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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时代是多元的时代，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全面了解一些重要国家的文化、文学，

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要了解一个国家，通过一

个国家的语言文化来了解一个国家可以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作者撰写了这本《俄

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希望能够给俄语工作者和学习者提供借鉴与参考。

本书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对俄语的特殊文化内涵进行明确、清晰的表述，既有对语言

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宏观分析，又有从民族文化心理、交际习惯等不同侧面对俄语文化内

涵的具体介绍，旨在让读者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哲学的历史发展和特点，挖掘俄罗斯文

化的深刻内涵，总结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对进一步深入实践的读者们提供

一些可供借鉴的资料，更好地提高水平。

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俄语语言研究，包括语言的概述、俄语语言的发

展研究；第二部分是俄罗斯文学研究，包括俄罗斯文学的形成、积累、繁荣、多元；第

三部分是俄罗斯文化研究，包括了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发展、结构和特征；第四部分是俄

语语言与文化研究，包括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俄语语言与文化的相关性、俄罗斯文化

的非语言交际研究；第五部分是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研究，包括了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特征

与意义以及俄罗斯文化多维度研究。

全书具体工作分工如下：

第一章至第六章（约 12万字）：王海涛（牡丹江师范学院）

第七章至第十三章（约 8万字）：郭娉婷（牡丹江师范学院）

本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同仁的相关作品，在此，对相关作者表示衷心的

感谢。由于受水平、能力及视野的影响，加之材料来源及实践感悟的局限性，本书不一

定全面准确，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同行及广大读者指正，以便今后更加完善。

作　者

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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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俄语语言研究

第一章　语言的概述

第一节　语言的定义与特征

一、语言的定义
对于语言释义的研究，当代语言学同样给予了关注，比如对借助图像、声音等符号

资源来表现的多模式语篇进行研究。多模式至少包含五种意义产生模式：语言的、视觉

的、动作的、空间的和听觉的，它们共同作用创造文本。

不同的意义模式总是相互作用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切文本都是多模式的。文字

和图像被组织在一张版面上便产生了一篇新闻报道；图像、声音和动作相配合才能构成

一部戏剧或电视节目；低声细语和纸上的小号铅字，往往表达出某种特殊意义；照片跟

相框严丝合缝则会给人一种空间局促感。

“语言”一个最直接的定义便是，语言是言语交际的一种方式。因为口头与文字的交

际方式都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所以语言是工具性的；因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语言

交际只能在所有使用者对非语言提示、动机、社会文化角色等相关要素都具有相同的理

解之后才能有效进行，因此语言又是社会性的、约定性的。语言的学习与使用取决于生

物、认知、心理和环境等各种因素。简而言之，语言比任何动物交际系统都复杂得多，

是语言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

二、语言的特征
尽管我们都同意语言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但要具体说明是什么使我们的语言优于

动物的“语言”却很困难。为了在种群中交配、繁殖与合作，蜜蜂之类的物种也会通过

唱歌和跳舞来交流，也有需要遵守的复杂惯例。它们也在使用语言吗？我们认为这并不

是真正的语言。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对此作过讨论，大意为：“不论一只狗叫得

多么卖力，它也无法对你说明它的父母贫穷却又诚实。”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人类的语言

既复杂又灵活，还可以不受临近的语境制约而创造出新的意义？一句话，是什么让它区

别于其他物种使用的“语言”？那些决定了人类语言性质的特征被我们称为定义特征。

以下便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些特征：

（一）任意性

这一特征由索绪尔最先提出，现已被广泛接受。任意性是指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所表

示的意义没有天然的联系。但是，任意性具有不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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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意性和规约性
那么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它们之间是约定俗成的关系。这里我们

不得不看一下任意性的反面，即规约性作为外语学习者，别人经常会告诉我们：“这是惯

用法”，这意味着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使你觉得它看起来或听起来有不合逻辑之

处，也不可以作任何改动。任意性使语言有潜在的创造力，而规约性又使学习语言变得

辛苦。对一名外语学习者来说，语言的规约性比任意性更值得注意。这也说明为什么在

我们费力地记忆惯用法时，我们对语言的任意性浑然不觉，但却对语言的规约性感到多

少有些头痛。

2．句法层面上的任意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和美国功能语言学家认为在句法层面上语言是非任意的。

所谓句法学，是指依据语法规定建构句子的方法。正如我们所知，句子成分的排列

顺序遵循一定规则，小句的顺序和事件真实的顺序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句法

的任意性小于词汇，尤其是涉及真实顺序时。

3．语素音义关系的任意性
想到拟声词，你可能会反对这个观点。拟声词就是词的发音与其所描述的声音相类

似，例如汉语中的“叮咚”、“轰隆”、“叽里咕噜”，它们的形式似乎建立在天然基础之上。

（二）二层性

“二层性”是指拥有两层结构这种特性，上层结构的单位由底层结构的元素构成，每

层都有自身的组合规则。

粗略地讲，话语的组成元素是本身不传达意义的语音，语音的唯一作用就是相互组

合构成有意义的单位，比如词。因为底层单位是无意义的，而上层单位有明确的意义，

所以我们把语音叫做底层单位，与词等上层单位相对。二层性只存在于这样的系统之中，

既有元素又有它们组合所成的单位。许多动物用特定的声音交际，它们都代表相应的意

思。也就是说，上层单位有意义但却无法分成更小的元素。所以我们说动物交际系统没

有人类语言的这种结构特征——二层性。因此，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动物语言的交际能

力受到了很大限制。

讲到二层性，我们必须注意到语言是有等级性的。我们听一门不懂的外语时，流利

的说话者像是在用持续的语流说话。然而，没有一种语言的语流是连续不断的。为了表

达离散的意义，必须要有离散的单位，要对一门新的语言解码首先要找到那些单位。最

底层的单位是由众多无意义的语音组成的片段，我们称之为音节。音节是讲话时的最小

单位，是成百上千词语的片断——语素的承载者。有了成千上万的词，我们就可以联系

更多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组成难以数计的句子和语篇。

鲍林格和希尔斯指出，“分层——这种一级在另一级之上的方式——是‘有限手段无

限使用’的具体体现，这是人类交际最显著的特征，并为之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二层性的优势，它使语言拥有了一种强大的能产性。大量的单位

由很少数量的成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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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造性

创造性指语言的能产性，这来源于语言的二层性和递归性。语言比交通信号灯复杂

很多，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可以利用语言产生新的意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词语通过

新的使用方法能表达新的意思，并能立刻被没有遇到过这种用法的人所理解。这种能力

正是使人类语言区别于鸟儿那种只能传递有限信息的交际手段的原因之一。

如果语言仅仅指一个交际系统，那么语言便不是人类所独有的。

众所周知，鸟、蜜蜂、蟹、蜘蛛和其他大多数生物都通过某种方式交际，只是可以

传达的信息极为有限，仅为很少的若干种。语言的创造力一部分来自它的二层性，我们

在上面已经讨论过，即利用二层性，说话者可以通过组合基本语言单位，无止境地生成

句子，大多数都是以前没有过的或没有听过的。

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语言是创造性的，是因为它有制造无穷长句的潜力。语言的

递归性为这种潜力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移位性

移位性是指人类语言可以让使用者在交际时用语言符号代表时间上和空间上并不可

及的物体、时间或观点。因此，我们可以提及孔子或北极，虽然前者已经去世 2550多年
而后者位置距我们非常之远。

移位性赋予人们的概括与抽象能力使人类受益无穷。词在指称具体物体时，并不总

是出现在即时、形象化的语境中。它们通常为了体现指称含义而被使用。一旦我们谈到

远离现实之物，我们需要具备理解“非实体”概念的能力，如真理和美。总之，移位性

给予我们心智的好处在于它使我们有可能用抽象的概念来交谈或思考。

（五）创造性

过去行为主义把语言当成有声的思维来研究，把语言与 S-R规律联系起来，认为语

言的获得是条件反射的建立。按他们看来，语言没有创造性。

认知心理学认为语言具有创造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数量有限的单词构成数量无

限的句子；二是语言具有新颖的特点，体现在使用语言和理解语言上。如一个意思可以

用不同的句子表达，一个句子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六）有规律性

语言本身受一定规则的制约，句子的组织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而人只有理解了这些

规则，才能创造句子。每种语言都有其自身的规则系统，所以学习语言，不仅要学习单

词，还要学习规则系统。

第二节　语言的结构与功能

一、语言的结构
从内部结构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但其在信息量和结构、功能的复杂性

方面远非其他符号系统，如莫尔斯电码、旗语、灯光交通信号等所能比及，后者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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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第二性的。语言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由各个分支系统或层次，如音位层次、

词汇层次、语法层次等组成。语言成分由各种关系加以联结，成分和关系互相联系、互

相制约，构成井然有序的系统。作为符号的语言单位具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表现方面，

即语音；二是内容方面，即语义。在语言单位中，音和义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什么样

的语音形式表达什么样的意义内容，什么样的意义内容用什么样的语音形式表现最初是

任意的。世界上之所以有多达几千种语言 [1]，就是因为人类创造语言时在选择语音形式表

达意义内容方面的不一致，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

一种语言的内部结构是一种语言区别另一种语言的关键所在。不了解一种语言的内

部结构，就无法辨认该语言的语音或书写的符号，并从中获取语义。

然而，理解了语言的内部结构的符号系统并不意味着完全掌握了该语言符号的意义，

即语义。语义的表达或理解，除了要了解和掌握一种语言的内部结构外，还要了解和掌

握该语言的外部结构，即文化结构。

一种语言的文化结构是使用该语言的人或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包括地理环境、

寓言神话、民间传说、社会历史发展、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科

学技术等。语言对物体或现象的指代是通过文化结构来实现的。生活在不同文化环境的

人，对同一个语音或文字符号的理解是不同的。

二、语言的功能
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这里择其要点概述如下：（1）语言首先

是交际的工具，供人们用来传递和交流信息。有些高级动物，如猿猴，也使用区别性的

有声信号来传递信息，但这些信号都是不可切分的整体，也不能组合和替换，孳生更多

的信息——动物的信号同人类语言是无法比拟的；（2）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供人们用来

形成和表达思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的基本单位也与思维的基本范畴相对应：

词与概念相对应，句子与判断相对应。人们也可以用手势和动作等手段来表达一定的思

想，但它们只能起辅助的作用，语言才是思想最完善、最有效的载体；（3）语言是积聚知

识和信息的工具，它把人们思维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子积聚并存贮起来，保

存和反映了前人全部的经验和智慧，而后人通过学习就能掌握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和信

息，不必一切从头做起。这些知识和信息正是特定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从这

个意义上说，特定语言是特定文化的容器和载体；（4）语言是表达感情和影响别人的工具，

它既传递信息，又是艺术表现的媒介。语言具有美学功能，它的创造性也正是通过艺术

[1]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约 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将在
本世纪消亡，80% ～ 90%将在未来 200年灭绝。平均每 2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统计，世
界 80%的人讲 83种主要语言，剩下 6000多种语言绝大多数从没有过文字记载，没有字典、书，

在任何图书馆或数据库都找不到它们的资料。一切信息只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因此尤其脆弱。

德国学者汉斯 •约阿西姆 •施杜里希在《世界语言简史》（第 2版）导言中也提到，地球上语言的
数量“应该在 6000种以上”，“据估计有二分之一正在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险”。另据德国出版的《语
言学及语言交际工具问题手册》，现在世界上查明的有 5651种语言。在这些语言中，约有 1400多
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是独立的语言，或者是正在衰亡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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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而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上述功能中，交际功能是主导的。俄裔美国语言学家雅柯布逊把交际行为细分为

六种，从而区分语言六种不同的功能：（1）从说话人的角度，语言具有表现功能，表示说

话人对信息内容的关联、态度或对情境的直接反应；（2）从影响听话人的角度，具有指令

功能，一般用呼语或命令口吻表示，以呼唤或祈使对方作出反应；（3）从上下文或情景出

发，具有指称功能，即指称信息涉及的事物、需要传递和交流的内容和相应的事物及其

特性、关系等；（4）从接触的角度，具有联系功能，意在保持或脱离接触，或者检查交际

渠道是否畅通；（5）从代码的角度，有元语言 [1]的功能，如对某一事物的说明，这在儿童

掌握语言和语言教学过程中常常发挥作用；（6）从信息的角度，具有诗歌功能，使语言具

有更大的感染力，以满足人们的美学需要，在文艺作品中这一功能有很大作用，在日常

生活中也有一定的作用。

语言学家韩礼德则认为，语言有表达概念的功能、进行交际的功能和构成话语的功

能，由此而形成其功能语法体系中语言语义的三个功能部分：（1）概念部分，即及物性、

语态、情态意义；（2）人际部分，即语气、情态、语调；（3）语篇部分，即主位结构、信

息理论、接应。[2]韩礼德认为语言之所以是语言，就是因为它必须提供某种功能。换句话

说，社会对语言的要求促使语言形成了自身的结构。他从功能观点出发来描述语言的发

展，其系统功能理论在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信息功能

大多数人认为信息功能是语言的主导功能。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们往往觉得有必

要大声讲出他们的思想，比如当他们在解决一个数学问题时，能够用语言记录事实是社

会发展的前提，这的确是语言的一项关键功能。

在功能语法的框架里这又被称作概念功能。韩礼德认为：“语言为表达‘内容’服务；

内容就是指说话者在真实世界的经验，包括自我意识的内在世界。语言为了服务内容而

把这些经验结构化，帮助我们形成看事物的方式。所以，如果试图不遵循语言的暗示从

其他不同角度看待事物，是要费些脑筋的。”[3]

（二）人际功能

语言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人际功能，人们靠它建立并维持社会地位。在功能语法框

架中，人际功能所关心的是语境中发话人与受话人的互动关系和发话人对他所说的话、

所写的东西保持的态度。

与人际功能相关的就是身份表达的功能。比如在足球比赛中人群的叫喊，公共集会

上高呼名字和口号，安排好的观众对电视比赛的反应都是信号，表明我们是谁、我们在

哪里。语言标明我们的身份：生理上是年龄、性别和声线；心理上是谈吐、个性和智力；

[1] 元语言，又称“纯理语言”、“符号语言”，与“对象语言”相对。指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所使用的
一种语言或符号集合。用汉语来说明英语，英语是对象语言，汉语是元语言；用英语来说明英语，

英语既是对象语言，又是元语言。在辞书编纂和语言教学中用于释义的语句称元语言。

[2] 胡壮麟：《功能主义纵横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30 ～ 31。
[3] 胡壮麟等：《语言学教程（第 4版中文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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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上是口音和方言；伦理和社会上就是社会阶层、阶级、角色、团结和距离。

人际功能是一个涵盖非常广阔的范畴，经常在不同的术语涵盖下进行讨论。下面的

施为功能、感情功能、表达功能和交感功能都强调人际功能的不同侧面。

（三）施为功能

施为的概念来自以奥斯汀和塞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哲学研究，他们的理论

现在成为语用学的支柱。

施为功能主要是为了改变人的社会地位，如婚礼、判刑、为孩子祈福、下水仪式上

对船的命名、诅咒敌人等行为。在这些言语行为中，语言通常是非常正式的，甚至是仪

式化的。

施为功能在某些特殊的或宗教仪式中可以延伸到对事物的控制。比如汉语中，当有

人打碎碗或盘子时，主人或在场者很可能会说“岁岁平安”，以此作为一种方式，来控制

打碎东西带来的力量对自己生活不好的影响。

（四）感情功能

根据调查，虽然信息的传递发生在大多数语言使用中，但它们最多占全部言语交际

的 20％。语言的感情功能是语言最有用的功能之一，因为它在改变听者赞成或反对某人、

某物的态度上作用非常关键。克里斯托认为在承受压力时，语言是一种摆脱紧张的方法。

感情功能又常在表达功能的范畴内进行讨论。表达功能能够完全个人化而不掺入任

何与他人的交际。某些感叹词通常不具有跟他人交际的目的，但对于自我感受来说，却

是很重要的言语反应。这样的表达感情的语言还可以是一群人的相互反应，他们想通过

这样做来巩固相互的言语表达以显示他们的团结。

（五）寒暄交谈

术语“寒暄交谈”来自于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居民语言功能的研究，

指语言的社会交往。不同文化在寒暄交谈中有不同的话题。据克思斯托说，天气并非像

英国人所想的那样，是一个普遍性的穿插在谈话中的话题。布隆迪（中非）妇女在离开前，

会习惯于礼貌地说：“我现在必须回家了，不然我丈夫会揍我的。”宽泛地讲，这种功能指

有助于确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表述，玩笑、行话、礼节性的问候、社会方言或地域方言

的转用等。为了与他人的交际更愉快，我们必须大量学习这种用法。

（六）娱乐功能

语言的娱乐功能常被忽略，因为其目的非常单一而用处又极其有限。但没有人会否

认确有为了纯粹娱乐而使用语言的情况，如婴儿的咿呀学语、吟唱者的吟唱。在拉丁和

伊斯兰世界，还有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对歌”流传很广，一名歌唱者以一首短歌开头挑

战对手，让他接续歌的内容或运用相同的节奏和韵律来回答。这样的对歌会持续好几个

小时，完全是为了纯粹的娱乐而使用语言。

如果你观察孩子们的玩耍就会发现声音的力量。有时，他们口中无意义的歌谣也能

在游戏中体现娱乐功能：重复的节奏有利于控制游戏，孩子从中得到极大乐趣，成人也

有自己欣赏语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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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俄语语言概述

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的加盟国立陶宛于 1990年 3月 11日率先宣布独立，其他的共

和国也纷纷效仿。1991年 12月 25日，苏维埃政权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

苏联正式解体，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各国建立起了新的“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随着其他共和国的加盟，成为一个由 10多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国家，拥有

130多个民族，其中俄语是俄罗斯联邦的官方语言，但各个共和国有权规定自己的国语，

在该共和国境内与俄语一起使用，以致俄罗斯联邦中共有 30多种语言共存。俄语作为俄

罗斯人的民族语言及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官方语言，目前全球有超过 1.4亿人以俄语为母
语，以俄语为第二语言的人群则有近 4500万人。

一、俄语的起源
俄语在世界语系中属于最大语族——印欧语系中的斯拉夫语族。斯拉夫语族是拜占

庭教士西里尔和他的兄弟麦托迪去东欧斯拉夫人中传教时创造的，可分为东斯拉夫语支、

南斯拉夫语支及西斯拉夫语支。俄语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一起组成了东斯拉夫语支。

俄罗斯民族属于斯拉夫民族中的一员，斯拉夫人早期使用象形文字，在斯拉夫文字

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希腊字符和拉丁字符的直接影响。当时的西里尔字母无论是个数

还是形状都和现在使用的西里尔字母有所不同，后经几次演变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西里尔

字母。

当今的斯拉夫民族所使用的文字分为两类：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最具代表性的

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两者本是同一种语言，塞族用西里尔字母，而克族用拉

丁字母。由于传统及感情的因素，现今的斯拉夫民族中亲俄的用西里尔字母，亲西方的

用拉丁字母。俄国人在无法使用西里尔字母输入时，也只好使用拉丁字母，例如，发电

传及使用不支持西里尔字母的通信软件时，电传上的俄文都是拉丁字母。

二、俄语的特点
俄语的书写系统使用的是西里尔字母的修订版，共有 33个字母（有印刷体和手写体

的区别）分为元音和辅音两种，辅音又分为清辅音（声带不振动）和浊辅音（声带振动）。[1]

这一点和美式的音标有些类似。此外，俄语的辅音还可以分为软辅音和硬辅音，二者发

音动作基本相同，区别主要在于发软辅音时，舌中部需要向上腭抬起。

按照语言结构，世界上的语言可以分成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复综语四种类型。

广义的屈折语指词的各种形态变化，狭义的屈折语指词有词尾变化，通过词尾变化表示

[1] 于晓：《俄汉语音对比与对外汉语语音教学浅析》，载《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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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关系。词有词尾变化是屈折语的根本特征，俄语是典型的屈折语。俄语作为典型的

屈折语，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俄语的词汇很广

俄语的词汇很广，有历史最久的、从原始印欧语继承下来的词，还有原始斯拉夫语

时期和东斯拉夫语时期产生的词，还有 14世纪俄语独立发展以来产生的词。此外，俄语

在各个历史时期借入许多外来词。俄语科技领域中的外来词，18世纪初多借自德语，19
世纪多借自法语，20世纪中叶以后多借自英语，主要是美国英语。20世纪 50年代以后，

俄语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明显地扩大了。

（二）俄语的词序相对自由

从词序角度看，俄语的词序相对自由。由于主要靠词的形态变化确立句法关系，相

对于大多数语言，俄语的词序显得要自由得多。俄语单句中的词序变化一般不会引起句

子意义的变化。比如汉语“我吃饭”调换词序变成“饭吃我”或者“我饭吃”，意思就完

全变了，甚至根本说不通，这与汉语截然不同。

（三）俄语文字是表音文字

表音文字是用字母表示词语读音的文字系统。作为表音文字，俄语的书面形式的字

母与读音直接相联系，人们根据字母拼合的读音，就能辨认它们代表的词和语素的意义

单位，而通过语音单位的言说和书写就能表达和记录相应的意义。“由于俄文以音素——

形态原则为主，所以它具有系统性，不受方言发音和个人发音制约的特点，而且它在精

确反映词的词素成分时，使我们易于理解词的意义和语法形式。”[1]

（四）俄语音节结构很复杂

俄语的语音系统发源于斯拉夫语系，经过 1400多年的不断变化才大致成型，它有 5
个元音，根据前面的辅音是否发颚音（硬腭音化）写成不同的字母。典型辅音成对出现：

普通型和颚音型，传统上叫做硬辅音和软辅音（硬辅音通常软腭音化，特别是在后元音

前面，虽然在一些方言里面颚音化只局限于硬音）。标准俄语基于圣彼得堡方言，有很强

的重音和适度的音调变化。区别在于重音元音有一点拉长，而非重音元音倾向于减少成

闭元音或者模糊元音。俄语里一个音节里的声母和韵尾最多可以含 4个辅音，所以音节

结构会很复杂。

（五）俄语的语法结构特点

俄语语法结构的特点是，词与词的语法关系和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主要通过词形变

化来表示。俄语是印欧语系中保留古代词形变化较多的语言之一，名词大都有12个形式，

单、复数各有 6个格；形容词有 20多个甚至 30多个形式，单数阳性、中性、阴性和复数

各有 6个格，另有短尾、比较级；动词形式可有一二百个，包括体、时、态、式、形动词、

副动词等。实词一般都可以分解为词干与词尾两部分，词干表示词的词汇意义，词尾表

示语法意义，通常一个词尾包含几个语法意义。

[1] 伊斯特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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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俄语词汇丰富，表现力强

利哈乔夫指出，“俄语的丰富性确定在 4种水平之上：（1）在单词本身的积累水平之上，

由于有了 1000年用这种语言密切交往的经验而使这种积累非常丰富，这种单词的积累习

惯被称作斯拉夫教会的，在广袤土地上以不同条件生存和与各族人民交流，而这些民族

在总体上都有方言、社会、等级、教育等等的差异；（2）在丰富的含义、含义的细微差异

和词汇使用的千差万别的水平之上；（3）在单个的概念水平之上；（4）在概念的总和——

概念圈的水平之上。”[1]

俄语还具有丰富的前缀、后缀、词尾等，依靠它们很容易构建新的词汇，这为俄语

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力。

（七）俄语词有着十分丰富的形态变化

从词的构造角度看，俄语词有着十分丰富的形态变化。在正常的情况下，俄语名词

有体现性、数、格的语法意义的 12种变化。俄语形容词除性数格形态变化外，还有长尾

短尾之分，共有 28个词形。俄语动词形态变化更为复杂，有体、态、式、时、人称、数、

形动词、副动词等语法范畴，俄语一个未完成体及物动词各种变化形态加起来有 80个左
右，一个未完成体不及物动词的变化形态也有 50个左右。[2]

第二节　俄语语言的发展历程

一、古俄语
俄语这一术语通常指的是大罗斯语。按照语言学分类，俄语是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

的一个分支——东斯拉夫语支。

俄语是伴随着东斯拉夫人民族历史的形成而开始产生的。最初只是民间口头语言，

被称为古俄语，是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的前身。俄语发展的重大转折是文字的

产生，即书面语的形成。

据史料和考古发现证明，在基督教传入之前，东斯拉夫人已经有了文字，但是运用

和流传的范围有限。科什曼在《9 ～ 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史》一书中指出，在赫拉勃修

士著的《文字传》（9世纪末至 10世纪初）中有这样的说法：“原先斯拉夫人没有书，但

有线条和刻痕用以读和占卜。”[3]这种线条和刻痕的原始图画文字大约出现在公元后 1—5
世纪，不能记录复杂的文本，运用范围极其有限。

在俄罗斯，文字的产生和采用与基督教的传播紧密相连。接受基督教促进了文字的

快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基督教是作为东方正教被接受的，与天主教不同，东正教允许使

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祈祷。这为母语文字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 德 •谢 •利哈乔夫；吴晓都等译：《解读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79。
[2] 张会森：《俄汉语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40。
[3] 朱达秋等：《俄罗斯文化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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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拉夫字母的出现及分化
统一文字产生的重要标志是斯拉夫字母的出现。斯拉夫字母的创造是与拜占庭传教

士基里尔和梅福季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斯拉夫文字最古老的文献中，有两套

字母表：基里尔字母与格拉果里字母。两套字母的出现谁先谁后，学术界争论不休。现

在可以认定的是，基里尔在 9世纪下半叶创造了格拉果里字母，运用它们为斯拉夫人书

写了教会书籍的最初译本。在 9世纪和 10世纪之交，在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国土上，流

传已久的希腊字母与格拉果里字母中成功表现斯拉夫语言特点的因素相综合，产生了后

来被称作基里尔字母的字母表。后来这种更容易更方便的字母表取代格拉果里字母表成

为南部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唯一的字母表。

第一种斯拉夫民族间共同的标准语言是教会斯拉夫语（又称古斯拉夫语），它是在古

保加利亚语的一种方言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随着东正教的祈祷书籍和神学文献从保加利

亚传入俄罗斯，教会斯拉夫语被基辅罗斯所接受，成为书面语言，用于祭祀和宗教文献。

同时在东斯拉夫语基础上形成的古俄语则继续存在，应用于日常生活并广泛应用于文化

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

作为书面语言的教会斯拉夫语与作为日常生活口头语言的古俄语的长期并存是俄语历

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后来教会斯拉夫语逐渐融入俄语的高雅语体，教会斯拉夫语大

量的词汇、表现手段和语法结构成为标准俄语的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俄语标准语。

俄语发展的又一重要环节是东斯拉夫语的分化。东斯拉夫语的分化是随着基辅罗斯

的分裂而开始的。到 13—14世纪，逐渐形成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大部族及其语

言。随着俄罗斯部族及其语言的独立和发展，俄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也不断发展变化。

三、莫斯科公园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俄语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期是莫斯科公园时期。这一时期开始了现代俄罗斯民族语

言的独立发展。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并统一俄罗斯领土，莫斯科成为俄罗斯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莫斯科方言也成为俄语标准语的方言基础，在统一的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形

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一切为俄语的规范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彼得一世的文字改革
在现代标准俄语及其文字的发展中，彼得一世的文字改革功不可没。彼得一世在大

力推行面向西方的改革的同时，为了发展文化教育而积极进行文字改革。文字改革主要

涉及两方面：一是改革俄语字母表，简化复杂的基里尔字母，从俄语字母表中废除从希

腊字母表中借用的一些字母。它们或者从一开始就不需要，或是由于俄语的变化而变为

不必要。在彼得一世改革的时候，这类字母共有9个。在1710年，彼得一世公布新字母表，

废除了其中3个。二是采用民用新字体。“民用字母的最终形体由彼得一世在1710年确定，

他命令必须用此种字母印刷文艺和工场手工业书籍。”[1]彼得一世的文字改革大大促进了俄

[1] 朱达秋等：《俄罗斯文化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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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推动了俄语及其文字的规范化。

五、罗蒙诺索夫和普希金的贡献
对现代俄语标准语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罗蒙诺索夫和普希金。

罗蒙诺索夫不仅是俄罗斯科学之父，也是现代俄语标准语的奠基人。罗蒙诺索夫通

过其语言研究的代表作《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1755）等，对俄语进行了科学分

类，创建了俄语语言新体系，从而大大推动了俄语语言的规范化发展，为建立现代俄语

标准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罗蒙诺索夫认为俄语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竭力主张

大学教师用俄语授课，以便在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教材内容的同时，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如果说，罗蒙诺索夫主要以其研究成果对俄语进行科学分类，从而为现代俄语的

标准语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话，那么普希金作为语言大师，则主要通过其文学创作

的创造性运用来丰富和提炼俄罗斯语言，从而促进了现代俄语的进一步规范化，为现

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确立作出了无人能够替代的杰出贡献，被誉为现代俄罗斯语言文

学的创始人。作为语言大师，普希金不仅用其文学创作让人感受俄语的丰富和完美的

魅力，更以对俄语的深刻认识、领悟和热爱引领人们去领会俄罗斯语言的神韵和灵

魂。普希金对俄语的看法和主张集中反映在《论散文》（1822）、《论俄国文字发展缓慢的

原因》（1824）、《论莱蒙特君为克雷洛夫寓言法译本所作序》（1825）、《从莫斯科到彼得堡

旅行记》（1833—1835）等文章和书信中。普希金认为俄语在所有欧洲语言面前拥有无可

置疑的优势，强调要保持俄语的独特性，诗歌表达应纯粹俄罗斯化，提醒人们注意倾听

民间语言和民间故事，因为俄语的特色表现在普通人的话语中。

六、十月革命对俄语发展的重大影响
十月革命后，社会和文化的急剧变革对俄语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17—1918年

苏维埃政府实行了文字改革，推行新的正字法。文字改革从俄语字母表中废除了残留的

几个不需要的字母和字母硬音符号。尽管新的文字改革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特

别是遭到国外侨民出于政治立场的坚决反对，但客观地说，新的文字改革对于促进俄语

的规范化标准化还是功不可没。到1956年苏联科学院批准《俄语正字法和标点符号规则》，

表达 39个音素的 33个字母被完全确定下来。

苏联时代俄语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经历了深刻的改革，俄语的内容结构、功能、

使用范围都和十月革命之前的状况迥然不同。但总的说来，俄语是朝着国家通用语和语

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健康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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