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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汉学史》

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再现了自中俄直接交往以来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人认识、了解、研究中国的历
史过程。作者以原始档案为基础，细致地梳理了俄罗斯汉学史上的重要的事件、机构、人物以及俄罗
斯汉学研究的重要成就。本书附录中所标注的相关档案、手稿的藏点，为进一步研究俄罗斯汉学提供
了钥匙。本书自1977年在苏联出版至今，一直是各国学者进入俄罗斯汉学领域首选必读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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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 п.E. 斯卡奇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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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亲斯卡奇科夫 、 米亚斯尼科夫编著的《俄罗斯汉学史》讲的是俄罗斯怎样逐渐了解你们这个伟大国
家的语言和文化，那些来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不止一两年的俄罗斯人，如何学习中国的语言，着迷于
中国文化，努力把中国文化的精华传达给自己的民族。这正是汉学的主要作用：拉近民族间的距离，
努力帮助他们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对方的传统、习俗。在当代，这已成为我们两国的国策—
—2006年定为中国的俄罗斯年、2007年定为俄罗斯的中国年。然而在遥远的过去，却需要付出很多艰
辛、耐心和毅力，才逐步使我们两个国家和人民达成相互理解。300年，这是俄国汉学已走过的历史岁
月，其间俄国汉学家为了俄罗斯了解中国，也为了中国了解俄罗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您手中这本
书所讲述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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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柳若梅老师的书。明天就要考试了⋯⋯一个学期上下来收获还是很丰富的。虽然对中俄文学交流
的粗浅了解自我感觉连入门都算不上，但是柳老师讲得非常系统。以后再涉及相关方面也知道该怎么
看书和收集资料啦。
2、近代史部分对传教士的美化多了点 沙俄对中国的图谋未免说的太委婉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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