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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再版说明

《语文新课标必读》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组

织编写的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的优秀图书。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首次出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同时，他们也对这套丛书

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

真的分析和研究，并结合中小学生语文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在

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做了细致的修订工作。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的最大特点是，以优化中小学生

的语文素质，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推行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为

宗旨，知识性更强，实用性更强，针对性也更强。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焕然一新，必能成为中小学生朋

友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前　言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

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学

生认真阅读。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新的教改方案，让广大学生能

读到更多更好的书，提高语文素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重

新修订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从内容上看，这套丛书所选篇目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其中

包括哲理警句、成语典故、道德伦理、人文史话等等，这些作品饱

含了作者的心血，融入了人类文明的血脉，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文

化遗产、永恒的精神食粮；从特色上看，这套丛书重点突出，搭配

合理，通俗易懂，既符合语文新课标的要求，又注意与课内篇目

的衔接和互补，同时在每篇作品的前面设置了作者简介和作品

分析两个版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与作品相关的知识，十分有利

于阅读和鉴赏。

我们坚信同学们认真阅读这套丛书之后，可以打好“精神的

底子”，进而开阔眼界，终身受益。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你们忠

实的帮手，让你们实现高品位、高素质的美好人生。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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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１８２８年出生在一个彼得

大帝时代承袭下来的贵族家庭中，是世袭伯爵，１９１０年逝世，享

年８２岁，他一生中出版了９０卷文集，前后共用了３０年，光目录

就有很厚的一本。我国现存有两套《托尔斯泰全集》，南京和上

海各１套。托尔斯泰的一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的创作

从写自己开始，至写自己而止。

托尔斯泰的母亲在他两岁时去世，而到了９岁时他父亲也

逝世了。他自小由姑妈抚养长大。姑妈为他请了家庭教师，照

管他的生活和读书。托尔斯泰的童年过得很优裕，自从他读了

法国卢梭的作品，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之后，便开始思考俄罗

斯的社会问题，慢慢的认识到当时封建社会的愚昧和不公正。

托尔斯泰在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一年后，又转学法律，而且经

过自学攻读了博士学位。

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开始得很早。他的首部小说《童年》，

于１８５４年发表，主要是写在俄国家庭教师的管教下的一个六七

岁的小孩生活以及她的心理变化；写家庭教师被父亲辞退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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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奈何；写父亲不尊重人等。接下来又出版了《少年》《青年》，成

为他的自传三部曲。

１８４７年，退学回家的托尔斯泰，尝试在自家的庄园里实行

改革，并设想了一个计划。托尔斯泰首先来到庄园中最贫穷的

一个村子，给贫苦的农民送茅草、修房子，但是农奴们却不理解，

再加上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让托尔斯泰这位年轻伯爵的幻想

化为泡影。

托尔斯泰于１８５１年到他哥哥所在的军队担任了一名下级

军官，参加了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的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

争，这期间他写了很多战地通讯，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

故事》也是这个时候完成的，写了贵族军官们的腐败与冒领战

功；写了出身贫苦的士兵恪尽职守、保卫国家。托尔斯泰通过几

年的军旅生活，更进一步看清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和反

动，并且为他之后创作的《战争与和平》打下了基础，开创了对战

争场面中军官与战士辩证发展心理过程描写的先河，后来被西

方作家所采用。

托尔斯泰为了寻求俄罗斯社会的出路，分别于１８５７年和

１８６０年两次出国考察。他先到了法国，看到法国发明了用于杀

人的机器，他不敢恭维这种杀人文明。他又从法国到了瑞士，看

到有钱的人虐待一位流浪艺人，并且因为这位艺人的落魄而受

到冷落，后来托尔斯泰出于同情心请了这位艺人吃饭，他一回到

家，连夜写了小说，大骂这个西欧社会。

为了让农民的儿子得到普及教育，托尔斯泰在他的庄园里

开办了学校，并且担任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和平调节人与陪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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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希望以此来维护农民的利益。他同时还对哲学、宗教、思想

道德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托尔斯泰的前半生追求的是民

主、民族，对西方社会非常失望，后来与资本主义展开了斗争。

晚年时的托尔斯泰追求平民化的生活，并且不顾家人的反

对，宣布放弃遗产。为了实现他的平民化夙愿，于１９１０年１０月

２８日，他离家出走，结果得了肺炎，于１１月７日在阿斯塔堡火

车站去世。托尔斯泰的一生都非常不满俄罗斯社会阶级之间的

鸿沟和沙皇封建农奴制的残暴统治。１８６３年历经６年，他创作

了巨著《战争与和平》，是以１８１２年抗击拿破仑侵略，由俄军统

帅库图佐夫打败拿破仑为历史背景；１８７４—１８７６年创作了《安

娜·卡列尼娜》；１８９８—１８９９年创作了《复活》。这三部巨著分

别反映了俄罗斯１９世纪三个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都是从

历史和现实来探索俄罗斯的前途。

托尔斯泰继承和发扬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他的作

品，从内容上扩大了表现领域，深入地反映了１８６１～１９０５年这

个历史时期俄国社会的复杂矛盾，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在艺

术上大胆创新，擅长于描写细腻的心理变化，他的语言优美，用

词准确鲜明。列宁称他是“伟大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在世界文

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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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分析

《复活》通过对玛丝洛娃以及“囚犯”们所蒙受的不白之冤的

描写，从而广泛且深刻地揭露了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和

整个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作者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描写了法

庭审判，撕毁了统治阶级的“一切假面具”。审判员都是一些淫

棍、酒鬼、骗子手。副检察官前一夜在玛丝洛娃呆过的那个妓院

结束了他们一夜的游宴，所以对此案也没有准备。结了婚却过

着放荡生活的庭长，无心审判，只想着快点结束此案，赶在６点

钟以前去看情人。而陪审员们，则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想着自

己的心事。就这样竟将无辜的玛丝洛娃判处服４年苦役。托尔

斯泰还指出：问题不仅仅在于“执法者”，而且还在于法律的反人

民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

持那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社会制度罢了。”托尔斯泰还通过

对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上诉的描写，来说明残忍冷

酷、昏聩腐败、贪赃枉法，绝不是个别官吏的专利，而是整个统治

阶级共有的反动本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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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思想基础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土地私有制的

一贯否定。地主土地占有制，是沙皇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

基础，也是造成俄国农民命运悲惨的根源。托尔斯泰完全正确

地认为“唯一能够养活老百姓的土地，却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剥夺

了去。”是农民困苦的主要原因。小说揭露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

尖锐矛盾。托尔斯泰代表千百万农民发出了呼吁：“土地不能成

为任何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但同时他

又主张“把土地租给农民，再把他们所缴纳的租金算作他们的财

产存储起来作为一份基金，让他们用来缴付税款，拨作公共事业

的经费。”这只是改良主义的空想。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否定土

地私有制，但并没有集中全力去反对真正的敌人，去反对地主土

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托尔斯泰一方面反映

了宗法制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阶级

的、历史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复活》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命中各种矛盾状况的镜

子，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这个时候的他世界观已经发生

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

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描写男女主人公的遭遇，一幅幅

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被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草菅人命的法庭

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

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

主义态度激烈地抨击了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

《复活》是一幅触目惊心的人民受难图。书中提出尖锐的问

题：人民的苦难是怎样造成的？谁是罪魁祸首？人民怎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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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上好日子？托尔斯泰探索卡秋莎·玛丝洛娃和全体苦难人民

不幸的根源，当他发现罪魁祸首就是沙皇制度时，用锐利的笔锋

无情的揭发了这一制度。托尔斯泰的批判矛头也没放过沙皇的

官方教会。沙皇专制和官方教会是完全建筑在对人民的压迫和

欺骗之上的。他们虐待、折磨、审判、惩办和杀害人。无辜的人

民遭殃，他们却毫不在意，只想着清除他们所认为的危险分子。

他们不仅不会宽恕他们认为有罪的人，并且宁可惩罚千百个没

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这是一种

多么残酷的统治术！

《复活》不愧是一部１９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书中还

描写了一批反对沙皇统治的政治犯、革命家。当然，托尔斯泰对

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赞成，对他们的理解也有偏颇和局限的

地方。他们是民意党人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托尔斯泰对他

们的描写应该说是真实的

《复活》结尾引用了大量《圣经》里的章节，这说明晚年的托

尔斯泰一方面彻底否定沙皇制度，同上流社会决裂；另一方面他

在精神生活上因找不到一条出路而极端苦闷，使他不得不从他

长期矛盾的宗教观中寻求慰藉。这是托尔斯泰（１９世纪最复杂

的伟人）的大悲剧。但即便如此，也破坏不了《复活》这部艺术杰

作历久不衰的夺目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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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尽管在一小块地方聚集的好几十万人，竭力把土地糟蹋得

面目全非；尽管他们随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

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

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但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花

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

勃。唯独人，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地折磨自己，也折

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

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

爱的美，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种种手段。

省监狱办公室官员就因为这种缘故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

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幼都在享受的春色和欢乐，而是昨天接到

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４月２８日上午

９时以前把受过侦讯的一男两女在押犯解送法院受审。其中一

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解送审。由于接到这张传票，今晨８时

监狱看守长就走进又黑又臭的女监走廊。他后面跟着一个面容

憔悴、鬈发花白，身穿袖口镶金绦的制服，腰束一根蓝边带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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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看守。

“您是要玛丝洛娃吧？”她同值班的看守来到一间直通走廊

的牢房门口，问看守长说。

铁锁被值班的看守哐啷一声开了，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

更难忍受的恶臭立即从里面冲了出来。看守吆喝道：

“玛丝洛娃，过堂去！”随即牢门又带上。

监狱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里面充满伤寒

菌以及粪便。

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从牢房里传出。

“喂，玛丝洛娃，快点儿，别磨磨蹭蹭的，听见没有！”看守长

对着牢门喝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个儿不高，胸部丰满，身穿白衣白裙，

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的年轻女人，快步走出牢房，敏捷地转过

身子，在看守长旁边站住。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外套囚犯穿的

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让几绺乌黑的鬈发从头巾

里露出来。她的脸色好像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新芽，异常苍

白。那是长期坐牢人的通病。她那双短而宽的手和从囚袍宽大

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脖子，也是那样苍白。看守长刚要关门，一

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严厉、苍白而满

是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就对着

老太婆的脑袋推上牢门，把她们隔开了。牢房里响起了女人的

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向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洞转

过脸去。老太婆在里面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

“千万别跟他们多啰嗦，咬定了别改日子，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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