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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叙事是具有建构主义性质的认知结构ꎬ 被视为根据

现实需要来解释过去的经历ꎮ 在特定政治语境下ꎬ 历史叙事在集体记忆

与对外政策行为之间建立了因果联系ꎬ 决策者利用记忆共同体成员熟悉

的叙事主题与叙事模板ꎬ 为其提出的政策主张及外交行为提供合法性和

动员力ꎮ 这些历史叙事不仅应被理解为对过去的叙事ꎬ 也应被理解为对

未来的叙事ꎮ 本文以俄乌冲突引发的叙事争议为例ꎬ 重点探讨历史叙事

在俄乌两国对外政策行为中的运用逻辑ꎬ 并展现围绕同一个议题的不同

叙事如何成为俄乌双方进行宣传和鼓动的工具ꎬ 如何作为对外政策行为

的托词而成为争议的焦点ꎮ 俄乌冲突的复杂性在于ꎬ 它不仅体现为俄罗

斯与西方的冲突对抗ꎬ 同时也是俄乌两国对历史的不同诠释以及对各自

历史观的重塑ꎬ 导致两国在涉及地缘利益与安全困境、 认同构建与身份

重塑的记忆中形成了明显的叙事偏差ꎬ 从而形成了当下俄乌冲突无法告

停的症结ꎮ ２０１４ 年后俄乌领导人之间的深刻分歧反映了不同记忆共同

体及其各自运用的叙事工具之间的巨大差异ꎬ 与其说这是对历史问题的

立场ꎬ 毋宁说是对当下现实政治问题的立场ꎮ 对历史叙事作用机制的分

析、 对历史叙事与对外政策之关系的探讨可为同类型问题的研究提供更

多思路ꎮ
【关 键 词】 　 历史叙事　 集体记忆　 对外政策　 俄乌冲突

【作者简介】 　 张严峻ꎬ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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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前夕ꎬ 普京在近一小时的电视

讲话中从历史层面详述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ꎮ 此次讲话不是俄罗斯领导人第

一次以历史叙事为抓手ꎬ 为其对外政策行为提供话语层面的合法性来源ꎮ 不少人

将俄罗斯对西方极富攻击性的挑衅行为归因于普京的 “个人秀”ꎬ 但这显然不是

俄罗斯推行对外政策的根本驱动力ꎮ 不难发现ꎬ 历史叙事作为一种介质ꎬ 为决策

者解释现实冲突情境提供了一个 “可供使用的过去”①ꎮ
叙事是具有建构主义性质的认知结构ꎬ 是根据现实需要来解释过去的经历ꎬ

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理论与实践有构成性作用ꎮ 本文聚焦历史叙事在国家对外

政策行为中的运用逻辑ꎬ 重点探讨历史叙事如何通过话语层面的呈现对国家对外

政策行为产生影响ꎮ 本文认为ꎬ 在特定语境下ꎬ 决策者通过重组该国的历史经

历ꎬ 将各种历史事件在特定的叙事框架中进行排序和相互连接ꎬ 继而将关于过去

的记忆投射到现实中ꎬ 为对外政策及实践提供合法性支撑ꎮ 通过历史叙事结构的

重组ꎬ 观念层面的集体记忆与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之间发生因果联系ꎮ 这些历史

叙事不仅应被理解为对过去的叙事ꎬ 也应被理解为对未来的叙事ꎬ 而决策者所创

造的历史叙事逻辑正是他们所设想的民族 －国家命运的写照ꎮ

一　 从国际政治视角理解 “历史叙事”

(一) 从 “叙事” 到 “历史叙事”
叙事就是叙述故事ꎬ 即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

事件②ꎮ 叙事是创造意义的过程ꎮ 孤立的事件本身并不产生意义ꎬ 必须通过叙事

将各种相关事件联系起来ꎬ 形成先后顺序和因果关联③ꎮ 从认识论角度看ꎬ 叙事

是人们对所经历事件的个人或集体的主观认知ꎬ 叙事者将各个事件或事件中的各

元素编排起来ꎬ 赋予他们自身及其所处的世界以特定的意义④ꎮ 叙事就是对故事

８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Ｊ Ｗｅｒｔｓｃｈꎬ Ｖ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 ｐ ３９

申丹、 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Ｌ Ｈｉｎｃ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Ｓ Ｈｉｎｃｈｍａｎꎬ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ＵＮ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１６
Ｒ Ｋｒｅｂｓꎬ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 ｐ １０



历史叙事在国家对外政策行为中的运用逻辑　

情节的组织过程ꎬ 涉及对过去事件的重构、 叙事的流畅度和情节的可用性①ꎮ 因

此叙事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回忆ꎬ 而是基于现实需要对过去的 “无序” 经历进行

“有序” 的重建②ꎮ
由于叙事的建构主义性质ꎬ 个体或施动者在创造和转变叙事的过程中起到重

要作用ꎮ 叙事者不仅讲述过去经历ꎬ 还讲述如何设想未来ꎬ 包括如何设想自身与

他者的关系③ꎮ 叙事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取决于叙事者的刻画方式ꎬ 叙事者在道德

上的好恶评判决定了叙事的价值④ꎮ 叙事通常取决于叙述者如何回忆和叙述其周

围发生的事情ꎬ 因此叙事不一定存在真实或虚假的区分ꎬ 而故事的可信度在于其

提供了行动与结果之间令人信服的联系⑤ꎮ 由于叙事可以被用来证明人们的行为

是否符合其对于 “正确” 的理解ꎬ 因此就能用来动员和说服其他人ꎮ 叙事可以

在一个特定群体的成员之间建立联系ꎬ 加强其情感联络ꎬ 但与任何文化工具一

样ꎬ 叙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狭隘观察视角和有限信息处理的影响⑥ꎮ 因此ꎬ 叙事

的构建需要有条件地选择某些事件、 人物和观点ꎬ 这意味着其他观点会被掩盖或

边缘化⑦ꎬ 而这些被忽略的信息可能存在于另一套叙事系统中ꎮ
历史叙事是将历史事件进行筛选、 排列、 重组后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呈现出

的叙述ꎮ 历史叙事是保存和传承记忆的有效方式ꎬ 个人通过叙事可感受到与历史

中的事件、 人物的强烈关联及共同特质ꎮ 由于叙事有构建意义的特性ꎬ 因此历史

叙事可以通过建构政治行为的意义塑造人们对一国政策立场的认知和态度ꎬ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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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构一个行为体的身份认同ꎬ 从而影响其观察现实政治的立场以及行为方式ꎮ
个人或政治行为体通过操纵叙事话语对历史事件作出阐释ꎬ 并将这种阐释传达给

大众ꎬ 使其以特定的方式和逻辑去思考①ꎮ 为了让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大众的支

持ꎬ 政治精英习惯于从集体记忆中择选历史素材ꎬ 转化为政治资源加以利用②ꎮ
一旦某种经加工的历史叙事被相当数量的大众接受ꎬ 这种叙事就占据了主导地

位ꎬ 并具备了权威性ꎬ 因此占据主流意识或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代表掌权者权力意

志的故事③ꎮ 在不同历史和社会语境下ꎬ 某些似乎已明确的历史事实也可能产生截

然不同的叙事解读: １６５４ 年哥萨克和沙皇签署 «佩列亚斯拉夫条约»ꎬ 在俄罗斯人

的叙事中标志着俄乌历史的再度统一ꎬ 而在乌克兰人的叙事中则代表着俄罗斯对乌

克兰吞并和殖民的开始④ꎮ 决策者不仅会根据其实际需要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ꎬ 还

会讲述他们理解及设计的未来ꎬ 因此历史叙事同样包含了对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期

望ꎮ 只有理解决策者作出的政策选择背后的叙事ꎬ 才能理解一个国家的行为ꎮ

(二) 国际政治研究的 “叙事转向”
近半个世纪以来ꎬ 历史学、 心理学、 社会学、 政治学等逐渐将 “叙事” 概

念纳入各自研究领域ꎮ 历史学关注历史文本的叙事性分析ꎬ 聚焦叙事与历史解

释、 叙事与历史中的结构、 规律、 意义等宏大主题的关系ꎮ 社会学则将叙事作为

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ꎬ 通过叙事分析推动社会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ꎮ 叙事与政治

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ꎬ 叙事影响人们观察、 理解、 阐释政治现实的方式ꎬ 国际政

治事实必须通过叙事加工才能产生意义⑤ꎮ 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ꎬ 叙事已被

纳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ꎮ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罗伯茨率先提出了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 “叙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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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ꎬ 指出历史叙事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概念化构建具有启示性意义①ꎮ 此后ꎬ 国

际政治研究的 “叙事转向”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 一是对叙事文本、 结构进行

分析ꎬ 探究叙事本身如何产生权力ꎻ 二是探究叙事发挥作用的机制ꎬ 叙事不仅是

对故事的简单叙述ꎬ 还是叙事者自己或其所处的集体经历的事件ꎬ 可以为其行动

提供特定的框架和规则ꎮ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对历史叙事的关注日益增多ꎬ 鼓励

运用叙事分析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研究ꎬ 尤其关注叙事与身份认同、 国家安全、
对外政策分析的内在关联②ꎮ

身份叙事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机制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ꎮ 身份叙事

影响对外政策的形成和演进ꎬ “我—他” 身份叙事的构建对国家间关系发展走向

具有特殊影响ꎮ 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提出的身份、 行动和对外政策

的叙事理论为对外政策演进分析提供了新的诠释路径③ꎮ 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
史密斯认为ꎬ 种族、 民族、 宗教的认同都建立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ꎬ 叙事界定了

共同体的成员及其共享记忆④ꎮ 美国学者汪铮主要就历史叙事建构下的集体认同

与对外政策之间的潜在联系进行了理论探讨⑤ꎮ
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历史叙事如何被决策者作为解释其政治主张及外交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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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Ｇ Ｒｏｂｅｒｔ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ＩＲ”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７１０

关于 叙 事 与 身 份 认 同 构 建 的 关 系ꎬ 参 见: Ｄ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Ｂｏｓｎｉａ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ꎬ Ｍ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ꎻ
Ｇ Ｈøｎｎｅｌａｎｄꎬ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１０ꎻ 关于叙事与国家安全建设的关系ꎬ 参见: Ｌ Ｈａｎｓｅｎ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ｓｎｉａｎ Ｗａ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６ꎻ Ｒ Ｋｒｅｂｓꎬ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ꎻ 关于叙事与对外

政策分析ꎬ 参见: Ｅ Ｒｉｎｇｍａｒ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ｗｅｄｅｎ’ 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 Ｗａ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ꎻ Ｃ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ꎬ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ｉｎｌａｎｄꎬ Ｂｅｒｎ: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ꎬ
２００８ꎻ 薛丽: «战略叙事、 本体安全与对外政策演化: 美国对 “一带一路” 的叙事研究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１)»ꎬ 外交学院 ２０２１ 年博士学位论文ꎮ

Ｃ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ꎬ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ｉｎｌａｎｄꎬ Ｂｅｒｎ: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ꎬ ２００８

〔英〕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认同»ꎬ 王娟译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ꎮ
〔美〕 汪铮: «历史记忆、 认同构建与政策行为: 两种分析框架»ꎬ 载 «复旦政治学

评论 (第十二辑)»ꎬ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１６６ ~ １９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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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ꎮ 贝伦斯科特认为ꎬ 民族国家可概念化为一个由集体叙事构成的时空体ꎬ 政

治在连接过去与未来、 域内与域外的时空中起到了连贯叙事的作用①ꎮ 克列布斯

关注叙事的动态变化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ꎬ 以及叙事如何将历史经验的成败与

当前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编排成一个连贯的叙事系统②ꎮ 汪铮认为ꎬ 主流的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忽视了观念 (包括历史记忆、 文化、 思想和其他观念因素) 对政

策行为者、 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作用ꎬ 实际上政治家会利用主动构建历史叙事来

引导记忆共同体的塑造ꎬ 进而引导这一共同体成员形成对国内政治和国家间关系

的共识③ꎮ 一些学者关注历史叙事在社会和大众层面形成共同记忆以及共识表达

的过程ꎬ 教科书常常被视为 “推进一种特定的叙事体系ꎬ 并使一种既定的政治和

社会秩序合法化” 的意识形态工具④ꎮ

二　 分析框架: 历史叙事的作用机制

历史叙事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在政治精英的外交决策与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之间建立某种因果联系ꎮ 政治精英之所以能作出决策ꎬ 源于长期以来印刻在其文

化基因中的集体叙事 “密码”ꎬ 这是他们作为某一记忆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知在

其思维中的体现ꎮ 决策者往往借助一种约定俗成的叙事主题及与之配套的具有普

适性的叙事模板ꎬ 将历史事件抓取并整合进一个熟悉的情节构想中ꎬ 这一过程引

导共同体成员将过去的习惯性记忆引入当下的冲突情境ꎬ 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现

实经历ꎬ 从而为对外政策行为提供合法性支撑ꎮ

(一) 集体记忆与对外政策行为的因果关系

本文认为ꎬ 历史叙事作用于对外政策行为的过程ꎬ 就是把观念层面的记忆、
认同等因素嵌入到特定的规则和规范中ꎬ 从而对外交决策产生指导或动员作用ꎬ
使其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ꎮ 在这层意义上ꎬ 历史叙事充当了集体记忆与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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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Ｆ Ｂｅｒｅｎｓｋｏｅｔｔｅｒꎬ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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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Ｋｒｅｂｓꎬ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美〕 汪铮: «历史记忆、 认同构建与政策行为: 两种分析框架»ꎬ 第 １６６ ~ １９２ 页ꎮ
Ｍ Ａｐｐｌｅꎬ ａｎｄ 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 Ｓｍｉｔｈ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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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之间发生联系的中介工具ꎮ 基欧汉重点探讨了观念层面的因素如何作用于政

策行为的研究体系①ꎮ 我们可以通过集体记忆与对外政策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来

理解历史叙事发挥作用的路径ꎮ
第一ꎬ 集体记忆影响决策过程ꎮ 决策者对现实状况作出某种判断和解读ꎬ 是

他们作为记忆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知在思维中的体现ꎮ 在缺乏某种决策的标准或

原则的情况下ꎬ 决策者往往会从共有的文化、 宗教、 民族记忆中寻求解法ꎮ ２０２２
年普京在纪念彼得一世诞辰 ３５０ 周年之际重提历史遗产的传承意义ꎬ 以 “俄国并

非侵略瑞典ꎬ 而是收复并巩固了自己的领土” 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提供

合法性ꎬ 以鼓励俄罗斯人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承担起历史使命②ꎬ 这正是俄罗斯人

基于 “抵御外部入侵” 的集体记忆所作出的条件反射ꎮ 特定的历史记忆能引导

决策者决定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ꎬ 帮助他们选择最佳方案ꎬ 同时回避其他替代性

方案ꎮ 乌克兰在历史上长期受制于 “小俄罗斯” 的身份记忆ꎬ 一直希望完全摆

脱俄罗斯的影响ꎬ 因此奉行亲欧政策以及加入欧盟就成了乌克兰领导人的优选方

案ꎬ 而与俄罗斯保持 “表面的和平” 已不再是基辅的可能选项ꎮ
第二ꎬ 集体记忆为对外政策提供动员力ꎮ 叙事可以引发行动或为行动辩

护③ꎮ 叙事者利用集体记忆激发受众在认知和情感上的共鸣ꎬ 使受众体会到自己

身处一个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共同体ꎬ 并说服大众为其提出的政策主张提供助力ꎬ
尤其是道德或原则上的支持ꎮ 近年来ꎬ 乌克兰领导人借助乌克兰大饥荒等悲剧事

件博取国际舆论同情ꎬ 为其谋求加入欧盟提供道德上的支持ꎮ 一些叙事可能并不

符合事实ꎬ 甚至不符合既有的道德规范ꎬ 但却能激发受众的共鸣ꎬ 产生强大的社

会动员力ꎬ 这得益于叙事者对集体记忆中 “有效部分” 的转化和利用ꎮ 最常见

的 “有效部分” 就是群体历史经验中的 “苦难记忆”ꎬ 当不断强调一个群体正在

遭遇外部威胁、 危机、 冲突等特定情境时ꎬ 人们会习惯性地想起这种记忆ꎬ 并通

３２１

①

②

③

〔美〕 罗伯特基欧汉、 朱迪思戈尔茨坦: «观念与外交政策: 信念、 制度与政治

变迁»ꎬ 刘东国译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ꎮ
Путин сравнил нынешнюю эпоху со временами Петра Ｉꎬ ９ июня ２０２２ г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２２０６０９ / ｐｅｔｒ － １７９４３３７１４４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Ｈ Ｗａｇｅｎａａｒꎬ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ｐｐ ２０８ －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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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改造这种记忆来强化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共识①ꎮ 人们习惯于从苦难经历中获取

自尊自强的动力ꎬ 因此集体记忆可以为一个群体提供自我崇拜的信念ꎬ 并引导共

同体成员从以 “我” 为主的视角来看待问题ꎬ 每个成员得以认识到自己在历史

中的角色和价值ꎬ 继而产生对共同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ꎮ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

后ꎬ 俄罗斯领导人在演讲中多次引用俄罗斯面对强敌自卫反击的历史先例ꎬ 以此

激发俄罗斯人自尊自强的信念ꎬ 从而使整个俄罗斯社会获得团结的动力ꎮ

表 １　 集体记忆与对外政策行为的因果关系

集
体
记
忆

集体记忆影响决策过程

集体记忆为对外政策提供动员力

集体记忆增强政权的合法性

集体记忆影响决策者对现实情境的判断和解读

集体记忆影响决策者制定对外政策的方向

集体记忆激发受众的认知和情感认同

集体记忆为决策和实践提供道德支撑

集体记忆为一个群体提供自尊自强的信念

集体记忆增强新政权及其自身的合法性

集体记忆使旧政权或其他政权丧失合法性

集体记忆赋予针对另一个群体的政治行为以正当性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第三ꎬ 集体记忆增强政权的合法性ꎮ 新政权及其领导人重塑集体记忆以增进

自身利益ꎬ 强调自身合法性ꎬ 同时否定旧政权或其他政府的合法性ꎮ 苏联解体初

期ꎬ 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通过出版新的历史教科书、 推倒或重建历史人物纪念

碑、 设立新的纪念日等塑造新政权的合法性ꎬ 同时与已崩塌的旧政权 “告别”ꎮ
集体记忆使受众在区分 “自我” 与 “他者” 中生发出共属一体的想象ꎬ 既能感

受先辈的荣光或屈辱ꎬ 也能体会 “他者” 给所在共同体带来的增益或创伤ꎮ 政

治精英擅长利用本民族的苦难记忆创造一种主流的纪念性叙事ꎬ 强调本群体的共

同历史和命运ꎬ 并以此证明针对 “他者” 尤其是敌对方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ꎮ
１９９１ 年乌克兰独立后ꎬ 在历史重塑上尤其突出乌克兰民族遭受沙俄、 苏联政权

压迫的苦难史ꎬ 将这一记忆作为重建乌克兰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ꎮ 近年来ꎬ 乌克

兰亲欧政权对 “苦难记忆” 叙事的强化达到顶峰ꎬ 针对俄罗斯人的一切仇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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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ｕｓ ＆ Ｇｉｒｏｕｘꎬ 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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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都被视为维护乌克兰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正当、 合法行为ꎮ

(二) 历史叙事的作用机制: 主题、 模板与应用

历史叙事作用于对外政策的机制ꎬ 是通过将集体记忆的情绪投射在对外政策

的合法性上ꎮ 那么历史叙事如何实现从集体记忆到对外政策这一因果路径? 需要

借助哪些叙事工具? 这些叙事被置于怎样的叙事结构中发挥作用?
波尔金霍恩提出 “叙述—共同要素—叙述” 的定性研究分析方法ꎬ 研究者

对定性数据的分析首先以确定 “主题” 为前提ꎬ “主题” 通常是从收集的大量数

据中归纳出来的具备共同性的要素ꎬ 再以具体案例或数据来验证①ꎮ 本文提出的

历史叙事作用机制参考了波尔金霍恩的思路: 决策者借助集体记忆中的某种共同

认知ꎬ 通过选择特定的历史经历和素材ꎬ 将其按照一定秩序置于特定的叙事结构

中ꎬ 从而为对外政策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ꎮ
历史叙事作用机制可理解为 “主题” “模板” 与 “应用” 的联系与承接ꎮ 一

般情况下ꎬ 政治精英往往依据其所处的文化、 种族、 宗教共同体的历史记忆 (经
验)ꎬ 从中选定某个特定的叙事主题ꎮ 叙事主题并不是决策者创造的ꎬ 它存在于

决策者及支持他的大众的文化基因中ꎬ 是其所在共同体在长期累积的历史经验中

逐渐生成的ꎮ 不同行为体可能拥有相似的历史经历ꎬ 因而可能使用相同的主题作

为叙事工具ꎬ 例如世界上不少民族曾遭遇外敌侵犯ꎬ 俄罗斯人有被蒙古鞑靼统治

的过去ꎬ 而美国人则有 １９４１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记忆ꎮ 有些叙事在民族共同体

的记忆中占有重要位置ꎬ 例如 “抵抗外敌入侵” 同为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

最重要的叙事主题之一ꎮ 某些共同体有自己的 “专属叙事”ꎬ 例如俄罗斯的 “保
护文化同盟” 叙事正是源于俄罗斯与其历史同盟的关系以及文化共同体的构成

方式ꎮ
构建叙事模板②是整个机制的核心环节ꎮ 集体记忆建立在一个概括性的叙事

传统中ꎬ 通常表现为一种程式化的模板ꎬ 这些模板构成了英国历史学家罗文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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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叙事模板” 概念参考了美国学者沃尔齐的观点ꎮ 详见: Ｊ Ｗｅｒｔｓｃｈꎬ Ｖｏｉｃ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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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有 “独特的本民族释义” 的 “文本遗产”①ꎮ 首先ꎬ 叙事模板源于对历史记

忆中众多相似故事情节的凝练ꎬ 是一种高度概括的叙述形式和可以容纳众多同质

化历史故事的框架ꎮ 其次ꎬ 叙事模板可能是某种经过长期沉淀、 制度化程度较高

的具有普遍性质的原型ꎬ 也可能属于某个特定的叙事传统ꎬ 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

形成的叙事模板可能高度相似ꎬ 也可能有很大区别ꎮ 例如ꎬ 在 “抵御外敌入侵”
叙事中ꎬ 俄罗斯人眼中的 “外敌” 多指西方国家ꎬ 而当代乌克兰人则将俄罗斯

视为 “最大的侵略者”ꎮ 再次ꎬ 叙事模板是说话和思考的习惯ꎬ 通常是在 “无需

思考、 不作分析和不知不觉中”② 发挥作用ꎮ 通过叙事模板ꎬ 研究重点从分析具

体的叙事事实转向了分析众多叙事的基本样式ꎮ 围绕同一个历史问题ꎬ 每个记忆

共同体都依赖自身的叙事模板理解过去ꎬ 关于过去的 “真相是什么” 的讨论可

能会引起分歧ꎮ
如果说决策者对叙事主题和模板的选择是一种近乎 “无意识” 的状态ꎬ 那

么当施政者提出其政治主张时ꎬ 无疑运用了脑海中的历史经验来进行 “有意识”
的联想ꎮ 决策者在思考现实问题时ꎬ 会用他所在记忆共同体的叙事工具来组织编

排事件ꎬ 这些事件被抓取并整合进一个熟悉的情节框架中ꎬ 因而大众发现他们所

经历的一系列事件都有着熟悉的故事主线ꎮ 普京的多次演讲正是其作为记忆共同

体成员的身份认知在其思维中的体现ꎬ 反映了数百年来印刻在俄罗斯文化基因中

的集体叙事 “密码”: 开疆扩土的外交传统、 对外敌入侵的反抗、 保护文化同盟

的责任ꎬ 等等ꎮ 而之所以围绕同一个议题会产生叙事争议ꎬ 是因为叙事者主体认

知的差异对叙事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产生了影响ꎮ 我们可以理解为: 叙事者不是有

意识地从其存储中选择一种特定的习惯来理解现实冲突事件ꎬ 而是被叙事模板自

动且强大的影响力引导并怂恿ꎮ 这意味着叙事模板在役使能动者ꎬ 而不是能动者

使用叙事工具③ꎮ 而大众之所以会无意识地接受 “历史—现实” 这一关联ꎬ 是因

为他们所在的共同体促使其形成了单一的叙事逻辑ꎬ 使得他们忠诚或局限于所在

共同体的叙事视角和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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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Ｊａｍｅｓ Ｖ Ｗｅｒｔｓｃｈ: «国家记忆中的叙事工具、 事实与快速思维———以俄罗斯与

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记忆僵局为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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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历史叙事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三　 案例: ２０１４ 年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叙事争议

俄乌冲突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的历史指涉ꎮ 俄罗斯与乌克兰在诸

多历史问题的认知理解上存在着重大分歧ꎬ 地缘政治安全、 身份认同重建构成了

俄乌关系复杂历史经纬背后最具争议性的叙事命题ꎮ 历史叙事不止一次成为冲突

双方进行宣传和鼓动的工具ꎬ 也不止一次作为对外政策行为的托辞而成为争议的

焦点ꎮ 俄乌两国对外政策中对历史叙事力量的借用正是两国冲突在话语—叙事层

面的重要体现ꎮ
国内学界此前多关注俄乌对历史记忆的书写与改写ꎬ 例如张盛发、 吴恩远、

周国长等更多从史学视角关注俄乌在重塑当代史学观、 强化历史教育、 改写历史

教科书等方面的举措①ꎬ 但对俄乌历史记忆重塑与对外政策的关联性未进行阐

发ꎮ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历史记忆重塑对俄乌当局推行其对外战略的作用及

影响ꎮ 张昕指出ꎬ 俄罗斯领导人致力于构建从沙俄、 苏联到当代俄罗斯的历史延

续性的新史观ꎬ 以此证明对乌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②ꎻ 王思羽等认为ꎬ 乌

克兰不断推动的历史争辩和记忆重塑与当局 “脱俄入欧” 的对外战略方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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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盛发: «俄罗斯再次打响历史保卫战———写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５ 周年之际»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ꎻ 吴恩远: «俄罗斯首部国家历史教科书新观念评析»ꎬ 载 «世
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ꎻ 周国长: « “脱俄入欧”: 独立后乌克兰历史政策的变化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３)»ꎬ 载 «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ꎻ 周国长ꎬ «历史记忆与俄乌有关 １９３２ ~
１９３３ 年大饥荒的论争»ꎬ 载 «西伯利亚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张昕: «作为帝国间冲突的俄乌战争»ꎬ 载 «文化纵横»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和外交行动合法性紧密相关①ꎮ 俄乌两国学者通常更关注历史重建是否符合史

实、 相应诠释是否合适等问题ꎬ 但也有部分学者致力于探究历史的经验如何、 由

谁、 通过何种途径、 出于何种意图被利用、 被重塑ꎬ 并形成过去、 现在和未来之

间的意义关联ꎮ 例如ꎬ 俄罗斯学者叶夫列缅科指出ꎬ 历史记忆的对抗可能使国家

间在经济、 军事、 安全等层面的分歧转变为尖锐的冲突状态ꎬ 历史叙事在国家利

益的驱动下可能成为引发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导火索②ꎮ 科列斯尼科夫认为ꎬ
俄罗斯执政者通过历史叙事的重塑ꎬ 试图将国家权力神圣化ꎬ 个人记忆被强制修

改ꎬ 以服从于集体记忆助力统治行为合法化的安排③ꎮ 西方学者方面ꎬ 美国学者

沃尔齐认为ꎬ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深刻分歧反映了不同记忆共同体及其各自所运

用的叙事工具之间的差异ꎬ 继而造成了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形成的僵

局④ꎮ 芬兰学者克莱缅科指出ꎬ 乌克兰当政者通过重新评估历史事件、 重塑国家

话语叙事ꎬ 为其从亲俄转向亲欧的外交政策提供助力⑤ꎻ 努佐夫认为ꎬ 近年来乌

克兰当局在历史问题上宣扬单一的、 与俄对立的文化身份ꎬ 未给客观讨论乌克兰

争议历史留下空间ꎬ 反而大大助长了乌克兰国内民族矛盾以及乌俄之间的意识形

态分歧⑥ꎮ
本文以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叙事争议为案例ꎮ 冲突双方习惯于从本民

族的历史经验出发思考问题ꎬ 因而时常陷于叙事对立的困局中ꎮ 本文并不急于考

证哪种叙事更为合理ꎬ 而是试图展现不同政治行为体对历史记忆的解构、 对历史

话语的重组与国家间地缘政治角逐的联系ꎮ 由于客观限制ꎬ 案例分析无法涵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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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羽、 于艺凡、 石靖: «乌克兰 “脱俄入欧” 外交选择与重塑 “历史记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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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под ружьем: несекретная война Кремля ９ апрел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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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Ｊａｍｅｓ Ｖ Ｗｅｒｔｓｃｈ: «国家记忆中的叙事工具、 事实与快速思维———以俄罗斯与

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记忆僵局为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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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部话语空间ꎬ 鉴于政治精英直接参与对外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ꎬ 案例主要引

用俄乌领导人及部分主流政治精英的理念与表达ꎮ 另外ꎬ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历史

叙事在对外政策行为中的运用逻辑ꎬ 本文将各记忆共同体视为单一行为体ꎬ 暂不

考虑历史发展经历的连续性、 国家 (集体) 记忆与地方 (个体) 记忆的分裂性

等因素对记忆共同体成员理解并接纳决策者的政治主张所带来的影响ꎬ 因此俄乌

两国内部存在的庞杂的意见分歧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ꎮ

(一) 围绕地缘利益与安全困境的叙事

地缘利益与安全困境是构成国际紧张、 对立乃至冲突的动因之一ꎮ 俄罗斯人

和乌克兰人均有遭遇外敌入侵的记忆ꎮ 这两种记忆在涉及俄乌共同历史阶段 (即
１７ 世纪以来的沙俄、 苏联历史时期) 的叙事时形成了明显的偏差ꎬ 并构成当下

俄乌冲突的焦点之一ꎮ 俄罗斯认为俄乌纷争的症结在于外界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

成的威胁ꎬ 而乌克兰认为根结在于俄罗斯的帝国扩张意识与地缘政治野心ꎮ
在俄罗斯人的记忆中ꎬ 俄罗斯历史上曾多次在遭遇强敌入侵时被迫发起反

击: 俄罗斯曾屈服于蒙古鞑靼的铁骑之下长达 ２４０ 年之久ꎬ 最终在伊凡三世的带

领下赶走强敌ꎬ 实现了俄国版图的突破ꎻ １７ 世纪初波兰军队攻入莫斯科ꎬ 俄罗

斯民族英雄库兹马米宁和沙皇大臣波扎尔斯基率带领民兵击退了侵略者ꎻ １８１２
年拿破仑率军入侵俄国ꎬ 最终遭遇俄军伏击而败北ꎻ 在 ２０ 世纪顽强抵抗法西斯

入侵的作战中ꎬ 苏联人民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历史性的胜利ꎮ 这些 “抵御外敌入

侵” 的故事长久以来在俄罗斯历史中不断反复上演ꎬ 构成了俄罗斯人集体记忆中

最重要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模板 (表 ２)ꎮ
俄罗斯政治精英习惯于用 “抵御外敌入侵” 的叙事逻辑来解释 ２０１４ 年俄罗

斯介入克里米亚的动机ꎮ 大多数俄罗斯人相信ꎬ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

动正是其面对 “外部威胁” 时正当、 合理的应对: 乌克兰政府漠视克里米亚人

民的利益和诉求ꎬ 试图对俄罗斯族人口加以限制ꎬ 侵犯了境外俄罗斯人和俄语居

民的语言、 文化权利ꎬ 引发了俄罗斯人的 “受害者” 意识ꎮ 西方在人权问题上

奉行双重标准ꎬ 纵容乌克兰当局在精神文化层面 “去俄罗斯化” 的行为ꎬ 迫使

俄罗斯介入克里米亚冲突ꎮ 但与历史上反抗外敌的案例不同ꎬ 俄罗斯认为其在克

里米亚遭受的威胁并非来自地缘政治层面ꎬ 而是针对在乌俄罗斯同胞一再被剥夺

其历史记忆甚至语言、 被迫强制性同化的精神和文化剥削ꎬ 是对 “想象中的民族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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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边界” 的侵犯①ꎮ

表 ２　 围绕地缘利益与安全困境的叙事

叙事主题 叙事模板 模板应用

俄罗斯
俄罗斯遭遇外
敌入侵ꎬ 被迫
发起反击

最初俄罗斯未受到外敌侵扰ꎮ 某
个外敌无缘无故攻击俄罗斯ꎮ 俄
罗斯遭遇生存威胁ꎬ 被迫反抗ꎬ
最终赶走敌人ꎬ 赢得胜利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乌克兰政府侵犯克里米亚俄罗斯
人和俄语居民的权利ꎬ 俄罗斯被迫介入克
里米亚冲突ꎮ
２０２２ 年ꎬ 北约东扩、 乌克兰当局反俄行动
威胁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和俄罗斯人的利
益ꎬ 俄罗斯被迫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ꎮ

乌克兰
乌克兰是遭遇
侵略的受害者

最初乌克兰人未遭遇外敌威胁ꎮ
某个外敌对乌克兰领土实施侵
略、 瓜分及殖民统治ꎬ 试图同化
乌克兰民族ꎬ 消除其民族特性ꎮ
乌克兰人建立主权国家的尝试遭
遇侵略者的阻碍ꎮ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实施 “武装侵
略”ꎬ 试图同化乌克兰人ꎬ 使乌克兰人成
为俄罗斯民族一部分ꎮ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 “全面入侵
战争”ꎬ 试图消除乌克兰民族特性ꎬ 攫取
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ꎮ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俄罗斯民众对 ２０２２ 年俄乌战事的态度从最初的质疑转向对普京的坚定支持ꎬ
同样得益于俄罗斯决策者对 “抵御外敌入侵” 叙事的当代话语构建ꎮ 全俄舆论

调查中心民调显示ꎬ 对特别军事行动持赞成态度的俄罗斯人比例一直维持在高

位ꎬ 至今仍有 ６５％的俄罗斯人认为特别军事行动相当成功②ꎮ 在决策者的叙事逻

辑中ꎬ 俄罗斯人始终是外部强权势力压迫下或国际争端中的 “受害者”ꎬ 当陷入

安全困境时应担负起保卫臣民免受外敌入侵的责任ꎬ 因此认为自己具有应对外部

威胁的正当性和合理性ꎬ 其一切对外行动都是为了自卫而发起的反击ꎮ 普京多次

在讲话中强调这是一场俄罗斯被迫进行的 “自卫反击战”③ꎬ 指出 “乌克兰当局

的种族清洗暴行”④ 对包括俄罗斯同胞在内的顿巴斯人民而言是严重的安全隐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美〕 Ｊａｍｅｓ Ｖ Ｗｅｒｔｓｃｈ: «国家记忆中的叙事工具、 事实与快速思维———以俄罗斯与

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记忆僵局为例»ꎮ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два года спустя ２４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ｓ / ａｎａｌｉｔｉｃｈｅｓｋｉｉ － ｏｂｚｏｒ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ａｊａ － ｖｏｅｎｎａｊａ － ｏｐｅｒａｃｉｊａ － ｄｖａ － ｇｏｄａ － ｓｐｕｓｔｊａ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Совещание о мерах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ддержки регионов １６ марта ２０２２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６７９９６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Там ж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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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ꎬ 并以彼得一世 “收复失地” 的历史经验为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地区提供合法

性①ꎬ 用苏联反法西斯胜利的集体记忆激励在顿巴斯抗击 “新纳粹” 的俄罗斯军

人②ꎮ 在这一叙事的动员下ꎬ 俄罗斯人始终视西方为最主要的 “加害者”ꎬ 而美

国领导下的北约东扩是所有悲剧的始作俑者ꎬ 对俄罗斯国家利益构成了直接威

胁ꎬ 且助长了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就自视为西方压迫下 “受害者” 的感受ꎮ 对

这一集体记忆的唤起使俄罗斯社会被迅速地动员起来ꎬ 对普京及其对外政策理念

的支持率也呈现持续增长趋势③ꎮ
乌克兰人有极为深刻且痛苦的 “受害者” 记忆ꎮ 在乌克兰人的历史叙事中ꎬ

自 １３ 世纪起ꎬ 乌克兰所在领土不断遭到外部强权威胁ꎬ 先后被蒙古人、 日耳曼

人、 奥斯曼土耳其人、 立陶宛大公国、 俄罗斯帝国、 波兰、 德国等侵略、 瓜分或

殖民统治ꎮ 在乌克兰人看来ꎬ 外部强权试图同化乌克兰民族ꎬ 消除其民族特性ꎬ
乌克兰建立主权国家的尝试屡遭外部阻碍: １６４８ 年签订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
后ꎬ 乌克兰本应是沙俄的附庸国ꎬ 而沙俄却将其作为领土一部分ꎬ 并试图同化其

语言、 文化和宗教ꎻ 在多方军事威胁下ꎬ 一战后成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土崩瓦

解ꎬ 乌克兰独立建国的尝试遭遇失败ꎮ 这些记忆强化了乌克兰身为 “受害者”
的叙事ꎬ 乌克兰民族遭遇外部威胁及强权入侵的悲剧性命运成为乌克兰当局对外

政策行为的基本措辞ꎮ
在 “受害者” 记忆的加持下ꎬ 外部强权的一切行为都被乌克兰视为侵略者行

径ꎮ 乌克兰始终将俄罗斯斥为武装侵略者和文化殖民者ꎬ 尤其谴责沙俄、 苏联政权

给乌克兰人带来的苦难以及对乌克兰建立民族国家的阻碍ꎮ 乌克兰人以一战后短暂

存在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为当代乌克兰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提供叙事支持ꎮ 在乌克

兰人看来ꎬ 俄罗斯素有对外扩张、 开疆拓土的传统ꎬ 几个世纪以来将乌克兰视为帝

１３１

①

②

③

Путин сравнил нынешнюю эпоху со временами Петра Ｉ ９ июня ２０２２ г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２２０６０９ / ｐｅｔｒ － １７９４３３７１４４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 военном параде ８ мая ２０２２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６８３６６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Рейтинги доверия политикамꎬ оценки работы президента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ꎬ поддерж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ꎬ １２ мая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ｓ / ａｎａｌｉｔｉｃｈｅｓｋｉｉ － ｏｂｚｏｒ /
ｒｅｉｔｉｎｇｉ － ｄｏｖｅｒｉｊａ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ｍ － ｏｃｅｎｋｉ － ｒａｂｏｔｙ － ｐｒｅｚｉｄｅｎｔａ － ｉ － ｐｒａｖｉｔｅｌｓｔｖａ － ｐｏｄｄｅｒｚｈｋａ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ｈｅｓｋｉｋｈ － ｐａｒｔｉｉ － １２０５２０２３? ｕｔｍ＿ ｓｏｕｒｃｅ ＝ Ｒａｍｂｌｅｒ＆ｕｔｍ＿ ｍｅｄｉｕｍ ＝ ｎｅｗｓ＆ｕｔｍ＿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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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然延伸的认知ꎬ 从而迫使乌克兰处于其影响范围内ꎬ 且很难接受苏联解体后乌

克兰试图彻底脱离其势力范围的举动ꎮ 乌克兰人认为ꎬ 这种试图控制乌克兰的企图

深埋于俄罗斯人的潜意识中ꎮ 俄罗斯领导人多次作出 “俄乌为同一民族” “现代乌

克兰国家不具备合法性” 等表态ꎬ 被乌克兰视为消除乌克兰民族特性、 同化乌克兰

人甚至 “攫取乌克兰国家” 的体现ꎮ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ꎬ 乌克兰政治精英在对外关系层面不断强化 “俄罗

斯侵略” 叙事在现实冲突情境的投射ꎬ 谴责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发动 “武装侵

略”ꎬ 试图同化乌克兰人ꎬ 使乌克兰人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ꎮ ２０２１ 年乌克兰

在独立三十年来首部明确的对外政策战略文件中将 “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政策”
作为对外政策方向之一①ꎮ 乌克兰文化部试图从历史叙事角度重新梳理 “俄罗斯

侵略史”②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 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

“全面入侵战争”③ꎬ 指其正试图消除乌克兰民族特性ꎬ 攫取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

土ꎮ 乌克兰当局通过进一步强化 “受害者” 叙事ꎬ 不断向俄罗斯施加道德压力ꎬ
将加入欧盟视为摆脱强权压迫、 维护乌克兰主权的历史使命ꎬ 并成功将该问题提

升为欧盟的道德关切ꎬ 以至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一再表示ꎬ 欧盟有义务

支持乌克兰入盟ꎬ 这不仅是欧盟的战略利益ꎬ 也是道德义务④ꎮ

(二) 围绕认同构建与身份重塑的叙事

苏联解体带来了政治空间的重新配置和集体身份的重塑ꎬ 民族 “自我” 的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Гла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утвердил Стратегию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Украины
２７ августа ２０２１ г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ｇｏｖ ｕａ /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ｇｌａｖａ － ｄｅｒｚｈａｖｉ － ｚａｔｖｅｒｄｉｖ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ｙｕ －
ｚｏｖｎｉｓ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ｈｎｏｙｉ － ｄｉ － ７０４１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В Киеве предложили пере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ю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Украины для
“победы над русским миром”. ２８ июля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ｔｓａｒｇｒａｄ ｔｖ / ｎｅｗｓ / ｖ － ｋｉｅｖｅ － ｐｒｅｄｌｏｚｈｉｌｉ －
ｐｅｒｅｐｉｓａｔ － ｉｓｔｏｒｉｊｕ － ｖｔｏｒｏｊ － ｍｉｒｏｖｏｊ － ｖｏｊｎｙ － ｉ － ｕｋｒａｉｎｙ － ｄｌｊａ － ｐｏｂｅｄｙ － ｎａｄ － ｒｕｓｓｋｉｍ － ｍｉｒｏｍ＿
５９４１５７? ｙｓｃｌｉｄ ＝ ｌｔｕ１ｖｋｇｔ９ｃ４３８９３２４６５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Украина квалифицирует последние 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и как нарушени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Владимир Зеленский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ｇｏｖ ｕａ /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ｕｋｒａｙｉｎａ － ｋｖａｌｉｆｉｋｕｙｅ － ｏｓｔａｎｎｉ － ｄｉｙｉ － ｒｏｓｉｙｉ － ｙａｋ － ｐｏｒｕｓｈｅｎｎｙａ － ｓｕｖ － ７３０３７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ｖｏｎ ｄｅｒ Ｌｅｙ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ＳＰＥＥＣＨ＿２２＿ ４３０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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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不仅要完成与先前政治共同体的象征性决裂ꎬ 还要从国家层面构建新的

认同ꎮ 俄乌纷争始终离不开一个根植于历史并在历史发展中走向分叉口的问题ꎬ
即现代俄罗斯民族和现代乌克兰民族尚未完成的认同构建与身份重塑ꎮ 俄罗斯当

局将乌克兰视为俄罗斯民族身份重构的一部分ꎬ 乌克兰当局则将 “去俄罗斯化”
的民族主义作为乌克兰民族身份重塑的核心ꎮ

表 ３　 围绕认同构建与身份重塑的叙事

叙事主题 叙事模板 模板应用

俄罗斯
俄罗斯有 保 护
文 化 同 盟 的
责任

俄罗斯民族构建基于与自己的文
化共同体的关系ꎮ 俄罗斯对居于
其领土外、 同属一个文化同盟的
人有保护的责任ꎮ 同属一个文化
同盟的人对俄罗斯国家保持忠诚
是合理的ꎮ

俄乌同属一个文化共同体ꎮ 克里米亚、
顿巴斯是俄罗斯历史领土ꎬ 俄罗斯有责
任保护克里米亚、 顿巴斯的俄罗斯人和
俄语居民ꎮ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 “入俄”、
２０２２ 年乌东四州 “公投入俄” 都是基于
对同一文化同盟身份的认可ꎮ

乌克兰
民族主义 是 乌
克兰构建 认 同
的核心

外部强权阻碍了乌克兰民族文化
的发展ꎮ 乌克兰民族主义和本土
文化兴起ꎮ 反抗外部强权者被视
为民族独立英雄ꎮ 乌克兰摆脱外
敌压迫ꎬ 维护了民族独立ꎮ

俄罗斯文化阻碍了乌克兰民族文化发展ꎮ
强硬、 彻底的 “去俄罗斯化” 是构建现
代乌克兰民族的核心ꎮ 反抗俄罗斯的叙
事被视为主流ꎬ 曾反抗过俄罗斯统治的
历史人物获得高度评价ꎮ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在俄罗斯人看来ꎬ 俄罗斯民族的身份认同构建始终依赖与其文化共同体的关

系ꎬ 这个共同体指向东正教徒、 斯拉夫人、 俄罗斯族ꎬ 也包括认同俄罗斯核心价

值、 俄罗斯文化的群体ꎮ 俄罗斯在建立起国家的东正教基础后ꎬ 就感到自己对居于

其领土以外、 有共同信仰的群体负有保护的责任ꎮ １８ ~１９ 世纪ꎬ 俄罗斯与土耳其交

战是为了保护土耳其帝国内上百万东正教徒的权利ꎻ 苏联向全世界共产党提供经济

援助和政治支持成为其保护文化同盟成员的主要方式ꎮ 随着 “同盟” 定义的变化ꎬ
“保护文化同盟” 的具体指向也在改变ꎬ 这种习惯性思维同样延伸到了当下俄罗斯

对外政策行为中: 苏联解体后ꎬ 向境外俄罗斯人及亲俄罗斯群体提供庇护已频频贯

彻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ꎬ 最典型的理念是 “俄罗斯世界” 概念的推广与应用①ꎬ 最

３３１

① “俄罗斯世界” 旨在以跨界俄罗斯人为纽带ꎬ 实现包括族群、 意识形态、 地理边界在

内的俄罗斯认同的回归ꎬ 成为在俄罗斯及原苏联地区凝聚共识的工具ꎮ 关于 “俄罗斯世界”
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应用等ꎬ 参见张严峻: «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

“俄罗斯世界”»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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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的政策是向原苏联国家居民大量派发俄罗斯护照①ꎮ
在俄罗斯人的记忆中ꎬ 俄乌具有共同的文明起源和文化同一性ꎬ 历史上的俄

乌关系呈现为大俄罗斯民族框架内小俄罗斯文化认同的发展过程ꎮ 俄罗斯并不承

认乌克兰的民族特性及其现代国家身份的合法性②ꎮ 一方面ꎬ 俄罗斯认为自己对

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公民、 乌东地区的亲俄罗斯群体有保护的责任ꎬ 而生活在俄

罗斯领土以外、 认同俄罗斯的乌东地区公民对俄罗斯表示 “忠诚” 是完全合理

的ꎻ 另一方面ꎬ 西方不断怂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文化ꎬ 甚至与俄罗斯为敌ꎬ 因此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 顿巴斯的行动是为了保卫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ꎬ 唤醒被西方

价值观蒙蔽的乌克兰人ꎬ 俄罗斯有责任引导乌克兰 “回归” 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体系ꎮ 与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前相比ꎬ 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将乌克兰视为兄弟民族ꎬ
他们相信正是西方挑唆并蒙蔽了乌克兰人③ꎮ

这一叙事逻辑赋予了俄当局对乌克兰政策的合法性ꎮ 普京曾不止一次强调克

里米亚、 顿巴斯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固有领土ꎬ 强行的割裂直接导致苏联解体后当

地居民的 “亲俄” 民族认同与其现实国家认同的错位ꎮ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以 “保护

克里米亚俄联邦公民和俄语居民的人权和生命不受侵犯”④ 为由出兵克里米亚ꎬ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根据 １９９９ 年通过的俄联邦境外同胞政策法ꎬ 居住在原苏联领土范围内的原苏联公民

在苏联护照到期后ꎬ 都可以通过登记直接获得俄罗斯国籍ꎮ 俄罗斯利用了部分国家内部分裂

的事实ꎬ 绕过其合法政府直接与地方就国籍问题进行交涉ꎮ 但根据俄联邦国籍法规定: “俄联

邦境外的俄联邦公民受俄联邦的保护和庇护”ꎬ 因此ꎬ 俄政府向其他主权国家公民派发俄罗斯

护照后ꎬ 理论上可根据本国国籍法的规定公开干涉别国国内事务ꎬ 这是导致地区问题复杂化

的原因之一ꎮ 例如 ２０００ 年起ꎬ 俄罗斯向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兹、 南奥塞梯和摩尔多瓦的德

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居民大量颁发俄罗斯护照ꎬ ２００８ 年俄罗斯即以 “保护南奥塞梯的俄罗

斯公民的权利” 为由为其干涉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冲突的行动正名ꎮ
俄罗斯领导人多次表示拒绝承认乌克兰作为国家的合法性ꎮ 例如: ２００８ 年普京称

“乌克兰甚至不是一个国家”ꎻ ２０１４ 年普京在克里米亚入俄演讲中宣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

一个民族ꎻ ２０２１ 年普京发表长文 «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性»ꎬ 重申俄罗斯人和

乌克兰人为同一个民族ꎬ 并指出现代乌克兰国家是苏联错误民族政策的产物ꎮ
Что думают россияне об Украине и украинцахꎬ ６ сентября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ｄｚｅｎ ｒｕ / ａ /

Ｙｗ４ＲＹｌ１ｙＩＴ３ｘ６ｂｆ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Глава МИД РФ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объяснил в ООН смысл действий Россииꎬ ３ марта

２０１４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１ｔｖ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ｔ / ２５３３７０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ꎻ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１８ марта ２０１４ г ｈｔｔｐ: / /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２０６０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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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克里米亚入俄被视为恢复了其与俄罗斯基于同一文化共同体的历史联系ꎮ ２０２２
年俄罗斯对乌发起军事行动旨在 “保护顿巴斯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的安全”①ꎮ
具体政策上ꎬ ２０１４ 年起俄罗斯出台了多项针对乌克兰入俄移民的优惠措施②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俄罗斯开始简化顿涅茨克、 卢甘斯克居民申请俄罗斯国籍的程序ꎻ 俄

乌冲突爆发后这一范围扩大到了乌克兰全境③ꎬ 乌东四州宣称公投 “入俄” 正是

对这一文化同盟身份的认可ꎮ
在乌克兰人的记忆中ꎬ 外部强权频频阻碍乌克兰民族文化发展ꎬ 处于外敌威

胁和压迫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和本土文化在逆境中兴起ꎬ 民族主义者为乌克兰的

国家地位而战ꎬ 被视为乌克兰民族英雄ꎮ 由于乌克兰东部曾长期处于沙俄高压统

治下ꎬ 因此 “去俄罗斯化” 的民族主义叙事赋予了乌克兰重构身份认同的意志

与动力ꎮ 苏联解体后ꎬ 乌克兰官方即否定旧的历史叙述ꎬ 传播了一种完全区别于

俄罗斯的新的历史叙述: 乌克兰与俄罗斯有不同的历史发展经历ꎬ 属于不同的文

化—政治空间ꎬ 乌克兰文化与具有诸多不良元素的俄罗斯文化相去甚远ꎬ 而与俄

罗斯不同的历史经历使乌克兰有权成为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民族国家ꎮ
２０１４ 年后ꎬ 反抗俄罗斯侵略的叙事在乌克兰被视为正统和主流ꎬ 当局在社

会各领域推行了更为强硬、 彻底的 “去俄罗斯化”: 颁布限制使用俄语的法令ꎻ
通过反共产主义法案ꎬ 谴责 “苏共剥夺了乌克兰的主权”ꎬ “实施了以侵犯人权

为特征的国家暴力”④ꎻ 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发布 “去共产主义化” 名单ꎬ 禁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２１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２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６７８２８ꎬ 访 问 时 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ꎻ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２４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２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６７８４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张严峻: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外同胞政策»ꎬ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２１ 年博士学位论文ꎬ
第 １０６ ~ １０７ 页ꎮ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普京签署总统令ꎬ 提出冲突以来俄军实际控制的扎波罗热、 赫

尔松部分居民可通过简化程序申请俄罗斯国籍ꎮ ７ 月 １１ 日ꎬ 普京签署新总统令ꎬ 所有乌克兰居民均

可在无需满足已在俄生活五年、 拥有收入来源或通过俄语考试等条件下通过简化程序申请俄罗斯国

籍ꎮ Для жителей ДНРꎬ ЛНР и Украины упростили получ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ражданства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２２０７１１ / ｇｒａｚｈｄａｎｓｔｖｏ －１８０１７２６７５０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Закон от ０９ ０４ ２０１５ № ３１７ － ＶＩＩＩ  Про засудження комунｉстичного та нацｉонал －
соцｉалｉстичного ( нацистського) тоталｉтарних режимｉв в Украïнｉ та заборону пропаганди
ïхньоï символｉк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ｉｓ ｇｏｖ ｕａ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４１０ / ＺＵ ＿ ３１７ ＿ ８ ｐｄｆ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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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使用苏联符号ꎬ 以苏联政治家命名的定居点和地区被重新命名ꎬ 苏联英雄及政

治人物纪念碑被推倒或拆除ꎻ 与俄罗斯的二战理解划清界限ꎬ 放弃了俄罗斯 ５ 月

９ 日 “胜利日” 的庆祝方式ꎬ 以 “德苏战争” 取代 “伟大卫国战争” 表述①ꎮ
乌克兰当局全盘否定沙俄、 苏联历史中的主流英雄人物ꎬ 重新评价乌克兰历

史上反抗过俄国统治的争议性人物ꎮ 在关于哥萨克历史的叙事中②ꎬ 俄罗斯被斥

为殖民统治者ꎬ 哥萨克首领被视为民族独立英雄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时任乌克兰总统波

罗申科将哥萨克首领伊万马泽帕与华盛顿、 玻利瓦尔和圣雄甘地相较ꎬ 称其为

“对抗帝国力量的战士”③ꎮ 在关于苏联的叙事中ꎬ 俄罗斯被指为侵略者和占领

者ꎬ 而乌克兰是被殖民的国家ꎬ 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１ 年短暂存在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被

视为现代乌克兰保持其国家地位的典范ꎬ 乌克兰人是为了维护国家地位而抗争的

英雄民族④ꎮ 二战经历则被定义为乌克兰人争取独立的斗争ꎬ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

织 (ＯＵＮ) 和乌克兰起义军 (ＵＰＡ) 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被描述为 “民族解放

运动”ꎬ 其领导人被追授 “民族英雄” 称号并允许公开纪念⑤ꎮ 为加快 “去俄罗

斯化” 进程ꎬ 乌克兰亲欧政权不断借用英雄主义叙事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活动者及

其行动ꎮ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ꎬ 泽连斯基在演讲中宣称 “乌克兰的所有城市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Станислав Сергиенко: Война за историю: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 украин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памят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ｓａｌｕｘ ｏｒｇ ｕａ / ｕａ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１６ － ｖｏｊｎａ － ｚａ － ｉｓｔｏｒｉｙｕ － ｖｔｏｒａｙａ － ｍｉｒｏｖａｙａ － ｖ －
ｕｋｒａｉｎｓｋｏｊ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ｅ － ｐａｍｙａｔｉ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尽管俄罗斯史学界从不认为苏联解体前的乌克兰有过独立国家经历ꎬ 但在当代乌克

兰的国族构建中ꎬ 哥萨克历史是其重要的历史资源ꎬ 赫梅利尼茨基创建的哥萨克酋长国被视

为现代乌克兰国家的前身ꎬ 这一观点在苏联解体后逐渐成为乌克兰学界的主流ꎬ 是对俄罗斯

学界关于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再统一” 一说的彻底否定ꎮ
Иван Мазепа стал настоящим символом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Россииꎬ － Президент

в Батурине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ｓｕ ｕａ / ｒｕ / ｉｖａｎ － ｍａｚｅｐａ － ｓｔａｌ － ｎａｓｔｏｙａｓｈｃｈｉｍ － ｓｉｍｖｏｌｏｍ － ｕｋｒａｉｎｓｋｏｇｏ －
ｓｏｐｒｏｔｉｖｌｅｎｉｙａ － ｒｏｓｓｉｉ － ｐｒｅｚｉｄｅｎｔ － ｖ － ｂａｔｕｒｉｎｅ＿ ｎ９６９４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Ｌ Ｋｌｙｍｅｎｋｏꎬ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Ｃｏｒｄ: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ｉａｎ Ｄｅ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ｉ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Ｌｅｇ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ｅｄ
Ｕ Ｂｅｌａｖｕｓａｕ ａｎｄ Ａ Ｇｌｉｓｚｃｚｙńｓｋａ －Ｇｒａｂｉａ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ｐ ３１０ －３２８

２１ 世纪初起ꎬ 基辅当局开始发起民族主义英雄化行动ꎬ 呼吁纪念历史上为乌克兰民

族解放运动作出贡献的人物ꎬ 例如 ２０１０ 年时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追授斯捷潘班德拉 “乌克

兰英雄” 称号ꎮ Ющенко присвоил Бандере звание Героя Украиныꎬ ２２ января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ｎｔａ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０ / ０１ / ２２ / ｂａｎｄｅｒａ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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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英雄城市ꎬ 儿童成人都是国家英雄”①ꎬ 试图借助乌克兰人的民族英雄主义

情结号召 “全民参战”ꎬ 并以 “市民在抵抗俄国人的进攻时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

抵抗意志” 授予哈尔科夫、 切尔尼戈夫、 马里乌波尔、 赫尔松等城市 “乌克兰

英雄城市” 称号②ꎮ

结　 语

本文认为ꎬ 历史叙事发挥作用的路径是在集体记忆与一国对外政策行为之间

建立了一种因果联系ꎬ 这种关联通过政治精英主导的话语体系呈现出来ꎬ 而正是

其所在共同体的叙事工具塑造了他的话语ꎮ 要理解为何政治精英创造或主导的历

史叙事能被大众广泛接受ꎬ 就必须理解记忆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集体记忆如何被

叙事工具建构成大众接受的 “社会语言”ꎬ 从而为一国对外政策行为提供合法性

依据ꎮ 政治精英对历史叙事的运用ꎬ 并非仅仅是为了建构对 “过去” 的理解ꎬ
为历史 “正名”ꎬ 而是为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指引方向ꎮ 对历史记忆的解构与

话语层面的重组ꎬ 包含了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渴望ꎮ
对历史叙事作用机制的探讨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国家间的互动及国际冲突的本

质ꎮ 国际冲突表现为各国基于国家利益的竞逐ꎬ 这一观点仍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

论中占据重要位置③ꎮ 一般认为ꎬ 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西方争夺地缘势力范围及

双方深陷结构性对抗的结果ꎮ 将该问题解读为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博弈有合理之

处ꎬ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体现出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与对抗ꎬ 同时也反映

着苏联解体后俄乌两国对历史的不同诠释以及对各自历史观的重塑ꎬ 以及由此引

发的两国在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及地区构建理念上的差异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冲突与

矛盾ꎮ ２０１４ 年后俄乌领导人之间的深刻分歧反映了不同记忆共同体及其各自运

７３１

①

②

③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ины к парламент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ꎬ ８ марта ２０２２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ｇｏｖ ｕａ /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ｚｖｅｒｎｅｎｎｙａ － ｐｒｅｚｉｄｅｎｔａ － ｕｋｒａｙｉｎｉ － ｖｏｌｏｄｉｍｉｒａ －
ｚｅｌｅｎｓｋｏｇｏ － ｄｏ － ｐａｒｌ － ７３４４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Зеленский присвоил звание Город － герой Украины еще четырем городам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ｂｃ ｕａ / ｒｕｓ / ｎｅｗｓ / ｚｅｌｅｎｓｋｉｙ － ｐｒｉｓｖｏｉｌ － ｚｖａｎｉｅ － ｇｏｒｏｄ － ｇｅｒｏｙ － ｕｋｒａｉｎｙ － １６４８１６２１３９ ｈｔｍｌ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ꎮ
〔美〕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ꎬ 徐昕等译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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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叙事工具之间的巨大差异ꎬ 与其说这是对历史问题的立场ꎬ 毋宁说是对当下

现实政治问题的立场ꎮ 类似问题在民族国家构建、 国际争端中屡见不鲜ꎬ 例如:
波兰人对卡廷森林大屠杀的创伤性记忆如何影响他们对 ２０１０ 年飞机失事的解读?
“科索沃传奇”① 如何作为元叙事在塞尔维亚对外政策中发挥作用? 围绕 “二
战” 的叙事何以成为俄罗斯、 东欧各国及西方国家各取所需的 “历史面团”?

我们还面对着后真相时代叙事对立的困境ꎮ 人们常有此疑惑: 叙事是否反映

了真相? 是否有必要去追究叙事的 “真伪”? 从国际政治视角来看ꎬ 导致国家间

冲突关系的主因不是对真相的追寻ꎬ 而是后真相时代不同行为体之间因叙事事实

的对立造成的困扰ꎮ 不是因为处于不同记忆共同体的成员想要知道 “真相是什

么”ꎬ 而是处于记忆僵局中的人受困于关于 “事实” 的对立观点而难以挣脱ꎮ 冲

突双方习惯于从本民族的历史经验出发、 依赖自身的叙事模板来理解过去ꎬ 从而

难以从他者的视角思考冲突管理与和解的方法ꎬ 那么关于过去 “真正发生了什

么” 的分歧就会越明显ꎮ 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拉扯下ꎬ 真正的历史早已被精英

群体不断修正的截然不同的对冲性叙事所掩埋ꎮ 不同政治行为体各自的历史镜像

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地区秩序构想与角色定位ꎬ 并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相互冲撞ꎬ
进一步造成彼此的隔阂ꎮ

(责任编辑　 王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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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科索沃传奇的核心是 １３８９ 年科索沃战役中塞尔维亚人殉难的故事ꎬ 其动员力量不仅

在于其悲情叙事ꎬ 也在于它能唤醒人们关于塞尔维亚辉煌历史的记忆ꎬ 这种记忆曾经服务于

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诉求ꎬ 为塞尔维亚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提供意识形态支撑和强大的情感力

量ꎬ 同时为塞尔维亚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具有解释效力的 “元叙事”ꎬ 尤其表现在每个重大历史

关头对于分裂和背叛的憎恨和警惕中ꎬ 这也对后来塞尔维亚人的历史观产生了影响ꎬ 至今仍

存在于塞尔维亚人对于自身作为受害者的集体认同中ꎮ 参见黄艳红: «记忆建构与民族主义:
近代塞尔维亚历史中的科索沃传奇»ꎬ 载 «世界历史»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