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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内容介绍：中俄的文字之交，已有悠久的历史。
17世纪初有人员开始来往，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俄国兴起的“中国热”，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开端。
宫廷和上流社会热衷于中国文物，俄国人同西欧人士一样搜集瓷器、漆器和丝绸织物，按中国风格装
饰皇宫住宅，仿建中国的园林。
知识界也开始注意了解中国的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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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把司空图、陆机和贺拉斯、布瓦洛放在一起对比，尤其具体地对比了《文赋
》和《诗艺》。
一方面对比出不同点，从他们如何对待文学前辈，即从继承传统、文化交流、创作过程中的用词习惯
、对诗剧的认识、对音韵的看法以及诗人的气质、文章的述说语气等方面，分析两位诗人的差异，从
而说明这些差异正好构成他们各自的艺术特色。
 另一方面注重寻找中西诗人的共性。
他分析了陆机和贺拉斯的共同点，即相同的理想：把古代理想化，以古诗人为楷模。
相同的诗学原则：主张诗要朴实、和谐、能打动读者心弦，诗应高尚、雅致、质朴、明快，色彩调配
相宜，诗应有大胆的幻想、出奇的比喻，以形象感人，诗人应是一位超人，而不是平庸之辈，反对诗
人以诗取宠于帝王。
相同的创作观点：重视继承优秀传统，诗人既要有天才，又要能刻苦实践，应放弃盲目模仿而崇尚独
创，诗应以“美”取胜，并以“娱乐人和教益人”为原则。
通过对比后他得出结论：“被全部历史条件所隔绝的两位诗人，用同一题材各自写下了非常相似而又
无疑是互相补充的诗论”。
“在中国诗学里，当我抹去了使东西方为之隔绝的异国色彩时，便看到了具有全人类性的手法。
” （3）尤为可贵的是，阿列克谢耶夫作为欧洲人，并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方诗学的原则来分析东方诗
人，而是从中国诗歌的实际出发，切实地论述中国诗艺。
他高度赞扬了陆机这位中国诗人和诗论家，分析陆机那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灵感，超俗的眼光，说陆
机“处于如痴如狂的艺术灵感之中”，“似乎置身于世界的中枢，从那里用特别的、非尘世的、永恒
的、像宇宙一般混沌的眼光看事物。
他的想象张开翅膀，在广阔的天空遨游，志趣高尚。
这种艺术想象，片刻之间，可以纵观古今，也可历览四境”。
又说陆机是一位超人，“他的文思不受疆域的限制，涉过亿万年的桥梁⋯⋯它随天机而运动，来自激
荡胸中的风暴，泉水似的涌现生活”。
他甚至夸赞陆机是“宇宙的寓言家，能把宇宙的一切概括在形象之内，把美的事物表现在笔端”，也
夸赞陆机作为诗人的高尚修养、情操和气质。
 与此同时，阿列克谢耶夫指出司空图以及一大批中国后世的诗人及诗评家都和陆机同属一类，他们的
“全部文学作品都充满了陆机的思想，乃至他的用语”。
这样，阿列克谢耶夫的评论就具有概论中国诗艺的性质。
 从阿列克谢耶夫精辟的论述和率先实行的比较研究工作看，他无疑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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