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

先后有约 15．5 万的俄国侨民因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到哈尔滨，虽

然他们的主观目的各有不同，但是在客观上为哈尔滨带来了较为

先进的西方科技和文化，加速了近代哈尔滨城市化进程，最终在

哈尔滨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俄侨文化，使哈尔滨成为东方最具欧陆

风情的大都市。俄侨文化作为哈尔滨近现代城市文化中的一种特

色文化，对于哈尔滨城市文化的积淀和丰富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

用。因此，深入研究和挖掘俄侨文化，对于了解近代哈尔滨的发展

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外，通过对这段历史文化的研究挖掘，我们可

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怀着面向未来的态度，增进同俄罗斯的交

往，促进中俄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

一、俄侨移民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对哈尔滨文化产

生的影响

（一）俄侨移民文化发展过程

俄侨文化在哈尔滨形成和发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

1898 年开始的半个世纪里，大量的俄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涌入

哈尔滨，1917—1931 年期间，旅哈的俄侨最多时有 15.5 万，最

少时也有 5.5 万以上。按时间来划分，俄侨的移民流动大致分为

五个阶段：第一阶段, 中东铁路修筑时期，大致从 1898 年至

1905 年日俄战争，俄侨主要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中东

铁路护路队和从事商服、传教等活动的俄国人；第二阶段，大致

从 1905 年至 1914 年一战，主要包括受战争刺激来哈尔滨掘金

的俄国人、沙俄战败后退守长春以北北满的军队和其家属、受
沙俄在北满执行的经济政策刺激的俄国人；第三阶段，1914 年

至 1931 年九·一八前，主要包括逃避欧洲战乱的俄国人、逃避

十月革命的俄国人：第四阶段，1931 年至 1946 年哈尔滨解放

前，这一阶段主要是受日伪当局迫害期和被迫逃离期的俄侨；

第五阶段，哈尔滨解放至现在，主要指部分回国、部分流亡到其

他国家还有一少部分继续生活在哈尔滨直到现在的群体。
（二）俄侨文化对哈尔滨城市文化的影响

第一，俄侨文化对哈尔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文化的发展起到

了促进作用。中东铁路的修建推动哈尔滨完成了城市的近代化转

变，客观上也为我们送来了俄侨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哈尔滨这

座城市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容易吸纳外来的事物尤其是先进的文

化，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沙俄在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

等方面确实要比封建的清政府和半封建的民国政府先进得多，正

是在俄侨文化的推动下，哈尔滨完成了城市文化的近代化转变，

使哈尔滨成为中国城市文化最早脱离封建文化束缚的城市之一。
俄侨文化对哈尔滨影响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增强了这座城市的开

放性，城市自身的历史特点与对俄侨文化的吸收相互作用，使哈

尔滨更加具有开放性，不仅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使城

市文化得到繁荣，正是以哈尔滨为文化中心，带动了整个黑龙江

地区、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
第二，俄侨文化的产生，增强了哈尔滨城市文化的多样性

和包容性。哈尔滨是典型的内陆城市，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

我们的城市文化渊源较多，主要包含：金源文化、京旗文化、移
民文化和冰雪文化，这些可以统称为本土文化。而俄侨文化是

纯粹的外来文化，是殖民文化，这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大洲、
不同历史背景的文化成为我们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俄侨文

化中还包含有欧陆文化、陆桥文化和犹太文化（哈尔滨的犹太

人 80％为俄籍），这使我们的城市文化更加多样化。同时也反映

出哈尔滨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俄侨文化为我所用，

变成哈尔滨城市文化中的一种特色文化。
第三，俄侨文化对哈尔滨城市文化影响的消极性。俄侨文

化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的，是帝国主义的，它是跟随着帝国

主义的侵略扩张而来到中国的，所以它是以实现资产阶级利益

的最大化和个人生活的舒适、享乐为目的的。这里面必然有掩

盖侵略者的侵略行径和迫害中国劳苦大众的成分，也会有资产

阶级享乐思想和拜金主义对人民腐蚀的消极作用。

二、俄侨文化开发的基本情况及利用中存在的问

题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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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侨文化对哈尔滨城市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是

由于历经百年的沧桑巨变，有很多的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性的）

影响已经渐渐消失了，在这里我们只能对那些能够追寻到的东

西进行梳理，从中找到可以深入挖掘利用的资源，为丰富哈尔滨

的多元文化和经济社会的进步提供载体。以下从城市建筑、生活

民俗、文化艺术等方面展开介绍。
1. 城市建筑和街区

哈尔滨近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与其他城市不同, 它是在特

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又是在强行介入的外来文化影响

下发展的，所以在城市建筑以及街道名称等方面充分地体现出

了浓厚的俄侨文化影响。城市中分布着众多造型各异、特点鲜明

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如圣尼古拉教堂、圣索菲亚教堂、圣伊维尔

教堂、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等二十余座。此外，哥特式、巴洛克式、
罗马式和折衷主义等建筑更是遍布哈尔滨的主要街区，如哈尔

滨秋林公司、马迭尔会馆、莫斯科商场(今黑龙江省博物馆)、铁路

局招待所以及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石子路面, 松花江北岸俄罗斯

式的木制房屋等等。
此外,一个城市的街道名称,同样亦可将其视为独特的历史

遗存,因其能相对稳定持久地反映出初始时的文化特征，建筑街

区艺术是哈尔滨俄侨文化中的物质性遗存，也是目前俄侨文化

开发中的重点，如建筑中的教堂文化以索菲亚教堂为首，现在已

经成为哈尔滨著名的旅游景区；中央大街作为街区文化的代表，

是俄侨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2. 生活民俗

在哈尔滨这座城市当中，居民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语言

习惯的异域色彩很浓，其中更多地表现为俄罗斯的风格和习俗。
在 20 个世纪 20 年代，以俄侨移民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文化

基础已经奠定。近 20 万侨民中大多数是俄罗斯籍，这些在哈尔

滨投资、贸易、商业活动的移民们，其文化、艺术、宗教等生活方

式对今天哈尔滨居民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起到了特定的影

响。哈尔滨当时就诞生了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家音乐学校、第一

家啤酒厂等国内之最，至今哈尔滨的啤酒消费量仍堪称全国之

最，哈尔滨啤酒是中国最早生产的啤酒。哈尔滨可以说是国内俄

罗斯风味西餐厅最多的城市，饮食风格也倾向于俄罗斯，俄式

“大列巴”和秋林“里道斯”红肠仍是哈尔滨人的偏爱。
3. 文化艺术

哈尔滨俄侨娱乐业包括电影、戏剧、歌舞等多种形式。1905
年俄侨考布切夫创办了哈尔滨第一家电影院，以后俄侨又陆续

投资开办了一些电影院。自 1903 年俄侨在埠头区开办了第一个

滑稽剧场后，相继又有露天剧场、南岗马戏园和达尼洛夫戏园的

面世。作为俄罗斯远东俄侨文化中心，哈尔滨曾吸引并且诞生了

许多著名艺术家。如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尼古拉·费格涅尔及妻子

美狄亚于 1907 年在哈尔滨成功首演了著名俄罗斯作家昂尼得·
安得列耶夫的第一个剧本《往星空》。哈尔滨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就成为中国的音乐名城，后来有了举世闻名的“哈尔滨之夏”音
乐会。哈尔滨的歌剧艺术、美声艺术在俄侨艺术文化的熏染下在

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 俄侨文化无论是从文化保护的角度，还是从旅游开发的

角度，都缺乏统一的规划，开发没有整体概念，缺乏整体性。已经

开发利用的景观是零星分布的点，没有形成点、线、面的有效结

合。比如建筑艺术中的教堂文化，虽然包括索菲亚教堂在内的一

批教堂都不同程度得到开发利用，但是它们之间缺乏有效的联

系，给人一种割裂开来的感觉，没有形成一种强势的文化建筑群

体，给游人一种单一的感受。
2. 俄侨文化的遗留资源挖掘水平比较低，对哈尔滨的这种

特色文化的认识大多数人还停留在一些实物的感官上，而对这

种文化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含量不十分了解，这也直接影响到对

它的开发和利用。比如：古老而现代的中央大街尽显俄侨文化的

诸多特色，在这条街上就有数不尽的故事、讲不完的传奇，可是

我们现在还停留于简单介绍建筑的基本情况，而对发生在这里

的详细历史却知之甚少。
3. 俄侨文化开发利用缺乏主题性、独立性，往往会被欧陆风

情完全取代，俄侨概念被弱化。俄侨文化的挖掘开发不仅仅是为

哈尔滨旅游业开发提供一些景点，丰富哈尔滨的文化内容；更为

重要的是把特色俄侨文化的开发利用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对

加强与俄罗斯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发展意义重大。

三、俄侨文化整体开发与利用的对策

1. 继续加强俄侨文化的开发力度，强化新形式下挖掘利用

俄侨文化的意识。由于俄侨文化涉及的面比较广，同文化局、规
划局、建委、外侨办、旅游局等多部门都有关联，所以建立一个俄

侨文化研究开发综合办公机构是十分必要的。由该机构统一协

调各部门共同制定一个俄侨文化的挖掘开发规划，把各个分散

的资源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旅游精品线路。
2. 积极组织一批俄侨史的专家学者，从建筑、艺术、民俗等

各方面入手，继续加大俄侨文化的挖掘深度。重点加强民俗和艺

术的开发力度，策划俄罗斯文化体验游，到俄罗斯风情小镇领略

俄罗斯艺术家制作俄罗斯特色工艺品套娃的高超技艺，品尝地

道的俄式大串烤肉，欣赏激情的俄罗斯歌舞和民族艺术等；到保

留完好的俄罗斯建筑风格的木结构房屋，参观俄罗斯画家在哈

尔滨太阳岛的创作基地，近距离接触俄罗斯文化和艺术。
3. 迅速整理并重新建立一套老俄侨的管理档案，并同健在

的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老俄侨或其后代建立联系，利用哈尔

滨举办盛大节日这样的时机，邀请他们重返或到父辈曾经生活

过的城市来参观，在加强交流的过程中寻找适当的合作机会，为

哈尔滨社会经济的发展寻求更多的外力支持。
4. 充分利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为俄侨文化提供一个展

示自我、宣传自我的机会，要把俄侨文化中的歌剧艺术精品拿出

来，让中俄两国的艺术家共同表演，通过对俄侨艺术文化的展

示，不断加强两国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合作。一方面突出了俄侨的

文化主题，另一方面也为俄罗斯艺术家提供更多的专场表演，让

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俄侨文化、了解哈尔滨，客观上达到了宣

传哈尔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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