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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学作品是提升自身文学素养和消遣时光的很好的方

式，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阅读俄罗斯文学能启

发人明白生活的智慧和人生哲理，其众多文学作品都受到读者

的喜爱和追捧。然而近些年来，我国阅读俄罗斯文学的群体，

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日益减少，为何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大学生群

体中的发展大不如前？其深层次原因值得探究。

一、阅读状况

新华社报道指出当代大学生群体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现当

代优秀作品及外国文学名著的阅读量不高，很多读者追求的是

快餐式文化，阅读上具有明显的娱乐性、消遣性和功利性倾

向。大学生群体阅读文学类书籍较少，同样地选择阅读俄罗斯

文学书籍的读者总体较少。除了文学“遇冷”这一总体趋势

外，大学生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还呈现如下趋势：

1、 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手机阅读和网络

在线阅读成为国民数字化阅读的主要方式。大学生通过纸质书

籍阅读俄罗斯文学的大学生相对较少，多选择通过网络平台了

解、阅读俄罗斯文学，大部分通过老师课堂讲授、微信公众

号、短视频平台推送、听书软件等方式接触到俄罗斯文学。

2、 相对于西方文学，大学生接触俄罗斯文学较少。通过

对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文学类书籍年

度借阅榜单的分析，发现除了中国文学外，外国文学类图书中

日本文学最受欢迎，在近几年借阅排行榜中约占20%，其次是

美国文学 （约占8%），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占比很小 （仅占

1%-2%），而俄罗斯文学类书籍没有出现在榜单上，这说明阅

读俄罗斯文学类书籍的读者数量较少，俄罗斯文学在大学生群

体中的受欢迎程度不及其他国别文学。

量。通过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

型图书馆官网进行数据调查，发现在我国大部分图书馆中俄罗

斯文学类书籍占文学类书籍总量的2%—5%，而西方文学类书

籍占20%左右，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文学类书籍约360000

本，而俄罗斯文学类书籍约13908本

3、 俄罗斯文学类书籍储量明显低于西方文学类书籍的储

。

4、 在俄罗斯文学类书籍的借阅中，《战争与和平》、《安

娜·卡列尼娜》、《当代英雄》等19世纪的经典名著更受读者

青睐，借阅量和馆藏量都明显高于20世纪的书籍及其他非著

名书籍，与此同时，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著名

作家的作品也更受喜爱，而当代作家的作品除了俄语相关专业

人士外很少有人选择。

5、 电子书籍阅读数量高于纸质书籍阅读数量，少部分人

选择去书店、图书馆等场所阅读纸质书籍。随着科技的发展，

电子产品占据人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纸质书籍的阅读数量大

幅下降，这也是当代人的阅读现状。且多数俄罗斯文学类书籍

年代久远，更新换代较慢，书籍厚重不易携带，部分存在不同

程度的质量问题，选择阅读纸质版俄罗斯文学书籍的人数越来

越少。

6、 通过对各个版本初高中语文教材上俄罗斯文学收录情

况的调查发现，在当代初高中的语文教材中普希金的《假如生

活欺骗了你》、契诃夫的《变色龙》、高尔基的《海燕》、奥斯

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在人教版、沪

教版、冀教版等语文教材上出现频率较高，在这些篇目中，思

想教育类的篇目占比较大，且多数为著名作家的作品。近些年

初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占比有所提升，但俄罗斯文学的

占比下降。初高中语文教材中俄罗斯文学的学习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学生进入大学后对俄罗斯文学阅读的选择。

当代大学生俄罗斯文学阅读状况分析
韩雨菲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阅读文学名著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但当代大学生对于俄

罗斯文学的阅读热情不高。近年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传播中出现种种问题，其深层次原因值得探究。本文

通过研究当代大学生俄罗斯文学阅读状况的调查数据，分析俄罗斯文学近些年来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受到

“冷遇”的原因，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符合实际的应对措施，促进当代大学生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提高大

学生修养，促进中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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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遇冷”的原因分析

1. 时代在变革，多数俄罗斯文学作品已不适应当今

时代。

首先，19世纪及以前的文学作品距今时代久远，作品内容

大多关于政治阶级、批判社会、并带有宗教神话色彩，这与当

今时代背景和我国的国情相差甚远，以至于当代年轻人很难理

解作品所表达的内涵。例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

特》中充满了一些令人费解的政治隐喻和宗教元素，若不深入

了解作品创作时期的时代背景，很难用现代的思维方式理解作

者想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其次，大多数俄罗斯文学特点“严肃”“厚重”“深奥”，

常带有忧郁消极的感情色彩，多是描写底层人民的苦难、批判

政权的压迫，作品的主题基调沉重悲伤，并且作品文学性很

强，阅读起来较为枯燥。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是有门槛的，当

代大学生还没有步入社会，缺少生活阅历，很难理解俄罗斯文

学中蕴含的深刻的人生道理及作者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并且

俄罗斯文学太过于厚重，各种长篇小说，线索繁多，人物众多

情节曲折，具有很高的精神视野，其中蕴含的道理没经过一定

的人生历练难以共情。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比较流行的俄罗斯

文学名著大多是《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等鸿

篇巨制，研读一部俄罗斯文学名著需要一定的文学素养，在精

神上进行一番冶炼，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现今大学

生追求高效、便捷和趣味性，显然阅读俄罗斯文学不符合当代

大学生追求高速效率的诉求。

再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观念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转变，当代青年人普遍追求休闲、快节奏、“娱乐至

上”，更加关注自我，崇尚个性发展，更倾向于阅读取材于当

下所处时代或者能对自身发展有启发性意义的书籍，对于俄罗

斯文学中宏大的社会理想和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信仰少感

兴趣。

2. 20世纪及当代俄罗斯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远不如19

世纪的文学作品丰富，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

的影响力更大。

虽然20世纪也出现了高尔基、叶赛宁、阿赫玛托娃、拉

斯普京等著名的文学作家，但不论是作品数量、作品知名度、

作家数量还是作家的影响力都远不如 19世纪，俄罗斯文学

“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辉煌都只存留于过去，俄罗斯

文学的辉煌时代并没有得以延续。在当代大学生中，托尔斯泰

等文学巨匠的作品仍广受欢迎，而当代及20世纪的作家和作

品甚至鲜有人知。

由于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原因，俄罗斯文学的国际影响力远

不如前，20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被引入我国的数量远远少于

19世纪文学作品的数量。当代学习俄语及从事俄语翻译相关工

作的人数相比于上世纪数量锐减，翻译领域的人才数量少，可

提供给读者选择的优秀译本少。虽然国内对于普希金、托尔斯

泰等文学泰斗及其作品有了相当大规模的系统研究，但是对于

当代及20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家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大多数

大学生对他们知之甚少，自然不愿意选择阅读他们的文学作

品，而更倾向于19世纪的各种著名书籍。如今书籍选择范围

大，各式各样的好书层出不穷，琳琅满目，而俄罗斯文学中可

供选择的契合当代的书籍较少，大学生更喜欢阅读更加流行、

更加贴近当今时代的文学作品，或者经典文学作品。

3. 网络的发展及西方文学、日本文学占领我国大部分市

场，使得俄罗斯文学在我国的发展更加艰难。

当代大学生是在网络陪伴下长大的一代人，互联网在丰富

便捷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年轻人的阅读方式

和文学阅读品味。网络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可谓是生活必需

品，网络小说、听书软件、电子阅读等在大学生群体中极为流

行，相比于纸质书籍，大部分大学生都会选择通过手机、电脑

等更加便捷的方式阅读，况且俄罗斯文学中流行的作品多为长

篇小说，纸质书籍沉重不便携带，线上阅读也是时代发展的

产物。

网络的发展也让大部分年轻人习惯了碎片化信息的获取，

互联网导致的碎片化思维，让当代大学生难以建立系统的阅读

体系，难以沉下心去阅读一篇大部头的文学名著。加上大学生

课业负担繁重，很难抽出大部分时间来进行文学阅读，故更倾

向于在闲暇时光阅读一些娱乐性强，轻快易读的书籍，而非需

要深度阅读，风格沉重的俄罗斯文学书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国的文化涌入我国，抢占我国文学

市场，尤其是西方文化对当代年轻人的影响很大。在文学作品

的类型上，当代大学生的喜好不拘一格，但大多数更喜欢阅读

通俗文学，趣味性强，可供消遣的文学作品。例如近些年在大

学生群体中比较流行的外国文学作品有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一

系列作品、《追风筝的人》、《简·爱》、《飘》、《百年孤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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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比于俄罗斯文学，西方文学、日本文学等可供选择的数

量大，更加贴近时代，文学作品不似俄罗斯文学作品那般沉

重，其作品内容及创作风格更受当代年轻人的追捧。

4. 俄罗斯文学的宣传不足，受众小。

大学生群体中阅读俄罗斯文学的人多为俄语及相关专业学

生，同学们了解俄罗斯文学的渠道多是通过课堂讲授，公众号

推荐等方式，除非特意寻找相关书籍，否则在生活中接触到俄

罗斯文学的情形相对较少。存在相当一部分人对俄罗斯文学的

了解只停留在初高中语文课本上的几篇作品，大多数大学生认

为《变色龙》、《海燕》等语文教材上的文学作品比较古老，缺

乏新颖性，同时还因为俄罗斯人名字长且变化多，不便记忆影

响阅读而不愿去深入了解。

三、可行性措施

虽然当今文学总体上遇冷，但俄罗斯文学经典名著借阅量

始终高于其他，这说明俄罗斯文学经典仍然对当代大学生有很

大的吸引力，其中所反映的主题思想及社会意义等在如今仍有

宝贵价值。要增加当代大学生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提高他们

对俄罗斯文学的兴趣，就要抓准原因，从实际出发，根据现实

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让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得以充分释

放，吸引当代大学生阅读。基于以上对于当代大学生俄罗斯文

学阅读状况的分析，可以提出如下措施：

1. 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增加俄罗斯文学的曝光量。可以通

过微信公众号、论坛、听书软件等方式让俄罗斯文学经典充分

渗入到大学生的生活中。鉴于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多为长篇巨

著，可以在大学生常用的网络平台分享名著中的精彩片段、简

短书评，来吸引大学生的注意，增加大学生对俄罗斯文学的关

注度。

2. 经典文学作品影视化。很多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都推

出了相应的电影、电视剧或者话剧等等，例如《安娜·卡列尼

娜》、《静静的顿河》、《狄康卡近乡夜话》等，但年代久远，画

质、声音及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已经过时。可以推陈出新，翻

拍经典文学影视作品，在台词、拍摄手法等方面进行本土化加

工，让作品更加贴合当今时代。同时多引进当代俄罗斯影视化

的文学作品，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当代大学生关注俄罗斯文学

作品，进而激起阅读欲望。

3. 挖掘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的当代价值。利用网络等

方式积极调动当代大学生对于俄罗斯文学的热情。通过当代年

轻人喜欢的短视频、影评剧评等方式来吸引年轻人的眼球，利

用剪辑再创作的方式让俄罗斯经典文学名著进入年轻人的视

野，从而吸引年轻人去阅读相关书籍。

四、总结

综上所述，当代大学生对于俄罗斯文学的阅读总体较少，

且阅读的书籍多数为19世纪优秀文学作品，线上阅读俄罗斯

文学作品是大部分大学生阅读的首选。而近些年当代大学生对

于俄罗斯文学的阅读量少，存在各方面的原因，时代的变革、

大学生阅读品味的变化、俄罗斯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网络的

发展及他国文学影响等等。通过分析俄罗斯文学近些年来在我

国大学生群体中受到“冷遇”的原因，进而提出了切实可行、

符合实际的应对措施，促进当代大学生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

在如今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俄罗斯文学不应该成为受冷落

的“小众文学”，俄罗斯文学所蕴含的无尽宝藏还待人挖掘，

我们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当代大学生对包括俄罗斯文学

在内的各类文学作品的阅读，让当代大学生感受到文学作品中

所蕴含的巨大力量，提高大学生修养，促进中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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