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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内容包括：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战略思考
、当代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透视“俄罗斯思想”、普京的文化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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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3)伊斯兰文化的侵袭    西面不安静，南面也不安全。
俄罗斯的衰落使那些以前曾经受过它欺凌的地区也不甘雌伏，伺机报复。
持续多年、此伏彼起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借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淫威以车臣为突破点，毫不留情地层开了
对俄罗斯的进攻，企图恢复往日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建立起连接中东、中亚包括俄罗斯的高加索
地区在内的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区域。
这样，东西方文化中介的角色就会绕过俄罗斯，由土耳其及其他一些中近东国家来承担，而原先，俄
罗斯认为自己担负这样的使命最为合适，应是当仁不让的，现在却出现了危机，因而深感忧虑。
    伊斯兰极端势力乘虚而入的后果非同小可。
根据各种统计资料，在俄罗斯境内居住着1500—2500万穆斯林。
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西伯利亚，都是穆斯林聚居区。
苏联的解体使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处于俄罗斯的边陲，引起他们的不满。
在一些邻近国家的人口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和俄罗斯的各民族人民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这些国家都加入了伊斯兰会议组织。
略远一些的国家也有许多是伊斯兰国家，如土耳其、巴基斯坦等。
这些地缘政治情况迫使俄罗斯不得不关注伊斯兰因素并在就国内和国际问题做出决定和执行决定时加
以考虑。
伊斯兰问题已经在影响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而俄罗斯在处理伊斯兰复兴问题时，又面临着一系列不利
因素。
一是苏联时代留下的消极后果，穆斯林曾长期受压，被置于为政权服务的地位；二是俄罗斯至今对伊
斯兰教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政策，俄罗斯领导层中亲西方派力量把伊斯兰教视为俄罗斯的异己力量；
在很大程度上，爱国主义的反对派也持这种立场，更多地偏向东正教和俄罗斯思想；三是激进的和分
裂主义的政治势力不时利用伊斯兰教，但没有给俄罗斯的伊斯兰教带来任何好处；四是伊斯兰教作为
一种世界性现象，本身就存在着种种矛盾，这种情况肯定也会在俄罗斯伊斯兰教身上反映出来。
    在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背后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普京对此十分清楚。
他在2000年7月8日向俄罗斯联邦议会所做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冷战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至今还
未肃清余毒。
这种余毒就是企图借口人道主义行动损害国家主权，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在涉及
地区威胁或国际威胁的问题上难以找到共同语言。
在新形式的外部侵略、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内直接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情况下，俄罗斯遇到了对其主权
国家和领土完整的一连串挑战。
俄罗斯正面临着企图改变世界地缘政治形势的种种势力。
”他说的这“种种势力”中显然也包括伊斯兰极端势力。
普京认为，“不使国家强大就不能回答这些挑战和其他许多挑战”，因此，强国乃是普京的“俄罗斯
思想”的首要内容。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中亚地处战略要冲，是各种文化的荟萃之地，是各种民族、宗教、文化的“结
合部”，也是石油、矿产等战略资源的聚宝盆。
这一鲜明的地缘特点，使中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多样性”地区，也使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呈现出高度
的复杂性。
众多的文化和民族在中亚各国及其周围地区跨国界分布，一个国家的民族纠纷或教派冲突极易波及其
他国家甚至引起国家间矛盾的激化。
因此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把中亚称为“种族的大熔炉”，比作是“欧
亚大陆的巴尔干”。
苏联解体前，中亚属苏联的政治文化势力范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亚各国占主导地位。
如今，要恢复昔日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已力不从心，但要它把这一大块战略要地拱手相让，
则不但不甘心，而且也危险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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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普京在2000年5月份刚宣誓就职后不久即率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能源部长等一批高官“出人
意料地”首先访问了中亚五国中与俄罗斯关系较为疏远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
此举不仅说明了中亚这块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对俄罗斯的重要性，而且证明，俄罗斯已经到了不得不管
好自己的“后院”的时候了。
    3．地缘政治的重围：双头鹰飞向哪里?    凡此种种，使俄罗斯陷入地缘政治的危机之中，造成欧亚
大陆“心脏地带”的瓦解。
“沿俄罗斯周围的大陆边缘挤出四条冲突带或者说是四条危机弧：以前苏联的主要势力区中欧和巴尔
干区域为主要范围的‘破碎地带’；沿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到新成立的某些中亚国家(如
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教‘新月地带’；由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国围绕领土争端
、核试验而展开的新一轮残酷争斗厮杀所造成的‘热点群’；由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
阿塞拜疆相互间连绵不断的战事引发出的独联体内的‘震荡带’。
这些因苏联解体而衍生的后果，正直接或间接地波及到俄罗斯，给俄的地缘安全环境增添了新的不测
和威胁”，使俄罗斯刚刚进入世纪交替，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不少学者根据民族和文化的特点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国家”，“俄罗
斯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国家”。
普京上台后双头鹰将飞向何方，这是令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现在要对细节作出预测，显然是为时尚早。
但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即俄罗斯永远也不会变成西方，西方也永远不会完全接纳俄罗斯。
这是由文化民族主义决定的，是由斯拉夫民族优越论、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优越论、德意志一日尔曼
民族优越论的矛盾与冲突决定的，也是由俄罗斯民族“历史使命论”与作为欧洲文化的继承者的美利
坚民族“天定命运论”的“不兼容”决定的。
欧洲与俄罗斯互不信任，它们谁都不愿失去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不愿让后起的美国独霸世界，尽管
美国在文化和民族渊源上都是以西欧为母体的。
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一只眼睛紧盯着欧洲和大西洋。
俄罗斯传统上是一个欧洲国家，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均在欧洲，它绝不甘心退到欧洲的东边一隅
，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二流角色。
“建设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大厦，俄罗斯也绝非无此壮志。
因此，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妥协，不可能一帆风顺，少不了磕磕碰碰，是俄罗斯与欧洲的未来走
向。
”    无独有偶的是，美国的国徽上也有一头鹰。
作为一种文化，国徽既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策。
肯尼迪总统当年在制定“和平战略”演变时就强调：“在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
榄枝，左爪抓着一束箭，对于这两样东西我们要给予同样的注意。
”_    俄罗斯的双头鹰来自于拜占庭帝国。
自称为“全罗斯的君主”的伊凡三世同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结婚后，把该帝国的王权象征物
——双头鹰图案带入俄罗斯，刻在印章上，以表达罗斯做拜占庭继承人的愿望。
俄罗斯之鹰的头上戴着兰顶皇冠。
其象征意义是：作为整体的俄罗斯联邦和作为联邦组成部分的诸共和国均享有主权。
鹰的双爪左持权杖，右握金球，分别代表国家的权力和统一。
鹰的胸前还有一枝红色的盾牌，上面绘着圣乔治屠蛇的画面，寓意是光明必然战胜黑暗。
    双头鹰是沙俄帝国的象征，俄罗斯用它来代替前苏联代表工农文化的斧头和镰刀图案，反映出处在
转型时期俄罗斯新一代领导人的雄心大志，难怪当普京一提出他的“新俄罗斯思想”后便引起不少人
的惊恐，因为从鹰爪上紧握的权杖和金球上，人们联想到的是当年沙皇的侵略和扩张、斯大林的极权
，以及沙俄帝国主义称雄世界的野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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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外国语大学先后举办了“中东问题和中东文化”、“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等学术研讨会，与会许多学者都认为，加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战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
为当务之急，希望我们能组织队伍较系统地开展这一领域的探索。
1996年，国家教育部批准将我们申报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课题列入“九五”计划后，课题组成员
通过几年来收集资料，归纳剖析，潜心编撰成文，并几乎都在各种研讨会或刊物上发表，尔后又作整
理修润，力求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和突破。
究竟能否如愿，尚有待广大读者检验。
 本书的各章编著者依次为：绪论——朱威烈，第一章——俞新天研究员，第二章——刘永涛博士，第
三章——汪宁副研究员，第四章——戴启秀副研究员、王志强博士，第五章——肖云上副研究员，第
六章——武心波硕士助理研究员，第七章——李伟建研究员。
本书虽由我设计、组织和最后修改定稿，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集体合作研究的成果。
编著人员中，除与我志同道合、全力以赴的上外同事外，更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俞新天研究
员、综合室主任李伟建研究员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刘永涛博士参与，他们深厚的学养和不凡的
见识，为本书增色不少。
此外，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俞正梁教授自始至终非常关注本课题的进展，给予
了许多指导和帮助；上外国际所所长胡礼忠教授、国政系主任窦晖教授，上海社科院欧亚所所长潘光
研究员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室主任郭隆隆研究员等许多专家，也都为本书做出了贡献，我谨在
此表示衷心感谢。
 朱威烈 于2001年4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文化战略研究>>

编辑推荐

当今时代，文化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文化因素也成为国际学术界瞩目的重要层面也是时势使然。
《国际文化战略研究》正是关注文化方面的这些知识的一本著作，相信本书对于那些想要对国际文化
有一定的兴趣和那些希望在这个方面有更加深刻的了解的读者来说确实是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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