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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它们构成一个国家的
民族特点，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类型。而这些文化内容很大程度上通过特定语言方式（形式、因素）
中的文化意识实体、文化单元反映出来，它们所代表的即是该民族的主干文化概念或核心、基本文化概念。
本文一方面将对俄罗斯民族文化概念的内涵进行解读，另一方面对文化概念的特征、功能加以分析，论证
自己在相关问题上的一些观点、看法，力图建立起有关于俄罗斯民族文化概念的总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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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论 

语言学界对文化概念分析的关注是继逻辑—语用分析之后的一个重要转向。人类有自己

发展的特殊规律，文化及内嵌其中的文化概念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类社会规律表现形式。每个

民族都有自己随历史铭刻下来的文化印记，它伴随民族文明演进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历史进

程，沉淀并具象为一个个文化概念，反映着民族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民族意识、民族个性

等人文内容的方方面面，是理解、诠释民族文化的关键所在。民族文化概念与文化进化存在

特定关系，它是人与客观外在和精神内在之间的桥梁，经由人的意识、思维、情感、认知进

入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俄罗斯文化概念具有强大的民族渗透力、思想融通力与交际参与力，

反映在民族语言中，各种语词、语句结构以及谚语、成语、俗语、习用语等都成为俄民族文

化概念的语言载体 1，而“交际成功与否取决于交际双方语言意识联想内容是否具有共性，

即是否存在相同的文化观念”。（刘宏 2012：45）俄罗斯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和文化传

统，其文化概念内容相当丰富，而这些文化概念该如何理解、它有怎样的内涵解读？作为独

特的人文概念，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功能？这正是本文有关俄罗斯主干文化概念研究所要分

析和解决的问题。 

2 俄罗斯民族文化概念的内涵解读 

“人类生活中还没有哪一方面是不受文化的影响，不被文化所改变的”，（唐祥金 2000：

59）而这首先就通过存储于人的民族语言和思想意识中的主干文化概念或基本文化概念

（базовы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нцепты）2、“核心文化概念”（ключевые концепты культуры）

（Маслова 2001：51）体现出来。“人类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而且生活在概念化的、范畴

化的世界，这些概念和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定格了我们的生活，人们在不断修改和确定自己的

概念系统，并且在该概念系统的框架下进行着自己的实践活动”。（刘娟 2008：52）文化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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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揭示和反映民族语言世界图景的基元单位，这些概念同俄罗斯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

族情感、民族认同等密切相关，体现俄罗斯民族世界观、价值观，是俄罗斯民族思维、认识

及观念的融合体，“概念似乎是文化在人意识中的凝结，文化以概念形式进入人的心智世界。

另一方面，普通的人，而非‘文化价值创造者’，则通过概念进入文化，并在某些情况下影

响文化”。（Степанов 1997：40）俄罗斯民族文化概念蕴含着俄民族特性及人类文化共性的、

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核心概念，而“概念”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信息的结晶，是人意识

和精神世界的文化基核，文化概念在认知—心理语言学、语言文化学、文化学中往往被简称

为或者等同为“概念”，以下表述和论证中所提及的“概念”一般指的就是“文化概念”。 

文化、概念同“人”或文化主体一脉相承，很大程度上讲，文化就是人的活动，而文化

概念则是人的活动的精神、情智产物。“文化是人创造的，人生活在他自己所创造的所谓‘第

二现实’之中，而作为文化荟萃的概念进入人的心智世界，人在有了这些概念后，才能介入

特定文化社会。可以说，在生活上、精神上人都置身于这些概念之中”。（华劭 2010：14）

文化概念是第一性文化构成的，它以各种形式体现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诸方面，即人对世界的

概念、形象和活动认知的各个方面（参见 Степанов 1997：40—41; Ляпин 1997：18），文化

概念几乎融入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和现实生活语境，“表示世界观的概念既有人的个体化特

征又有社会性特点，既有民族独特性，又有人类共性。它们存在于不同类型的语境中，包括

日常生活语境、文学艺术语境、科学语境等。因此这些概念语境成为文化学家、宗教史家、

人类学家、哲学家及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Арутюнова 1991：3） 

在我们看来，所谓“文化概念”指渗入一个民族文化、生活、道德、情操、信仰、价值

取向乃至民情、风俗等方方面面的基础性概念，它反映并记载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精髓，构

成一个民族意识形态和精神实质的文化标识，以特有的方式融入一个民族的生命机体，一定

程度上制约、影响着该民族思想、文明的发展，并随时代变迁而会相应有所变化，因而它是

约定俗成的民族精神的基本文化单元，也是反映民族经验信息结构的意识单位。某种意义上

讲，文化概念提供的信息覆盖文化对象、文化信仰所关涉的所有内容，这是蕴涵在文化单位

（如语词等）之中的各种社会化含义、价值意义乃至集群意识、个体意识下的各种联想意义。 

进而言之，文化概念是民族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记忆，是民族概念和文化本源的实体形式。

文化概念内涵具有抽象性、开放性和宽泛性。文化概念的鲜明民族文化底蕴涵括民族的生活

经历、物质经验、社会构造、社会关系、思想体系、思想表现以及各种情绪体验等事实内容，

不仅有物质文化，更有民族心理特征、思维方式、价值观、审美观等精神文化内容。这样，

文化概念是固着于民族意识、具有静态结果特性的文化内容，“文化概念是集体意识创造和

变体的结果，是一种思维模式”，（刘宏 2012：44）另一方面，文化概念又是一种动态性的

态度、认识、想法，与文化主体的思想、情智状态和现实状况密不可分，这些因素一定程度

上也左右着人的心理联想内容 3，“文化概念以概念、知识、联想及感受等集合内容存储于

人的意识中，文化概念是复杂的语义实质，是动态意义的集合”，（Прохоров 2008：18—19）

它的形成是人的认知状态、精神意志直接参与的结果，自然也随人的认识活动、认识经验的

变化、积累及时代、世事的变化而相应变化，从而具有动态化内在特性 4。 

非常重要的是，价值是文化概念的实质内涵，“价值概念永远是文化概念的核心，价值

原则就是文化存在的基础”，（Карасик, Слышкин 2001：78）因此看待和判断“概念”的价

值就是在判断概念、概念词的文化内涵，有时一种价值就代表了一个概念或者就体现着文化

概念的内涵。文化概念有别于其他精神单位的实质就在于其内在价值要素，“文化概念的形

成经历了民族的价值认同、价值选择过程，价值要素是特定文化体系中某一文化概念存在与

否的主要标志。民族文化概念的价值与该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社会理想的能力紧密联系”，

（Карасик 2004：109）不同时期的社会追求、社会理想等社会形态不同，一个民族的价值

理解、价值追求也相应有别，这在文化概念中就会产生相应的文化语词、文化热词，并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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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语言意识和知识联想体系中刻下印记。在 В. И. Карасик看来，概念多维意识结构的“价

值量度”指在心理结构中价值特征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来说都十分重要，它是一种概念区

别于另一种概念、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决定性要素，其综合体就构成了作为语言世

界图景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价值图景”（ценностн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价值概念在复杂的民

族意识中代表了一个民族文化类型中最核心的思想，反映并揭示出文化概念的实质，而“‘世

界价值图景’的思想则进一步丰富了语言世界图景理论的内涵，为在复杂的意识结构中认识

民族文化本质，确定民族文化类型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参见姜雅明 2007：12）。此外，文

化概念区别于认知观念、概念、意象、格式塔、文化定型（стереотип культуры）等精神单

位之处也在于它的价值观性质。В. И. Карасик, Г. Г. Слышкин进而强调指出，“文化概念是

对文化的探索，而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它的价值观性质，因而文化概念核心问题永远都是对

价值观的研究”。（Карасик, Слышкин 2007：12—13） 

从人的内在参与上看，文化概念具有突出的“精神—意志性”和“个体—集体性”文化

内涵。文化概念与一般词义理解上的概念不同，“它不仅是思维单位，而且是具有情感的，

它是伴随单词的所有表征：理解、联想、感受的集合体”，（刘娟 2007：6）“概念不仅可以

思考，而且可以体验。它是情绪、好感与反感、有时甚至是纷争的对象。概念是人心智世界

中的基本组织。概念结构复杂，……概念中包含一切使其成为文化事实的所有内容——原始

形式（词语来源）、压缩为基本内涵特征的历史、当代联想、评价等”，（Степанов 1997：41）

人的心智体验、生活感受、社会精神、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等内容充斥其间。文化概念可以

反映“内在于知识结构深处的人的精神活动的实质”，（彭文钊 2004：31）因而文化概念在

人的精神、物质生活中都扮演重要角色，“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人们恰恰通过

自身与获得象征意义的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思维”。（Арутюнова 1993：3—4）进而

言之，文化概念是个人或集体意识的凝炼，与民族心理感知、意识形态存在联系，“本质上

讲，概念体现着语言代码和民族文化代码，因概念取决于语言共同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

态，……固化、承载于语言单位中的概念在言语行为（运用）中形成语言文化共同体的典型

心智”，（Телия 1999：21—22）另一方面，“意识是文化概念的存在领域，文化概念受意识

主体的界限制约。文化概念存在于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可将文化概念分为个体文化概念、

集体文化概念、民族文化概念以及全人类文化概念。而个体文化概念内涵最为丰富，因为集

体和民族文化概念均源自于个体意识和经验”。（Карасик, Слышкин 2007：12—13）Ю. С. 

Степанов 十分注重文化概念的社会实质，在他眼里，文化概念在不同意识主体中会有不同

的存在和表现方式，集体意识中的文化概念成分在个体文化认识中并非完整的、全貌性的，

而文化概念的个体意识性又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集体文化概念之间存在许

多共性意识成分。 

此外，文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文化认知内涵。从认知上审视，文化概念体现人的认知活动

和文化思维、认知信息结构的积极参与性，反映的是人类的认知体验和文化经验积累。“文

化概念是人在思维过程中行动的依据，反映人经验和知识的内容，反映人在认知世界过程中

积累的所有人类活动结果的内容并以某些知识‘量子’的形式存在”，（刘宏 2009：22）作

为记载人类文化记忆、知识获取、知识成果、价值判断、生活理想乃至情感寄托的认知单元，

文化概念出现在关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的信息建构心理组织中，是客观认知和主观经验擦

出的火花，进入人们的知识储库和交际信息结构，并随认知范围、认知能力的变化而相应变

化，从而不断丰富、改变、充实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认知和文化思想体系。进一步讲，正因文

化概念是认知活动和积极思维运作的结果，从其产生、来源上看，它具有动态性质的心理感

知和情感体验特性，与人的心理领悟和生活投入存在密切关系，“文化概念的内容无法从辞

典意义中产生，它是词语辞典意义同一个民族或人作为个体所获取的各种经验相互碰撞的结

果。”（Лихачев 1999：49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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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概念同语词语义存在特殊关系。文化概念词义的深入认识和分析在

实质上也离不开文化概念的理解，“对文化概念而言，它涉及非物质实体，此时，词义分析

与概念分析已非常接近，不把握每个词所反映的独特概念，就谈不上了解它的词义”。（华劭

2010：17）Е. С. Кубрякова强调，“对个别词的语义分析和概念分析有不少交汇点，……概

念分析要找出一个符号所包容的各种观念，或者说语言符号所针对的认知结构”。（Кубрякова 

1991：46）文化概念应符合语言的义素内容，正是在词义中凝聚着认识现实世界的结果，因

此通过组合性能可以分析词的概念要素，在词义构成中反映出其逻辑指物内容。这样，文化

概念的实质是它在具体词语中的物质表现，“就词语本身而言，其言语诠释反映人类智慧认

知努力的结果”（Бабушкин 1996：35），俄语词汇的丰富性和词汇语义涵指的复杂性在文化

概念上有特殊的表现和反映。 

概括起来，文化概念不仅是一个民族基本的文化传导体，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所在。

“文化概念是世界观概念，并构成文化的重要基础，是文化元语言，具有个性化、社会化、

民族化和全人类化等特征。它是民族传统、宗教、意识形态、生活经验、艺术形象、价值体

系等一系列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人与世界之间构成独特的文化层，是人与现实世界的

媒介”。（Арутюнова 1993：3—4）此外，文化概念会有动态化的延伸，从而形成文化观念

或某种主张(концепция)，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观念是文化概念的具体运用或其动态化表

现，是文化概念的一种运作结果。这也表现出文化概念与观念之间的特殊关联。 

3 俄罗斯民族文化概念的特征 

文化概念的特征直接决定着对它的研究指向和研究方法、结构乃至研究重心等，以下对

此展开具体讨论。 

1）文化概念有突出的民族意识实在性和精神实在性。文化储库是一个民族心灵上厚重

的积淀，表现民族世界观的文化概念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发挥本原性的作用，支配着人的思想

活动和实际意识，人们立身处世的行为原则往往都会从文化概念的立场出发，民族意识的实

在性和精神文化的实质内容在人的生活、交往、思想、行为中都有常态反映和体现，因而这

种文化概念方式的渗透构成人们的生活意识和文化理念上的潜意识，正如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在分析“命运”概念时所谈到的，“生活属本体现象，而命运是在人意识中自发累积而成的

概念……它让人产生‘生活过程与生活结局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某些东西，取决于某种不得不

服从的、压倒一切的必然现象’的感觉”（Арутюнова 1998：619）。此外，文化概念各有自

身民族特点，“概念的内容充满了民族性、地域性、复杂性、主观性”，（华劭 2010：17）而

这就是 В. И. Карасик所强调的概念心理认知的“民族文化性”（Карасик 1996：3—5），文

化概念是带有鲜明民族文化烙印的思想意识，正因如此，文化概念词相应是对某一民族文化

特别重要并起到标志性作用的词语。 

另一方面，概念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基本文化构件、文化基干，文化概念传承并规定着一

个民族的精神构成和文化行为，是民族精神、意志的升华和凝结。“文化概念侧重于表达民

族语言意识中的思想和精神”，（刘宏 2009：23）它对人的精神世界、思想意识（人的民族

心灵）具有突出的塑造性，能够创生性地进入事件、现象的理解和分析过程，使事体价值在

文化主体的精神、理智中得到新的定位，因此人的思想观念、精神特质及行为模式往往以文

化概念为前导，“概念不仅仅是共相和广泛客体的共性特征，而且是能够保证世界（神的世

界和人的世界）各级概念之间联系的精神实质，这种精神实质具有最大的心灵张力及指向理

解 смысл（含义）、вера（信仰）、добродетель（美德）、любовь（爱）的特性，是人用来理

解自身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而创设的人的精神文化成分”，（陈勇 2011：62）进而“概念

概括了人类精神价值或精神实质，属于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姜雅明 2007：8）文化概念成

为认识和了解一个民族精神实质的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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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概念具有多维结构特性或多维整合特性。文化概念是一个自恰性的多维意识结

构体，“文化概念具有多维性。传统认知单位具有清晰的结构特性，可用它来研究文化概念

模式。不同结构中对文化概念的认知呈现出多维性”。（Карасик, Слышкин 2007：12—13）

Ю. С. Степанов对文化概念的组成作了三层次结构分析，包括 1）基本现实特征层，2）非

实际的、“历史的”补充性消极特征层，3）完全意识不到而铭刻于外在词形中的内部形式特

征层（Степанов 1997：44），显示出文化概念结构组成的多维性。В. И. Карасик（2004：209）

认为人类生活各范畴领域的文化概念来自于概念所蕴涵的原发性文化合成体，进而获得多维

结构特性，“文化概念的三个必须成素是价值观、形象性及概念性”。（Карасик, Слышкин 

2007：12—13）作为多维的思维合成组织，文化概念形象成分指反映在人记忆中的视觉、听

觉、触觉、味觉等实践知识型感知特征，概念成分是概念形成的基础，指构成概念的现实或

假想客体的真实信息，而概念成分在价值层面上区别于同为思维单位的“框型（фрейм）”，

文化价值是概念多维组织的本质特性。“思维整合体显现出对本民族极为重要的含义和主流

价值取向，它们在整体上构成特定文化类型。即是说，概念必定蕴含了民族文化的‘文化线

索’”。（Карасик 1996：3—15）此外，文化概念的结构多维“整合”性还表现在它作为跨学

科概念知识单位所具有的人文观念“学科性的整合功能”，“它对于哲学推论、认知活动阐释、

交际关系理解以及历史文化参数分析都具有重要意义”。（隋然 2004：9） 

3）文化概念具有模糊性、假定性。这是文化概念一个重要而特别的特征。这一方面是

因为文化概念往往不是单一、同质的概念成分集合，而是由异质概念要素组成的集合，具有

“非匀质性（гетерогенность）”，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意识具有模糊性，相应地，栖身于精

神意识的文化概念也同样有模糊特点 5。文化概念的产生和运用过程中，文化主体结合思想、

对象的特点进行知识联想，激活其认识记忆中的某一概念区域，其间的意识概念运作从分散、

模糊的概念中划出特定板块，进行比照、衔接，使文化概念接近思想认知对象的目标，进而

锁定文化认识的概念转移和对接。而由模糊性又会引发文化主体对概念使用的一种假定性或

主观设定性，使文化概念与心理预期的表现意愿达成一致，同时也强化了文化概念的主观意

志性、创生性，显示出文化概念的话语意向功能。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概念的模糊、假定性

为它的现实操作提供了各种潜在的可能性，文化概念的外延张力得以增强，“文化概念能被

区分和研究的前提是，从意识内容中能够分离出联想成分，相对现实的基本联想成分进入文

化概念核心，次要联想成分构成文化概念外缘。文化概念内容并非泾渭分明，处于文化概念

核心点的语言单位成为文化概念名称”。（Карасик, Слышкин 2007：12—13） 

4）文化概念具有话语主观能动特性。文化概念既有外在世界的知识内容，也包含人的

主观意识操作和感性形象成分，是现实事况或客观事体知识以及情感、意向等思想性内容在

人的心智中的能动性记载和映射，“概念超越理性并带有创造性的思想”，（姜雅明 2007：8）

而这背后的驱动就是文化概念的话语主观能动性。文化概念的生成、运用和理解都具有突出

心理个体性，即“人本”特性。文化概念产生并存在于由“人”衍生出来的特定社会环境和

社会文化，人的意识活动范畴、主观认识意旨乃至情感态度等很难置身于外，这些“人化”

因素会对文化概念产生积极能动影响。Д. С. Лихачев即从个人心理特点考察文化概念，他

搜集、梳理和分析一定群体、数量的人对特定概念所做的心理反应和文化联想，整理出存在

于个体进而是群体意识中的“文化概念圈（концептосфера）”即“主观概念圈”。文化概念

产生于“人”对事体对象、话语内容的积极思考、领悟，如果说一般言语交际是双向互动行

为，那么文化概念往往形成于自我体会和自我交际，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准备、主观调动和

主观投入贯穿始终，对概念文化指向、文化实质的判断、推理构成“人”的文化概念运作重

要一环。С. С. Неретина进一步看到，“文化概念自身综合了三种心智能力，即作为记忆行

为面向过去（记忆能力）、作为想象行为面向未来（想象能力）、作为判断行为面向现在（判

断能力）”。（Неретина 1995：119）Элеонора Лассан则认为，“文化概念产生于主体本人对

某一实质的评断和了解，……作为有关某一实质的知识，文化概念是对相应情景指称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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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思考。……文化概念是体现在判断（现在）中的一种认知结构；该结构建构于已有经验

的影响（过去），它在言语中用来传递说话人的经验、意向，并且以特定方式影响受话者对

固着于名称概念内容中的世界片段的领会（将来）”。（Лассан 2002：4—5）这些都很好地显

示出文化概念的话语定位和话语影响主观能动性。 

5）文化概念具有替代功能特征。文化概念是一种文化意识“意向化”的思想内容和思

想实体，它可以替代文化思维和交际行为涉及的事物对象内容，这也是人们会下意识自觉地

记忆和运用文化概念的深层因由，“概念是思维合成体，它在人的思维过程中替代众多的某

类事物”，（Аскольдов 1997：269—270）而且正是借助这一本质性的思想认识、思想表现替

代功能，民族文化内涵得以传播、延续和推展。文化概念可以作为思想意识、观念价值的文

化符号替代事件、事实、现象、状态以及各类事物，它帮助思维表达和情感表现在不同文化

体、文化意识对象之间往来、游移、嫁接、衍生，同时也使概念本身通过结构化、体系化、

复杂化而不断丰富，其内涵意义也在比较、甄别中得以具体、准确，更为贴近民族意识和生

活观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概念的价值点不在文化语词基义本身，而在于每个语词背后的

某种深层含义。Д. С. Лихачев进一步看到，文化概念在民族文化的运用中表现出“代数表

达法”的替换特性，“文化概念的替代功能使语言载体消除交际过程中出现的词与词义的非

对等理解。同时文化概念的内容界限游离于替代功能和特定上下文之间。”（Лихачев 1999：

493—496） 

6）文化概念具有独特的语言学特性、地位。文化概念这一特殊的心智范畴单位将文化、

意识和语言连为一体。文化概念以文化心理聚合体形式存在于语言要素之中，固着于自然语

言的某个语词或词组（但并不简单等同于词汇语言单位），在同词义等同的意义上，其文化

性、价值性和世界观导向性的理解和诠释所体现出来的实际是它的语言学特性，正是语言因

素的一定介入使文化概念得以实化和传承，形成广义上的“文化概念语词（слово-концепт）”，

“哲学和伦理学术语的日常类比物构成自然语言词汇中的广阔区域”，（Арутюнова 1993：3）

С. Г. Воркачев相应认为，“文化概念的语言学地位决定了通过‘语言世界图景’术语来对它

进行描写的可能性，同时也证实了不承认纯粹科学、世界观和伦理学概念具有某种文化学特

征的态度”。（陈勇 2011：61）进而文化概念的分析就是要解读包含这些文化概念的语言素

材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实质内容。这样，文化概念在各种语言形式中得以体现，民族核心文化

概念通过语言方式可以代代相传，它会通过语词知识联想、等同、替换等转化为人的一种语

言意识，并可能升华化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自觉，语言文本成为切入民族文化概念的重要

方法和进路。因而有理由认为，“文化概念是联系语言与文化的纽带。研究文化概念可以窥

见文化形成并被固定在语言中作为民族文化记忆的过程”。（刘宏 2005：40）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化概念以特有的界面方式展现并放释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充分性、丰满性和

独特性。作为社会文化现实、文化历史的一种切分方式，文化概念是人的思想世界和文化内

涵的精髓，解读文化概念就是了解一个民族及其思想、精神、文化、思维内容机制。本文针

对俄罗斯民族主干文化概念内涵特质、特征、功能的分析表明，俄罗斯文化概念有着独特的

含义和内在规定，作为高度浓缩的文化信息、文化意义符号，它书写、演绎并承载着丰富的

精神价值和历史蕴涵，同时，俄罗斯文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文化语言特征和特殊的社会文化功

能，在俄罗斯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的精神、意志凝聚作用，这为了解俄罗斯民族（类

型）开启了一扇“内涵式”的窗口，也为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走进俄罗斯民族开辟了一条独

特的文化路径，对于增进同俄罗斯人民的交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价值。不仅如此，文化概

念作为一个民族认知库和文化价值的基核，也为我们运用“文化的眼睛”来识解不同民族提

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进而可以从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大背景上去考察文化概念，可

以把它看成是文化整体的积极构件——“概念是文化的微观模型，而文化是概念的宏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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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生成文化又源起于文化”。（Зусман 2001：41） 

 

附注 

1 文化观念以概念为基础固定在某一符号的意义中，这些符号或是科学术语，或是日常语言中的词汇
词组，或是具有更复杂的词汇语法语义结构，或是非口头的客观形象，也有可能是客体行为。（参见刘宏
2009：22） 

2 本文将“концепты”和“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нцепты”分别译为“概念”和“文化概念”，国内有学者将它们译为“观
念”、“文化观念”。以下为了叙述统一和避免理解上的混淆，将引文中出现的“观念”和“文化观念”统称为“概念”
和“文化概念”。另外，为使表述方便、流畅，后文将“主干文化概念”或“基本文化概念”、“核心文化概念”简称为
“文化概念”。特此说明。 

3 “文化概念内容除了体现在语言因素中以外，还体现在自由联想中”。（刘宏 2009：23） 

4 观念（концепция）即是文化概念在运用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因而往往可以是概念的某种表现或变
体形式，包括认知结果、文化认识、主张等。 

5 从“人”这一文化受众看，文化概念的模糊性也可能表现为文化主体无法穷尽式地全然理解、掌握概念
的所有意义涵指，从而感觉到文化对象的某种不可捉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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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y nation has its specific cultural spirit, values, ideology and thinking ways, which form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a country and decide its nation type. These contents in a great measure are 

reflected through cultural consciousness entity and cultural units in given language patterns (i.e. forms, 

elements). They represent the main cultural concepts of the nation or its nuclear, basic cultural concepts. 

On the one hand, the paper will interprete the connotations of Russia nation’s cultural concepts;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analyse featrues and functions of the concepts, and will demonstrate the author’s own 

viewpoints and opinions on related problems, trying to form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n Russia nation’s 

cultural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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