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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形象出现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至今

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在地理意义上，还

是民族心理意义上，西伯利亚都是不可忽视的存

在。随着中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对

于西伯利亚的文化认知显得尤为迫切。俄罗斯文学

的西伯利亚形象中蕴含着重要的文化常量，揭示其

内涵对于建构俄罗斯的民族文化镜像和进行跨文化

交际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 17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学中就出现了描写外

乌拉尔的作品。从此，西伯利亚作为被沙俄帝国征

服的异域空间，成为俄罗斯帝国建构其文化镜像的

一个充满诸多可能的对象。从历史逻辑及文化发展

两方面来看，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在俄罗斯文学中

主要呈现为“死亡之国”“原初天堂”和“成人礼空间”

三种形象。

一、死亡之国

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西伯利亚最为常见的修

饰词汇为：“寒冷，暗无天日的旷野”“遥远的国度”

“遥远的西伯利亚诸国”和“放逐与忘却的国度”等。

十二月党派诗人雷列耶夫(Рылеев К. Ф.)在作品《纳

塔利亚·多尔戈鲁柯娃》中描写了公爵夫人陪同丈夫

共同赴难，前往西伯利亚服苦役的故事。西伯利亚

在该部作品中被公爵夫人描述成“荒无人烟”“阴森

恐怖”“空旷辽远”的国度。在涅克拉索夫的《世间三

国》中，西伯利亚甚至没有活人的迹象：“那里没有活

着的居民，有的都是死者。无论是沿岸前行，还是沿

各岛前行，映入眼帘的，除了十字架，还是十字架。”①

以上针对西伯利亚的种种描述，都指向一个共同形

象——“死亡之国”。

西伯利亚作为死亡之国的形象，主要体现在地

缘和社会政治两个维度，在现实和虚构的意义上都

成为俄罗斯文学的极限空间。

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西伯利亚与死亡联系在一

起是其自然特性的体现。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非常

恶劣，暴风雪肆虐，其北部在寸草不生的冻土带上。

气候的严酷，衍生了西伯利亚作为死亡空间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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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雷列耶夫在其描写西伯利亚征服者叶尔马克的

诗作《叶尔马克之死》中，把西伯利亚描写成了阴森

可怕的黑暗国度和有着巨大吞噬功能的无法攻克之

地。诗人通过对暴风雨和额尔齐斯河的描写，来强

化西伯利亚自然气候的破坏性和不可征服性：

暴风雨嘶吼，雨声喧嚣，

黑暗中闪电雪亮，

雷声不停地轰响，

密林中狂风怒号。②

额尔齐斯河在陡峭的岸间喧腾，

卷起重重白浪，

将哥萨克的船只推向岸边，

在咆哮声中碎成粉末。③

在斯拉夫神话诗学中，暴风雨是一种人类无法驾驭

的极具破坏性的自然力的体现、一种自然界威力的

体现。诗作中暴风雨的肆虐，预示着叶尔马克无可

挽回的悲剧性结局：他终归未能征服西伯利亚，与自

己的将士们一起殒命于严酷的北方。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西伯利亚位于俄罗斯的亚

洲部分。在俄罗斯政府那里，这里长时间以来都被

称为“我们的墨西哥和秘鲁”或者“东印度”，被视为

意外得到的一块殖民地。尽管 1819年斯佩兰斯基

(Сперанский М. М.)误把西伯利亚当成了印度，对其

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西伯利

亚依然是世界的尽头，“口袋的底部”。在涅克拉索

夫的两部曲《俄罗斯妇女》中，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了

冥界的代名词。两位公爵夫人向西伯利亚进发时，

不是沿水平方向运动，而是沿纵深方向运动，是进

入到另一个国度——冥界，前去救夫的女主人公

为了能下到那里，要变身为天使。西伯利亚不仅

是地理位置上的他者，是远离中心的边缘，而且还

是愚昧落后的象征。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剧

作《西伯利亚的萨满》中，萨满骗人骗己，西伯利亚

的信仰和俗常与首都形成鲜明对比，被斥为异端

的落后的“他者”，在开明的帝国空间内根本没有它

的一席之地。

从历史意义来看，西伯利亚又具有类似“地狱”

的恐怖色彩，是惩罚罪犯的现实空间。在谈到19世
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西伯利亚形象时，阿扎陀夫斯基

(Азадовский М.)强调：“西伯利亚主要被视为严寒可

怖的国度、放逐和流放的黑暗之地。”④洛特曼

(Лотман Ю. М.)也曾指出，为防止俄罗斯帝国遥远的

边疆走向自治，为了让边疆有人定居，沙皇政府把西

伯利亚地区用作改造刑事犯和政治犯的“惩罚”殖民

地。西伯利亚是“作为流放之地进入文学情节和俄

罗斯文化的口头神话的”。⑤这两种说法恰恰指出了

西伯利亚作为死亡空间的第二个维度，也就是其社

会政治维度。

西伯利亚形象作为流放地这一社会政治语义，

可以追溯到17世纪阿瓦库姆的《阿瓦库姆行传》。在

该部作品中，西伯利亚被描写成招致苦难的流放之

地，《流放西伯利亚》被列为单独一章。在该章中，文

本首先用“三千俄里”来凸显西伯利亚的遥远和边缘

性，之后通过对西伯利亚流放之路的描写来强调其

凶险。他们夏天辗转于勒拿河、叶尼塞河、通古斯河

等水路，时时刻刻命悬一线。比如，在进入通古斯河

之前，暴风雨肆虐，他与家人九死一生：“我们乘坐的

平底木船几乎被暴风雨打沉：在河中央船里灌满了

水，船帆已是千疮百孔，只有甲板还在水上，其余的

都沉到了水下。妻子勉强把孩子们拖上甲板。我举

目向天，呼喊着‘上帝，救救我们吧！’”⑥而陆上的行

程同样危险重重：那里群山高耸，石崖林立，密林无

以通行。

18世纪拉季舍夫在《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

中所描写的西伯利亚，也是作为流放地这样一个与

“罗斯”相对立的特殊空间。西伯利亚作为惩罚之

地，也出现在 19世纪很多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之中。

在果戈理的一系列作品中，西伯利亚流放的恫吓随

处可见。比如，在《涅瓦大街》中，西伯利亚是对手臆

想中适用于席勒的惩罚之地。在《死魂灵》第二部残

存的手稿中，主人公乞乞科夫也是被遣往西伯利亚。

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流放西伯利亚等同于死

亡。肯南(Кеннан Д.)在《西伯利亚与流放》一书中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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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记述了流放犯在欧亚界碑与故乡作别的悲情画

面：“一些人痛苦得难以自持，一些人则安慰哭泣者，

另一些则双膝跪地，脸紧贴故土，还有一些人，扑到

冰冷的界碑朝向欧洲的一面，似乎在吻别欧洲所象

征的一切。”⑦雅德林采夫(Ядринцев Н. М.)在《西伯

利亚的文学遗产：艺术和政治作品，回忆录》中描写

了苦役犯想象中的西伯利亚：“这个国度的人们在地

下穿行，在冰封的矿井里劳动，生活在永远的黑暗之

中。另一些人把那里想象成茫茫雪原，认为那里有

些地方生活着野人，笼罩着无尽的极地黑夜。还有

的人坚持认为，这个国度没有太阳，另一些人则想象

着，这里是流放者的城市或者矿井。”⑧

二、原初天堂——白水国

与“死亡之国”形象相反，西伯利亚在俄罗斯文

学中还具有乌托邦色彩，呈现为“原初天堂”的形

象。这一形象的内涵，从18世纪到19世纪不断得到

发展和丰富。

在 18世纪的颂诗中，西伯利亚被描述为“富庶、

自由之地”。这一观念在罗蒙诺索夫的《1749年献给

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登基大典的颂诗》中得到

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他笔下西伯利亚成了遍地黄

金、动物种类繁多、森林无边、大河奔流的富庶之

地。在冯维辛的《纨绔少年》中这一观念则更进了一

步，出现了针对西伯利亚空间的道德评价因素。作

品中的人物斯塔罗杜姆在谈及西伯利亚时，一再强

调其特殊性：“那里挣钱不昧良心，不用耍什么手腕，

不坑害国家；那里从土地里赚钱。这片土地比人还

公正，不懂得偏袒，只要人们诚实劳动，它就会慷慨

赠与。”⑨有学者则把冯维辛笔下的富有公平之地称

为“ 具 有 乌 托 邦 性 质 的 别 具 特 色 的 白 水 国

(Беловодье)”。⑩白水国是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自由

国度，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同样为民间乌托邦的基杰

日城(Китеж-град)交织在一起，在那里，人们过着无

忧无虑的生活，没有赋税，没有任何压迫和暴力，没

有国家政权和军队，人们唯一遵循的原则是自古以

来对于宗教的虔诚。

到 19世纪，刊登在俄国大型杂志的一些旅行特

写强化了西伯利亚的这一理想化形象。如《俄罗斯

导报》上署名佐洛吉洛夫(Золотилов К.)的一篇自传

体札记写道：“有一种主张认为，西伯利亚尽管是一

个寒冷的国度，但是它富足，是我们的黄金国，在那

里幸福和财富在等待着勇敢的探索者。受这一颇具

诱惑力的观点的驱使，我飞往那里寻找幸福，为了第

一次尝试，我在对包括西伯利亚的生活、不得不去打

交道的人们和命中注定要去的那家金矿企业在内连

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情况下，就以代理人的身份

进入到了那家公司。”旅行家们在把这里称为等待

人们去勇敢探索的黄金国的同时，还关注到了西伯

利亚的一种特殊性，即这里人们的组合式生活方

式。第一次文学考察的参与者，作家和民族学家马

克西莫夫(Максимов С. В.)在参观西伯利亚矿井和

监狱、熟悉囚犯和苦役犯的日常生活之后，在差异的

表象背后看到了“各种社会生活境况下的人的一致

性”，对西伯利亚苦役居民的组合式生活方式产生了

极大的兴趣。他的一系列特写后来结集出版，即《在

东方，1860-1861 年阿穆尔之行。旅途札记和回

忆》。该作品后来成为了谢德林、涅克拉索夫、托尔

斯泰、契诃夫作品的文学史料之一。冈察洛夫在

1854年完成从远东经由西伯利亚回到俄国的海上旅

行时，曾经强调西伯利亚人之间所特有的平等意识，

认为这儿的显著特征是没有老爷的庄园，没有农奴

制，这里是西伯利亚的罗斯。西伯利亚这种民族的

特殊性不仅为当时的旅行家所关注，而且成为彼得

拉舍夫斯基小组将西伯利亚美化为俄罗斯未来希望

之乡的主要原因。他们为免于农奴制压迫、习惯了

自由自在生活的西伯利亚人所深深吸引，对未来的

西伯利亚寄予厚望，宣称：“西伯利亚必将取代如今

的俄国，这里会产生没有杂质的俄罗斯的民族性，共

和国的统治将会成为主流。”

无论是白水国、黄金国，还是俄罗斯的未来希望

之乡，这些关于西伯利亚的理想化形象都反映了俄

罗斯人特定的民族心理。该形象中浸淫着乌托邦精

神，表达了俄罗斯人民追求终极幸福，寻觅“人间天

堂”的理想和对于进入“生活富足、友爱团结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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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的热望，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由和聚合性生存这

一最高存在价值的追索。

三、成人礼空间

在一些重要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西伯利亚形

象的语义产生了复杂的融合：死亡之地和非建设性

的社会空间被解释为考验的空间、成人礼仪式空间、

上帝所钟情的实现复活的临时死亡之地。当代学者

丘帕(Тюпа В. И.)曾经指出：“西伯利亚地处边疆，并

呈现为极限生死边缘状态，地缘政治因素、历史文化

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巧妙融合使其神话化。西伯利亚

的神话化开辟了个人全新复活和变革生存问题的可

能性。”梅列金斯基(Мелетинский Е. М.)认为成人

礼仪式是英雄神话中最重要、最典型的过渡性仪式，

旨在使已臻于性成熟的少年脱离母亲和姊妹，脱离

未领受“加入式”的妇女和儿童集团，并使之转入成

年狩猎男子集团，从而享受婚姻之权等。而这一过

程中最重要的是考验。关乎考验的主要有两大因

素：一是受考验者要经历象征性的暂时性死亡和与

精灵的交往，之后以异态复活或重生。二是主人公

必须在冥界、天界或者恶灵、魔怪等所栖息的境遇接

受考验。但是在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中，“成人礼”是

泛指有罪者的精神复活。

西伯利亚作为成人礼空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作为被流放者完成精神成人礼的灵魂复活之

地，二是作为自愿奔赴而来、完成精神成人礼的灵魂

复活之地。第一层语义，可以追溯到阿瓦库姆的《阿

瓦库姆行传》。在该部作品中，阿瓦库姆的流放始终

与西伯利亚环境的凶险和肉体上的折磨相伴。西伯

利亚环境的凶险，突出了其作为考验空间的这一语

义功能。阿瓦库姆面临苦难时脑际出现的先知和使

徒们劝诫他安心接受上帝惩罚，只有接受苦难才可

以真正走向上帝的声音，就印证了这一点：“儿子，不

可小视上帝的惩罚，要带着感激之心接受这一惩

罚。上帝爱谁，才会惩罚谁。上帝惩罚每一个人，也

会宽恕每一个人。上帝会施与每一个人所能承受的

考验。当人承受苦难的时候，他在祈祷和思想中转

向上帝，开始接近上帝。那些不接受苦难的人，不是

真正的上帝之子。”阿瓦库姆和家人的苦难与西伯

利亚时空的成人礼功能语义紧密相关，于他而言，这

就是“基督教的成人礼”。也恰恰是西伯利亚的极寒

和苦难，坚定了阿瓦库姆捍卫自己信仰的决心，彰显

了其信仰的神圣性和纯洁性。

到 19世纪后半叶，作家们笔下的西伯利亚逐渐

完成了由“他者”到“自我”的身份转变，以自愿奔赴

而至、完成精神成人礼的复活之地的形象进入到帝

国知识分子的交际空间。该层语义在19世纪后半叶

的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精神的成人礼不仅发

生在玛丝洛娃身上，更主要的是发生在贵族老爷聂

赫留朵夫身上。聂赫留朵夫深感自己身上的罪性，

自愿追随玛丝洛娃奔赴西伯利亚，洗涤自己年轻时

所犯下的罪过，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承受苦难，获得救

赎，实现精神上的复活。

西伯利亚的这一重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艺术宇宙中同样有迹可循。《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并

无过错但被判罚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奔赴西伯

利亚。在《罪与罚》中，不仅是深感自身神性缺失、主

动自首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赴西伯利亚服苦役，连深

爱他的索尼娅也追随他而去，甚至是拉斯柯尔尼科

夫的妹妹杜涅奇卡和拉祖米欣也计划五年之后迁居

西伯利亚。在这部作品中，西伯利亚成为精神成长

和精神蜕变的救赎之所。其中最为鲜明之处在于：

《罪与罚》的尾声赋予了西伯利亚空间以基督教的象

征意义。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监狱的时间，呈现为线

性。对俄罗斯东正教信徒来说，每年为期7周的大斋

节是“洗涤肉体与灵魂”的神圣节日，大斋期第二周

是人认识到自己罪恶的时候。作品中恰恰是在大斋

节的第二周，拉斯柯尔尼科夫开始反思自己的痛苦，

似乎对发生在他身上的重大改变已经做好了心理准

备。作品中西伯利亚作为亚伯拉罕时代的“应许之

地”的幻象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参透人类历史的开

端强化了作品的启示录主题，象征着拉斯柯尔尼科

夫新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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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西伯利亚形象体系中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常量，这些文化常量是俄罗斯民族自

我意识的重要方面。恰恰是在该形象体系的文化常

量中，俄罗斯民族的聚合性生存理想、苦难成圣的民

族心理得以彰显。这些文化常量在与其他文化常量

进行内容丰富的创造性对话的过程中，发挥着文化

历史定位器的功能。在以后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

过程中，西伯利亚形象中的这些文化常量将会不断

地被诠释，从而获得新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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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of Siberia in Russian Literature between 17th and 19th Century

Zhang Shuming

Abstract：The image of Siberia has appeared in Russian literary works for over 300 years. The word "Siberia" has
been an existence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in the sense of geography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
ical log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special geographical existence is mainly presented as the images of the "Land of the
Dead", "Initial Paradise" and "Adult Ceremony Venue". All these show the peculiar mythical thinking mode of the Rus⁃
sians, their search for ultimate happiness, ideal of "perfect state of affluence, fraternity mutual and solidarity", and their na⁃
tional psychology of "sanctification by suffering".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mage of Siberia in Russian literature
so as to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ussian culture and bette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Russians.

Key words：Image of Siberia; Land of the Dead; Initial Paradise; Adult Ceremony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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