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的俄国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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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于１６世纪初，在１６、１７世纪俄国与西欧国家的交往
过程中，西欧人的俄国观形成并发展起来了。西欧人早期的俄国观涵盖了俄国的自然环

境、气候、政治、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为此后西欧人深入了解俄罗斯奠定了基础，

也对双方的交往与联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奇异和野蛮”是此时期西欧人对俄国的总体

印象。此印象一方面显示出西欧与俄国文化具有差异性；另一方面则揭示了俄国文明程

度落后于西欧的客观事实，同时也暗含着西欧人对俄国文化的鄙夷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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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西欧国家的早期交往是俄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作为此问题的分支，西欧人早期

（１６—１７世纪）的俄国观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认清此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剖析当今
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还将有助于厘清俄国早期的西方化问题。国外学者从１９世纪便开始对
西欧人早期的俄国观问题进行研究。В．О．克柳切夫斯基、①Н．М．罗戈任、②Т．В．拉布京娜、③З．诺
日尼科娃④等俄罗斯学者对此问题均有著述；尽管西方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力度和深度不如俄罗

斯学者，但也有马歇尔·波、⑤Ｍ．Ｓ．安德森⑥等对此问题发表了著述。国外学者往往站在自方立场
考察问题，而国内尚无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鉴于此，笔者力求客观地探讨和分析该问题。

本文从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俄国观形成的基础着手，分析此时期西欧人眼中俄罗斯的形象，评价西欧
人早期的俄国观及其影响，以期将西欧人俄国观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西欧人俄国观形成的基础

谈西欧人的俄国观问题，首先需要廓清“西欧人”和“俄国观”这两个概念。本文所指的“西欧

人”并非是按照现代地理概念⑦和冷战时期意识形态⑧定义的西欧国家居民，而是指１６—１７世纪在
地理上位于俄国以西的欧洲国家居民，如英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荷兰人、瑞典人、丹麦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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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取释义：“对事物的认识、看法。”①俄国观，即对俄罗斯的认识和看法。由此，便可明了本文的

研究对象为“１６—１７世纪俄国以西的欧洲各国人对俄国的认识和看法”。笔者认为，西欧人俄国观
的形成包含三个基础要素。

首先，西欧人的俄国观是在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的时代背景下构建起来的。“以莫斯科为中

心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过程开始于１４世纪初，完成于１６世纪初。”②伊凡三世（１４４０—
１５０５年，１４６２年即位）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获得独立，此后，莫斯科兼并
了诺夫哥罗德、特维尔、维亚特卡等东北和西北罗斯各公国，为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瓦西里三世（１４７９—１５３３年，１５０５年即位）继承并完善了伊凡三世的政策，兼并了其余的东北和西
北罗斯的土地，完成了北部罗斯领土的统一。于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便出

现在了西欧人面前。

其次，俄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渴望提供给了西欧人来到并认识俄国的机会。经历了两百多年与

西方文明世界的隔绝，莫斯科国家在文化领域与基辅罗斯时期相比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③ 伊

凡三世是莫斯科国家第一个对西欧科技和文化感兴趣的统治者，他希望招来西欧的技术工匠（尤

其是石制建筑工匠）和武器制造师，以及学习西方国家外交事务上的技巧。④ 他邀请的意大利建筑

师主持并建造了克里姆林宫里的宫殿和教堂。⑤ 自此，俄罗斯重新融入欧洲文明体系的进程开启

了，受邀而来的西欧人便开始认识和了解这个国家。

最后，西欧人对俄罗斯的兴趣促成了自身俄国观的形成。进入到１６世纪，西欧国家进入到资
本主义发展时期，他们需要原料产地和市场；此外，土耳其日益强大的威胁迫使他们寻找政治上的

联盟者。⑥ 莫斯科国家便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西欧的外交官们开始来到莫斯科，同俄罗斯人就

中欧事务进行商谈；东、西方教会之间的互动也频繁了起来；欧洲商人开始向莫斯科统治者要求获

得在俄罗斯城市进行贸易的权利。⑦

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与俄国交往较之以往频繁和紧密起来了，西欧人早期的俄国观在那些来到俄
国的西欧人中形成并发展起来。而１６、１７世纪来俄的西欧人按照来俄目的和职业大致分为四类人：

第一类人：追逐经济利益赴俄的商人。在１５世纪的莫斯科，就有德国商人来此购买毛皮等商
品。⑧ 莫斯科国家独立后，统治者重视与西方文明国家的贸易联系，更多的西欧商人来到了俄国。

１５５３年，英国与俄国建立起了定期直接的商贸联系，⑨一批批英国商人受商业利益的驱使来到俄
国。⑩ 到１６世纪晚期，荷兰、法国等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了俄国。

第二类人：俄国招募来的西欧专业和技术人才。１６、１７世纪，俄国向西方国家招募技术工匠、
武器制造师和医生，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西欧的技术人才被安排在宫廷、政府部门和军队中工

作，为俄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１５２１年时，西欧工匠铸造的大炮使得进犯莫斯科的克里米亚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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靼人无功而返。① 而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俄国的第一家药店在英国医生的帮助下建立起来。②

第三类人：俄国招募来的西欧雇佣兵。１６—１７世纪因对外政策的需要，俄国以丰厚的薪水招
募西欧雇佣兵前来服役。当时，西欧的雇佣兵在战术素养和作战经验上要优于俄国本土的军队。

１６世纪末期，他们的人数在俄国军队里虽占比重不大，但作战效率却高于本土骑兵。在与鞑靼人
作战时，西欧骑兵丰富的战术与火药武器的配合成为他们屡次取胜的法宝。③

第四类人：西欧国家和罗马教廷的外交官。１５世纪时，外国使者在莫斯科尚属少见。到１６世
纪，这便成了越来越常见的现象。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官赫伯斯坦（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Ｈｅｒｂｅｒｓｔｅｉｎ）于１５１７
年和１５２５年两次出访俄国；④英国外交家詹金森（Ｊｅｎｋｉｎｓｏｎ）在１５５７—１５６７年间曾多次出访莫斯
科；⑤而为达到东、西教会联合抗击“异教徒”土耳其人的目的，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安东尼奥·波塞

维诺（ＡｎｔｏｎｉｏＰｏｓｓｅｖｉｎｏ）在１５８１年奉教皇圣旨出使了莫斯科。⑥

不少到过俄国的西欧人都记述下了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回故乡后都“争先恐后地出版自己的

著述”，⑦ 俄罗斯的形象便在这些著作中构建了起来。笔者认为，那时撰写俄罗斯见闻录的作者需

具备至少三个条件：良好的教育程度、敏锐的观察力和充足的写作时间。在上述这四类人中，技术

工匠（医生除外）和雇佣兵的文化程度往往较低，且赴俄的目的直接和单纯，完成写作的难度较大；

商人从事追逐经济利益的贸易活动，社会接触面广，观察的机会多，但写作时间比较有限；外交官

（包括教会使者）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背负政治和经济使命的同时，也肩负着刺探情报的任

务，由此看来，他们既具备应有的写作素养，又怀有明确的写作目的，最符合上述条件。需要注意的

是，那时外交官和商人的身份有时是重合于一身的，如英国的詹金森、杰罗姆·霍西（Ｊｅｒｏｍｅ
Ｈｏｒｓｅｙ）等。因此，在构建了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俄国观的人群中，外交官（包括具有商人身份的）占
据的比重最大，其次是职业商人、医生，雇佣兵和工匠所占比例最小。

此外，还有少部分人虽并未去过俄罗斯，但通过听取别人口述，或参考、照搬前人著作，也完成

了关于俄罗斯的著述，如保罗·焦维奥（ＰａｕｌＧｉｏｖｉｏ）等，他们同样参与并构建了西欧人早期的俄
国观。

二、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俄国观的形成

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关于俄国的著作涉及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地理、民族性格等方面，它
们勾勒出了西欧人脑海中的俄罗斯形象，构建了西欧人早期（１６—１７世纪的）的俄国观。俄罗斯历
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称：“那时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被西欧各国的旅行家们描写了那么多

次。”⑧这些旅行家兼作者的国籍分布广泛，包括英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瑞典人、丹麦

人、荷兰人……⑨他们的著作数量达到了２３７种。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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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世纪的威尼斯人吉奥索法特·巴尔巴罗（ＧｉｏｓａｆａｔＢａｒｂａｒｏ）和安布罗乔·孔塔里尼
（ＡｍｂｒｏｇｉｏＣｏｎｔａｒｉｎｉ）是最早在著作中提到莫斯科国家概况的西欧人，且两人都具有外交官和商人
的双重身份。巴尔巴罗在１４３６—１４５２年间曾不止一次因商业事务来到俄国。他的书描述了俄国
的自然风光和气候特点。① 孔塔里尼在１４７５年出访波斯的回程中北行，偶然间来到了莫斯科。回
国后，他在回忆录中顺带描述了莫斯科的建筑、毛皮贸易和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②但叙述篇幅小，

内容也很简单。两位意大利先驱的著作显然并不足以构建一个较为全面和清晰的俄罗斯形象。

史学界普遍认为，１５４９年赫伯斯坦《莫斯科见闻录》（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ｓ，Запискио
Московии）的出版标志着近代西欧人俄国观的形成。赫伯斯坦学识广博，观察力敏锐，是一位经验
丰富的外交家。此外，他熟悉斯拉夫语，具备与俄罗斯人进行交谈的能力。正如上文提到的，他曾

两次来到俄国。《莫斯科见闻录》一书内容翔实，是１６、１７世纪西欧第一部，同时也是涵盖面最广
的专门介绍俄国概况的著作之一。此书分主题介绍了俄罗斯的自然、地理及一些重要的城市的概

况；俄罗斯的历史、宗教、文化、经济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情况；大公的加冕礼、头衔和统治方式方面的

情况；俄罗斯的军队构成、审判机构和国家接待外国使官方面的情况；俄罗斯人与鞑靼人和立陶宛

人的关系；俄罗斯北方领土的情况；本人在俄旅行情况等。③ 此书在首版后的５０年间再版了２０多
次，并被翻译成了６种语言，是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了解俄国的必备读物，以后的一些作者也将其作
为写作的必要参考资料，一些人甚至还从中照搬材料。④ １８世纪的一位奥地利外交官在编撰赴俄
外交事务指导手册时，就采用《莫斯科见闻录》的序言作为自己著作的序言。⑤ 直至今天，此书仍具

有很高的史学研究价值。另外，波塞维诺的《莫斯科国家》（Ｍｏｓｃｏｖｉａ，Московия）被认为是１６世纪
仅次于《莫斯科见闻录》的同类著作。此书在１５８６年首次出版，此后又多次再版，到１６１１年时已有
４个拉丁文版本、３个意大利语版本和１个法语版本。⑥ 《莫斯科国家》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关于俄罗
斯东正教的丰富记述。在书中，作者比较了罗马教会与俄罗斯教会的区别，展望了教会合并的前

景，还记述了本人与伊凡雷帝关于宗教的谈话。此外，他在历数了俄罗斯人无知、排外等缺点外，还

指出他们具有爱国、勤劳、对宗教虔诚等优点。⑦

自１６世纪后半期到１７世纪２０年代，⑧英国人成为西欧世界了解俄国的主要力量。此期间，英
国人在俄对外贸易市场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英国商人和外交官频繁地来到俄国，他们关于俄国的

著作便呈井喷式地出现了。钱塞勒、詹金森、霍西和弗莱彻（Ｆｌｅｔｃｈｅｒ）等一批人都留下了记述在俄
见闻的手记。有学者认为，此期间英国的关于俄国的著作比俄国本土的还多。⑨ 尽管起步要比意

大利人和奥地利人都晚，但英国人后来居上，他们在此期间对俄国的认识“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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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⑨

⑤　З．Ножникова，ЗагадочнаяМосковия－－－Россияглазамииностранцев，Ｃ．３２，４０．
Ｒ．Ｈ．Ｍａｊｏ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Ｈｅｒ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Ｒ．Ｈ．Ｍａｊｏｒ，ＮｏｔｅｓｕｐｏｎＲｕｓｓｉａＶｏｌｕｍｅ１，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７５．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Ｐｏｅ，Ｅａｒｌ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ｐ．１５．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Ｐｏｅ，“ＡＤｉｓｔａｎｔＷｏｒｌｄ－－－Ｒｕｓｓｉ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ＢｅｆｏｒｅＰｅｔ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ｅｄ．），Ｒｕｓｓｉａ

Ｅｎｇａｇ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１４５３－１８２５，ｐ．１４．
Ｊｏｈ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Ｄｏｎｎｅｌｌｙ，“ＴｈｅＭｏｓｃｏｖｉａｏｆＡｎｄｏｎｉｏＰｏｓｓｅｖｉｎｏ，Ｓ．Ｊ．ｂｙＨｕｇｈＦ．Ｇｒａｈａｍ”，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１，ｎｏ．１，

１９８０，ｐ．１１６．
ＲｏｂｅｒｔＯ．Ｃｒｕｍｍｅｙ，“ＴｈｅＭｏｓｃｏｖｉａｏｆＡｎｄｏｎｉｏＰｏｓｓｅｖｉｎｏ，Ｓ．Ｊ．ｂｙＨｕｇｈＦ．Ｇｒａｈａｍ”，Ｒｕｓｓｉ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１９７９，ｐｐ．８３－

８４．；Ｊｏｈ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Ｄｏｎｎｅｌｌｙ，“ＴｈｅＭｏｓｃｏｖｉａｏｆＡｎｄｏｎｉｏＰｏｓｓｅｖｉｎｏ，Ｓ．Ｊ．ｂｙＨｕｇｈＦ．Ｇｒａｈａｍ”，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１，ｎｏ．１，
１９８０，ｐ．１１６．

１６世纪后半期，英国人对俄国的认识和了解状况发展迅猛。自１６世纪中后期到１７世纪２０年代，英国外交官和商人的旅俄手
稿大量出版。但自１６２０年以后，这种趋势明显减弱了。１７世纪２０年代以后，英国人对俄国的认识主要是尾随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

Т．В．Лабутина，“ДопетровскаяРоссияглазамибританцев”，Вопросистории，№．５，２００９，С．２４－３７．



细和准确”。① 弗莱彻的《俄罗斯国家概况》②（Ｏｆ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Огосударстве
Русском）是这期间最具深度和研究价值的著作之一。为谋求恢复英国商人在俄罗斯的贸易特权，
弗莱彻在１５８８—１５８９年拜谒了费多尔沙皇（１５５７—１５９８，１５８４年即位）的宫廷。１５９１年，他在伦敦
出版了《俄罗斯国家概况》一书。此书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介绍了俄罗斯的自然环境、政治、历史、

宗教、经济、民风等方面的情况。弗莱彻对俄国的政治制度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敏

锐地观察到了酝酿之中的俄国政治危机并预测，伊凡四世所遗留下的混乱局面将导致国内战争和

外国人的入侵。③ 此后的“动荡时期（１５９８—１６１３年）”④所发生的一切印证了弗莱彻的推断。
１７世纪２０年代以后，随着英国人在俄对外贸易市场上优势地位的丧失，其在俄人数也大幅度

缩减，加之俄国政府对１６４０年的英国革命极为反感，１６６９年时莫斯科的英国商人只剩下了两名。
自１７世纪２０年代到１７世纪末，英国人关于俄罗斯的新著作几乎绝迹，欧洲大陆国家再次成为了
认识俄国的主导力量。⑤ 荷兰外交官奥勒阿里乌斯（Ｏｌｅａｒｉｕｓ）的著作在此期间最具影响力。奥勒
阿里乌斯奉命在１６３８年出使俄国和波斯。⑥ 他于１６４７年出版了自己的旅途见闻记，这本书几经翻
译，在欧洲流传广泛。⑦ 奥勒阿里乌斯在书中用了一半的篇幅描写俄国，介绍了俄罗斯的地理、气

候、土壤和动植物方面的概况；俄罗斯的国家版图、河流、城市情况；俄罗斯人的性格、文化和日常生

活状况；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沙皇统治和宫廷接待外国使节方面的情况；出使旅途中的见闻……。

作者的洞察力敏锐，他对俄国政治制度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认为俄罗斯人所具有的天生奴性决定了

其国家实行专制制度的必要性。⑧１６７１年科林斯（Ｃｏｌｌｉｎｓ）寄给朋友的一封书信是这期间为数不多，
却值得一提的英国出版物。科林斯曾在阿列克谢沙皇（１６２９—１６７６，１６４５年即位）的宫廷里担任医
生达９年，他的著述记录了宫廷生活，其中还有对沙皇的描写，而这往往是不易获得的资料。⑨

三、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眼中的俄罗斯形象———奇异和野蛮国家

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的俄国观在他们描写俄国的著作中形成并发展起来了。西欧作者们笔下的
俄罗斯是一个与西欧各国大不相同的国家，瑏瑠“奇异和野蛮”是他们勾勒出的俄罗斯形象，也是他们

对俄罗斯的总体认识。“奇异”强调了俄国和西欧国家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性，而

“野蛮”则说明西欧人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俄罗斯人面前表现出了优越感。在他们眼中，俄罗斯

民族尚未开化，俄罗斯更像是一个“野蛮的亚洲国家”，而非“文明的欧洲国家”。１７世纪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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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瑏瑠

Ｍ．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１５５３－１８１５，ｐ．３２．
若按照弗莱彻著作的英文名，此书名应翻译为《俄罗斯公共财富》，但根据著述的内容，笔者认为按照俄文名直译更为恰当，也

更能准确说明著述的内容。故笔者选用了《俄罗斯国家概况》这一译名。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Ｐｏｅ，“ＡＤｉｓｔａｎｔＷｏｒｌｄ－－－Ｒｕｓｓｉ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ＢｅｆｏｒｅＰｅｔ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ｅｄ．），Ｒｕｓｓｉａ
Ｅｎｇａｇ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１４５３－１８２５，ｐｐ．１５－１７．

在俄国史中，从１５９８年到１６１３年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动荡时期（Смутноевремя）”。１５９８年费多尔沙皇去世后，留里克王朝绝
嗣，俄国政局动荡，并遭受到外敌的入侵，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１６１３年，缙绅会议选出了新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１５９６—１６４５，
１６１３年即位），俄国进入到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期。新沙皇选出后，全国的力量得以团结起来应对国内和国外困局，１６１３年“大混乱时
期”结束。

Ｍ．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Ｖｉｅｗｓ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ｉｎｔｈｅ１７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ｅＳｌａｖｏｎｉｃ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３，ｎｏ．８０，Ｄｅｃ．，１９５４，
ｐｐ．１４０－１６０．

З．Ножникова，ЗагадочнаяМосковия－－－Россияглазамииностранцев，С．６０．
Ｍ．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ｖｅｌｓｏｆＯｌｅａｒｉｕｓｉｎ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ＲｕｓｓｉａｂｙＳ．Ｈ．Ｂａｒｏ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４，ｎｏ．

３３０，Ｊａｎ．，１９６９，ｐ．１８５．
⑨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Ｐｏｅ，“ＡＤｉｓｔａｎｔＷｏｒｌｄ－－－Ｒｕｓｓｉ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ＢｅｆｏｒｅＰｅｔ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ｅｄ．），Ｒｕｓｓｉａ

Ｅｎｇａｇ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１４５３－１８２５，ｐ．２０，１４．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Ｐｏｅ，Ｅａｒｌ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ｐ．１．



英国驻俄使馆的秘书居伊·德·米涅（ＧｕｙｄｅＭｉｅｇｅ）就认为莫斯科是一个“怪异、奢华、多姿多彩、
闻所未闻，还有点野蛮”的世界。① 西欧人惊奇和轻视的看法几乎存在于他们对俄罗斯认识的方方

面面。具体概况分为以下六个部分介绍。

（一）寒冷的北方国度

１６、１７世纪的俄国被认为是一个北方国家。西欧人认识到，新近崛起的莫斯科国家位于立陶
宛的东北方，其东南部边境与鞑靼人各汗国相邻。波塞维诺在为其著作描绘地图时，就将俄国置于

其欧洲邻国的东北方。② 这种看法持续到了１７世纪。在阿列克谢沙皇（１６２９—１６７６，１６４５年即位）
统治时期来到俄国的雅各布·鲁特恩菲尔斯（ＪａｃｏｂＲｅｕｔｅｎｆｅｌｓ）就写道：“俄国位于靠近北极的位
置。”③酷寒是北国俄罗斯留给来访者最为深刻的第一印象，这里的酷寒让他们惊讶万分。巴尔巴

罗曾写道：“那严寒能冻住河流”。孔塔里尼将俄国的特点就总结为“难以置信的寒冷”。④ 以后的

赫伯斯坦和奥勒阿里乌斯都在著作中生动地描绘了俄国酷寒的骇人景象。赫伯斯坦写道“冬天非

常寒冷，泼出去的水和吐出的口水尚未落地就已经冻住了……当我们１５２６年来俄国时，枝头挂满
果实的树在严冬来临时被冻死了……很多信使被冻死在马车厢里。”⑤奥勒阿里乌斯则写道，当他

１６３４年第一次来莫斯科时，克里姆林宫前的土地被冻裂开的裂缝有 ２０沙绳长、四分之一肘
长⑥宽。⑦

（二）物产丰富的国度

在１６、１７世纪西欧国家同俄罗斯的交往中，贸易扮演了主要角色。俄罗斯所拥有的惊人的丰
富物产吸引了西欧商人前来购买。西欧人在著述中记载了俄罗斯种类繁多的特产商品。赫伯斯坦

指出，在俄罗斯几乎所有地区都能获得毛皮、蜂蜜、蜂蜡和鱼。⑧ 钱塞勒提道，在俄国北方地区出产

盐、鱼类和动物毛皮；在诺夫哥罗德地区盛产亚麻、大麻、蜂蜡和蜂蜜；在沃洛格达周边地区出产动

物脂肪、蜂蜡、亚麻；而在雅罗斯拉夫尔出产的商品则有兽皮、动物脂肪和粮食。⑨ 弗莱彻指出，俄

罗斯的原材料商品种类繁多，且都很重要。瑏瑠

在所有商品中，价格昂贵的毛皮在西欧市场上最受欢迎，因此便得到了西欧作者们更多的关

注。弗莱彻指出了各等毛皮的产地：“上等的黑貂皮要在伯朝拉、尤格尔和鄂毕多尔斯克地区获

得，次等的可在西伯利亚、彼尔姆和其他地区获得，黑狐和火狐皮可在西伯利亚获得，而白狐皮多见

于伯朝拉和德维纳地区，最好的狼獾皮则产自伯朝拉和彼尔姆……”瑏瑡 在赫伯斯坦的书中则记载

了识别毛皮的办法：“买鼬皮很容易被骗，因为在其脑袋和尾巴处有某种记号，根据这些记号可以

判断出，动物是否在合适的季节被捕捉，而卖者则常常抹掉这些记号。我可以很好地分辨出上等和

劣等的鼬皮。”瑏瑢

（三）东方式的专制国家

１６、１７世纪的西欧人对俄国的政治制度几乎都持批判态度。此时期西欧国家的王权受到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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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１４５３－１８２５，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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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Ｈｅｒ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Ｒ．Ｈ．Ｍａｊｏｒ，ＮｏｔｅｓｕｐｏｎＲｕｓｓｉａＶｏｌｕｍｅ２，Ｎｏ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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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дамОлеарий，А．М．Ловягин，пер．，ОписаниепутешествиявМосковию，Смоленск：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РУСИЧ》，２００３，С．１５２．
瑏瑡　 В．О．Ключевский，СказанияиностранцевоМосковсомгосударстве，Ｃ．１４０．
РичардЧенслор，“РичардЧегслор１５５３－１５５４гг”，Ю．В．Готье，пер．иред．，Английские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в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вⅩⅥ веке，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Соцэкгиз》，１９３８，С．５５－５６．
Т．В．Лабутина，“ДопетровскаяРоссияглазамибританцев”，Вопросистории，№．５，２００９，С．２４－３７．



族议会的限制，而俄国统治者则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和让人惊叹的财富，西欧人眼中的俄国是一个

具有东方色彩的“独裁君主制国家”。赫伯斯坦认为，俄国就是个暴政国家，国家的政体表现为，由

一个凶狠的统治者不合法地将国家据为己有。对于瓦西里三世，赫伯斯坦评价道：“他如一个门外

汉一般让自己的权力凌驾在教会之上，他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没有一个大臣

有足够的权力胆敢去反对他，甚至是发表与他不同的意见。”①弗莱彻指出，俄国的政治制度类似于

土耳其，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国家的行为以沙皇的利益为准，贵族和平民都受沙皇的压迫。沙皇

的权力包括颁布和废除法律权、对政府成员的任免权、对外宣战和议和权、对臣民的惩罚和宽恕权、

司法裁判权等。沙皇权力不受到任何限制，他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野蛮统治。② 弗莱彻的同胞米

尔顿还提道：“沙皇可以随心所欲地让臣民支付其列出的税目，而省略掉征税所需进行的法律程

序。”③权力让沙皇积聚了惊人的巨额财富。１５７６年访问莫斯科的德国特使汉斯·科本策尔在回忆
录中写道：“我在俄国沙皇皇宫里所见到的一切，是世界上任何宝物都无法比拟的。”④

与沙皇坐拥无限权力和无尽财富相对应的是平民极其贫苦的悲惨生活。此时期的西欧人尚未

认识到正在形成中的俄国农奴制的本质，他们记述下了处于等级制度底层的平民们奴隶般的生活。

钱塞勒写道：“这里的穷人很不幸福，他们生活和居住条件让人可怜……依我之见，天下没有其他

民族过着这般艰苦的生活。”⑤弗莱彻指出，在俄国讨论国家问题的缙绅会议上，平民没有投票权，

贵族和神职人员运用投票权通过“那些抑制平民地位的法令和决议”，由此将社会“所有的重担都

压在平民阶层身上”。⑥ 弗莱彻还将俄国缙绅会议同英国议会进行了比较并指出，缙绅会议完全没

有保护人民免受压迫，而英国议会则推动了那些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法案。⑦ 此外，在１７世纪中后
期，奥勒阿里乌斯等一些西欧观察者认为，俄国平民具有天生的奴性，他们需要，并自愿接受沙皇的

专制统治。⑧

这个时期的西欧人往往将俄国同东方专制统治的代表———土耳其相比，甚至认为土耳其比俄

国要更接近西欧。约翰－乔治·科布（ＪｏｈａｎｎＧｅｏｒｇＫｏｒｂ）写道：“俄罗斯人被认为更像奴隶，没有
自由。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没有一点尊重他人的常识，他们生活在奴隶制的重负下。甚至是土耳其

人在其君主的权杖前都不会表现出更多的令人生厌的卑微。”⑨

（四）怪诞的宗教信仰

西欧人对俄罗斯的宗教表现出了兴趣，但他们的记述主要是停留在一些表面现象上，认识深度

有限，且缺乏系统描述。虽然赫伯斯坦指出：“俄罗斯信奉的是基督教希腊教派，”⑩ 但同属于基督

徒的西欧人对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却表现出了强烈的蔑视。孔塔里尼认为，“俄国人是基督徒，但不

是什么好的基督徒。”瑏瑡

西欧人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中充斥着迷信、无知和荒谬的色彩。英国人培根（Ｂａｃｏｎ）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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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ичардЧенслор，“РичардЧегслор１５５３－１５５４гг”，Ю．В．Готье，пер．иред．，Английские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вМосковско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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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俄国的宗教中“充满了迷信和圣像崇拜”，他的看法得到同时期其他英国人的认同。① 奥里阿勒

乌斯虽注意到了俄罗斯东正教中的本土元素，却并不理解其含义。他写道：“俄罗斯人自称是希腊

教派成员，却并没有准确地遵循其教义，在他们的教义中存在许多谬误，并自行增加了内容”。② 弗

莱彻认为，“俄罗斯人信仰上帝所持的苦难意识来自于无知和无根据的风俗，他们并不懂基督受难

和十字架的意义。”③此外，他还批判教会在进行“布道，教化和劝导时不用圣经，所有的神职人员都

不学无术，甚至一点也不懂圣经”。④ 在他的前辈伦道夫（Ｒａｎｄｏｌｐｈ）笔下，俄罗斯僧侣被描绘为“酗
酒“和“不学无术”的形象。⑤

（五）满是缺点的野蛮民族

在“文明的”西欧人眼中，俄罗斯人是尚未开化的、不文明的野蛮人。西欧人的著作中充斥着

对俄罗斯人的抱怨和鄙夷。英国学者安德森认为，“不诚实”、“残忍”、“酗酒”和“未经文明开化”

是１６、１７世纪英国人对俄罗斯人的看法，⑥。对此，阿维蒂（Ａｖｉｔｙ）就写道，俄罗斯人“不坦白”、“不
真诚”，他们“天性如此之坏，以至于相互间缺乏友谊和爱，他们不守承诺，也不尊重父母和配偶”。⑦

奥勒阿里乌斯则认为：“俄罗斯人总体而言不喜欢自由的艺术和文明的科学，并且也无意愿去学

习。要知道，好的艺术教育能陶冶情操，而不至于让人孤僻自封。”⑧此外，他还借丹麦贵族雅科夫

的话描述了俄罗斯人的性格：“他们狡猾、机智、顽固、野蛮、不友好、心理反常……他们一无是

处。”⑨

酗酒是俄罗斯人留给西欧人最深刻的印象，并因此也饱受抨击。乔治·特伯维尔（Ｇｅｏｒｇｅ
Ｔｕｒｂｅｒｖｉｌｌｅ）认为饮酒就是俄罗斯人的生活，他写道：“喝酒是他们全部的愿望，酒罐都是他们的骄傲
……”⑩ 科林斯发现，俄罗斯人认为狂饮是节日里释放快乐的最有效方式，“越隆重的节日，喝起来

就越没有限度，男人、女人和神父们醉醺醺地摇晃着走在街上并不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瑏瑡 孔

塔里尼对俄罗斯人的饮酒习惯进行了抨击：“虽然俄罗斯人不论男女都非常的漂亮，但总的来说，

他们是粗鲁的民族。他们都是大酒鬼，并以此引以为傲，而且还会看不起那些不喝酒的人。”瑏瑢比他

晚一个世纪来到俄国的钱塞勒在观看了谢肉节上的庆典后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存在俄国这样的酗

酒现象。并且，他还认为：“世界上没有比酗酒、淫荡和敲诈更为让人觉得厌恶和龌龊的事情了”。瑏瑣

（六）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是俄国获得西欧称赞的为数不多的一个方面。西欧人惊讶于俄国士兵在艰苦环境下

的忍耐力。弗莱彻在指出“俄国士兵进攻战能力弱于波兰和瑞典”的同时，“大大赞赏了俄国士兵

防御战的能力和坚强的忍耐力”。瑏瑤 钱塞勒对俄国军队的忍耐力赞叹不已。他写道：“任何的寒冷

都不会动摇他们，尽管他们不得不在酷寒中在野外待上两个月，而且雪下得超过了一码瑏瑥厚。”他认

为英国军队在此条件下只能待一个月。钱塞勒还有预见性地洞察到了俄国的潜力。他写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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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俄国人知道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将没有人可与之竞争，其邻国也将不得安宁。”①

此外，西欧人对俄国的军事实力也做了估算。钱塞勒估计，伊凡四世的兵力有“２０－３０万
人”。② 霍西估测，伊凡四世投入到利窝尼亚和瑞典前线的兵力包括１０万骑兵和５万炮兵。③ 这些
数字或有夸大，但不可否认，西欧人眼中俄国已经成为东北欧一个不可小觑的国家。

四、评价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的俄国观及其影响

在评述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俄国观的影响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其所达深度和客观性做出评价。
首先，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对俄国的认识和了解达到了什么程度？总体看来，西欧人对俄国的认识涉
及面广，涵盖了地理环境、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勾勒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俄罗

斯形象，但受限于一些主客观因素，认识深度有限，多停留在直观和表层现象上。正如克柳切夫斯

基所指出的那样，西欧人对“表面现象、社会生活的表层秩序以及物质生活方面”多有翔实和可信

的记述，而对于“家庭生活、社会精神层面”的描写就逊色很多了。④ 其中，语言是西欧人深入了解

俄罗斯的最大障碍。此时期与俄国交往频繁的英国直到１６９６年才出版了第一本俄语教科书。⑤ 此
外，俄国对外国人的防备和疑心也是一大障碍。外交使节在俄国被安置在特殊的外交寓所，住处有

警卫把守，未经当局许可不可擅自离开这里进城，⑥加之普通民众对外国人的戒心，想要深入了解

这个国家便是困难重重了。

其次，西欧人俄国观的客观性问题也颇受史学界关注。剔除当时俄国文化相对落后的客观事

实，作为认识主体的西欧人对认识客体俄罗斯“奇异和野蛮”形象的刻画多少暗含了轻视和鄙夷的

态度，诸如俄罗斯人“具有天生的奴性”、“天性就坏”的看法带有着明显的偏见色彩。西欧人的偏

见往往出现在对俄罗斯人社会生活的记述上，而在对地理、自然条件等方面的记述上则表现得较为

客观。英国学者安德森指出，在英国关于俄国的著作及译作中，不论信息是否准确，都能发现作者

所持有的“优越感论调”。⑦ 正是这种优越感催生出了西欧人对俄罗斯文化的轻视态度，他们由此

将笔下的俄罗斯过度地“野蛮化”了，而这种优越感是形成于他们对当时俄国与西欧文明所存差距

的认识。对于安德森的观点，一些俄罗斯学者并不认可，他们认为，１６、１７世纪俄国经济与文化发
展水平并非如西欧人想象中那么低下，西欧人歪曲俄罗斯的形象别有目的。俄英关系史研究专家

拉布京娜认为，英国人将俄国人描述为“野蛮人”，将其政治制度描述为 “亚洲式的专制体制”，是

为了将“野蛮的”俄罗斯人同“文明的”欧洲人对立起来，从而达到他们的殖民目的，１６１２—１６１３年
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１５５６—１６２５，１６０３年即位）制订的在俄国北部地区建立保护国的殖民计划便
是例证。此外，她还提到，一些在俄国事业发展受挫的外国人往往带有仇俄情绪，这便影响了他们

对事实进行客观评价，如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官戈登等。⑧ １６、１７世纪的西欧国家处于地理
大发现成果所掀起的海外殖民浪潮中，将一些海外新地上的落后原住民视为 “未开化的野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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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其殖民活动提供依据的现象确实广泛存在，但笔者并不认为俄国的情况属于此类。与西欧人

相比，“俄罗斯人也属文明的、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也有了火枪和火炮，”①加之严酷的气候，西欧

人未必有足够的把握对其进行殖民，并且，１６１２—１６１３年英国殖民计划并非酝酿已久，而是由当时
局势所②催生出的。③ 因此，笔者认为安德森的观点更为合理，当然，也并不排除一部分在俄事业发

展受挫的人心存怨恨地刻意歪曲俄罗斯的形象。

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的俄国观开启了西欧人认识和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对此后双方交往和各自
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将分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１．西欧国家认识到俄国的经济价值后，便争先恐后地前来进行贸易，企图将俄国变为其原材料
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１５５３年英国商人开辟了由西欧到达俄国的北方航线，他们凭借所获得的贸
易特权确立了在俄国对外贸易市场上长达７０年的绝对优势地位，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润。
到１７世纪２０年代，荷兰人获得了在俄贸易优惠权，他们取代英国人，占据了在俄贸易市场上的优
势地位。④ 由此，俄国被纳入到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体系中，与东欧和新大陆一起成为了西欧资本

主义发展的原材料供应地，与西欧国家的经济交往也成为俄国近代化的起点。

２．德国皇帝和罗马教廷早在１５世纪中叶就意识到，莫斯科国家可作为对抗异教徒土耳其的同
盟。然而，尽管教皇促成了瓦西里三世与拜占庭末代公主的联姻，却没能实现东、西教会统一的计

划。而随着西欧人对俄国认识和了解的加深，联俄抗土的政治计划在１６、１７世纪又多次被提起。
西欧人认为，俄国人虽“野蛮”、“未开化”，但他们与西欧拥有同样的基督教信仰，可利用“野蛮的”

俄罗斯人对抗“野蛮的”土耳其人。罗马教廷和德国皇帝的使者不断地来到俄罗斯，这其中就有赫

伯斯坦、波塞维诺等。直到１８世纪初，德国皇帝仍在寻求实现联俄抗土的目标。⑤ 自此，俄国开始
成为欧洲政治体系中不可小觑的一员。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早期形成的带偏见色彩的认识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除，如

“怪诞”、“野蛮”、“专制”等，直至今天，它们都仍在俄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发展中发挥着影响。当

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发生争端时，“野蛮”等非理性看法往往就成为他们为控制话语权，而不问青红

皂白、无视历史文化传统地用来攻击俄罗斯的“口伐武器”。缺乏理解，或是不愿去理解，西欧人的

偏见对双方关系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３．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对俄国地理概况的了解推动了西欧人继续寻找东方商路的探险活动。这
些行动虽然未获成功，却推动了西欧人对未知世界的认识。１６世纪下半叶至１７世纪初，英国人和
荷兰人进行了开辟东北航路到达中国的尝试，虽未获成功，但他们将航路由白海延伸到了喀拉海，

并新发现了熊岛和杨马延岛。⑥ 此外，俄国地处欧亚两洲交界处，并且其东部边界仍在不断地向前

推进。西欧人认为，也可经由陆路从俄国开辟到达中国的商路。英国人詹金森就在１５５８年进行了
尝试，尽管遭遇失败，却开辟了到达波斯的商路。⑦ 此后，英国人又做了几次陆路探险的尝试，虽未

获成功，却对所到达的亚洲腹地有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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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１５—１７世纪》，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２８８，２８５页。
１７世纪初的俄国处于王朝断裂、外敌入侵的危难时刻，国家濒临崩溃。英国人因担心俄国被波兰和瑞典瓜分占领后影响到本

国在俄经济利益，便提出了在俄国北部地区建立保护国的殖民计划。当俄国缙绅会议选出了新的沙皇，俄国人制止了外敌入侵之后，英

国人的计划便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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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１７世纪西欧人有关俄国的著作还为历史工作者提供了大量研究当时历史的一手资料。
其中像赫伯斯坦、钱塞勒、弗莱彻、奥勒阿里乌斯等人的手记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但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各方面资料在俄国古老文献中记载很少，具有珍贵的价值，

但我们在使用时，需持审慎的态度。① 使用前，我们需先做好史料的鉴别工作，区分开因作者主观

态度所造成的非理性和非客观的记述，以便合理地运用史料。

１６、１７世纪是近代西欧人认识和了解俄国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奇异和野蛮”是此时期西欧人
对俄国的总体印象。这一印象从１８世纪开始便有所改观了。１８世纪初，彼得大帝（１６７２—１７２５，
１６８２年即位）在俄国推行全面的西方化改革，西欧的科技和文明元素被引入俄国，西欧国家成为俄
国学习和仿效的对象，俄国就此被纳入到近代化的快速发展轨道上。彼得大帝在开启了俄国近代

强国之路的同时，将西欧人俄国观的发展也引入到第二个历史阶段。从１８世纪开始，西欧人所认
识的俄国相比于以往具有了更多的“欧洲的”和“文明的”特征。俄国由此开始被视为一个年轻的

欧洲国家，被视为是欧洲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还被视为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切历史进程的全权参

与者。② 自此开始，西欧的知识分子加入到认识俄国的人群中来，他们将西欧人的俄国观发展推向

更为全面、更有深度的方向，法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阶段贡献了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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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川豫，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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