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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清一代，中俄关系是一对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为朝野所共识。
按清朝“夷务”体制，俄罗斯为北地陆路通商之国，类乎“朝贡藩属”，因而比西方海运国家较受礼
遇，享有在北京设馆驻使的优先权。
体现这个优先权的，就是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俄罗斯馆）。
它集商务、外交和文化功能于一身，虽无使馆之名，而有使馆之实，在历史上产生过一种绝不限于外
交事务的影响。
俄罗斯馆史作为俄罗斯对华关系特定时期的缩影，是非常值得回顾的。
陈开科博士的专著，以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为研究对象，堪称缩影中的缩影，微而显，窄而深，大
有裨于知人论世。
巴拉第从修士辅祭到修士大司祭的升迁，与道、咸、同、光四朝的中俄关系连成一体。
面对清朝的边疆危机和统治危机，他随时随地都是唯沙皇政府马首是瞻，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
己”。
但巴拉第毕竟非同凡响，“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骷髅就此埋”。
作为一名有教养的“达喇嘛”，他以北京俄罗斯馆为基地，辛勤而又持久地研究儒、释、道的经典和
满、蒙、藏的文化，卓有建树，终于成为介乎俾丘林与王西里之间的一代宗师，获得国际性的学术声
誉。
开科博士负笈莫斯科多年，拥有双语优势。
他的专著，根据丰富的档案材料和文献资料，实事求是地为巴拉第写真，展示其政治生涯和学术生涯
的时代特征，对其矛盾性的历史地位作出同情的理解，体现了“实事求是”与“知人论世”的统一。
这种理性化的历史思维，学识兼备，史论结合，绝非灵机一动所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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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的专著，全书分为三个大部分：“巴拉第与晚清中俄文化
关系”叙述了作为当时中俄文化交流中最重要内容汉字一的巴拉第的汉学研究成就；“巴拉第与晚清
中俄经济贸易关系”叙述了1860年前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特别是巴拉第以身居清朝心脏的有利地位；
“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外交关系”叙述了卡法罗夫在任第13届布道团大司祭的时期内，接受俄罗斯外交
部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的指示，不但直接提供大量情报，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中俄外交事务，为《
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的提前签订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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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3月，我的博士论文刚刚答辩完，就遇到一个问题：是继续留在俄罗斯，或者转道西方，还是学
成回国，颇费思量。
流行的观念是继续留在国外发展。
这种观念具有一种很强的惯性力，无形中左右很多海外学子的去向，不过，它对我似乎没起很大作用
。
就我个人来说，心底里总有一个不好宣之于口的想法：与其留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不如回国传播外
国文化。
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挨打受气，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就是很少有人去了解、最终也不了解外国的文化。
近代中国之失，首先失在对西方文化的睁眼瞎。
而反观近代西方，他们通过传教士的途径收集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经贸、政治等情报资料，对
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经济情况相对而言有较深的了解。
基于这个考虑，我义无反顾，决定回国。
同时考虑到我过去所学太杂，一会儿中国史、世界史，一会儿又是哲学史，所以，想做个博士后研究
，以便进一步规正今后的学术之路。
正巧，一次去莫斯科大学参加老朋友宿丰林先生的博士学位答辩，谈起这事。
他建议我，如果想研究早期中俄关系，最好去师从蔡鸿生教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先生的尊讳。
事后，我赶紧上网查询有关先生的情况，看到先生居然有著作《俄罗斯馆纪事》，吃惊不已。
想先生避居南粤，却研究北京的俄罗斯馆。
以我的愚见，学术也如谋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研究俄罗斯馆，也该吃住在北京才是。
由此也可见先生学术探索的勇气。
于是，我千方百计寻找该书，可是，跑遍莫斯科各大图书馆，一无所获。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研究北京俄罗斯馆的专家伊芭多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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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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