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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学者齐聚首
6月26日上午，俄罗斯国家科

学院远东所，欢声笑语，气氛活
跃，70多位中俄学者济济一堂，

“2013中国儒学与俄罗斯文明对话
国际学术论坛”在这里隆重召开。
本次论坛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
国孔子基金会、俄罗斯科学院远
东研究所共同主办，俄罗斯科学
院远东研究所承办。这是中国孔
子基金会首次在中国本土之外参
加并主办国际学术论坛，也是“孔
子文化世界行”活动的重要内容。
中国驻俄大使李辉、国际儒学联
合会常务副会长滕文生、中国孔
子基金会理事长王大千、俄中友
协主席季塔连科等出席并致辞。

今年3月，习近平出访俄罗斯。
这是他成为国家主席后访问的第
一个国家，足以看出两个大国的重
要关系。由此开启了中俄友谊的新

时代。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中俄两
国都具有历史悠久的灿烂的文化，
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俄
罗斯人民所熟悉，中俄文化交流有
着深厚的基础。”

李辉在致辞中阐述了儒家学
说的核心理念及其对当今世界的
重要现实意义，指出中国政府对内
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与儒家传统
文化“和为贵”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脉
相承的。李辉说，中俄“地理相邻、人
文相通”，两国文化交流历史久远。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中俄关系
的高水平发展为两国传统文化相
互广泛传播提供了崭新的历史机
遇，“汉语热”、“俄罗斯文化热”在中
俄两国方兴未艾，中国驻俄使馆将
一如既往地提供支持和协助。

滕文生和王大千介绍了孔子
的思想成就、中国儒家学说和俄
罗斯文明在对方国家传播的悠久
历史，以及对两国和人类文明进
步产生的重要影响和对世界现代
文明发展的重要价值。

季塔连科指出，中俄文化交流
是维系和发展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
重要纽带。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代表，在俄传播历史悠久，
对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发挥了积
极作用。现年95岁的俄罗斯著名
学者、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
文斯基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

中俄学者围绕中俄文化合作
与交流、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及其普
适性、儒家政治文化对中国和俄罗
斯的影响、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人
类意义等专题进行演讲与交流。

大使馆里热议“孔子文化”
6月26日，在“中国儒学与俄罗

斯文明对话国际学术论坛”期间，
应李辉大使的邀请，王大千理事长
拜访了中国大使馆，向李辉大使及
使馆人员汇报了中国孔子基金会
的情况以及近年来中国孔子基金
会与俄罗斯有关方面开展孔子文
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和今后的打算。

李辉大使认为孔子是既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中国孔子基金会所做
的工作很有意义。李大使说，俄罗
斯虽然在地缘上与中国毗邻，但作
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俄罗斯在精
神与文化传统方面与欧洲国家更
为接近。但是近年来，俄罗斯人对
东方儒学越来越重视，俄罗斯学者

对儒学都有很高的评价。希望中国
孔子基金会在俄罗斯“中国文化中
心”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把
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有关项目活动
如“孔子书房”、书画展等拿到“中
国文化中心”来举办，发挥孔子文
化品牌作用，以推动中国文化的传
播，让更多的俄罗斯人了解中国。

“世界之窗”尽显中国元素
6月27日代表团应俄罗斯国

际慈善基金会主席鲁斯兰先生
的邀请，到俄罗斯慈善基金会举
办了书画展。

中国孔子基金会与俄罗斯
国际慈善基金会有着长期的友
好合作关系。双方联合曾于2009

年和2010年先后向中国海洋大
学、美国休斯顿大学、俄罗斯莫
斯科大学、俄罗斯卡卢加州世界
民俗文化村等捐赠了大型孔子
塑像。鲁斯兰先生曾多次到中国
孔子基金会访问，中国孔子基金
会多次派专家到俄罗斯国际慈
善基金会考察、学习和讲学。

鲁斯兰先生酷爱中国文化，
他向我们介绍说，他从20岁就开
始读《论语》，一直到今天20多年
了还在读，他认为孔子太伟大
了，如果一个人能领悟孔子思想
就能取得成功，所以他要向世界
传播孔子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
孔子思想。同时，他还崇拜科技
英雄，正在向世界各地捐赠航天
之父——— 加加林塑像。他认为，
人文与科技有机结合，人们才能
和睦相处，才能世界和谐。

鲁斯兰先生正在努力实现自
己的愿望，全力打造世界之窗民
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民俗文化村
位于离莫斯科100多公里的卡卢

加州，由俄罗斯国际慈善基金会
投资修建，占地49公顷，计划修建
中国民俗村等52个世界各国民俗
村落，现已初具规模。中国民俗
村，已经树立了老子、孔子像等。

代表团在民俗村民俗街的
中国馆举办了书画展，中国馆摆
满了中国式家具，墙上挂满了书
画，这些书画都来自中国孔子基
金会。王大千理事长现场题写了

“中国民族文化园”匾牌，招引了
大量的游客前来驻足观赏。

代表团在民族街上受到了
欢迎。在街上有一所学校，老师
正在给学生上课，听说我们是来
自孔子故乡的文化访问团，立即
邀请我们与学生交流。我们向学
校赠送了一幅“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说乎”的书法，听了王大千
理事长对作品内容的介绍后，老
师和同学们立刻欢呼起来。

在鲁斯兰先生的陪同下，代
表团参观了民俗村内的世界民
俗街和俄、哈、白、乌等国的民俗
村落，并与鲁斯兰先生就中国馆
和中国民俗村的建设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鲁斯兰先生希望中国
孔子基金会能够介绍更多的企
业家前来投资，把中国的饮食文
化、文化礼品、文化产业介绍到
中国民俗村来。

6月29日拜访俄罗斯汉学家
魏德汉先生。

我们来到魏德汉先生的工作
室，工作室位于莫斯科红场不远的
一个院落，一座老式房子的二楼。
房间比较大，可以容纳一个30人的
会议。他的工作室摆放了很多中国
书籍、玉器、乐器，文房四宝一应俱
全。玉器数量可观，且不乏精品，说
他是个收藏家一点也不过分。魏先
生中国话说得非常地道、流利，他
的言行举止、吹拉弹唱都非常中国
化。他对中国的儒释道都有研究，
他涉猎广泛。让我更加惊奇的是他
收藏了很多中国功夫的书籍，对中
国的气功、太极都有研究。魏先
生为我们泡了普洱茶，展现了中
国茶艺，并一边喝茶一边与王理
事长聊起了他对中国文化的酷
爱，向我们介绍了他出版的中国
书籍。他非常兴奋，即兴弹琴、吹
埙，还为我们表演了太极功夫。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长相，你根本
感觉不到他是个外国人。同时，
他内心清高孤傲，他不喜欢跟官
方打交道。他过去开过茶馆、经过
商，但现在不干了。据他自己讲，他
现在主要搞咨询、策划、培训，偶
尔作些油画。他的画非常抽象，
每幅画都隐藏了一个“道”字。王
大千理事长现场题写了“孔子学
堂”、创作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和“道不远人”两幅作品，魏先
生高兴得不得了，嘴里不停地叨念
着“太好了、太好了，一切都是缘”。
他把自己翻译的《论语》赠送给王
理事长，并告诉王理事长这是他保
存的最后一本。王理事长提出把中

国文化体验中心设在魏先生的工
作室，魏先生欣然应允。魏先生是
中国文化的民间传播者，我们在俄
罗斯遇到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感到非常欣慰。

魏德汉先生1979年毕业于海
参崴大学东方系，他潜心研究中
国文化30多年，是位地地道道的
中国通。他先后翻译出版了《易
经》、《道德经》、《黄帝内经》、《论
语》等中国文化典籍60多部，为传
播中国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山水相连德为邻，人文相通
和为贵。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苏
联解体之后，长期被掩盖的民族
矛盾立即凸显，成为俄罗斯社会
不安定的重大隐患。俄罗斯很多
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儒家文
化，认为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的那种宽容别人的
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打下
了一个厚道包容的基础。为此，被
称为“莫斯科孔夫子”的俄罗斯科
学院院士佩列莫夫认为，“俄罗斯
人应该很好地学习孔子思想，因
为俄罗斯具有欧亚双重文化，儒
家至少有两个方面，即‘为人’和

‘为政’，对当前俄罗斯具有现实
意义。”这也说明，文化是无国界
的，文化需要交流、沟通，只有交
流才能比较、才能取长补短、才能
共同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各
国的思想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
潮流，世界文化在交流中才能有
借鉴、有发展、有创造。当今中华
文化正在以跨越时空的风采，同
世界各国思想文化进行大交流，
共创世界思想文化的春天。

民间文化交流方兴未艾

人文相通和为贵
-孔子文化俄罗斯行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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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莫斯科蓝天白云，绿色葱茏，鲜花遍地，古老而雄浑的建筑让这座历史名城更具魅力。6月26
日至29日，由王大千理事长率领的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化交流参访团，在莫斯科成功举办“孔子文化世界
行”系列活动。“孔夫子”走进了俄罗斯，中国文化与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产生了共振与共鸣，碰撞出美
丽的文明火花。中国孔子基金会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已历时4年，基金会的专家学者曾三次到俄罗斯演
讲访问。这次“孔子文化世界行”主题活动使中俄文化交流达到了高潮，这也是“孔子文化世界行”继美
国、法国、奥地利、希腊、英国、肯尼亚、津巴布韦、南非等国的第九站。

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王大千（左）题写孔子学堂

□刘廷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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