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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对中国有哪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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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作为
一

个 国土辽 阔
、
族群众多 、历 史悠久 的古文明在研究 中 国 民族关系时

，
如果我们需要确定几个在重要

大国
，
自 鸦片战争后在各帝 国主义列 强 的侵略 、

压 迫下被动方面可供 比较的参考 系 ，
在世界各 国 当 中

，
我觉得最 有意义

地走上从传统 的帝 国体制 向现代 民族 国 家体制 的转型 之路 。的就是我 国西北方 向 的俄 国 （包括沙 皇俄 国 、苏联和 今天 的

清朝治 下的 中原地 区与边疆各群体之 间的关 系
，
在 内外各种俄 罗斯联邦 ） 。 尽管美国 、印度的境 内 也生活着在体质 、族源 、

矛盾交织作用下经历 了无数冲击
，
直至 １ ９４９ 年中 华人民 共语 言 、 宗教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许多群体

，
但

和 国成立
，

中 国大陆才得 以重新建立统
一的行政体制并迈人是俄 国 与 中 国 分享有更 多的共 同特征 ：

一

是 １９ 世纪后期两

经济现代化进程 。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直至 ７０ 年代
，
在政治斗争国 的境 内族群格局 和皇权体制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 ，
并面临不

和
“

土改红利
”

的 基础上
，
阶级情谊和对共产主义幸福生活 的同程度 的西欧新兴资本 主义列强 的冲击

；

二是 ２０ 世 纪初两

共同 追求克服 了传 统的族源 、语言 和宗教藩篱 ， 中 国 各族精国都 深受马克思 主义意识形 态影响 并先后建立 了共产党执

英人士 与基层 民 众之 间
一

度建立起情感 相通 的 阶级认同 ，政 的政权
，
建立 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
三是两国 在 ２０ 世纪末

“

祖 国山 河一片红
”

，各族人民热情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 。都面临境 内出 现的 少数族群 的 民族主义思 潮和分裂 运动 。 俄

文化 大革命终结后
，
随着对文化大革命

“

极左
”

错误的公国和 中 国在这几个方面具有 的共性远远超过 了 与美国
、
印度

开批判 和
“

伤痕文学
”

的流传
，
党的工作重点从

“

阶级斗争
”

转等其他世界大国 分享 的共性 。

向 了经济工作 。 而在 民族和宗教工作领域 的
“

拨乱反正
”

和落但是 由于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 期中 苏两 党和两 国关系

实政策
，
以及

一系列 以少数 民族群体为对象 的优 惠政策 的实急剧恶化
，
两 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直到 ８０ 年代后期才逐步恢

施
，
在 中 国社会中 重新构建 了

“

民族认 同
”

，
并 导致人们开始复 。 因 此

，
中 国学者的苏联研究 、特别是对俄 国 各历史时期 民

从
“

民族利益
”

的角 度来看待身边发生 的各种经济矛盾 、治 安族关 系演变 的研究非常薄弱 。 留学苏 联／俄罗斯的人数远远少

问题 、 司法公正和社会冲突 。 随着 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
沿海于留 学美国 的人数

，
能够 流利 阅读俄文档案 和文献的学者 人

地 区 与西部边疆地 区 的发展建设与居民 生活水 平的 差距不数远少 于阅读英文出 版物的学者人数
，
关于介 绍和研究苏联 ／

断扩大
，

而 ２ １ 世纪初实施 的
“

西部大开发
”

战略推动 的东西俄罗斯的学术著作也远少于介绍和研究美 国 的著作 。 但是
，

部之 间 的人 口 流动又使 这些 差距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
加苏联解体后 的俄罗 斯在今 天仍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 的大 国

上外部 因 素的影响
，
中 国近年来 的 民族关 系 出现 了许多令人和 中 国最重要 的邻邦 。 在我 国学术界存在 的这种 比例失调 的

不安 的迹象
，
使中 央政府把西部边疆 的

“

长治久安
”

和社会稳状态值得关注
，

也需要尽快加以 扭转 。

定作为
一

项重要工作 ，
也使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把 自 己的 目１９４９ 年建立 中华人民 共和国 的 中 国共产党

，
是 １９２ １ 年

光投 向 中 国的 民族 问题 。在苏联共产党 和共产 国 际的指导下成立的
，
曾 经长期是共产

社会科学的 专题研究可 以选用两个切人 点 ，

一个是纵向国 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 苏联共产 党的领导 ，所 以建党后 的政

研究
，
即 努力追溯 中国 民族关 系 的 历史演 变过程

，
总结族群治纲领也遵循 了斯 大林

“

民族
”

理论和联邦制的基本 思路 。

互动交往 的历史轨迹和变化规律
，
今天是由 历史发展 而来 ，１ ９４９ 年后 ，

中 国 也参照苏联 的做法进 行了
“民族识别

”

，
为 每

割断历史 ，
我们不可能深刻理解今天 。 另

一个 是比较研究
，
即个 国 民 确定 了

“

民族
”

身份
，
为少数 民族设立 了 自 治地方 ，

制

把中 国 的 民族关 系 现状 和特征与世界上其他 国 家进 行横向定并实施 了一 系 列 以少 数民族成员 为对象的群体优惠政策 。

比较
，
在彼此间 共性与特征的分析与讨论 中更加认清 中国 民除了没有成立联邦制 国 家而是 实行

“

民族 区域 自治制 度
”

外
，

族 问题的特点 。 如果把其他国家 民族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与我们 必须承认
，
苏联 的民族理论 、制 度和政策对新中 国的 民

中 国 民族关 系演变的 历史轨 迹进行 比较 ，
就可 以把纵 向与横族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 影响 。

向 的两个研究视角 结合起来 。１ ９９ １ 年
，
苏联以加 盟共和 国为单元分裂为 １ ５ 个主权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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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而且受民 族主义思潮 的 影响

，
在 自 治共 和 国 这

一

层面 也 （ｍｕｌ
ｔ
ｉ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ｎａｔ

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ｓ
） ，
就有可能会解体 。 印度在独立后

出 现了 民族分裂主义
，
最著名 的 代表就是车臣 自 治共 和 国 。全力构建全 国性 的

“

印 度 民族文化
”

，
而苏联 则没有 真正发展

一

个国 家的政权更换可 能采取几种方式 ：

一

是社会革命
，
即出来

“

苏维埃 民族主义
＂

（
Ｓ ｏｖ

ｉ
ｅｔ 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ｉ ｓｍ

） ，

而且 相反
，
在 这

原有 的政权被暴力 推翻 ， 由领导革命的 政治集 团组 建新政一 时 期各 个族 群却 在 发 展 各 自
“

微 观层 面 的 民 族 主义
”

权
，

俄 国 的 十月 革命和 中 国 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 即属 于这一（
ｍ

ｉ
ｃｒｏ

－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
）
和各 自 的群体认同 ，

以及寻求建立各 自 独

种 。
二是军事政变 ， ２０ 世纪发生在许多发展 中国 家的政权更立

“

民族 国家
”

的潜在愿望 。 他认 为这就是苏联最终解体的深

替采取的 是这种形式 。 三是在 民主制 国家进行的选举
，
由选层次原 因气

举获胜的政党组建新 政府 。 这三种社会变动都不会导致国家苏联解体后
，
俄罗斯 联邦领 导人和学者也不 可避免 地

分裂
，
而只 是经由和平或暴力手段实现了 领导集团 的 变更 。

“

痛定思痛
”

，
面对车 臣和其他 自治共和 国持续的分裂运动

，

在近代历史 上
，

一

些大国 的解体和分裂为几个 国 家往往是外努力
“

亡羊补牢
”

。 俄罗 斯不仅调整 了话语体系 ，重新定 义了

力作用的结果 ，
如奥斯曼帝国 、奥匈帝国 的解体 。 而苏联解体

“

国 家 民族
”

和 “

族裔 民族
”

， 而且在 １９９３ 年正式废 除 了 国 民

的 主要原因 在国 内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并没有强大外部身份证上的

“

民族
”

身份一栏 。 俄罗斯联邦在基础
“

民族
”

理论

势力 的直接干预 ，而是苏联 内部几个加盟共和 国 提出 了 自 决和制 度 、政策上作 出 的重 大调整 及其社会效果 ， 应 当引 起我

独立 的要求
，
特别是构成苏联主体的俄罗斯联邦议会通 过 了国学者 的重视 和跟进研究

。
正是因为 中 国 １９４９ 年后的 民族

《主权宣言 》 ，
正是 内部 的 民族主义分裂活动导致了作 为世界理论 、

民族制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学 自 苏联
，
因此

，
努 力

上两个超级大国 之
一

的 苏联分裂 为 １ ５ 个国 家
，

使全世界甚通过 各种语言文献和信息渠道对苏联 的 民族理论和 民族政

至绝大多数苏联 国 民都 目 瞪 口呆 。策实践 效果 的 总结与反思
，

对于思考我 国 当 前的 民族关 系 问

苏联解体后
，
各 国学者包括俄 罗斯 学者都在思考 ： 这

一

题和发展趋势具有十分特殊的借鉴意义 。

切究竟是如何发生 的 ？ 最深层次 的原 因究竟是什么 ？ 既然苏尽管我十分关注俄国 民族 问题研究
，

但是 由于受 到 自 己

联是 以各 民族的加盟共和国 为单元解体 ，在解体前一些加盟语言 能力 的 限制 ，我主要借鉴的 是西方出 版的英文论文 和专

共和国 （如波罗 的海三国 、格鲁吉亚 ） 的 民族主义运动
一

度高著
，
这个信息来源肯定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 。 美国学者包括移

涨
，
民族问题很显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 因 。

民众对政居美 国 的俄 罗斯学者都不可避免地会受 到美国 意识形态 和

府 的 不满可 以导致上述三种情况的政权更换 ，
唯有国 内不 同思维表达方式 的影响

，
尽管他 们观察敏锐

，
提 出的

一

些 观点

族群的 民族 主义 才会导致 国 家 以 民族行政 区为单元 出 现分十分深刻
，
但是这些观点是否真正符合苏联／俄罗斯的社会实

裂 。 所以苏联解体后 ，
各 国对于苏联解体原 因 的研究 主要集际

，
对此我们仍 然需要俄罗 斯本土学者 的研究成果为佐证 。

中 在对苏联的
“

民族理论
”

和相关制度 、 政策 的构建方面 。近年来俄 国 学者季什科夫的
一

些著作译成汉 文Ｉ 为 国 内 学

近些年来
，
西方学者对 当年苏 联政府 的 民族理论 、 民族者 的 知识领域填补了这

一

空 白 。 但是这样的著作数量仍嫌太

制度 、政策 、
联盟制 、 民族建构等陆续发表了

一些反思性 的文少
，
而且 阅读译文 和阅 读原文毕竟不是一 回事 。 所 以 ，

我特别

章和专著 。 这些评价与分析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苏联解体原希望 国 内 以俄 文为 外语工具的 学者们能够 多介绍
一些他们

因 的理解 。 如康奎斯特主编的论文集 《最后的 帝国 ： 民族 问题对苏联 ／俄罗斯 民族问 题的 研究 。 在近几年 ，
国 内学者也陆续

与苏联 的前途 》提供 了苏联社会中 族群分层 的数据和理解苏发表 了
一些分析苏联 民族 问题的研究成果Ｉ 通过 阅读这些

联 民族关系 的 思路％ 密执 安大学 的萨尼教授 出版了 《历史 的著作
，
我受益颇 多

，
但是感 到这些 研究成 果较少进行苏联 与

报复 ：
民族主义 、革命和苏联 的崩 溃 》

一书
，
从 民族主义 的角中 国 民 族问题 的 比较研究

，
而且讨论议题 的 层次也有待 深

度剖析 了 苏联解体 的原 因
，
对苏联 的 民族理论 、 民族制度进化 。

行 了系统分析 。 作者指 出 ：

“

苏维埃俄 国… … 成为把民族原则我 自 ２０ １ ２ 年开始组织 《２ １ 世纪中 国 民族问 题丛书 》 ， 迄

作为联邦结构 的基础的第
一个现代 国家

”

。

“

对
‘

民族
’

原则的今 已经出 版了 十几部 。美 国和苏联 ／俄罗 斯是我关注 的可与中

这些让步将会导致
‘

族群性
’

的强化而不是 消亡 。 这种预期对国 民族问题进行对 比的两个重要参考系 。 我有个学生王凡妹

于那些 （人 口
）
较大的 民族而言已经得 到 了证 明 ： 苏联并没有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研究美 国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

民 权运动
”

以

成为
‘ 民族熔炉

’

，
而是成 为

‘

新民族
’

的孵化器
”

我曾 写过来对黑人等少数族裔实施 的
“

肯定性行动
”

优惠政 策的历史

一

篇很长的书评来介绍这本著作＇ 其他学者也指出 ：

“区隔演变与社会效果 ，这篇博士论文在修订补充后以 《

“

肯定性行

化制度 （ ｓｅ
ｇ
ｍｅｎｔａｌ

ｉ
ｎｓｔ

ｉ
ｔｕ ｔ

ｉ
ｏｎｓ

） ，
尤其是苏联 、南斯拉夫和捷克动

”
——美国族群政策的 沿革与社会影响 》 为书名 已经收入

斯洛伐克的族群联邦主义
，
为政治家从原有 的多民族 国 家 中了这套丛书 。 与此同 时 ，我也

一

直在联系 国 内学者
，
希望能够

创造 出新 的民族 国家提供了 组织方式 、动机 和机会
”

［
４

］

。编辑 出 版一本 以 苏联 ／俄罗斯 民族政策研究 为主题 的 专著或

一 位旅居苏联多年 的 印 度学 者 巴赫拉 在讨论和对 比 印论文集 ，
以 此呈现与我 国 民族问题进行 比较研究的这个最重

度 和苏 联在
“

民族构建
”

中 的不同做法时
，
指 出凡是在历史上要参照 系 的 民族政策演变 过程 。

没 有形成族群 间 的
“

共同 文化
”

和凡是近代 没有发展 出 以
“

共何俊芳老师毕业 于莫斯科大学
，
获得语 言社会学博士学

同文化
”

为基 础 的
“

民族 主义
”

的
“

多 民 族 的 民 族 国家
”

位
，

也正是在她 留学的期 间
，
发生 了苏联的解体

，
她对解体前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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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題的探讨》序言 巧ｎ
ｇ
Ａｄ Ｊｂｕ

ｍｏ／ 〇／及Ｚ
ｗｉｏＺｏｇｙ

后苏联社会 的变化是有切身体会的 。 她毕业后 在中央 民族大
“

苏联 民族问题专辑
”

共 １ １ 辑
，
希望能够引 起大家的关注 ，

何

学任教
，
这些年经常访问 俄罗 斯

，
与俄罗 斯的大学 和民族研俊芳老师 的这本文集以及 国 内 出版的其他研究 苏联／俄罗斯

究学者们保持了 密切的 交流和合作关系 。 她在 国 内学术期刊的成果也是朝着这个方向所做 出 的积极努力 。 中国 的年轻
一

上发表了 多篇有关苏联时期和俄罗斯 民族 问题 的论文
，
应 当代不仅需要 了解美 国和 日 本

，

也需要 了解俄罗斯 和印度
，
中

说是国 内研究苏联 民族问题的卓有成果的学者之一 。 当我和华 民族必须在对周边重要邻 国 的 良性互动中 才能真正 实现

何老师联系后
，
她很痛快就答应给我们的丛书提供

一

本论文和平崛起。

集
，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



这本论 文集 收人 的 三十篇论文 可以 大致归类 为 ４个方参考文献 ：

面的 主题 。 第
一部分是对俄国学术界在

“

民 族
”

（
文 中使用

“

族 ［
１
］
Ｒ． 康奎斯特 ．最后 的 帝 国—— 民族 问题 与 苏联 的 前途

体 一词 ）基础理论的述评 ，
其 中既包括了 沙俄时期著名 学者（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
ｅｄ．１ ９８ ６

，ＴｈｅＬａｓ ｔＥｍ
ｐ

ｉ
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 ｔｙ
ａｎｄ

史禄 国 的研究
，
也包括了苏联解体后俄 罗斯学者对 族体 问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Ｆｕｔｕｒｅ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 ［Ｃ ］

． 上海 ：

题 的探讨和反思 。 第二部分集 中讨论俄语 中的
“

民族
”

概念和华 东 师 范 大学 出版社
，
１ ９９３ ．

西方 族群 概念 的 引进对俄罗 斯话语体 系 的影响 。 第二部［
２

］
Ｓｕｎｙ ，

Ｒｏｎ ａｌｄＧｒｉｇｏｒ ． １９９３ ．ＴｈｅＲｅｖｅｎ
ｇ
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 ：

分 的几篇论文集中 于苏联／俄罗斯 的语 目使用与人 口变迁 。在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ｉｓｍ

，
ＲｅｖＤｌｕ

ｔ
ｉｏｎ

，

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Ｕｎ
ｉ
ｏｎ ．

学校语 曰 教学方 面涉及的 族群 中既包括 了乌 克兰这样人 口Ｓｔａｎｆ ｃｗｄ： Ｓ ｔａｎｆｏ 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ｇｅ ： ８７．

众多 的大群体
，
也包括了像卡尔梅克这样 的少 数族群 。 这部［

３
］
马 戎 ．对 苏联民 族政策 实践效果 的反 思——读 萨尼教

分 中另 有 ４ 篇论文从不同 的侧面讨论 了苏联／俄罗斯 的少数授
（
Ｒｏｎａｌｄ Ｇ ．Ｓ ｉｍ

ｙ
）
的 〈历 史 的报复

：
民 族主 义 、 革命和 苏 联的

族群人 口 变迁 。文集的第 四部分是对苏联 ／俄罗斯有关民族方崩 溃 〉
［
Ｊ］

．西 北 民族研究
，
２０ １ ０

， （４ ）
．

面政策法规 的分析与讨论 。 由于何老师 自 己的专业是语言社ＷＲｏｅｄｅｒ
，
Ｐｈ ｉｌｉｐ

Ｇ．２００４ ．

“

ＴｈｅＴｒｉｕｍｐｈｏｆ Ｎａｔ 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ｓ ：

会学
，
所 以她特别关注苏联／俄罗斯 的语 曰 立法和语 曰 政策 。Ｌｅｓｓｏｎ 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ｐ

ｓｅｏｆ ｔｈｅＳｏｖｉｅ
ｔ Ｕｎｉ

ｏｎ
，

Ｙｕ
ｇ
ｏｓｌａｖｉ

ａ
，

ａｎｄ

尽管从各篇论文 的题 目 来看似乎内容都 比较具体
，
彼此之间Ｃｚｅｃ ｈｏｓｌｏｖ ａｋ

ｉ
ａ

”

，
ｉ
ｎＭｉｅｈａｅｌＭｅＦａｕｌａｎｄＫａｔｈ ｒ

ｙｎＳｔｏｎｅｒ
－ Ｗｅ

ｉ
ｓｓ

的 联系 不够紧密 ， 但是我 感到每篇论文的论述都 紧扣
一

个具ｅｄｓ ．

，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Ｃｏｌ ｌａ

ｐ
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 ｓｍ ：Ｇｏｍ

ｐａ
ｒａｔ ｉｖｅＬｅｓｓｏ ｎｓｏｆ

体的题 目
，
都有作者 自 己 收集 的第

一

手研究 素材
，
所 以具有ＴＶａｎ ｓ

ｉ
ｔ
ｉ
ｏ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Ｇ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Ｐｒｅｓ ｓ ： ２ １
－５７ ．

特定的价值 。 而且这些论文都反映出何俊芳老师在俄文文献ＭＢ ｅｈｅｒａＳｕｂｈｇｉｋａｎ ｔａ
， １ ９９５，

－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ａｎｄ

中的 努力耕転
，
无论是基础文献和数据的 收集还是理论梳理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

ｖｅｓ ．ＮｅｗＤｅ ｌｈ ｉ
：Ｓａｎ ｃｈａｒＰｕｂ ｌｉ

ｓｈ ｉ
ｎ
ｇ
Ｈｏｕｓｅ ： １ ８． ．

都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功底 和特定的研究视角 。 我相信对关心［
６

］
瓦 列里 ？ 季什科 夫 ． 民 族政 治 学 论集

［
Ｃ

］
． 高永 久

，
韩 莉

，

苏联 ／俄罗斯 民族 问题研究 的学者们来说 ， 这本 文集将会是一译 ． 北 京 ： 民族 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瓦列 里 ？ 季 什科 夫 ．苏 联及其解体

本必读书 。后 的 族性 、 民族主 义及冲 突
——炽 热 的 头脑

［
Ｍ

］
．
北 京

：
中 央 民

苏联解体后已经又过去 了二十多年
，

但是 这
一事件带来族大 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

的社会动荡和 民族主义浪潮并没有完全退 去 。 联盟解体导致 ［７ ］
吴 楚克 ．民 族主义 幽 灵 与 苏联裂变 ［Ｍ

］

． 北 京 ： 中 国人 民

有 ２６００ 万俄罗 斯人成为其他国家 的
“

少数族群
”

，
其 他民族大 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２ ；
张建华 ．

苏联民族 问题的历 史考察
［
Ｍ

］
．
北京 ：

也不 同程度存在类似跨境人口 现象
，
联盟时期 建立起来的 经北 京 师范 大 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２

；

陈 黎阳 ． 苏联解体后 的俄 罗 斯 民族

济分工体系 使得分裂后 的 各共和 国不 得不重新组建各 自 的主义
［
Ｍ

］

． 重庆 ： 重 庆 出版社
，
２００６

；

赵常庆等 ． 苏联 民族问题研 究

工业 体系
，
领土之争发生在多个国家之间 。 可 以说这是发 生［

Ｍ
］

． 北 京 ： 中 国社科 文献 出 版社
，
２００７

；
杨 育 才 ．帝 国 民族 的 碎

在这 片土地上的影像深远的历史悲剧 。 是 ２０ 世纪后半叶最片
俄 罗斯人 问题与 地 区政 治

［
Ｍ

］
． 北 京 ： 中 国 社会科 学 出

重要 的历史事件 。 对于苏联体制和苏联解体的原因 ，
西方学版社

，
２００９ ．

者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我 国学 者
，
对

于作 为苏联近邻 的 中 国来说
，
这是不应该的

，
我们必须系统

和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个北方的 重要邻国
，
它 曾经通过各种

手段永久侵 占了我 国北方的大片领土
，
俄国的 十月 革命催生

了 中 国共产党 ，
在抗 日 战争中苏联积极地支 持了 中 国并 在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帮 助 了中 国的工业化 ，
随后 中苏关系 的 恶化完

全改变 了 中国 的外交格局
，
苏联解体前后两国 逐步恢复 了交

往
，
在 ２ １ 世纪两国又共同 面对美 国 的强势打压 而重新靠拢 。

但是无论是俄罗斯还是 中 国
，
我们对 于彼此的 了解都 实在 太

少 。 我热切地希望 目 前这个局面在下
一代 中能够逐步改观

，

所 以在我编辑的 非正式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中曾 组织 了［责任校对 马 伟］

８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