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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思索俄國哲學家別爾嘉耶夫（Ybrjkfq Fktrcfylhjdbx <thlztd^ 1874-

1948）以俄羅斯宗教思惟對共產主義的詮釋，共產主義國家是世界觀的統一，制度是
禁慾，政權是極權；它要求臣服於統一的思想。造因於此，蘇聯時期，共產主義追求架
構新世界，希望創造新人類。但與其說是新人創造，不如更適當地說是人的消逝，人被
剝奪了深度，變成二維、平面的存在。所謂的集權概念“精神共性”，似乎也只有一種
理解，是“我們”，而非“自我“，構成精神生活和精神存在的終極基礎。因此新人非
人，新人是俄國傳統烏托邦浪漫主義理論的唯一支柱—宗法公社的新時代用語。在共產
唯物主義—無神論的形式下，人只是斷斷續續時代意識的一瞬間手段，理應服從時代潮
流，更應享受“精神共性”。

但“共性”產生依賴，需要信仰，俄羅斯民族從過去對聖者與英雄的多神膜拜，進
入二十世紀社會主義藉助抽象的道德原則建立人間的烏托邦強國，儘管崇拜對象迴異，
但精神本質無差，所謂“精神偶像”對俄國人民思想與靈魂不可思議的強大威力與深刻
信仰，正是蘇聯藝術政治思惟及烏托邦理想的源泉。社會主義是一種烏托邦生活，為了
精神的快樂、旺盛和開朗，為了證明祖國得以平等、甚至優於其他精神物質完美的歐洲
文明古國，俄國人民願意“帶著精神渴望的痛苦，在沙漠中艱難前行”1，彷彿所有的動
盪不安、國際國內戰爭、貧窮和停滯都將成為不再復返的過去，終將被蘇聯新氣象，新
時代所徹底取代。因此受共產主義的實驗折磨和被獨裁領袖壓迫的俄國人民，越是不
幸，靈魂越是空虛，對祖國的愛與尊崇越發強烈，藝術上的追尋也不再是真相的傳達，
不必是創造及突破，而是單純的、鼓舞的、為苦難生活注入美的、滿足精神饑渴而迫切
需要的食糧。當然我們可以解釋為藝術是極權政權的麻醉劑，但也無從否認俄羅斯民族
靈魂中信仰的堅定與命定的悲哀。

蘇聯藝術在層層體制包圍、重重思想束縛下，豐沛銳利的美學成就和超越意識形態
的藝術表現—正是俄羅斯深厚人文藝術傳統與特質的寫照。藝術家在人民認識、接受、
繼而否定共黨壟斷國家權利和資源的過程中，以實際的藝術語言發出鏗鏘的吶喊，鮮明
坦率的繪畫筆觸，冷峻深沉的精神層次，為理念的實現創造全然投入的瘋狂，震撼世人
的視野，晃動定律的權威。也使我們體認俄國人民終身企求的永恆與矛盾無解的生命意
義。

                                                
1 引自普希金的詩《先知》。



計畫緣由與目的：
史達林時期蘇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藝術是極權國家官僚機制控制人文藝術的典型

模範，它不僅標誌著俄羅斯藝術史上一段獨立於世的創作過程，也代表俄國社會發展史
上極具戲劇性及緊張性的一個年代。這個時期透過各種美化渲染現實和歌頌獨裁領導的
藝術形式來強化極權政體的地位，卻也因此愚昧當時信仰失落、精神遊蕩的普羅群眾，
究竟是激發人民生命的鬥志或是達成政權陰謀的手段，不得而知。本計畫緣於計畫主持
人對該階段充滿社會意識及視覺魅力的藝術作品所震撼，因而希望以客觀研究和虛心學
習的態度評析蘇聯藝術的獨特美學、其多元複雜的民族本質和世人難以觸碰的文化現
象。

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來，我國與俄羅斯意識形態的差異與阻隔，不僅導致雙方學術交
流的中斷，更存在背離真相甚遠的宣傳。因此本計畫的目的除期擴大國內對俄國研究的
廣度及深度之外，更重要的是透過該研究提供慣於自由、習於法制的我們萬象思考的可
能及藝術詮釋的無限契機。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執行期間承蒙各國學者惠賜寶貴意見，特別是目前全世界研究就該期的權威

學者 Fktrcfylh Bkmbx Vjhjpjd 教授給予本計畫極為珍貴的建議、文獻資料與批
評指正，使本計畫得以順利進行。目前部份爭議，仍持續討論，只能說該計畫的形式結
束是學術交流的另一開端，每位參與計畫的成員特別感謝並珍惜國科會的支援，更體認
學術研究的艱辛與漫長，更堅定踏出步伐的意義與價值，更期待未來豐碩的思想源泉與
學術貢獻。

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成果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份與原提計畫相符，記錄該時期藝術發展的時代

背景、政權與藝術的互動關係、藝術中的官方與非官方因素及藝術表現，並特別側重戰
爭藝術的發展；第二部份搜集一百餘位該時期領導藝術家的生平資料及其代表性作品，
為國內目前針對該時期唯一系統性的文字介紹；第三部份包括四百五十幅重要作品的彩
色圖檔，可供日後相關研究確實的影像與參考。因此本研究成果實具學術評價，惟一年
研究期限過於倉促，研究期間發現許多亟需探討的課題，終因時間、空間因素未能深入
註解，遺憾難掩，盼日後能另行發展成為正式論文或專著討論。

本計畫內容目前已形成兩篇論文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一、蘇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藝
術的概念與認知，“俄語學報”，197-209 頁，1998；二、造型藝術中的宣傳與煽動因
素—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的政治宣傳海報，“俄語學報”，317-337 頁，1999），第三
篇也已完成，準備發表。另研究助理探討該時期蘇聯電影美學的碩士論文也將在今年度
付梓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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