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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之 交 在 于 民 相 亲 ，民 相 亲 在 于 心 相

通。在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进程中，人文交

流合作一直是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的重要

纽带。3 月 20 日，在赴莫斯科对俄罗斯联邦

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

斯报》和俄新社网站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

要密切人文交流，办好中俄体育交流年。用

好地方合作机制，推动两国友好省州、友城积

极开展对口交往，鼓励双方人员往来，积极恢

复两国旅游合作。开展好夏令营、联合办学

等活动，不断增进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相

互了解和友谊。

近年来，中俄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促进两

国人民相互了解，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双方友

好的社会民意基础更加稳固，为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

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

推动两国人文交往

初春的阳光洒满莫斯科市郊五一乡。3
月 17 日，位于此地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

馆迎来了一群俄罗斯小学生——距展馆不

远的莫斯科 1391 学校二年级的 20 多名学生

正在此参观。聆听了该校老师阿里宾娜讲

解中共六大的历史后，同学们又被二楼展厅

“民族盛装”图片展里一件件精美的中国传

统 服 饰 所 吸 引 。“ 太 漂 亮 了 ！”孩 子 们 连 声

赞叹。

作为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分部，近年来，

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在做好海外红色教

育基地的基础上，多角度多平台展现中国文

化，打造文化互动体验与展陈空间。从 2016
年 7 月对外开放至今，展览馆已接待访客 2.7
万余人次，举办演出、展览、联欢、讲座等活动

60 多 场 ，成 为 俄 罗 斯 民 众 感 知 中 国 的 重 要

窗口。

中 共 六 大 会 址 常 设 展 览 馆 副 馆 长 王 京

告诉本报记者，近两年来，展览馆举办了中

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主题图片展、“中国影像

节”电影放映等活动。今年春节，展览馆举

办“ 走 进 六 大 展 览 馆 ，体 验 欢 乐 中 国 年 ”活

动，邀请五一乡的孩子们，以及当地政府、文

教机构代表等近 120 人，感受中国传统节庆

文 化 魅 力 。 从 剪 纸 、绘 画 ，到 茶 艺 、雕 版 印

刷，精彩纷呈的互动展示让参观者沉浸式体

验中国文化。俄罗斯演员还根据中国“年”

的传说排演了小型话剧，引得现场孩子们笑

声不断。

2022 年 7 月，五一乡所在的圣三一区政

府将展览馆作为当地知名博物馆推荐给莫

斯科旅游委员会。在莫斯科市政府推出的

线 上 旅 游 平 台 亮 相 后 ，中 共 六 大 会 址 常 设

展 览 馆 在 俄 民 众 中 的 知 名 度 大 大 提 升 ，经

常有莫斯科和周边地区的参观团主动联系

前来观展。“展览馆已成为五一乡的重要文

化 场 所 和 当 地 人 心 目 中 的 文 化 坐 标 ，丰 富

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五一乡乡长梅利

尼克说。

《岁寒三友》《牡丹和鹌鹑》《玉兰树上的

黄鹂》……去年底，“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成

立十周年暨俄罗斯中国画展”上的作品吸引

中俄观众驻足流连。笔墨飞动，妙手丹青，一

幅幅极具中国风物神韵的画作，让人很难想

象它们出自俄罗斯友人之手。前来观展的莫

斯科市民叶莲娜很喜欢中国画，她告诉记者，

在这里不仅能看到中国艺术作品，还能从绘

画技法中感悟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叶莲娜

此前参加过中心举办的国画培训班，“接下来

我还打算报名书法班！”

据介绍，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将在今年

5 月 举 办“ 茶 和 天 下·雅 集 ”综 合 文 化 活 动 ，

推出展览、茶艺表演、茶文化讲座等丰富多

彩 的 活 动 。 此 外 ，西 藏 文 旅 周 活 动 也 将 于

今 年 举 办 ，唐 卡 展 、藏 族 风 情 歌 舞 、西 藏 非

遗展示等都将与当地民众见面。俄罗斯文

化 部 长 柳 比 莫 娃 表 示 ，俄 方 对 今 年 一 系 列

俄 中 文 化 交 流 活 动 充 满 期 待 ，相 信 这 些 活

动 将 不 断 推 动 两 国 人 文 交 往 ，增 进 俄 中 人

民友谊。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
子学院——

架设文化交流桥梁

春光明媚，书声琅琅。循声步入俄罗斯

国 立 人 文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从 书 架 上 陈 列 的

中国书籍，到走廊里悬挂的中国字画，再到

展 示 柜 上 摆 放 的 熊 猫 玩 偶 ，随 处 可 见 的 中

国 元 素 和 不 时 入 耳 的 读 书 声 ，让 记 者 倍 感

亲切。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是莫斯科

第一家孔院。在该院成立 15 周年成就展上，

一幅幅中国书画作品、一张张中俄学生欢度

佳节的照片、一本本两国专家合作编写的教

材……处处流露出中国韵味。

该院俄方院长塔拉斯·伊甫琴科长期从

事汉语研究和教学。讲解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原文，播放习近平主席的演讲视频，是他

教学中的一大亮点。“这些内容是学生们读

懂中国的一手材料。”伊甫琴科说。除了上

课，伊甫琴科还组织学生学习书法和国画、

开 办 儒 学 讲 座 ，让 学 生 全 方 位 感 知 中 国 文

化。伊甫琴科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俄

罗 斯 ，必 将 让 两 国 间 人 文 交 流 更 加 丰 富 多

彩，不断夯实俄中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

民意基础。

“汉语体验营”是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

孔子学院的一项传统活动。每年夏天，报名

体验营的俄罗斯学生可以飞往中国，参加为

期两周的文化交流。他们可以在中国学习，

和中国学生交朋友，并体验美食烹饪、传统

手 工 艺 等 。 新 冠 疫 情 期 间 ，学 院 将 体 验 营

搬到线上，俄罗斯青年们可以通过视频“云

游”北京胡同，分享俄童话故事，中国学生则

介绍手机支付、中国电影，两国专家学者分

享中国脱贫攻坚的非凡历程、解读人类命运

共 同 体 理 念 ……“ 云 端 ”交 流 开 展 得 有 声

有色。

2022 年，俄罗斯学习中文在校生人数达

11.3 万人。“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学习中文的

热情高涨。”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

中方院长张瑞介绍，去年，该院共开设 71 个

教 学 班 ，学 员 人 数 超 过 720 人 ，比 2021 年 增

长 34%，零起点学员人数更是较 2021 年增长

了 130%。为了更好推广中文教学，俄罗斯国

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还开展高端口译人才

培训，并参与教学课程设计。

今年初，随着中国优化调整新冠疫情防

控 措 施 ，中 俄 两 国 各 项 人 文 交 流 活 动 蓄 势

待发。这几天，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

院正在为下个月即将举办的“汉语桥”莫斯

科赛区比赛紧张忙碌着。张瑞告诉记者，她

和伊甫琴科会担任比赛评委。“学生们都盼

着 今 年 暑 假 能 去 中 国 参 加 夏 令 营 ！”张

瑞说。

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传
媒集团——

以书为媒，读懂中国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环球书店里，伴随

悠扬的古琴声，传来阵阵诗意的吟咏。细听，

朗诵的是李白《静夜思》的俄语版。这是俄中

作家俱乐部于近期举办的一场读者见面会，

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基里尔·巴尔斯基正与

读者分享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去年夏天，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

团和莫斯科环球书店联合成立了俄中作家俱

乐部。成立仪式上，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在视

频致辞中表示，中国作家对俄罗斯文学怀有

深厚情感，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作品在中国广为人知，众多中国文学名著

也已被译成俄语。

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总裁穆平

表示，成立俄中作家俱乐部的初衷是希望通

过读书活动推广集团图书，为作家会员从事

文学活动创造良好环境氛围，以文学为媒介

增进两国作家互动和友谊。俱乐部成立以

来，吸引了一大批中俄社会文化名人，已举办

6 期读者活动，今年还将推动两国作家互访。

随着中国图书在俄市场日益走俏，俄罗

斯书展也成为中国图书的展示舞台。 2022
年 9 月举办的莫斯科国际书展上，中国图书

展台前人头攒动。翻阅教辅材料，了解中国

时事，品读中国历史……慕名而来的俄罗斯

读者在这里各得其所。负责中国图书展台

的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工作人员帕维尔

说：“中国图书的需求量很大，中国元素的文

创产品销量也很高，还有来自莫斯科以外地

区的图书馆专程前来与我们签订单，现在与

我们合作的俄罗斯图书馆已达 200 多家。”帕

维尔表示，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关注度的日益

增加是中国图书广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中

国的发展正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巨大的

带动作用。”

除了书展，中国音像产品也正走进俄罗

斯电视节目。去年 6 月，俄罗斯红线电视台与

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合作，开播“今日中

国”栏目，首播入选的有 3 部中国电视剧以及

17 部中国纪录片。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谢尔

盖·萨纳科耶夫表示，该栏目的开播是两国人

文交流合作深化的例证，将为俄罗斯人民了

解中国打开一扇新的窗口。目前，已播出的

电视剧《功勋》以及纪录片《创新中国》都在观

众中取得了良好反响。“鉴于前期合作成果，

我们还将在该台开创人文阅读类栏目‘阅读

中国’，让中国图书多渠道走进俄罗斯人民的

日常生活。”穆平说。

（本报莫斯科 3月 20日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

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

问，让我和同事们、学生们都

倍感振奋。我们期待习近平

主席在访问中分享中国发展

经 验 ，进 一 步 激 发 俄 罗 斯 青

年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

的热情。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就任

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来

到俄罗斯。3 月 23 日，习近平

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发表了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

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

要演讲。我至今还清晰记得

那 天 的 场 景 ：学 院 会 议 厅 座

无 虚 席 ，连 过 道 都 站满了师

生。大家都想现场感受中国

领导人的风采和魅力。我担

任习近平主席那场演讲的翻

译，并见证人类命运共同体重

要理念的提出。对此，我感到

无比荣幸和自豪。

习近平主席重视中国传统

文化，强调文化自信，他的思想

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博大

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

智慧。习近平主席那次演讲

中的很多金句，至今仍深深印

刻在我的脑海中。“要跟上时

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

入 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

去”“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加

美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世

界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些

话语动人心弦，不仅蕴含了对

当今国际形势的重要研判，具

有高度的政治哲学意义，也体

现了中文之美，令人回味。后

来在课堂上，我常常将习近平

主席的这篇演讲作为范文推

介给学生。

光阴似箭，转眼 10 年。时间的推移，让我对那次

珍贵经历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10 年来，世界动荡与

变革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描绘的发展蓝图日益清晰，影响

范围远远超出欧亚大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

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在夯实人民物质生活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俄中都

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都渴望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

福祉，人文交流是俄中人民友好交往的精神源泉。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在中

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让我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充满了

深厚感情。平日里，我鼓励学生们背诵中国古诗词、练

习书法，从多角度了解多元的中国文化。如今，虽然我

已年逾古稀，但仍然坚持每周到学校开展汉语教学，撰

写汉学研究论著等，希望以此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

普及作出更多贡献。

10 年前我就坚信，俄罗斯会掀起中文热，两国人

文交流将不断深入。事实证明，习近平主席 2013 年在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极大推动了俄中两国人文

交流合作，激发了更多俄罗斯青年学习中文、研究中国

的热情。如今，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年轻人将会说中文

作为求职技能，很多家长让孩子从小学习中文，我们对

中文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

俄中两国友好事业的未来在青年。学习中国文

化，传承俄中友谊，要从中小学生抓起。相信在两国元

首战略引领下，俄罗斯会涌现新一轮“中国文化热”，续

写两国友好合作新篇章。

（作者为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教授，本报记者荣翌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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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莫斯科市郊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

览馆外景。

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供图

图②：1 月 28 日，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

馆举办“欢乐春节”活动，人们参与剪纸、绘画、

茶艺、雕版印刷等多种体验项目，共庆欢乐中

国年。图为当地小朋友在老师指导下画画。

于子恒摄

图③：2 月 3 日，学生在俄罗斯国立人文

大学孔子学院举行的庆新春晚会上猜谜语。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图④：2 月 25 日，2023 中俄界江黑龙江

国际冰球友谊赛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的冰

球爱好者汇聚于此，交流球技，共同上演一

场精彩的体育盛宴。

邱齐龙摄（人民视觉）

图⑤：莫斯科尚斯书店陈列的中国文化

书籍。 本报记者 荣 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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