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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流淌，留给

世人难以计数、浩如烟海般的书籍。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是

那些古今中外久经时空考验的名家传世著作。这些名著都凝

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深入并改变着我们的言行与思想，成为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不朽佐证。

世事境迁，斗转星移，这些名著创作的时代与我们已经相

去甚远。我们如何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解读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为社会生活服务，已成为今天

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外名著

解读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３８册，都是从人类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

深远的中外名著中精选而出的。在各个分册当中我们设置了

多个栏目，例如必读理由、作者小传、写作背景、内容概要、精

彩篇章、妙语佳句、作品解读、作品影响、名家评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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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书中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多

角度地解读这些中外名著，提炼出作者创作的主旨，为广大读

者提供指导性的阅读建议。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时间仓促，有误之

处，欢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指教批评，以便今后修订完善。

编　者

—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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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必读理由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一部优秀作品，是其思

想和艺术探索的伟大成果。托尔斯泰从平民阶级的视觉出

发，通过女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及男主人公的赎罪历程，以客

观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俄国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复活》表现了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对沙皇

俄国的专制国家机器、官僚制度、教会、法庭、监狱以及土地

私有制等等的无情嘲讽、揭露和批判。它鲜明地体现了托

尔斯泰“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复活》是一部史诗，是一部１９世纪俄国现实生活的百

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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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公元１８２８年—１９１０
年），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俄国１９世纪后半期最

伟大的作家。

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

离莫斯科不远，有一个地主庄园

叫做雅斯纳亚·波良纳的里，１８２８年

８月２８日，托尔斯泰在那里出生了。

他的父母亲都是当地非常有名望的

大贵族。托尔斯泰不满１０岁时，他

的父母就先后亡故，但由于家资厚

富，所以他的童年始终是在无忧无虑

的环境中度过的。他在第一部中篇

小说《童年·少年·青年》（公元１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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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８５６年）中所描写的那个富裕舒适的地主庄园里聪

明、不漂亮、天真善良而又喜欢自我分析、羞怯但好梦想的

小主人公，正是作者自己走上社会以前生活条件和个性特

征的真实写照。１８４４年，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主修东

方语言，一年后转而学习法律。上大学期间，他受到法国启

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开始对沙皇专制制度产生不满。１８４７
年，托尔斯泰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改革，设法改

善农民的处境。但实践时的巨大困难和来自社会的巨大压

力以及农民和地主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他的幻想归于

破灭。１８５１年，托尔斯泰参了军，在高加索的沙皇军队中

当下级军官，并参加了１８５４—１８５５至１８５５年的克里米亚

战争。他的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中所讲述的

故事，就是对这段经历的真实记录。几年的军旅生活不仅

使托尔斯泰对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和反动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而且为他以后在《战争与和平》中生动、逼真地描绘战争

场面打下了基础。在１８５７年和１８６０至１８６１年，托尔斯泰

曾两度出国，到欧洲旅行考察，希望能寻找到俄国社会的出

路。根据第一次出访的印象，他写了一篇日记体小说《琉

森》（１８５７）。小说通过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对一个流浪歌

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在“文明”的帷幕后

面对金钱和地位的奴性崇拜。托尔斯泰坚信抽象的“永恒

道德”观念，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和愤怒，以致完

全否定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意义。１８６１年第二次从欧洲考



复　活

４　　　　

察归国后，托尔斯泰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改革俄国社会。

在这期间，他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如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

亚·波良纳创办学校，对农民子弟普及教育，并担任地主和

农民的和平调解人及陪审员等职务，以期维护农民的利益，

同时对哲学、宗教、思想道德问题进行大量广泛的研究，并

得出了一个否定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结论，认为古老

宗法制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１８６２年，托尔斯泰和

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喜结良

缘，开始了美满而又幸福的家庭生活。

二、文学创作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初，托尔斯泰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活

动。尤其是结婚后，他对文学创作更痴迷了，花在上面的时

间也更多了。他的早期作品具有较浓郁的理想主义成分，

真实地反映了自己青年时期的探索精神及独特、深湛的艺

术技巧。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１８５６）描写一个青年

贵族辍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上实行减租减役，试图取得农

民的“谅解”，当个“好主人”。但农民由于长期痛苦的经验，

根本不相信老爷，深恐上圈套，拒绝了他的这些“帮助”。故

事以主人公的改革失败告终。中篇小说《哥萨克》（公元

１８５２年—１８６２年）写一个青年军官奥列宁走平民化道路的

探索过程。他对贵族上流社会和城市资产阶级“文明”都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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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厌倦、不满，而在宗法式的淳朴自由的哥萨克农村中找到

了自己生活的理想。在和哥萨克姑娘的短暂接触后，奥列

宁第一次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爱”，于是准备放弃

贵族身份，申请加入哥萨克籍，但由于他不能同自己“复杂

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最后被迫离开。

通过托尔斯泰早期的代表作我们可以发现，托尔斯泰

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抓住了沙俄社会的基本矛盾———贵族

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通过生动传神的人物刻画及场

景描写对封建农奴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但这时

的托尔斯泰，在政治上支持自由派贵族的观点。这和车尔

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相悖，他们认为应当

经过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土地全部无偿地交还

农民。托尔斯泰把解决社会矛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贵族地

主的身上，幻想他们弃恶从善，对农奴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

革。而且，历史惟心主义思想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上得到

强烈的反映，如他把古老宗法制农民看成最高道德原则的

托尔斯泰伏案写作

化身。在艺术上，托尔斯泰的

早期作品善于描写人物的“辩

证发展”的心理过程，曾经得

到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车尔

尼雪夫斯基的赞赏。１８６４至

１８６９年，历时五载，托尔斯泰

的《战争与和平》完成。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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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

和平》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他是托尔斯泰

前期创作的总结，集中反映了其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及主

要的思想艺术特征。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对库拉金、罗斯托夫、保

尔康斯基和别竺毫夫这四大贵族家庭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透过这四大家庭的故事，形象而又深刻地反映了１８０５至

１８２０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作品，托尔斯泰肯

定１８１２年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

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了一场反侵略战

争的胜利，多方面地刻画了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

和英勇斗争精神。透过残酷的战争场面的描写以及对侵略

者的批判和对保卫者的讴歌，托尔斯泰的目的是表现俄国

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按照托尔斯泰对俄国贵族地主的看

法，全书的主要人物非常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

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

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国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逐

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

彼尔·别竺豪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

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

经过长期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

教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

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托尔斯泰否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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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

《战争与和平》

情的歌颂，投以诗情洋溢的艺术

描写。整部小说的最大成功之处

在于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细微

琐碎的日常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

起，借于庞大复杂而又有条不紊

的结构，描绘了一幅当时俄国城

市及乡村社会真实的广阔生活画

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

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特别生动鲜

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

和很多伟大的作品一样，《战争与和平》也有其自身的局限

与缺点。小说美化农奴制地主庄园，把像卡拉泰耶夫那种

古老宗法式农民的无争无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落后思

想当成最高的道德理想，散布“宿命论”以及“勿以暴力抗

恶”的宗教观点，以致使有些重要形象的发展不合逻辑。而

且为了表达作者自己的社会道德观点，在小说的情节发展

中夹杂着整段整段不太相干的哲学议论，这不仅违反了艺

术创作形象思维的特征，而且造成结构上的累赘。

１８７３至１８７７年，经过十二次精心修改，托尔斯泰完成

了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对其来说，具有程

碑式的意义。《战争与和平》是部场面宏大的历史小说，而



复　活

８　　　　

《安娜·卡列尼娜》则重在表现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俄国

现实生活。列宁曾经引用这部小说的一个主人公的话，“现

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指出

“对于１８６１至１９０５年这个时期，很难想像得出比这更恰当

的说明了。”这里所谓“一切都翻了个身”是指１８６１年农奴

制改革后俄国封建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的迅

速崩溃而所谓都“刚刚开始安排”的一切就是指资本主义势

力的猛烈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

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以惊人的洞察

力和鲜明的艺术形象，精确而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时期错综

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急剧变化的历史特点。

《安娜·卡列尼娜》全书由两条主线构成：一条是安

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故事；另一条是

列文—吉提的生活和精神探索经历。通过第一条线索，托

尔斯泰深刻地揭露以政府部长卡列宁为代表的由上层贵族

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

的虚伪，冷酷和腐败，造成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爱情自

由的女主人公安娜最后卧轨自杀的悲剧。另—条线索，托

尔斯泰通过列文这个人物形象，表达了自己非常复杂、自相

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列文是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的庄

园贵族，但面对着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强大和侵袭的现实，他

整日惶恐不安。为此，他进行了很多尝试和探索，并—边进

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边积极从事经济改革，企图找出



复　活

９　　　　

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在残酷的现实面

前，他的这些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使他变得悲观绝望，

甚至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皈依宗教，在一

个古老宗法制农民身上领悟到人生的意义：“为上帝、为灵

魂活着。”

《安娜·卡列尼娜》

同《战争与和平》比起来，《安

娜·卡列尼娜》对沙皇俄国的黑

暗统治以及贵族资产阶级的残忍

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更为猛烈和

深刻；小说的情节更为集中，结构

更为紧凑；描写人物时对复杂的

心理过程的分析更加精细入微；

叙述风格方面，托尔斯泰在保持

过去创作中时而急速时而平稳而

又富有浓郁的抒情描写的同时，

还更多地采用讽刺和对比的手

法。但是，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中，许多消极颓废

的思想，如惟心论的阶级调和主义、对现实的悲观失望、对

邪恶的不抵抗主义以及用基督教的“博爱”取代阶级斗争的

宗教宣传，也比以前大大增强了。

《安娜·卡列尼娜》完成后，为了能让孩子们接受好的

教育，从１８８１年起，托尔斯泰全家迁居到了莫斯科。１９１０
年，托尔斯泰得了一场大病，痊愈后，他又重新回到雅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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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波良纳。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生活的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

代是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一方面，封建农

奴制的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人

民的反抗斗争日趋高涨，形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

高潮。这期间，托尔斯泰积极参加救济灾民的活动，参加莫

斯科贫民区人口调查并访问了监狱、法庭、教会，修道院等

地方，这些活动使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和整个沙俄统

治阶级的反人民本质有了进一步具体的认识。同时，他对

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客观上的社会急速变革和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主观上的

精神积极探索和思想困惑的进一步加深，促使托尔斯泰的

世界观发生巨大转变，即由贵族地主的世界观激变为宗法

制农民的世界观。紧接着，他辞去族长一职，放弃担任法庭

陪审员，花大量的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力图按照农民的方式

生活，决心和本阶级决裂。这个从小就过着奢华生活，并拥

有好几处庄园和三百多农奴的伯爵，竟然成了俄国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中“千百万农民的反抗和绝望”的表现者。托尔

斯泰后期的一些主要作品，如剧本《黑暗的势力》（１８８６）、中

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１８８６）和《哈泽·穆拉特》（公

元１８８６年—１９０４年）、短篇小说《舞会之后》（１９０３），特别

是长篇杰作《复活》（公元１８９８年—１８９９年），形象地反映

了千百万农民对剥削阶级强烈的仇恨，他们希望脱离苦难

获得解放能够在未来过上好日子，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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