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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1949年到现在,俄罗斯 (苏联 )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 �友好    对抗    正常化!这样一个过程; 伴随着

这个过程, 俄罗斯 (苏联 )在中国的形象经历了 3个阶段的变化:天使, 魔鬼,友好邻国。在前两个阶段, 不论两国关

系是友好、还是敌对,苏联在中国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歪曲的, 不同的只是 50年代苏联的形象被美化, 60年

代、70年代苏联的形象被丑化。到了第 3个阶段,俄罗斯的形象变得比较真实、客观。相互营造客观、正面的国家

形象对中俄两国极为重要,需要中俄两国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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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到现在, 已经走过了半

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 她与伟大的北方邻国的关

系经历了 �友好    对抗    正常化 !这样一个过

程;伴随着这个过程, 这个北方邻国在中国的形象经

历了 3个阶段的变化:天使,魔鬼,友好邻国。

一 天使形象 (蜜月时期, 1949年  1960年代

初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世界上分成两

大对立的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

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对这个新兴

的社会主义国家持敌视态度,对它施以经济封锁,中

美两国甚至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面对如此恶劣的

国际环境,新中国要想冲破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和

打压, 赢得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尽快地建设和发展

自己, 就必须走向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亲苏政策,亦

即对苏联的 �一边倒!政策,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理

性选择。

就苏联来说,它当时处于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冷

战之中。苏联本来就没有欧美发达, 且又经历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所以,在与西方的对抗中

是力不从心的。在这样的形势下, 它也迫切需要中

国这个东方大国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

下,两个大国暂时把双方的分歧搁置在一边,建立了

同盟, 进行了大力合作,两国关系出现空前的友好局

面。是为中苏两国的 �蜜月 !时期。

中国进行了长达 10年左右的全国性的亲苏宣

传、亲苏教育。建国之初就成立了 �中苏友好协
会!,专事推动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 其支部遍布全

国,其活动中国的党政要人都参与。中国希望加强

两国关系,维护一个美好的周边环境; 以苏联的美

好、幸福、先进、繁荣鼓舞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士气,激

发他们对建设美好社会的希望。

新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东方大国,

而苏联当时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 而且

有着 30多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苏联对新中

国进行了巨大的援助,帮助新中国建成了初步的工

业体系。中国人民非常感激苏联的援助,对苏联的

繁荣和发达极为敬佩和羡慕, 把苏联视为自己的光

辉榜样。所以, 20世纪 50年代的中国全方位地学

习苏联,模仿苏联。当时的中国人喊出这样的口号: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 [ 1]

整个 20世纪 50年代,中苏两国处于友好气氛

的热浪之中。中国党、政、军、共青团、文化界的代表

团频繁地访问苏联,中国媒体热烈地宣传苏联的伟

大成就 (如第一颗人造卫星 ), 中国各界组织了丰富

多彩的友好活动, 中国向苏联派遣了相当数量的留

学生,中国的工厂、企业、高校聘请了众多的苏联专

家, 中国出现了翻译介绍苏联文学的热潮,中苏两国

的文化交流形成澎湃之势。
[ 2]

在 20世纪 50年代,苏联的形象是非常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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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对苏联怀着炽热的情感, 亲切地称呼苏联

为 �苏联老大哥 !。在中国文化背景里。 �老大哥 !
这个形象包含了资历老、能力强、宽厚、善意、友好、

乐于助人、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等内涵。

在狂热之中,中国对苏联进行了美化和粉饰,所

以, 20世纪 50年代的苏联形象固然美好,但是在一

定程度上是歪曲的、不符合实际的,

中国塑造美好的苏联形象当然符合苏联的利

益:有利于苏联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巩固它在社会主

义阵营中龙头老大的地位, 增强其国民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苏联那时有意配合中国, 亲自参与对自身

形象的塑造,亦即尽可能地展示美好的一面,掩饰自

己的不足。中国人访问、观摩的工厂、企业、集体农

庄、学校、家庭, 几乎都是苏方事先安排好的。为了

迎接中国人的访问,苏方甚至事先做过 �彩排!。在

这样的情况下,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只能看到极其有

限的方面,得到的信息很不全面,展示在中国人面前

的是被美化、修饰的场景, 与真实的苏联社会现实有

一定的距离。

塑造和维护美好的苏联形象是当时中国的政治

需要。一个鲜明的例子是: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

上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以及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骇

人听闻的事实,曾经光芒四射的神一般的斯大林现

出真实的面目,苏联社会的黑暗暴露在世人面前,苏

联、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都为之震动。然而,

中国对此作出的反应非常消极,对中国百姓隐瞒了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以及斯大林本人的负面信息,以

至于苏联社会的美好形象及斯大林的光辉形象得以

在中国继续保持。中国之所以这样做, 显然是出于

这样的目的:一是显示中国党、中国政府的独立性;

二是显示自己维护马列主义的坚定性, 表明自己才

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是担心这些信息动

摇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 引发他们对党

和政府的怀疑,进而造成思想混乱,动摇国本。

在 20世纪 50年代浓郁的亲苏气氛中,中国人

只能高谈友谊,歌颂苏联对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的指导和支援,苏联的负面是不能提及的,否

则会招致麻烦, 甚至不幸。例如,曾有知识分子,因

为说 �海参崴是我们的, 被沙皇俄国占去了 !, 因而

被打成 �反苏分子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因为反对照

搬苏联的教育制度,而被打成右派。

在 20世纪 50年代热烈的友好气氛中,也潜伏

着危机,只是暂时还没有公开化。

1955年 9月, 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 �蜜月 !之

中, 赫鲁晓夫却对来自敌对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阿登纳表达了对新中国的疑惧,

他甚至请求对方帮助他对付新中国。阿登纳这样回

忆道: �俄国先生们很坦率地谈起他们必须解决的

问题。赫鲁晓夫说: #你看, 我们俄国有下列任务:

首先,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

平; 第二, 我们必须象美国一样扩充军备;第三,赤色

中国将会怎样发展? ∃赫鲁晓夫作为俄国的首席代

表曾在 1954年秋到北京参加会谈, 结果是俄国不得

不对赤色中国作出明显的让步。在他的谈话中明白

地流露出对赤色中国的忧虑。!后来, 赫鲁晓夫对阿

登纳再次谈到中国时, �他把赤色中国说成是最大

的问题。他说: #您想象一下,赤色中国现在已经有

6亿以上人口, 每年还要增加 1. 2千万。这些人都

靠一把米过活。这该会, ∃这时他双手拍在一起,

#这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 ∃ %%赫鲁晓夫相当突
然地说: #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是很困

难的。因此我请您帮助我。您帮助我对付赤色中国

人吧! ∃ %%这个要求帮助的请求, 在我逗留莫斯科

期间,赫鲁晓夫曾提过三次。! �在这次谈话中, 赫鲁

晓夫心直口快。他对我说, 俄国在世界上面对着两

个敌手:美国与赤色中国。在谈话中,他请求我帮助

俄国对付这两个敌人。在这两个敌人当中, 他特别

强调了赤色中国。对赤色中国的这种恐惧, 今天虽

然还不怎么厉害, 今后的 10年也不会很厉害, 但也

许在今后的 20年。赫鲁晓夫看得很远,并且考虑着

各种各样的事情。! [ 3]

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他在骨子里

根本不能容忍将中国当作苏联的小弟弟,他对赫鲁

晓夫非常轻视, 对美化苏联、全面学习苏联更是厌

恶。 1956年 8月 30日,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甚至

嘲讽地说: �有一些人, 不管三七二十一, 连苏联人

放的屁都是香的, 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

说是臭的嘛! ! [ 4]

可见, 1950年代苏联的形象固然美好, 但却是

相当脆弱的。在 1960年代初, 这个美丽的肥皂泡终

于破碎了。

二 魔鬼形象 (对抗时期, 1960年代初  1980

年代中期 )

中苏两国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复杂的历史遗留问

题。在国际事务方面,特别是在对待美国的政策上,

两个盟国也有深刻的分歧。总之,历史遗留问题、意

识形态问题、国家利益的冲突使两国的同盟关系难

以持久。 1960年代初, 两国的 �蜜月 !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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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的矛盾开始公开化。而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

1969年春天在珍宝岛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两国

的对抗一直延续到 1980年代中期。

苏联在 20世纪 60 ~ 70年代取得了很大发展,

国家实力得到提升。随着国力的强大, 苏联开始与

美国进行全球争霸, 曾一度处于进逼美国的态势。

苏联一面在国际舞台上咄咄逼人地采取攻势, 一面

加强对华约集团各国的控制。 �经互会 !是苏联主

导的超国家机构, 苏联利用它推行 �国际分工 !和
�经济一体化 !,以这样的方式侵犯和剥夺华约集团

内其它国家的主权。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还提出

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的理论,为干涉和控制兄弟

国家制造理论依据。一旦某个国家不那么顺从,就

会遭到苏联的无情打压, 1968年 8月出兵捷克斯洛

伐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苏联的劣行在侵略阿富

汗时期达到高峰。苏联由此在中国和整个世界面前

打造了自己的不良形象。

两国关系的恶化以及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推行扩

张主义、霸权主义使苏联在中国的形象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与 20世纪 50年代相比, 天使变成了魔鬼,

�老大哥 !变成了死对头。

在对抗初期, 苏联被中国冠以 �修正主义 !; 在

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国认为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

国的头号敌人, 苏联得到了新的称号    �社会帝

国主义 !;到了 20世纪 70年代后期, 中国认为苏联

成了 �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 !。[ 5]
1979年 12月,

苏联侵略阿富汗,似乎证明了中国打造的苏联形象

的正确性。

中国在对抗时期塑造苏联形象的重要策略是:

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与所谓 �苏联叛徒集团 !
统治下的苏联截然分开。中国的观点可以这样加以

概括: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斯大

林逝世后,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窃取了国家领导

权,苏联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步蜕变为修正主

义国家。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进一步演变成

到处侵略扩张、威胁世界和平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中国用 �卫星上天, 红旗落地! 8个字表述苏联变修

给予中国的沉痛教训。
[ 6]

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反映到苏联形象的塑造

上,苏联的修正主义形象被毛泽东借用来开展政治

运动。毛泽东当时提出这样的论点: 中国存在 �资

本主义复辟 !的危险性, �要警惕躺在我们身边的赫

鲁晓夫式的人物 !, 要反修防修。可以这样描述赫

鲁晓夫其人带给毛泽东的深层担忧: 斯大林活着的

时候,赫鲁晓夫热烈地歌颂斯大林, 骗取了他的信

任;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的领导权,

对斯大林无情地攻击和诋毁, 并引导苏联走上修正

主义道路,致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

毛泽东以苏联为鉴,对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产生深

刻的怀疑。他深怕苏联的一幕在中国重演, 于是发

动文化大革命,无情地铲除潜在的敌手。宣告文化

大革命开始的号角是 1966年 5月 16日以中共中央

名义发布的 �五 &一六通知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通知 ( ), 这份文件由毛泽东修改了 7次, 其中

有这样一段: �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

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

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 有

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

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

夫那样的人物, 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在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刘少奇被诬为中国的赫鲁晓

夫, 惨遭折磨, 从肉体上被消灭。毛泽东对赫鲁晓夫

式人物的猜忌,对修正主义的恐惧成为他发动文化

大革命的重要起因。

不能不指出:在中苏交恶时期,中国的宣传机器

对苏联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丑化。有时候, 丑

化苏联形象的方式是很拙劣的。例如,中国的媒体

宣称:在苏联叛徒集团统治下, 苏联人民生活困难,

粮食不够,只能吃黑面包。实际上,黑面包是苏联的

优质面包,很不容易弄到。这个错误被苏联用来塑

造中国形象:刊登于苏联报纸上, 以此说明中国人的

无知可笑。还有一个关于苏联的离奇说法: �在苏
联, 很多十八、九岁的姑娘都是跛子, 拄着棍子去上

课, 这是穿高跟鞋摔坏的, 因为苏联气候严寒, 常年

积雪, 滑得很, 也可以说被修正主义道路摔坏

了!。[ 7]

苏联当时也对中国的形象进行了丑化。
[ 8]

应该指出: 即使是在两国关系最为恶劣的情况

下, 中国对列宁、斯大林仍然保持着极大的敬意, 这

两位苏联领袖的肖像在中国的广场、会议室、教室里

悬挂着,他们的著作被中国人作为经典加以阅读和

研究,他们的革命活动、动人故事和伟大业绩在中国

得到广泛宣传,例如列宁与哨兵的故事、列宁在流放

地吃 �墨水瓶 !的故事。苏联电影 ∋列宁在十月 (、

∋列宁在一九一八(在中国广为传播, 反映斯大林革

命生涯的文章 ∋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 (被选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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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中学教科书。另外,苏联作家高尔基、奥斯特洛

夫斯基和他们的作品 ( ∋母亲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海燕(,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被中

国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经典,受到肯定和赞颂,

以各种版本 (包括连环画 )广泛发行。那时的中国

中学生都熟悉甚至可以背诵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中那段有名的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

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在回首往

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

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一生都献给

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中国神化列宁、斯大林、赞颂高尔基、奥斯特洛

夫斯基的动机显然是: 显示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列主

义的继承者。当时, 中国大众所能接触到的苏联文

化元素基本上只限于这 4个苏联人物及其著作。也

就是说:在中苏关系的冰河时期,这 4个人物及其著

作成为在中国人心中支撑美好苏联形象的主要因

素。

与 1950年代一样, 这个时期的苏联形象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歪曲的、不符合实际的, 不同的是 50年

代是美化苏联, 这个时期是丑化苏联。国家关系的

恶化导致中苏两国相互妖魔化,相互妖魔化又进一

步恶化了两国关系,其消极影响至今仍然存在:长期

反华宣传在苏联人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 �中国怪

影 !, 20世纪 90年代喧嚣于俄罗斯媒体的 �中国威

胁论!就是 �中国怪影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显现。

三 友好邻国 ( 1980年代中期  现在 )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国走

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停止了,

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淡化,党和政府的工作重

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 20多年的奋斗,中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了变革。 1991年

12月 25日,苏联这个存在了 70多年的世界上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解体, 形成松散的 �独联体!。

以后, 各加盟共和国相继成为独立国家。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中苏关系解冻。 1989年

5月, 戈尔巴乔夫到北京访问, 与邓小平进行了会

谈,两国关系因此实现了正常化。苏联解体之后,中

国和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的关系逐步发展, 建立了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了 21世纪,这一关系得到进

一步提升。 2006年中国举办了 �俄罗斯年 !, 2007

年俄罗斯举办了 �中国年 !。之后, 两国又准备举办

�汉语年!、�俄语年 !。这一切标志着两国关系上升

到一个新的水平。

近 20来年也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进入

21世纪后,全球化的趋势更为显著。通信方式的变

革、因特网的普及使得地球村更加小了,人们可以便

捷地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打开

了国门, 大批国人以各种方式、各种身份 (外交, 经

商, 留学, 开会, 旅游 )走向俄罗斯; 与此同时, 俄罗

斯人也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 中

俄两国人民对彼此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客观,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形象越来越接近真实, 形象

也比较正面。

这个时期, 中国人对俄罗斯的看法可以概括为

以下几点:第一,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在困境中挣

扎了 10多年。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终于走出

低谷。普京总统是一个能力出众的总统。俄罗斯将

恢复昔日的辉煌,成为一个强大的举足轻重的国家。

第二,俄罗斯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自然资源极其丰

富的国家。俄罗斯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而且做得远

比中国成功。第三, 俄罗斯具有伟大丰富的文化。

对此,中国的文化人尤其印象深刻。这些年里,有很

多中国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学者到俄罗斯访问,进

行文化交流,他们对俄罗斯同行的艺术天才、学术水

平给予高度评价, 俄罗斯的文艺演出、精美建筑、博

物馆里的丰富藏品让他们赞不绝口。第四, 俄罗斯

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文明程度普遍高于中国国民。

在电影院、剧院、商店、车站、饭店等公共场合, 俄罗

斯人着装整齐, 举止文明    自觉排队、不喧哗、不

随地吐痰。很多中国人做不到这些。第五, 俄罗斯

是一个不完善、不安全的国家,缺乏必要的法规和秩

序,在很多方面还很混乱。中国人在俄罗斯总是遇

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警察

带着敌意检查护照, 税务人员勒索,海关人员刁难,

甚至还遭到种族主义分子、�光头党!施加的肉体伤
害。中国人不喜欢的、或者说讨厌的俄罗斯人是公

职人员。中国人认为: 不少俄罗斯公职人员 (例如

警察、官员、海关人员 )贪婪、卑鄙。
[ 9]

四 结论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形象在中国的变化,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前两个阶段,不管是关系友好,还是剑拔弩

张, 苏联在中国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歪曲的,不

同的只是 20世纪 50年代苏联的形象被美化, 60 ~

70年代苏联的形象被丑化。到了第 3个阶段,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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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形象变得比较真实、客观。

2、在前两个阶段, 苏联形象基本上是中国政府

塑造的,中国大众只是接受者, 也就是说, 中国大众

很少有机会通过自己的眼睛、耳朵获得苏联的真实

信息, 形成关于苏联的正确形象,几乎是全盘接受政

府的 �产品!。到了第 3个阶段, 中国大众开始参与

俄罗斯形象的构建, 他们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

觉到的俄罗斯形象传播给自己的同胞, 使俄罗斯在

中国的形象变得饱满、全面起来。

3、20多年来, 中国的社会制度没有根本变化,

而在苏联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俄罗斯, 具有既不同于

原先的苏联也不同于中国的体制。中国政府对媒体

的方向把握得比较强, 俄罗斯政府对媒体的掌控却

松驰得多,这就造成了两国行为的不对等:中国媒体

以正面、客观、友好的态度介绍和评论俄罗斯, 报道

和宣传的口径整齐划一, 从而在中国营造了比较良

好和正面的俄罗斯形象; 而俄罗斯媒体的言论五花

八门, 在一定的时候、在一定的程度上妖魔化中国,

例如鼓吹 �中国威胁论 !、�中国进行领土扩张!、�中

国进行人口扩张 !等等, 在其国民中煽起对中国的

不信任和恶感, 使中国的形象受到损害。两国不对

等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近十多年里,俄罗斯

在中国的形象要好于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
[ 10]

4、良好的国家关系可以促进客观、正面的国家

形象的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又可以反过来增进两

国的关系,这是良性互动;而在两国交恶时期, 国家

关系与国家形象形成恶性互动。

5、相互营造客观、正面的国家形象对中俄两国

极为重要,需要中俄两国的共同努力。两国应充分

认识到国家形象的重要性, 尽可能向自己的国民提

供关于另一方的客观、公正、全面的信息, 禁止歪曲

的、片面的、敌意的报道。

6、国家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中

国、苏联这样的国家, 政府始终是自身形象、他国形

象的塑造者, 政府掌控着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书

籍等,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 广大百姓只是受众而

已。

7、塑造国家形象的最佳途径应该是这样: ( 1)

全民参与; ( 2)尽可能通过亲眼、亲耳、亲历获取第

一手信息; ( 3)依据全方位的真实的信息进行公正

的判断。具备了这 3个要素, 方可形成关于某个国

家的真实形象。但是,就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

来说,这还只是一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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