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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遗失的文化天堂”

——评柯廖斯的《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论集》 

唐 戈 梁 喆

摘要：柯廖斯的《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民间文学与传统

文化论集》是有关三河地区俄罗斯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民俗）研

究的一部文集，内容涉及三河地区的学术史、俄罗斯人的民间文学、

村落和民居、东正教等多个领域。作者在这一地区的俄罗斯文化接

近尾声的情况下深入其中对其进行了抢救式记录，填补了有关中国

俄罗斯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空白，具有民间文学、民俗学、

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价  值。

关键词：三河地区 俄罗斯文化 民间文学 民俗学 传统文

化 东正教

作者简介：唐戈，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梁喆，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三河地区位于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的右岸、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南部，

因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三条支流——根河、得耳布尔河和哈乌尔河而得名。这

不足 1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在 1917 年俄国革命后的短短几年内，却因有 1 万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与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一带一路’中俄蒙相

邻地区近代跨国移民与文化传播”（2018VJX10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

金“交融互鉴视野下内蒙古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族民间文学”（21YJC751015）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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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俄罗斯人移民这里而备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二次大战结束后，特别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俄侨 a 大规模撤离后，这一地区逐渐淡出了学术界的视野。

自 1993 年 b 至今，这一地区又重新进入中、俄两国学者的视野，涌现出一

批学术成果，弗拉基米尔·列昂尼多维奇·柯廖斯（Владими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ляус，1962— ）的《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论

集》就是其中质量比较高的一  部。

一、柯廖斯其人其作

本书作者柯廖斯系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部主任、

研究员，俄罗斯各民族民俗学与文学学位论文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文化

部国立俄罗斯民间创作之家辑刊《传统文化》主编，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社

会人类学教学科研中心教授，兼任莫斯科国立大学世界文化研究所语言文化

生态学部高级研究  员。

柯廖斯的研究领域涉及民间文学、民俗学和民间艺术等诸多领域，著述

多达 250 余部（篇），其中包括著作 4 部，即《东斯拉夫人与南斯拉夫人咒语

文本的情节与情节索引》《斯拉夫人和西伯利亚原住各民族的咒语文本——念

咒者文本情节》《雅库特俄罗斯人和外贝加尔塞梅斯基人的歌曲和民间文学：

研究在异民族环境中流传的资料》（与斯·瓦·苏普里亚加合著）以及这部

《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论集》。有关三河地区的论

文除了收入本书的，还有《东北民族旅游路线地图上的“俄罗斯”村庄》《额

尔古纳河畔俄罗斯居民神话讲述中的巫婆》《三河地区中国俄罗斯族民间文学

中母熊和男人共居的民间故事》等。

这部《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论集》2015 年由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出版社出  版。

a  包括苏侨和无国籍侨民。1924 年苏联政府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

定》，“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中苏建交的换文·中国外交总长

照会［A］ . 薛衔天，黄纪连，李嘉谷，李玉贞等编 .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

1924）［C］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99.）中苏复交后，那些生活在中国的

拥有沙皇俄国国籍的俄侨需要将其原有国籍变更为苏联国籍，于是有一部分旧俄侨民

加入了苏籍，成为苏联侨民，简称“苏侨”。另一部分人不愿加入苏籍，成为无国籍 
侨民。

b  中国民俗学家刘魁立于 1993 年对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族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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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从 19 世纪末开始，特别是 1917 年俄国

革命后，俄罗斯人大规模移民这里，从而使俄罗斯文化的分布区域延伸到了

这  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俄侨大规模的撤离，俄罗斯文化在这一地区开始

衰落下去，其主要的承载者不再是俄侨，而是中俄混血人。从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一部分中俄混血人将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俄罗斯族，俄

罗斯文化在这一地区复兴了。正如作者在后记里写的那样：“对于当代的混血

人（或者像他们自称的半个血统的人）来说，他们的俄罗斯祖先的精神性、

仪式实践和民间文学，是其认同和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不是对

远古的回忆，而是 20 世纪生活在中俄边界地区的人们的生活现实。”（Кляус 

В.Л. 2015：364）

二、本书的内容

本书共包括 10 篇相互联系的论文，外加一个简短的结语，主要涉及三河

地区的俄罗斯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民俗）等两个研究领  域。

（一）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民间文学

有关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民间文学包括第 2 篇和第 8—10 篇。

第 2 篇《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民间文学》对这一地区的俄罗斯民间文学做

了总括式论述，对口头创作的体裁进行了分类，包括歌曲、神话散文作品和

东正教传说  等。

第 8 篇《三河讲话：1929 年的特尼河事件》记录和分析了维塔利·帕特

林所讲述的特尼河事件。讲述人是俄罗斯哥萨克的后裔，出生于三河地区，

20 世纪 60 年代随母亲和祖母离开中国去了澳大利亚。他从祖母那里听到了

这个故事：1929 年她的父亲、公公、丈夫及兄弟们在特尼河被前来的苏军杀

害了。作者对这则故事的不同版本进行了分析，指出讲述真实的事件，即口

述史往往具有民间文学的某些特  点。

第 9 篇《三河俄狄浦斯》梳理了古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王”的流传史，

将其在这一地区搜集到的这个故事与 1850—1950 年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

罗斯的欧洲地区被记录到的文本相比较，指出它很可能是俄罗斯移民从俄罗

斯—乌克兰南部边境地区经过外贝加尔地区带到中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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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献法和田野工作方法，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还进行了大胆的实验，

创造了重复听觉记录法、分镜头分析法和面部表情与姿势分析法等新的研究

方法，这集中体现在本书的最后一篇《实验录像中的俄罗斯和中国故事》中。

作为作者最重要的报道人之一的曲长山（伊·瓦·瓦西里耶夫）是第一代中

俄混血人，是典型的双母语人。2007 年老人用俄语给作者讲述了俄罗斯民间

故事《彼得一世和铁匠》与中国民间故事《人参娃娃》。2009 年老人用汉语

再次给作者讲述了这两个故事。对于老人的这两次讲述，作者同时做了录音

和录像。之后运用计算机技术对录像做了分镜头，绘制了表格，对两个语言

版本《人参娃娃》的文本、词汇特点以及老人讲述时的姿势与面部表情进行

了多层次的综合性分  析。

（二）三河地区的俄罗斯传统文化（民俗）

有关三河地区的俄罗斯传统文化（民俗）主要涉及俄罗斯的村庄—房屋

和东正教两方面的内  容。

第 3 篇《三河地区“俄罗斯房屋”百年纪念：仪式与神话人物的演变》

论述了俄罗斯的村庄与房屋，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容。其一是三河地区俄

罗斯人村庄的变迁史，俄罗斯人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被迫从苏联来到中国，

在这一地区安置下来，日据时期日本人迫使他们迁离国境线，以及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直到“文革”前又迁离了这一地区。其二是当代三河地区的俄罗

斯族人如何修建新房，修建新房的仪式以及来自中国文化的家神—灶神信仰，

与房屋有关的其他神灵信仰，如浴室守护神、看菜园的神、看院落的神以及

在炎热的中午督促人们不在田里劳作的神  等。

4—7 篇论述了三河地区的东正教，分别为东正教的历史、十字架山、东

正教仪式和曾经存在过的东正教旧礼仪  派。

关于三河地区东正教历史的叙述，作者是通过存在于这一地区的东正教

建筑物的兴衰而展开的。这些建筑物包括修道院、大教堂、礼拜堂、祈祷室

和小礼拜堂等，它们在俄国革命后建成，在俄侨离开后被拆毁或是被挪用为

仓库、俱乐部和民居，“文革”中东正教经历了悲惨的命运，这些建筑物被进

一步拆毁，十字架山和墓地上的十字架被拔除，人们把东正教圣像藏匿起来，

“文革”结束后东正教在这一地区复兴，拉布大林的教堂得以兴建，人们庆祝

东正教复活节及其他节日，如升天节、泼水节和上坟节等，以及新教在当地

传播，俄罗斯族人抗拒新教，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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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山又称“圣山”“博和 a山”，是广泛存在于三河地区的一种东正教

祭祀场所。作者在详述每一座十字架山历史的基础上，比较了三河地区和俄

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崇拜十字架山的传统，认为它是俄罗斯人从外贝加尔地区

带到中国的，但在三河地区保存得更好，并且发展出了一些新的特点（Кляус 

В.Л. 2015：163—165）。

《三河地区俄罗斯族人仪式生活的局部微观特点》记录了俄罗斯族人在十

字架山上的许愿活动——在十字架上挂布、在幼子的婚礼上扯破父母的衣服

和打开书籍的婚俗等仪式性活动，指出这些活动曾广泛存在于额尔古纳河两

岸，但在俄罗斯的东外贝加尔地区已经消失，却奇迹般地在额尔古纳河的右

岸——中国的三河地区被保存下  来。

俄国革命后移民三河地区的俄罗斯人中有部分人是东正教旧礼仪派信徒，

他们主要生活在上库力地区，共建有三座教堂（濮德茂 1993：134）。关于他

们的文献不多，作者通过走访当地老一代俄罗斯族人，复原了三河地区东正

教旧礼仪派信徒的面貌，他们还记得他们的姓氏、村庄、教堂、神父、宗教

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禁令、与东正教正统派居民的关系、虔诚的旧礼仪派信

徒的外貌及其他方面（Кляус В.Л. 2015：209）。

三、本书的学术贡献

作为一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著作，本书有着多方面的学术贡  献。

首先，本书填补了有关中国俄罗斯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空  白。

俄 罗 斯 族 是 中 国 56 个 民 族 大 家 庭 中 的 一 员， 人 口 只 有 16136 人（据

2020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人口较少民族。在中国 56 个民族当中，俄罗

斯族是被研究得最不够的民族之一，而且少数的研究又集中在民族学和文化

人类学领域，如 А. П. 扎伊卡、А. А. 扎伊卡（2017）、О. И. 库尔托（2013）、

А. Г. 杨科夫、А. П. 亚历山大（2012）、唐戈（2010）、祁慧君（2008）等人

的研究，缺少有关俄罗斯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领域的研究，柯廖斯的这部

《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论集》集中研究了内蒙古三

河地区俄罗斯族的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民俗），是有关中国俄罗斯族民间文

学和民俗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填补了这两个领域学术研究的空  白。

a  俄语“上帝”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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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书具有重要的资料方面的价  值。

本书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文献资料，另一类是作者通过田

野工作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相比之下，这类资料更多也更重要。文献资料

就其语言来说，包括全部的俄文文献以及日文、中文和英文等不同语言的文

献。日文文献主要是 1905—1945 年日本的学者和官方半官方组织，特别是满

铁调查部在这一地区撰写的各类调查报告。本书开篇《“俄罗斯三河地区”的

史料研究》第一次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  述。

作者从 2007 年开始多次前往三河地区从事田野工作，对当地俄罗斯传

统文化和民俗事项展开调查，同时搜集口头创作，包括民间文学（民间故事、

神话、传说、歌谣以及东正教神话、传说等）、歌曲（民歌和宗教、仪式性

歌曲等）、音乐（通过乐器演奏）、舞蹈和口述史等。作者将口述史归为口头

创作。对一些口头文本还采取了重复听觉记录法进行记录，如俄狄浦斯的故

事就有 5 个报道人讲述的 10 个不同的版本（Кляус В.Л. 2015：245）。除了笔

录，还采取了录音、摄影和录像等多种记录方  式。

作者是在三河地区俄罗斯族文化进入尾声、即将消亡的情况下进入这一

地区，对其进行了抢救式记录，其田野工作和所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

要的意义和价值，有很多被记录到的民间文学和民俗事项已经失  传。

最后，本书在对三河地区俄罗斯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民俗）记录的基

础上，还探讨了有关文化留存、文化变异和文化交融等相关理论问题，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  值。

关于三河地区俄罗斯文化的定位，作者认为这一地区的俄罗斯传统文化

和民间文学是东外贝加尔，特别是额尔古纳河畔的地方性版本，（Кляус В.Л. 

2015：242）“在民间文学—民族学方面，‘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是‘大额

尔古纳河畔’局部传统的‘分支’之一，对它的综合研究是未来的事情。但

现在已经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当代中国俄罗斯族

老一代保留的俄罗斯民间文学和仪式实践，是它有意义和非常有趣的部分”

（Кляус В.Л. 2015：364），它“来源于外贝加尔哥萨克和外贝加尔其他群落

的俄罗斯居民（农民、矿工和被流放的移民、边疆区东南区域小城市的小市

民）的传统”（Кляус В.Л. 2015：32），并且“从 20 世纪下半叶到 21 世纪初三

河地区的中俄混血人和最后的那些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文化特点是，其故事

和传说比在‘母系的’外贝加尔传统中得到了更为长久的流传”（Кляус В.Л. 

2015：242），由此这一地区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和口头创作对从事俄罗斯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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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跨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边界地区等问题研究的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来

说，是真正的“自然保护区”（Кляус В.Л. 2015：364）和“遗失的文化天堂”

（Матвеева Р.П. 2016）。

接下来，作者探讨了在说另一种语言的另一个民族——说汉语的汉族的

包围中和与之积极的互动中俄罗斯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命运。作者认为复原俄

罗斯传统文化，首先是民俗，是在被另一民族包围的大环境里，是在当时最

复杂的条件下——离开俄罗斯到东方国家，首先是到中国——俄罗斯人的历

史使命（Матвеева Р.П. 2016）。对于中国的俄罗斯人来说，东正教在其他民

族包围的形势下，是他们团结的开端，是民族同一性的识别符（Матвеева 

Р.П. 2016）。

作者认为，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相比于俄罗斯东外贝加尔地区不够典

型（Кляус В.Л. 2015：59），与母系的外贝加尔，特别是东外贝加尔和额尔古

纳河左岸的传统相比，已经产生了独特的变异。“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条件下，

俄语使用范围的缩小，促使民间文学传统在三河地区的中国俄罗斯族老一代

人中发生了独特的变异：传统的抒情歌曲几乎完全被遗忘，神话体裁消失了，

咒语——念咒者诗歌的功能受到限制，东正教传说完好地保存，口头故事长

期流传，对‘母系’传统（东外贝加尔从前的哥萨克集镇、农民和其他居民

的民间文学）的当代状况来说是完全不够典型的。”（Кляус В.Л. 2015：59）

作者还探讨了三河地区俄罗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融问题，认为三河地

区俄罗斯文化的变异，是在与其他文化，包括布里亚特文化和通古斯 a 文化，

特别是在作为主流文化的汉文化的互动和影响下发生的。认为当代三河地区

俄罗斯族的文化是混杂的，存在过俄罗斯和中国宗教的混合，但在这个混合

中，占统治地位的属于东正教和多神教民间传统的俄罗斯部分（Кляус В.Л. 

2015：126）。

综上所述，本书具有重要的资料和理论价值，填补了有关中国俄罗斯族

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空白。此外，虽然从学科上看本书属于民间文学和

民俗学的范畴，但却同时具有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

东方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等多学科的价值（Матвеева Р.П. 2016）。此外，与一

般的学术著作相比，本书在运用科学规范的俄语书面语表达的前提下，还带

a  通古斯这个词有多重含义，此处指鄂温克族（埃文基人）的一个分支。这支鄂温克人主

要分布在俄罗斯东后贝加尔地区，1917 年俄国革命后，其中一部分移民蒙古国和中国呼

伦贝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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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访者的俗语表达和作者高度艺术的插话，从而使这部著作读起来轻松而

有趣（Матвеева Р.П.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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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s “Lost Cultural Paradise” 
Comments on Kolyos’s “Russian Culture  

in the Sanhe Region: A Collec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ang Ge / Liang Zhe

Abstract: “Russian Culture in Sanhe Area. Collected Essays on Folk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by Kolyos is a collection of works on Russian 

folk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anhe area. These include folklore, 

dwellings, religion and other areas. The author has delved into Russian culture 

in the area and is undertaking the recording of what is currently in decline and 

filling gaps in existing research on Sino-Russian folk literature and folklore.

Key words: Sanhe area; Russian culture; folk literature; folklor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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