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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本 序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于公

历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诞生在奥廖尔城。父亲是破落的世袭

贵族，很早去世。母亲是富裕的地主，极其专横任性，她手下的

农奴们经常受到残酷无情的惩罚。这种惨状引起了屠格涅夫的

愤慨和抗议。他说：‚我诞生并成长在殴打和折磨的环境里。‛

‚那时候我心中就已产生了对农奴制的憎恨。‛这种憎恨便是他

后来创作《猎人笔记》的动机。 

一八二七年，全家迁往莫斯科。一八三三年屠格涅夫进莫

斯科大学，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一八三六年毕业于该校的哲学

系语文科。一八三八年，屠格涅夫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哲学和

古典语言学的课程。在国外结交了俄国哲学家斯坦凯维奇和社

会活动家巴枯宁，同他们一起研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受到

他们很大的影响。一八四一年回国。 

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结识了别林斯基，这段友谊

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别林斯基的影响

下，屠格涅夫发展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态度。他的

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越来越强了。 

从一八四七年开始，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

了二十多篇鲜明的反农奴制特写，这就是《猎人笔记》，这个总的

题名是当时《现代人》的编辑给加上的。这些反农奴制倾向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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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招致了沙皇政府的迫害。一八五二年，尼古拉一世以屠格涅

夫在报上发表哀悼果戈理的文章为借口，把他放逐到故乡并加

以监视。《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时，教育部大臣上书给尼古拉

一世说，屠格涅夫这本书里绝大部分文章都‚带有侮辱地主的绝

对倾向‛，一般地说，地主‚不是被表现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被

弄得极不体面而有损他们名誉的样子‛。批准《猎人笔记》出版

的图书审查官因此而被沙皇撤职。 

一八五三年年终，屠格涅夫流放期满，来到彼得堡，在那里

积极给当时最进步的民主主义杂志《现代人》撰稿。一八五六年

和一八五九年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和《贵族之家》。两

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徒有崇高的憧憬，却不

能采取积极行动，正如后一作品中主人公所表明的，他们这个阶

级不能再在历史上起领导作用了。 

五十年代末期，屠格涅夫是赫尔岑在国外创办的《警钟》杂

志的积极的通讯员，他常常写信给他报导国内的情况。然而在

他的信件中总不免流露出自由主义的思想。 

随着俄国的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落后的农奴制成了工

农业发展的障碍，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越来越

尖锐化了。头号大地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

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①就在这时候，贵族资产阶级

的自由主义运动的阶级实质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早在尼古拉统

治时期，某些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曾经支持民主主义者消灭农奴

制的主张。但是到了亚历山大二世准备进行农民改革的时候，

                                                        

① 引自列宁著《‚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

宁全集》第 17 卷，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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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害怕革命，转而同专制政体接近。屠格涅夫的社会政治

观点在这时候也随之起了变化。他虽然反对农奴制，却‚羡慕温

和的君主制和贵族的宪制‛①，对亚历山大二世寄予希望，热烈

欢迎他自上而下的改革。 

正在这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屠格涅夫发表了他首次以平民

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前夜》（1860）。表现了当时革命

活动家出现这一重大的社会现象。在当时社会政治斗争激化的

情况下，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观点与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曾有显

著分歧，现在，由于他不同意他们从《前夜》引出的革命结论，终

于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刊物《现代人》彻底决裂。一八六二年问

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刻划了当时俄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

子和自由主义贵族两个阵营的尖锐分歧，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在

这场斗争中的思想立场的深刻矛盾。 

一八六二年后，俄国反动统治变本加厉，革命民主主义运动

受到摧残，屠格涅夫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更有所发展。一八

六三年，他竟‚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

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而受伤的兵士‛②。一八

六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烟》最明显地暴露出他的思想矛盾中的

消极的一面。他在揭发当时俄国统治者的反动面目的同时，却

公然诽谤流亡国外的民主主义者。 

屠格涅夫生涯的最后十五年主要是跟他在一八四三年就结

                                                        

① 引自列宁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选集》第

二版，第 3 卷，第 526 页。 

② 引自列宁著《纪念赫尔岑》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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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法国女歌唱家薇亚尔多一家人一起在巴黎度过的。他在那

里结识了当时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都德、左拉、龚古尔、莫泊桑

等人。他是俄罗斯文学在国外的孜孜不倦的宣传者。 

一八七七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

地》，在对国内七十年代革命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描写里，表现出

拒绝革命改造的渐进主义思想。 

屠格涅夫住在国外的时候，每年都要回国一次。一八七九

年和一八八○年两度归国时，受到广大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

他曾表示要迁回俄国，然而这个愿望没有得到实现。一八八二

年初，屠格涅夫患了脊椎癌，于次年九月三日在巴黎附近的布日

瓦尔逝世，终年六十五岁。遗体安葬在彼得堡。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早期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也是十

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名著之一。这部作品在屠格

涅夫的创作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以前，屠格涅夫的作品

在内容上还没有触及到农奴制时代俄罗斯生活的根本问题。创

作上的不满意使他感到苦闷，他曾经想放弃文学生涯。只是因

为《猎人笔记》的成功，才使他回到文学界来。 

在格利鲍耶陀夫和普希金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就具有反农

奴制的性质。然而那时主要是从道德观点出发来保护农民的。

到了四十年代，农民暴动次数的不断增长，引起社会上的注意，

使得农民逐渐成了文学上的主要人物，也成了屠格涅夫笔底下

的主人公。 

《猎人笔记》的第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作于一八四六年，

发表在一八四七年第一期《现代人》杂志上。此后在一八四七

年——一八五一年间，《现代人》杂志上一共刊登了二十一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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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初次刊印《猎人笔记》单行本，在其中

增添了一篇《两地主》。在一八八○年出版的单行本里，又加入

了《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末路》（1872）、《车轮子响》（1874）和《活

尸首》（1874）这三篇。这个包括二十五篇特写的集子就成了最

后的定本。 

《猎人笔记》的作者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

统，阐明了人民生活中前人所未注意或未涉及的方面。正象别

林斯基在评述《霍尔和卡里内奇》时所说，屠格涅夫‚从他以前任

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别林斯基对《猎人笔记》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热烈赞

扬《霍尔和卡里内奇》的意义，给屠格涅夫以很大的鼓励。几

篇有巨大的社会性讽刺意义的特写如《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1847）、《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1847）、《总管》（1847）、《事务

所》（1847）、《莓泉》（1848）等，都出现在别林斯基逝世之前，其中

尤其是《总管》和《事务所》这两篇，触及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关

系，是作者在同别林斯基思想上最接近的一八四七年夏天写作

的，当时他正陪同患病的别林斯基在西里西亚的萨尔茨勃伦休

养。 

可以说，《猎人笔记》里大部分特写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从不

同方面来反对农奴制的。屠格涅夫后来在他的《文学及生活回

忆录》里谈到《猎人笔记》的主要思想说：‚我不能同我所憎恨的

对象并存在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对于这一点，看来我缺少应

有的忍耐力和坚强性格。我须得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远方更

有力地攻击它。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一定的形象，冠用着众

所周知的名字：这敌人就是农奴制。我在这个名字之下搜罗并

集中了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我发誓永远不同它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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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继《死魂灵》之后，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给农奴制时代

的俄罗斯地主们画了一系列独特而逼真的肖像。这里有自命不

凡的慈费尔科夫（《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穷奢极欲的彼得〃伊里

奇伯爵（《莓泉》），千方百计折磨奴仆的专横任性的科莫夫（《独院

地主奥夫谢尼科夫》），靠棒打强占土地的、‚猎人‛的祖父。这里还

有《两地主》里的斯捷古诺夫，他认为‚老爷总归是老爷，农人总

归是农人‛，他‚为了爱而惩罚‛（鞭打）管餐室的老头儿华西亚，

‚带着最仁慈的微笑‛倾听这鞭打声。这里刻划得最出色的是

《总管》里的宾诺奇金，这人既‚文明‛又‚仁慈‛，却遮掩不了他那

凶残的农奴主本性。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曾经利用

这个形象来揭露自由主义报刊对葛伊甸的人道的吹嘘，他写道：

‚这种对葛伊甸的人道的敬崇，使我们……想起了屠格涅夫的

《猎人日记》。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

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

论。他向仆人说：‘为什么酒没有温？’仆人默不作声，脸色苍白。

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

处理吧。’‛接着列宁又说，这个地主是‚那样地人道，……自己对

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真象一个有教养的温

和慈祥的人。‛①
 

象斯捷古诺夫和宾诺奇金之流的地主任意打骂农奴，却认

为这是天经地义，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柯罗连柯指出：‚这一切

现象和人物在当时的生活中是普辫存在、司空见惯的。而可怕

                                                        

① 引自列宁著《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39 页。《猎人日记》就是《猎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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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于这普辫性。‛《猎人笔记》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揭发力量，也

正在于它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现象来向读者揭示出农奴制是

一切罪恶的根源。 

除了地主本身以外，屠格涅夫还描写了他们的爪牙倚仗地

主的势力，欺压农民。如《事务所》里的尼古拉〃叶列美奇和《总

管》里的索夫龙等。 

处于这重重压榨之下，农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霍尔

和卡里内奇》里，作者把服劳役制的奥廖尔省农民和交代役租的

卡卢加省农民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揭穿了认为农奴缺少地

主的保护就不能生活的反动谬论。霍尔离地主老爷的‚保护‛

远，所以生活好。卡里内奇有行猎的老爷的‚保护‛，反倒连草鞋

钱都落空。在《猎人笔记》的其他特写里，作者进一步描绘出农

民生活的阴暗画面：希比洛夫卡的农民脸色沮丧，特别是安底

钵一家被弄得家破人亡（《总管》）。符拉斯因儿子死了，长途跋涉

去向地主请求减租，却被怒斥一顿，赶了回来；斯交布希卡穷得

‚每天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糊口‛，受尽欺压，甚至连打喷嚏和咳

嗽都胆小害怕（《莓泉》）。还有那穷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他不得不

铤而走险、在雨夜去偷窃树木，差点儿被效忠于地主老爷的守林

人断送了性命（《孤狼》）。……一切一切，都说明了他们过的是怎

样含垢忍辱、水深火热的日子！ 

不消说，农民们对地主是怀着一定的憎恶的。《孤狼》里的

那个农民在绝望之余，突然从顺从和恐惧转而把怨恨发泄在守

林人身上；《总管》这一篇的末了，农民安巴季斯特骂索夫龙是

‚畜生，不是人‛，‚真是一只恶狗‛；《美人梅奇河》的卡西央则通

过宗教形式表达他的某种反抗情绪。 

然而《猎人笔记》里没有表现出公开的反抗，这固然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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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立场有关，但也由于当时检查制度的限制。屠格涅夫原

来还打算在《猎人笔记》里加入两篇特写，一篇是描写农民直接

惩治地主的《食地兽》。他说：‚在这个短篇里，我要描写一件在

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实：农民们杀死了一个地主，这地主年年

夺取他们的土地，因此农民们称他为‘食地兽’，他们强迫他吃下

八普特最肥沃的黑土。‛另一篇题名为《俄罗斯的德国人与改革

者》，其中提到一个具有‚治国大才‛的某地主，这人‚老是在自己

的村子里发号施令，运筹策划，——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安排农

民，硬要他们照他的程序去吃、喝、办事；夜间起来绕着农民们的

房子走，把人们叫醒，老是监视着……‛据屠格涅夫说，这人跟

沙皇尼古拉一世相象到可惊的地步。显然，这样一类作品，在

当时，‚检查机关无论如何是不会让它通过的。‛ 

《猎人笔记》的巨大成就不仅是描写农民大众的备受压迫，

而且还展示了他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以他们来同‚文明‛而‚高

贵‛的地主的残暴行为相对照。《霍尔和卡里内奇》给我们展示

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农民的美好的精神面貌。霍尔具有务实

的思想和性格，积极有为；卡里内奇则是俄罗斯农民中的一个诗

趣盎然的人物。《美人梅奇河》里的卡西央热爱祖国的自然界，

而同时又意识到‚人间是没有正义的‛，所以他要穿着草鞋去找

求真理，幻想有一个‚所有的人都过着富裕而正直的生活‛的地

方。在《白净草原》与《歌手》里，屠格涅夫以细腻的笔触来揭示

农民及其孩子们的饶有诗意的心灵和对于自然美的热爱，同时

又描绘出他们所处的悲惨的现实环境，例如雅科夫的扣人心弦

的优美歌声同外景丑陋的贫穷村庄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读者情

不自禁地去深思这种不相协调的情景的社会根源。 

《猎人笔记》中有不少篇幅描写了农奴制下遭到悲惨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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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朴善良的俄罗斯农家妇女：《幽会》中的农家女子阿库丽娜的

纯洁天真的感情受到了地主的家奴的无情糟蹋。《活尸首》里的

露克丽雅长年卧病在床上，还关心受苦的农民，央求‚猎人‛劝他

母亲给他们减租。《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里的聪明美丽的阿丽

娜受到她的刁钻古怪的女主人的摧残。《彼得〃彼得罗维奇〃卡

拉塔叶夫》里的热情勇敢的马特缭娜一生的幸福被愚钝而无聊

的地主的残酷行为破坏了。这些残酷行为屠格涅夫不止一次地

在他母亲的庄园里看到过。正象卡拉塔叶夫一样，有一次屠格

涅夫曾把一个要被他母亲出卖的婢女隐藏起来，并且用手枪来

抗拒警察局长的搜查。 

由于屠格涅夫对农民及其处境作了真实的描写，加强了社

会上对农奴制的抗议，因而赢得了人民的感谢。有过这样的故

事：某一次屠格涅夫从乡村到莫斯科去，在途中的一个小站上，

遇到了两个象是小市民或者厂里的工人的年轻人。他们脱帽向

屠格涅夫深深鞠躬。其中一人说，‚以全体俄国人民的名义向您

表示敬意和感谢。‛ 

《猎人笔记》并不限于农民的题材。例如《县城的医生》描写

了‚小人物‛的主题，体现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相象的

特征。在《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这一篇特写里，作者把贵族庄

园里的哈姆莱特们的精神失常和萎靡不振同人民的健全而坚强

的性格相对照。 

在《猎人笔记》里也表现了某些没有受到农奴制腐蚀影响的

地主。作者怀着同情描写了爱上一个普通农奴女子的卡拉塔叶

夫、心地善良而正直的塔佳娜〃鲍利索夫娜、骄傲而公正的且尔

托泼哈诺夫。在屠格涅夫看来，即使是地主，只要不是典型的

农奴制拥护者，也还是俄国社会的积极力量。与革命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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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同，屠格涅夫对俄国贵族还抱有希望，极力要发掘他们的积

极因素。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的一番话多少反映出了屠格涅

夫的基本思想：‚不关心农民的福利，是地主的罪恶‛，应该爱护

农民，‚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也好；

他们苦，我们也苦。‛因此，屠格涅夫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些残酷虐

待农民的农奴制拥护者，而不是整个贵族阶级。正是这种思想

上的局限性，发展到后来，使屠格涅夫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上

书，表示效忠。 

《猎人笔记》的最后一篇《树林和草原》是一幅充满朝气蓬勃

的乐观情绪的风景画。屠格涅夫是描写俄罗斯风景的卓越大

师。托尔斯泰曾称颂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说：‚这是他的拿手本

领，以致在他以后，没有人敢下手碰这样的对象——大自然。两

三笔一勾，大自然就发出芬芳的气息。‛ 

《猎人笔记》的写作技巧是很出色的。赫尔岑称《猎人笔记》

为‚屠格涅夫的杰作‛，他说：‚屠格涅夫从来不堆涂浓重的颜料，

从来不采用过分生硬的用语。相反地，他叙述得非常委婉，经

常运用细腻的笔调，这种笔调大大地加强了这一富有诗意的反

农奴制的控诉书所给人的印象。‛ 

《猎人笔记》在屠格涅夫的创作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通

过这部作品，屠格涅夫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变，早期的浪漫主

义手法在这里几乎连痕迹也没有了。俄罗斯的现实生活成了他

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取之不竭的源泉。 

屠格涅夫作品中的语言特征是丰富、明确、朴素、生动。这

种语言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列宁对自由主义者写道：‚屠格

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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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雄壮的，这一点我们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①据克鲁普斯卡

娅回忆，列宁曾‚多次反复地阅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 

《猎人笔记》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年轻的托尔

斯泰在创作短篇小说《伐木》时读了《猎人笔记》，他在日记中写

道：‚不知怎的，读了他这作品之后很难动笔了。‛ 

《猎人笔记》促进了年轻的高尔基的精神发展。高尔基在自

传体小说《在人间》中叙述他读过‚异常卓越的《猎人笔记》‛和其

他一些优秀作品后的情况，他说：‚这些书洗涤了我的身心，象剥

皮一般给我剥去了穷苦艰辛的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了什么叫做

好书，我感到自己对于好书的需要。‛ 

屠格涅夫的创作在国内外都享有很大的声誉。特别是《猎

人笔记》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给世界文学以有益的影响。西欧

许多文学界人士都把屠格涅夫看作‚现实主义派的领袖之一‛。

乔治〃桑和莫泊桑把他称为自己的老师。《猎人笔记》里的风景

描写使都德感到莫大的喜悦。莫泊桑曾渴望着按照屠格涅夫这

些故事的样式写一些猎人故事。 

《猎人笔记》的出版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光荣。

屠格涅夫自己写道：‚这本书出版了，我很高兴，我觉得它将是我

给俄罗斯文学宝库的一点贡献。‛而事实上，《猎人笔记》已经不

单给俄罗斯文学、而且也给世界文学作出了贡献。 

 

丰一吟 1978 年    

 

 

                                                        

① 引自列宁著《需要实行义务国语吗？》一文，见人民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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