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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每一場戰爭、革命的落幕，都不免經歷十足的震撼與程度各異的毀

壞；斷垣殘壁的廢墟上，等待著的是新時代象徵再造的契機。政權更迭的

成功與否，政客經常以目光所及之舊時代象徵為首要剷除對象，去舊迎新

的意念化作執行的動力，也同時充當政治角力競逐的標記。恰如台灣社會

曾經鬧得沸沸揚揚之「去蔣」；又如 2007 年初冬西班牙國會通過之「歷

史記憶法」（Ley de Memoria Histórica），為移除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雕像、匾額的行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據；再者，於 2003 年

以美軍為首的聯合部隊攻陷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時，對強人薩達姆‧海珊

（Saddam Hussein，1937-2006）大型塑像的拆卸、搗毀。這一幕幕的視覺

革命都隱喻著重獲新生前必須經歷的一場毀滅，以象徵舊體制的崩解與渴

望轉變的決心。 

然而，遠在西伯利亞的凍土上，自 20 世紀末共產主義瓦解至今，俄

國邁入民主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已十多個寒暑，政經改革開放後的街頭還是

可見蘇聯時期遺留的大型雕塑建築，譬如座落於莫斯科紅場上的「列寧

墓」、公共空間僅存 1960、70 年代的紀念雕像和碑群、或是為重整市容

而規劃設計的雕塑藝術群等，受眾不論是懷著崇敬、好奇或純粹欣賞的心

情，瞻仰參觀的人潮依然絡繹不絕。它不僅挑逗觀者的視覺神經，也喚起

對於國家曾經輝煌、強大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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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戰爭經驗神話」（myth of the war 

experience）1在各種文藝形式中繼承與延續的表現，與之敵對的蘇聯也有

一套愛國教育原則，其手法技巧可見相似性，但表現出的民族特色卻大不

相同，作品的形式與數量也因屬戰勝國的成員而於戰後有逐漸攀升的趨

勢，史達林崇拜於戰後在各項文藝的表現更是躍升到了頂點。 

本文擬針對俄國哲學家的觀點，探討俄國人民自身與祖國關係的認

知、戰爭之於俄羅斯民族的意義、與國家民族意識形塑的契機，觀察自 1917

年蘇維埃革命到二戰期間以至於戰後的時期，在文藝政策監督與各項資源

合作的過程中，藉由視覺革命所達至的藝術呈現。這一系列以塑造英雄人

物及推崇領導者形象為主的政治宣傳作品，時常展現與舊時光榮記憶的聯

結，如此的創作意象，做為共黨主政下遙寄烏托邦世界的催化劑，是一種

民族主義的哄抬與國家虛榮心作祟？還是，一種愛國心正是需要在這種懷

舊的基礎上重新建構民族認同，藉由神話與記憶拼湊出一個想像的共同

體？ 

 

關鍵字：蘇聯紀念碑雕塑、視覺革命、民族認同、愛國心 

                                                        
1  George Mosse, Fallen Soldiers: Reshaping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8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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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statue and sculpture with symbolic ideology accompany often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or war. The obsolete artistic works are destined 

to be removed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successor’s ambition of building an 

ever more powerful regime that no other could compare. It is clear that 

Bolshevik Soviet devoted herself to decorating public space with magnificent 

sculptures and monuments. Every street and square is embellished with 

colourful visual artistic creations. 

This essay intends to cross-think several Russian scholars’ philosophical 

points of view on self with relation to national significance and the moment 

of raising the ethnic consciousness. I will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ormance of artistic productions that the Soviet authority adopted for 

political use – a series of heroic sculptures and images on posters. I wonder if 

such a thematic style is highly appreciated by the Soviet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nation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nostalgic patriotism. By means 

of reappearance the heroic myth can Russians rebuild an imaginary 

community. 

 

Keywords: Soviet monument and sculpture, Visual revolution, National 
identity, Pa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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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樹立起一座紀念碑2 

我為自己樹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在人民向那兒走去的小徑上青草不會叢生， 

它昂起永不屈服之首， 

遠高於亞歷山大石柱3之巔。 

普希金，〈我為自己樹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1836 

19 世紀的俄羅斯百家齊鳴，在歐洲大陸東隅的文壇藝界綻放出一朵

朵令人驚艷的奇葩。政治、經濟等外部因素的驟變，為這片土地帶來許

多變異和契機；20 世紀初的一場革命，誕生了人類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

國家，蘇聯的建立開啟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新頁，但邁向烏托邦之路

卻還是舉步維艱。權力的爭奪在黨國計畫經濟的口號背後相互較勁，領

袖的魅力在走向極權的道路上漸次累積，個人崇拜浪潮在戰時發揮到了

極致。這些跨世紀的歷史轉折，為俄羅斯的文藝創作帶來程度不一的衝

擊，激發出火花的雀躍與修正調適後的低潮是文藝創作者不時遭遇的坎

坷路，時局政策的收放之間，考驗著創作人的詮釋和技藝。在北國的公

共空間，民族精神與歷史功勳的象徵符號化身在各項藝術作品之中，它

們是國家凝聚意識的最佳載體與代言，巧妙地與生活連結，滲透到人民

構築集體認同的場域，進而在不知不覺中鞏固了建國之初迫切需要的向

心力，也提供了建設所需的穩固基石。 

 

                                                        
2  引自羅馬詩人賀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65 B.C-8 B.C）的詩《致墨爾波墨

涅》。 
3  意指聖彼得堡冬宮廣場上的亞歷山大石柱，是為紀念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ksandr 

Ⅰ Pavlovich，1801-1825）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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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蘇維埃的文藝黨政與革命後的街頭景象 

蘇聯建立後，黨國最重要的教育及宣傳運動任務，即結合掃除文盲

而進行的政治教育工作，企圖讓革命思想走入群眾，進而展開一場煽動

性的大眾藝術活動。 

20 世紀初，俄羅斯境內居民文盲的情形依然相當普遍，識字人口於

1912 年普查的結果只占全部人口的 21%。4因此蘇共掌權後，經由教育以

積極掃除文盲的計畫是首要課題。列寧於 1919 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

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法令》中規定，要求年齡介於 8 歲到 50 歲，尚

無讀、寫能力的國民必須依志願學習母語或俄語；並於 1920 年成立「全

俄掃盲委員會」，展開從都市到鄉村的社會運動，以「打倒文盲」為號

召的標語旗幟穿梭大街小巷，執行掃盲政策。蘇共領導核心不遺餘力為

掃盲而展開的學校教育改革，相較革命前的景況，至少漸進地縮短了城

鄉、性別間識字水平的差距。5布爾什維克黨（the Bolshevik）一方面力

求提高人民的識字能力，也同時體認到藝術對於人民大眾能夠發揮的影

響力，因此著手展開在文化領域的政治控制。蘇維埃的黨代表大會皆曾

議及文化建設的問題，黨綱也宣示將經由文化工業廣泛宣傳共產主義理

念，進而對抗資產階級思想；其文化基本政策是發展出屬於無產階級特

色的新文化。 

同時於 1918 年以列寧為首，由盧納察爾斯基6與史達林等共同參與

                                                        
4  孫成木，《俄羅斯文化 1000 年》（台北：東方出版社，1995），頁 187。 
5  澤齊娜等著，劉文飛等譯，《俄羅斯文化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頁

298-299。 
6  盧納察爾斯基（Anatolii V. Lunacharski，1873-1933），蘇聯政治活動家、批評家、

劇作家。1917 年結束流亡海外返回俄國，重新加入俄共（布爾什維克）並擔任教

育人民委員。他不同於列寧，對無產階級文化派和未來派持肯定態度，但又與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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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人 民 委 員 會 通 過 「 共 和 國 紀 念 碑 法 令 」 （Декрет о памятниках 

республики），其內容主要為：任何以榮耀沙皇及其附庸，或是毫無任何

歷史及藝術價值的紀念雕像，必須即刻自街道與廣場上移除；同時，依

據莫斯科及彼得格勒藝術部門的協議，指定專門機關裁決紀念碑拆除與

否；並動員藝文界人士舉辦大型紀念碑建築草圖競賽，以彰顯俄羅斯社

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節日；最後，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並要求在同年的 5 月 1

日前，拆除不合時宜的銅像，代之以新的紀念碑形式呈現於大眾面前。

紀念碑的題材被要求反映新革命勞動的俄國精神，其作品必須取代舊時

的題詞、徽誌、街名及臂章。這項命令各地區省級蘇維埃農工與軍人代

表必須嚴格執行，至於相關的資源分配則是依審查後的表現與說明再行

定奪。7自彼時起，為了彰顯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藝文界展開了一系列

規模大小不等的紀念碑建築草圖競賽，街頭也同時執行拆除沙皇權力象

徵的行動，替之以展現革命精神與內涵的雕塑作品，具有歷史意義的卓

越人物，或是為自由而戰的民族英雄，都在紀念碑的名單之列。8據統計，

自 1918 年至 1921 年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兩大城市的街頭便出現了多達

40 座的紀念碑，主題及人物刻畫以紀念為解放俄國人民而犧牲貢獻的傑

出革命家，及俄國或世界發展史中具進步性的代表人物為主要標的。同

時在莫斯科的街頭還懸掛了五十多面繪製革命標語的紀念匾額與浮雕。9

街頭空間目光所及盡是各種用以頌揚、宣傳紀念性節日和革命英雄的雕

塑與海報，視覺經驗五彩繽紛、絢爛奪目。 

                                                                                                                                 
的部份代表人物之主張相左，他主張繼承傳統，吸收「同路人」參加革命的文化建

設，肯定不同文學流派並存。 
7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Vol. 2, Gosudatel’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Moskva, 1957, pp. 95-96. 
8  奚靜之，《俄羅斯蘇聯美術史》（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0），頁 443。 
9  孫成木，《俄羅斯文化 1000 年》，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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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各種用以宣傳的媒介工具中，極為風靡的是由列寧於

1919 年參與制定宣傳計畫中所提議的宣傳列車與輪船。這種藉由火車、

輪船等具機動性的交通工具，主要巡迴境內各地進行宣傳的任務。在車

體、船體的周身繪製各種宣傳畫和標語，同時內部還存放各種幻燈片、

電影等放映設備與檔案，內容包含列寧的演講畫面及各類思想書籍，該

等設備與人員的配置齊全，宛如今日裝備 SNG 車的新聞局，一個行動的

國家級宣傳部門。此外，還設有固定的「宣傳鼓動站」，在人口密集的

居民點，或是紅軍戰士駐紮的水陸交通樞紐，由宣傳人員肩負黨及國家

政令宣傳的任務，為熙來攘往的群眾分析政事、提供諮詢、或受理申訴。

這類以二維平面呈現的政治性議題，經由藝術的手法予以形象化、生動

化，進而滲透至觀者的意識場域，藉由藝術畫面與革命標語所表現出的

律動與力量，吸引並刺激當時俄國人民的感官世界。 

二、愛國主義的濫觴與印刷術的普及 

俄羅斯民族的愛國思想始自 14 世紀的文學作品，蒙古與日耳曼人入

侵造成家園殘破的景象，經常成為寫作的主要題材，其中民間口頭創作

是最流行的形式，壯士歌曲在繼承古俄文學《伊格爾遠征記》10的基礎上

發展出新的風格，結合抵抗外侮與捍衛祖國的聲調，歌頌著歷代有著魁

梧、英勇形象的英雄人物。作品的中心思想不斷提醒著，王公們行動上

的不協調將導致失敗，而團結的同仇敵愾才是勝利的保證。這裡呈現出

原各自為政的古俄羅斯諸國，因歷史教訓而逐漸凝聚的團結意識。 

                                                        
10 《伊格爾遠征記》為 12 世紀的史詩作品，描述 1185 年北諾弗哥羅德王公伊格爾（Igor）

率領俄羅斯軍隊出征波洛夫齊人，最終由於俄羅斯內部的分裂而導致失敗的經過。

佚名作者在文中呼籲各公國、人民應該統一，齊心保衛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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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活字印刷也於 15 世紀末在獲得教會支持的諸侯公國境內出

現。儘管早期的功能是為教會製作傳道書刊的宗教性目的，然其文化意

義仍不可小覷。俄國印刷業的創始人費奧多羅夫也視活字印刷為一種知

識傳播的手段，11它促成了思想傳遞的便利性與普遍性，造就了 19 世紀

文學與社會思想的大放異彩，並與 20 世紀革命與戰爭的畫刊、海報等視

覺藝術合作無間，充當彼時俄國民眾獲知訊息的媒介，也促成當局得以

普遍傳達意識形態的可能性與方便性，對於祖國及英雄人物的歌頌，透

過視覺的接觸與讀者觀眾產生共鳴，因之受鼓舞而採取有利於國家社會

的行動是最理想的宣傳結果。 

三、社會政治思想的勃興與俄國知識份子的難題 

19 世紀的俄國文壇是蓬勃發展的時期，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

後，各式期刊與報紙展開了對於當時各家哲學及具體社會問題的關注，

依此而產生的政論作品也與時事緊密相連。譬如叢刊《北極星》、報紙

《鐘聲》與雜誌《現代人》12等，都號召農民起身與專制制度鬥爭。此外，

俄羅斯文學也力求對於主人翁心理狀態與其崇高的道德表現進行深刻描

寫，譬如托爾斯泰（Lev N. Tolstoy，1828-1910）、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1818-1883）與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M. Dostoyevsky，

1821-1881）等人的經典，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普希金（Alexander S. 

                                                        
11  澤齊娜等著，劉文飛等譯，《俄羅斯文化史》，頁 64-65。 
12  此《現代人》是 1847 年由涅克拉索夫與別林斯基（Vissarion G. Belinsky，1811-1848）

等人，重新恢復出版俄國詩人普希金於 1836 年創辦的雜誌，並沿用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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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kin ， 1799-1837 ） 《 尤 金 ． 奧 涅 金 》 13 及 萊 蒙 托 夫 （ Mikhail Y. 

Lermontov，1814-1841）《當代英雄》14等前人的寫作風格。這類現實主

義文學興起的背景，產生於俄國對現代化的嚮往與現實農奴問題彼此間

的矛盾拉鋸中。甚受此種困惑折磨的先進知識份子，將其痛苦與無奈化

身文字創作，間接促成後續批判俄國現狀的各種寫實流派，也激發了文

學家、評論家無不以其創作對當世發出不滿、對民眾呼喊號召。詩人涅

克拉索夫（Nikolay A. Nekrasov，1821-1878）便於 1858 年以所創作的詩

歌《大門前的沉思》，表達出對俄羅斯大地上人民處境的悲憐，與力求

改變現狀、奔向自由的呼喚： 

奔向伏爾加
15
吧！是誰的呻吟迴盪在這俄羅斯大河之上？ 

何處有人民，何處就有呻吟…… 

可憐的人兒呀！ 

你那無盡的呻吟究竟意味著什麼？ 

是自沉睡中甦醒後蓄積力量的抒發？ 

還是屈從命運的安排，在盡了一切努力後以呻吟般的歌唱， 

讓靈魂獲得永世的安寧？ 

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Nikolai A. Berdyaev，1874-1948）曾指出，

19 世紀的俄國思想是對俄羅斯要走的特殊道路的一種思索，是對俄羅斯

                                                        
13 《尤金．奧涅金》（1825-32）為俄國第一部現實主義長篇小說，文中將主角奧涅金

刻畫成一位極為歐化的俄國貴族貌，對於現狀所採取的批判態度與道德評價行動，

卻因其脫離人民生活而無法進行改變的矛盾現象，被稱之為「多餘人」。 
14 在《當代英雄》（1839）中，萊蒙托夫塑造了一位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執政下的英雄

形象──畢喬林，對現實的不妥協與渴望追求生活的行動，卻因其缺乏果斷、沉溺

於自我分析及處於愧疚的心態所阻，被視為反動時代前衛貴族青年的寫照。 
15 伏爾加河（Volga River）被譽為俄羅斯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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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地位中於「東方與西方」兩者間選擇的問題進行思考。16知識份子

環顧四周，體察人類的苦難而感同身受的哀傷靈魂，是其關注人民利益

的一種表現。別爾嘉耶夫觀察，俄羅斯人不僅在自己的熱情中創作出完

美的作品，也同時在這種渴望中追求美好的生活，他們在西方思想中尋

找的首先是改變和克服現實醜惡的力量，以提供擺脫現狀的動力。17然

而，這些取自西歐的革命性思想，之於俄羅斯的處境卻不全然受用。以

務農維生的俄國人民，對於「個人自由」這個無形的名詞似乎感覺陌生；

與其強調個人利益，還不如以訴諸集體的觀念來詮釋俄羅斯精神要來得

適切。18同時，在農民的傳統觀念中，深信任何對於上帝或是上帝在世間

代理人──沙皇的反抗都必將受到譴責，這種現象造成農民與力求將其

從專制制度中解放的知識份子立場格格不入，農民仍舊視沙皇為理想的

「公正仲裁者」，寧可溫順地等待救贖而不願起身反抗，連別爾嘉耶夫

都不得不佩服多災多難的俄羅斯人無限的耐力，與其展現生活在集體溫

暖與母親懷抱的歡喜面。19不論是知識份子與農民間的矛盾互斥，或是各

文藝流派間的辯論競爭；是以革命改變現狀，亦或期望利用道德感化以

求統治階級與廣大民眾和諧共存的手段，知識份子的關注與行動都體現

了 19 世紀俄國文壇多樣的創造性與深刻的自省力，嘗試進一步聚攏國家

民族的向心力，不論各自主張為何，皆不脫以其創作展現俄羅斯民眾的

文化、歷史與勞動之美，並據以批判專制及農奴制度的腐敗與不公。而

                                                        
16 奧格爾吉耶娃著，焦東建等譯，《俄羅斯文化史──歷史與現代》（北京：商務印

書館，2006），頁 440-441。 
17 別爾嘉耶夫著，雷永生等譯，《俄羅斯思想》（北京：三聯書局，2004），頁 27。 
18 Tim McDanie, The Agony of the Russian Idea,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5. 
19 別爾嘉耶夫著，汪劍釗譯，《俄羅斯的命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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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則是民族自我意識的試金石和對精神的考驗，20讓生來奴性堅強的

俄羅斯人21也不得不在這歷史的十字路口下定決心。 

四、困境？傳統文化的繼承與揚棄 

戰爭的爆發打亂了人民傳統的習慣與生活方式，他們被迫觀看（也

親身經歷）一場大戰如何導致一個民族對於自我感覺與自我意識的轉

變，別爾嘉耶夫認為戰爭使俄國人民感覺到自己民族的價值，及其在世

界歷史中所肩負的任務；同樣的，也令知識分子意識到自己幾乎喪失民

族價值感的危機。22戰爭提供了絕佳的時間點，在歷史的範疇裡知識份子

依著當世的價值逐漸烙印新的思想軌跡，俄國人民心靈深處如祖國大地

般寬廣自由的空間意象，隨著革命、內戰落幕，與新政權的立方體磨合

相容，也將創造出屬於俄羅斯獨特的歷史記憶。 

布爾什維克黨號召人民共同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文化。然而，這些新

文化的基礎為何？是否要如同對待沙皇時期的雕像一般，將千年的俄羅

斯文化也一併剷除、摧毀？要達到讓民眾全盤認同、接受的效果，最有

效的方式之一是從人民熟悉的生活與傳統文學題材中取用，潛移默化地

從中穿插新政權的意識型態。 

列寧在十月革命前便已提出，各民族的文化裡，都仍保有哪怕是尚

未發達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文化成分，因為各民族中都有勞動和被剝

削的群眾，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會產生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體

                                                        
20 伊萬諾夫，〈論俄羅斯思想〉，《俄羅斯思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頁 219。 
21 引用別爾嘉耶夫語，《俄羅斯的命運》，頁 13。 
22 別爾嘉耶夫著，汪劍釗譯，《俄羅斯的命運》，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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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23可見列寧對於文化的見解，不同於政治上的革命之路，革命與文化

遺產的關係是處於繼承、也是揚棄的狀態。事實上，革命前的俄羅斯文

化精神，除了宗教與封建的禁錮、壓制外，還包含了強烈的民主性與進

步性，因此掌握這些舊時傳統的文化遺產，是蘇共政權建設新文化的優

勢與必要條件。儘管遭遇「無產階級文化派」的極端反對，24但列寧依然

明確指出，必須以資本主義遺留下的全數文化遺產來建設社會主義，同

時一併取得全部科學、技術、知識和藝術等技藝，少了這些，便無法建

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25因此，除去象徵沙皇專制制度的塑像與紀念碑

後，保留下來的是足以彰顯俄羅斯精神的古籍經典與遺跡。至此可見布

爾什維克黨在文化遺產的議題上承認了資產階級文化的必要性，透露了

列寧反對將舊知識份子全盤否決的態度。然而，放任其生存發展對於國

家的危險性也非黨所樂見，因此對於知識份子的監督與再教育，是與保

存文化遺產同時並進的國家政策，逮捕與驅逐反革命份子則是常見的手

段。 

隨著蘇聯各時期主政者不斷修正的文藝政策，黨的路線與最高指導

方針便依序體現在各式文藝創作中。自建國之初對於共黨領袖、反沙皇

體制的革命份子崇拜，延伸到刻劃二次世界大戰的領袖、軍人、民族英

雄形象，俄羅斯民族展現出一種懷舊的情感，並且希望繼承、延續一種

民族的傳統英勇，作為凝聚國家民族意識的基礎，讓俄羅斯的精神常在

                                                        
23 列寧著，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

第二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6。 
24 「無產階級文化派」（Пролеткульт）於 1917 年二月革命後成立。倡議以無產階級

文化完全取代資產階級的文化，以工人階級作為工業上層階級的體現，完全遠離知

識份子與農民，對於文化遺產基本上持否定的態度。 
25 列寧著，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

二十九卷，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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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原凍土之上。 

五、蘇聯建國至二戰前後之紀念雕塑與海報的藝術表現 

十月革命後，早於「共和國紀念碑法令」頒布前，畫家兼雕塑家塔

特林（Vladimir Y. Tatlin，1885-1953）便已經為「第三國際」（the Third 

International）26繪製出〈第三國際紀念塔〉的設計稿，成品則於 1920 年

完成。這是一座高約 1300 英呎的螺旋形斜塔，它分別由三個玻璃立方體、

柱體及錐體依螺旋形狀層疊而上所組成。塔特林設計以這三種體積構成

一座紀念碑，除強調抽象形式的實驗精神，其象徵的意義也是向曾經為

自由起身革命的人民與勇士們表達敬意。他相信，這種螺旋形式代表了

一種解放人類運動的最佳表現，自地面騰空飛起的流線型式，表現一種

超脫俗世的概念。27除了〈第三國際紀念塔〉外，還有依照「共和國紀念

碑法令」規定研擬符合標準的雕塑對象清單，其中包含以馬克思、恩格

斯、聖西門、傅立葉、托爾斯泰、普希金、果戈里等 67 名哲學家、社會

活動家、作家及詩人為主題的人形雕像。除了人像雕塑外，從紀念碑的

命名上也可見蘇聯建國之初，意欲彰顯承繼自俄羅斯精神與社會主義的

傳統，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創新的目標方向，譬如柯年科夫（Sergey T. 

Konenkov，1874-1971）在克里姆林衛城城牆上所設計的彩色紀念浮雕〈獻

給為和平與友誼而戰的犧牲者〉（1918-1919）、馬特維耶夫（Alexander 

M. Matveev，1878-1960）的〈馬克思紀念碑〉、安德烈耶夫（Nikolai A. 

Andreev，1873-1932）為〈蘇維埃憲法方尖碑〉所製作的自由女神等。28

                                                        
26  「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1919 年在列寧領導下成立於莫斯科，至 1943 年為

配合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由內部委員會提出宣告解散。 
27  悉靜之，《俄羅斯蘇聯美術史》，頁 438。 
28  悉靜之，《俄羅斯蘇聯美術史》，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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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革命後的時局仍舊物資缺乏，紀念碑原料僅少數以水泥或是石膏、

簡易的木頭與鐵絲充數，對於這類為執行國家宣傳計畫而製作的藝術品

當局仍舊決定勢在必行。 

列寧於 1924 年逝世後，史達林開始了奪取領導權的排除異己整肅計

畫，同時發展列寧的個人崇拜，雖然列寧本人曾禁止公然對其表現崇拜

的儀式，但他去世後，其遺教變成了神聖的教義，官方同時下令在蘇聯

各處為其建立各式紀念物，29彼德格勒也改名為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

以紀念之。1930 年代，逐漸以肯定並歌頌生活中的正面人物形象為主題，

並隨著經濟上「五年計劃」的推行，歌頌工農階級的辛勞與付出。同時

史達林在掌權後，開始建立個人的極權統治，史達林個人崇拜的文藝主

題也有助於黨政領導權的鞏固。在雕塑方面有穆希娜（Vera I. Mukhina， 

1889-1953） 頗具時代性的大型紀念碑作品〈工人與集體農莊女莊員〉，

是為 1937 年於巴黎舉辦的「現代生活藝術世界國際博覽會」（Exposition 

international des Arts et Techniques dans la vie modern）蘇聯展館（Soviet 

Pavilion）而製作，高 24 公尺的塑像立於 30 公尺高的基座上，線條流暢

的形貌展現氣勢雄偉的豪邁熱情，反映了蘇維埃政權的毅力與信心，宣

揚了蘇聯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的階段性成就，也讓平凡人的英雄氣概展

露無疑。而紀念對於蘇聯革命精神與俄羅斯傳統美德有貢獻的人物雕塑

品也持續進行，譬如夏德爾（Ivan D. Shadr，1887-1941）的〈圓石塊─

─無產階級的武器〉（1927）、柯年科夫的〈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1933）

等都是這時期的代表之作。 

1940 年代起是蘇聯史上的「衛國戰爭」30時期，戰爭改變了俄國人

                                                        
29  David MacKenzie 等著，蔡百銓譯，《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下）》（台

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 798。 
30 蘇聯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衛國戰爭」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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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與藝術家的生活，創作主題無不以戰爭英雄悲壯及慷慨赴義的題材為

之，同時對於領導人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更是達到巔峰，呈現史達林與軍

民並肩作戰的形象海報大量湧現。雕塑方面，譬如托姆斯基（Nikolay V. 

Tomski，1900-1984）領導的列寧格勒雕塑突擊隊，製作了一系列大型的

宣傳雕塑品，為前線戰鬥的英雄與後方支援貢獻的人物製作了許多肖

像。31其它戰時的藝術表現則以海報形式的藝術表現特別引人注意，因為

海報在街頭、車站、前線迅速創作及張貼的模式，較能配合瞬息萬變的

前線戰事報導與資訊傳遞。 

海報早於十月革命前就已經出現在俄羅斯的土地上，只是革命後的

蘇維埃更有效利用其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風靡的時間延續到第二次世

界大戰與戰後的美蘇冷戰對峙。對於蘇聯建國之初普遍文盲的景況，海

報的藝術形式是不容小覷的一種宣傳手段。它具有形象生動與貼近觀賞

者的特點，因此宣傳效果較佳，不論是宣傳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諷刺

內戰敵對的白軍將領，在藝術表現手法上都極為敏感地區分敵我形象的

描繪與色彩的運用。敵對陣營的領導者必定是以猙獰的面目表現其邪

惡、貪腐的一面；而紅軍驍勇善戰的形象，則令俄國人民回憶起民族英

雄的功勳與曾經的美好。象徵革命熱血的鮮紅色，在北國街頭的海報與

旗幟中迎面而來。革命後俄國處於內憂外患的情勢，甫掌握政權的布爾

什維克黨必須在短時間內以最有效的方式安內攘外，政治宣傳海報的各

項優點深深吸引著當局高層。儘管彼時的資金、技術勞工及印刷物資短

缺，但印刷廠和出版社多優先印行海報，以完成使命任務。由此可見，

海報之於蘇共政權是如何地受到重視。而教育人民委員盧納察爾斯基對

於海報的印象，在其日記中也曾提及 1918 年 5 月 1 日在彼德格勒街頭的

                                                        
31 悉靜之，《俄羅斯蘇聯美術史》，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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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活動景象： 

有關海報 

我確信這些海報將遭致的批評，畢竟要評判未來主義者是極為容易

的事。簡而言之，立體派與未來派畫作所僅存的，是那些專為公共

場合數以萬計群眾所設計的色彩與形式，一種經由作品傳達出的精

確與力量。這些年輕藝術家是多麼熱情地投身其任務呀！大部分的

藝術家每日投入十四至十五小時在巨幅畫作上。繪製大型農人及工

人形象，並以粗體字寫下諸如「我們不會棄守紅色的彼德格勒」、

「所有權利歸於蘇維埃」等標語。毫無疑問地，我們看見年輕世代

與街頭群眾原本各自的探索合而為一。儘管，並非一切都如此順

利，但已經有不少事證成功地、令人欣喜地進行當中。 

我步行至涅瓦河畔，遇見一個真正的奇蹟發生！…… 

白天時，飾以千百面旗子的軍艦，讓涅瓦河上光彩奪目。儘管彼時

的心中鬱悶，仍被眼前的景象震懾，同時心生雀躍。我相信親眼目

睹這個景象的大半彼德格勒居民，會同意它是如此華麗與難

忘。……5 月 1 日已定為官方節日，為國家所慶賀。國家的權力以

各種形式彰顯。……不論是群眾、海軍、紅軍、工人，都竭盡地為

這個節日貢獻心力。我們可以說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勞動節。32 

出自掌管最高教育部門與執行政治宣傳機構的委員日記中，可見身

處於革命領導階層的政治菁英體認到如何運用街頭視覺藝術，號召民眾

如同參加宗教行列般的熱情，投身到為革命而做的政治宣傳任務中。這

種宣傳活動隨處可見，它們喚起了人們對於革命後新生社會共同體的認

                                                        
32  А.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Москва, 1968; pp.208-209; 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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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促成了人們一致的步調，激起了同仇敵愾的愛國心，這是國家建立

之初迫切需要的基本能量與動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報的發行量達到高峰，其風格、類型中經常

出現的一種主題是軍人的形象。為國捐軀被視為高尚的情操，在海報中，

軍人的形象多半與戰事告捷的光榮勝利為伍，戰爭的血腥殘酷面則較少

出現，這個時期的藝術表現似乎帶領人們遠離現實，進入情感的理想世

界。犧牲小我以捍衛祖國母親是其中最鮮明的特色，作品中透露藝術家

眼中關於動員和己任的態度、詮釋。俄羅斯傳統文化中，正面形象的英

雄人物一直以來都是文藝創作所偏愛的主題，他代表布爾什維克美德的

徽誌，激發觀者起而效尤。文學中對正面形象的描寫與創作由來已久，

甚至可回溯古俄時期聖像畫中對於聖徒虔誠美德的懷舊，以及強調榮

譽、責任、勇猛及對國家義務的個人事蹟。藝術家取其傳統人物、英雄

的精神應用於戰時海報中的軍人形象，塑造忠黨愛國的氛圍一脈相承，

期望喚起人民的愛國意識。譬如伊凡諾夫（Victor Ivanov，1924-?） 〈向

西進！〉（1943）的海報中，士兵總是睜大著炯炯有神的雙眼直視目標，

表現出無所畏懼與堅定信念。哥羅萬諾夫（Leonid Golovanov）的〈攻抵

柏林〉（1944）則展現戰事順利的欣喜氣氛，在蘇聯成功化解列寧格勒

圍城戰爭的危機後，紅軍前線逐漸向西拓展到納粹德國的土地上開戰，

海報中裝備齊全的士兵，與面帶笑容的臉龐暗示著即將到來的勝利，終

於在 1952 年 5 月 2 日蘇聯將旗幟立於柏林的國會大廈之頂，正式宣告佔

領柏林。儘管紅軍攻克柏林象徵著法西斯主義的潰敗，卻未同時證明蘇

聯人民對於共產主義或是史達林主義的認同。然，大部分的人民戰時仍

選擇遵從黨的指導原則，齊心消滅進犯的敵人並捍衛俄羅斯大地。畫家

的海報中不避諱地傳達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主題與口號除了英雄形象

與布爾什維克黨員崇拜外，也增加了號召人民為祖國母親而戰，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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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犧牲的作品，譬如托伊澤（Iraklii Toidze，1902-1985）的作品〈祖

國母親正在召喚！〉（1941）便是其中經典。庫克雷尼克賽（Kukrynikcy）

33的海報〈我們是蘇瓦洛夫將軍的後代，是恰帕耶夫的子孫〉（1941），

則是以內戰期間的英雄人物，附身於紅軍戰士的英靈形象表現，將強大

的力量與無比的勇氣加諸於紅軍之上，暗示了曾經的勝利也將導致今日

的成功。 

這種戰時愛國意識的凝聚，一直延續到戰後紀念、重建的訴求上，

對於戰爭期間為國犧牲奉獻的精神與行為，戰後呈現眾人眼前的大型雕

塑是紀念性的藝術詮釋之一。武切季（Yevgeny V. Vuchetich，1908-1974）

於 1949 年為東柏林的蘇軍烈士公墓設計了〈蘇軍解放柏林紀念碑〉綜合

藝術群，主雕塑是位披著斗篷，一手持利劍，另一手抱著德國遺孤的紅

軍戰士，其身型的雄偉魁梧表現了堅定的俄國決心與意志。到了 1950 年

代還有如菲韋伊斯基（F. D. Fiveiski）的〈寧死不屈〉（1957）、巴布林

（Mikhail F. Baburin，1907-1984）的〈歌〉（1957）等，都是較為成熟

的作品。史達林於 1953 年逝世後，雕塑的題材呈現了更多樣、規模更龐

大的發展，經常以綜合形式的藝術雕塑群在各城市矗立，題材多半以歌

頌「衛國戰爭」年代人民的功勳為主，譬如由武切季領導的創作小組完

成位於伏爾加河畔〈史達林格勒戰役英雄紀念碑〉（1967）雕塑群，34其

主雕塑〈祖國──母親召喚！〉位於高地之上，下方有三個相連的廣場

分別為「寧死不屈廣場」、「英雄廣場」與「憂傷廣場」，同時還有一

                                                        
33  由三位畫家組成的創作團體所使用的筆名，成員分別為庫普里揚諾夫（Mikhail V. 

Kupriyanov）、克雷洛夫（Porfiri N. Krylov）及薩卡洛夫（Nikolai A. Sokolov），

部分作品參考俄文網頁 http://www.davno.ru/posters/collections/kukryniksy/。 
34  相關影像可參看雕塑群所在地的俄國城市（伏爾加格勒）3D 網頁 http://www. 

volgograd.ru/mamayev-ku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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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圓形紀念廳，大廳四周的牆面上鏤刻十萬烈士的姓名，廳堂中央有一

隻自地下伸出的手臂，掌中握著一把火炬，象徵著生命之火源源不絕。

還有如基巴爾尼科夫（A. P. Kibarnikov）等雕塑家工作小組所創作的〈布

列斯特要塞紀念碑〉（1971），其主雕塑是一座高達百餘公尺的方尖碑，

碑身鐫刻了布列斯特保衛戰全體的烈士名單，兩旁的山崗上分別是「戰

士胸像」與「匍匐士兵」的雕塑，中間地勢較低處則是設有「不滅之火」

的墓地。各種規模相當的紀念碑綜合藝術群，如〈列寧格勒保衛戰紀念

碑〉（1957，聖彼得堡）、〈比爾丘比斯於衛國戰爭中犧牲者之紀念碑〉

（1960）、〈薩拉斯彼爾斯紀念碑〉（1967，拉脫維亞首府里加） 、〈莫

斯科的保衛者紀念碑〉（1974）等，在蘇聯境內的城鄉街頭空間觸動人

民的感官記憶。35 

六、結 論 

蘇維埃的革命勝利除了沙皇政權本身的腐敗而失去民心，也奠基於

前一世紀蓬勃發展的社會思想與文學創作，提供了貴族或平民知識份子

反思的動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提供了變革的契機，革命份子以堅

持俄羅斯的傳統精神，除去舊時代的陋習，改變了俄國人民看待這個新

生共同體的態度。革命後的社會儘管仍舊處於內戰仍頻的景況，新政權

與文藝家皆嘗試以各種手段宣傳新生活的美好，新的領導將與人民站在

同一陣線，破除沙皇象徵的神聖性，代之以國家民族意識作為思想核心，

在你我週遭盡是符合新時代的人民英雄，努力、勤奮地為祖國貢獻己力；

同時，在政治上也孕育了蘇維埃領導核心的神話雛形，希望一位英明的

                                                        
35 菲韋伊斯基的〈寧死不屈〉與基巴爾尼科夫的〈布列斯特要塞紀念碑〉等作品實物，

皆可參考網頁 http://www.victory.mil.ru/lib/art/0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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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再次引領走向如沙皇時期般輝煌的成就，而在上位者也希望藉此鞏

固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地位，1930 年代是第一波蘇聯英雄人物與民族認同

的崛起。這種思緒延伸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攸關國家存亡的戰事促進

了人民團結抗敵的意識，各項作品皆以愛國的題材創作，讓所有投入戰

事的人民清楚了解自己為何而戰。戰時高漲的國家意識到了戰後，以紀

念戰爭期間的英勇事蹟作為延續光榮傳統的手段，皆可見執政者竭力表

現所承繼之榮耀足以作為國運昌盛之根基，這些壯烈犧牲的同胞也是後

代子孫時時刻刻的榜樣。 

不論是海報的創作或紀念雕塑的設立，都象徵著事件階段性結束與

記憶的開始。身歷其境的人不論有沒有這些紀念物，都已經在腦海中刻

畫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未曾參與其事的後代，也能憑藉著各種紀念雕像

回想曾經的艱困生活、激戰與光榮勝利。在蘇聯的街頭，有形的紀念碑

與雕塑是一個個鮮明記憶的重現，它們是否真實地體現了當時的精神與

內涵？而觀者欣賞的同時，所詮釋甚至內化的意義是否與原創精神相契

合，還是反而代之以另一種意義的無形紀念碑存於心中？這些問題都無

法有一個肯定的答案。誠如普希金渴求的是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

無須任何的錦上添花，值得紀念的自然為人們所記憶。 

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的命運》文中，苦口婆心、直言相諷地提醒

著俄羅斯所肩負的偉大使命，卻也憂心同胞們民族性格中經常的矛盾情

緒。有道是，俄國為連接東西文化的橋樑，然其自身的定位卻也展現搖

擺不定的窘境。雖然這個事實有些殘忍，但戰爭似乎是提供俄羅斯重新

檢視自我定位的絕佳時機，歷史困境的出現毫無疑問是經年累月問題堆

積的結果，最終導致一觸即發的衝突與傷亡慘烈的犧牲。「戰爭使得斯

拉夫主義得以復甦」是別爾嘉耶夫引用作家羅札諾夫對戰爭的詮釋，正

如本文的探討，俄羅斯文學原本就已經有了深刻檢討俄羅斯性格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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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但這一種文學式的思索都不如一場戰爭的體會來的刻骨銘心，讓被

視為不爭氣的俄國人民體認到自己的責任，溫馴的性格背後是異常的民

族自負，36是戰爭、革命的勝利誘發出潛意識中的民族主義，它表面服從

的背後其實蓄積了更大的能量，等待時機爆發。在這片廣闊的祖國大地

上，俄羅斯人民的靈魂是嚮往自由的；可惜經常在勾心鬥角的政權爭奪

中，犧牲、壓制了人民自覺的國家意識，留下的只剩無盡的恐懼和猜忌。

這也許是別爾嘉耶夫強調提升俄羅斯民族在世上存在加值的同時，未及

察覺的命運悲歌。對於我們，是否也有似曾相識之感呢？ 

戰爭結束，每座紀念雕塑與海報圖畫都是希望做為保持國家民族意

識高點的助燃劑，成為提供事件記憶的養分，少了它們，這些光榮與傳

統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去不返。是這樣嗎？這一座座、一幅幅的「叮嚀」

與「提醒」，不會變成居民生活空間中毫無意義的龐然大物？或僅僅是

紀念節日的佈景陪襯？也許，這正是蘇聯政權力求以傳統的意識型態做

為根基，揪著前人的衣角，才能使自己的論點更冠冕堂皇、具說服力。 

至於，人民的感受如何，那已經是當局無法預料也無意探討的問題！ 

                                                        
36 引自別爾嘉耶夫著，汪劍釗譯，《俄羅斯的命運》，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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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錄： 

 

圖 1  武切季，蘇聯陣亡戰士紀念碑，1949，銅，12 公尺高，70 噸重， 
柏林 Treptow 公園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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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茹可夫，為人民捍衛和平！，1949，平版印刷，莫斯科列寧格勒「藝術」出 
版社 

圖片來源：Демосфенова.Г, Нурок.А, Шантыко.Н, Совет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лакат,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62, 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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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穆希娜，工人與集體農莊女莊員，1937，鋼，24.5 公尺高，莫斯科 
圖片來源：http://www.artonline.ru/encyclopedia/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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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瓦年茨安，工人與集體農莊女莊員聯合萬歲，1937，平版印刷，93×61 cm， 
國家造型藝術出版 

圖片來源：Демосфенова.Г, Нурок.А, Шантыко.Н, Совет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лакат,  
с. 325. 



蘇聯民族精神與國家記憶的文藝化身──以紀念雕塑與宣傳海報為例 27 

 

 

圖 5  葉夫謝耶夫、舒科，列寧雕像，1926，聖彼得堡芬蘭車站 
圖片來源：http://www.soviet.spb.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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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史特拉霍夫，烏里揚諾夫（列寧）1870-1924，1924，平版印刷，108×68 cm，

烏克蘭國家出版社。 
圖片來源：Демосфенова.Г, Нурок.А, Шантыко.Н, Совет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лакат,  
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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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緬庫羅夫，史達林雕像，1939，水泥，30 公尺高，莫斯科全聯邦農業展覽機械

化廣場（已毀壞）。 
圖片來源：Matthew Cullerne Bown, Art under Stali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 
1991,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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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伊凡諾夫，富足近了！，1949，平版印刷，莫斯科列寧格勒「藝術」出版社 
圖片來源：Images of Persuasion: Past and Present, An Exhibition of Soviet Posters at the 
Barbican Centre, 18th September – 3rd Octobe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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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利舍夫，工業與防禦，1938，石膏，110×305×20 cm 
圖片來源：Matthew Cullerne Bown, Art under Stalin, p.107. 

 

 

圖 10 穆希娜、伊凡諾夫娜、杰蓮斯卡雅、謝傑耶夫、卡薩可夫共同創作，我們 
要求和平！，1950，石膏，205×215×455 cm，莫斯科人民經貿成就展示場 

圖片來源：Matthew Cullerne Bown, Art under Stalin, 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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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卡卡列金，偉大的十月革命三十年週年紀念三連幅畫，1947，平版印刷，莫斯

科列寧格勒「藝術」出版社 
圖片來源：Демосфенова.Г, Нурок.А, Шантыко.Н, Совет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лакат, с. 
192. 
 

 

圖 12  庫克雷尼克賽，拿破崙曾經重挫，自負的希特勒也不例外，1941，平版印刷 
圖片來源：Mark Bryant, World War II in Cartoons, London: W.H. Smith Ltd, 1989,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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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夏德爾，工人，1922，銅，莫斯科特列齊亞可夫美術館 
圖片來源：http://gatchina3000.ru/great-soviet-encyclopedia/bse/122/9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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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武切季，祖國──母親召喚！，1967，預力混泥土，85 公尺高  
（劍身 52 公尺長），伏爾加格勒。 

圖片來源：http://www.volgograd.ru/mamayev-ku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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