净宇从语言学、语义

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语

言哲学发展的特点，将之归结为在夹缝中生存

和发展。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始于20世纪初，源

于彼得堡诗歌研究会和莫斯科语言学研究小

组，其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对现象学的发展，不

仅把对话领域应用到语言领域，并使之上升为

人文主义研究的基础，其中以俄罗斯语言哲学

家洛特曼的影响为最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

语言哲学的新气象表现为与西方接轨，并将之

推向新的高峰。

二、十月革命与欧亚主义

欧亚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成

为本次会议中俄两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俄罗

斯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斯米尔诺夫院士提出，俄

罗斯有自己的文化发展逻辑，该逻辑符合俄罗

斯民族的世界观。西方哲学按西方人的逻辑，

只关注哲学中最核心的内容，却将俄罗斯及其

他所谓“边缘地带”的哲学割裂在外。但各民

族都不会放弃追求哲学的权利，每个民族都有

自身的哲学发展逻辑，欧亚主义哲学便是如

此。斯米尔诺夫院士从“聚合性”、“和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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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业”三个范畴出发，具体阐释了欧亚主义

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

莫斯科国立大学旺邱科夫教授从古典欧

亚主义立场出发，探究十月革命与国家转型的

问题，介绍了由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

出的新术语“俄罗斯革命”，重点透过“革命”

和“布尔什维克”这两个术语，分析了欧亚主

义所具有的反西方特征。欧亚主义的政治任

务非常复杂，一方面要搞清楚什么是西方文

明，另一方面要搞清楚西方主义移植到苏俄

后会产生哪些变化。古典欧亚主义者已经认

识到了布尔什维克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共产

主义者是坚持一套独特理念的理想主义者，布

尔什维克则是在接受共产主义理念的基础

上，强调如何在现实中实现这些理念的实践

家。欧亚主义者把共产主义划分为理论派与

实践派，布尔什维克无疑属于后者，实现了东

方历史的使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

之处就在于，法国革命仅局限于欧洲，十月革

命则是利用法国革命的思想，把革命的范围

扩大到了东方，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欧亚

主义者由此实现了西方概念中“核心”与“边

缘”哲学的位置对调。

上海外国语大学那传林和黑龙江大学杜

宇鹏分别从不同视角考察了欧亚主义学派对

十月革命的评价。那传林从一元政治观、历史

价值观、文明价值观、俄罗斯传统宗教观四个

维度着手，以“俄罗斯世界”这个概念为线索，

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与意识形态

的问题带入学界视野。杜宇鹏认为欧亚主义

从纯学术领域转入政治领域，欧亚主义者对十

月革命性质的分析很有意义，新欧亚主义者更

是将普京政策与欧亚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

社会科学院祖春明分析了欧亚主义中的“亚洲

意识”，指出其缘起与15世纪拜占庭继承“双头

鹰”国徽有关，在历史上，俄罗斯本身就是蒙古

帝国的中心。

燕山大学万长松提出，苏俄哲学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绕不过去的大山，今天我们所讨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仅仅是苏俄哲学的一个流

派而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变革也呼吁

学界应当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能高

估也不能贬低，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狭义的俄罗斯哲学终将被抛弃。对马克思主

义的贬低和谩骂只会对俄罗斯民族造成不好

的影响，缺乏传统的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实现，

这也是 100年来苏俄哲学留给我们的深刻教

训。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潘宁剖析了列宁人民

主体思想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启示，从多个角度

对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

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与经验教训对于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周杰认为，我们应当反思而不是一味批

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吸取苏联模式的教训，

并将苏联模式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启示归结为

以下三点：第一，反思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

第二，惩治腐败从严治党；第三，警惕西方价值

观的渗透。

与会学者还进一步探讨了欧亚主义哲学

的贡献。斯米尔诺夫院士认为，欧亚主义者

提出了具体的建设国家的方案，主要包括三

方面：第一，在政治领域要有主导思想，即欧

亚主义思想；第二，在经济领域要将斯大林模

式与反斯大林模式两相结合；第三，欧亚主义

者在乡土派和土壤派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

欧亚主义的科学理念，并提出了语言联盟的

概念。因而，欧亚主义的贡献不仅在于哲学

理论，更在于在实践中推行欧亚主义的国家

理念。

三、俄国知识分子及民族命运

俄国知识分子及俄罗斯民族命运的研

究，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又一热点。北京大学

徐凤林以近代西方的人权和法治思想为标准，

批判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法治意识的不完善，

论证了启蒙主义法治思想与俄罗斯传统法律

意识的对立，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法律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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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关系的认知不足，导致了他们没有公开承认

在法治国家中政治妥协的必要性。不仅如此，

在对法律的定位问题上，俄罗斯知识分子对

法律的忽视及对法律价值的漠视，使其不可

能形成牢固的法律意识。徐凤林剖析了俄国

知识分子法治意识缺乏的三层原因：第一，俄

国的大众文化包含了不尊重法律的传统；第

二，俄国传统法律文化不发达，道德界限模糊

不清；第三，俄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固有的民族

意识和社会政治理想主义。

苏州大学车玉玲通过分析阿里斯维奇、陀

思妥耶夫斯基、瑟尔叶森等俄罗斯知识分子话

语体系中的继承性，考察了俄罗斯哲学中反

“启蒙”与现代性的内在悖论。

另外，与会学者普遍认识到反映俄国知识

分子思想的《路标》系列丛书的重要性。《路标》

丛书目前已出版40卷，囊括了苏俄哲学发展史

上诸多著名哲学家的著述。斯米尔诺夫院士

指出，苏俄哲学的成就与特点与西方哲学不

同，今天俄罗斯哲学由不同流派构成，呈现出

多层次、多方面、多领域的特征，但其研究关注

的热点与 100年前一样，仍然以关注俄罗斯民

族命运为使命。俄罗斯哲学家最关心的还是

俄罗斯民主的定位，但该问题并非俄罗斯所特

有，当今中国同样也在思考国家民主和制度建

设问题。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谢尔比年科教

授通过《路标》系列丛书分析了俄罗斯哲学与

意识形态的动机因素，提出了不能仅局限于历

史的观点去评价《路标》丛书的价值，不能简单

地用列宁的观点去评价俄罗斯哲学。我们应

当认识到，俄罗斯哲学家和思想家会不惜一切

代价保卫哲学家的人格与个性自由，这才是

《路标》丛书真正的内在动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寅卯以托尔斯

泰为切入点，介绍了《路标》系列丛书的价值，

剖析了俄国知识分子传统观念中轻视法律的

深层原因，进而提出，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俄国

大思想家之所以忽视法律，是因为他们认为

法律所提供的惩罚与暴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此外，基督教圣经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

关于“爱”的观念被俄国知识分子视为法律的

替代。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值此十月革命 100周

年之际，探讨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勾勒

出中俄学者的多传统视野，更体现出多学科、

跨领域的深度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国内学界对

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解，为深入广泛地推进中国

的俄罗斯哲学研究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

交流平台，也为未来的国际学术研究合作开拓

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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