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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一1889）刚一涉足俄国文坛，便引起广 泛的注意。
二十七岁上宣读硕士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向 声誉正隆的黑格尔老人提出有力的挑战
，震动了彼得堡大学的校园内外。
 《俄国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概论》和一些品评当代诸家的文章，又以同样 的青春锐气，打破了自别
林斯基谢世以来评论界的停滞局面。
《莱辛及其 时代、生平和活动》这部专著，不仅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识，而且说明他 目光敏锐，能
结合本国反封建反专制的实际需要，来介绍和研究外域作家 。
 一八五六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受《现代人》主编涅克拉索夫重托，负 责该刊的编务。
他在杜勃罗留波夫协助下，闯过审查上的大小关卡，使《 现代人》变成革命民主派的讲坛。
他的评论范围，也从美学和文艺扩展到 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诸多方面。
一八六一年欺骗性的“农民改革”( 废除农奴制）以后，他直接投身革命的行动，进一步触犯了官府
的禁忌，于 是监视、告密、匿名信和黑名单纷至沓来。
一八六二年六月，《现代人》 被勒令停刊八个月；七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下狱，囚居彼得保罗要
塞 。
可是狭小的单人牢房限制不了他的思维空间。
他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审 视现实，构想未来，怀着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奋笔疾书，以短短三个多月的 
时间，写成了影响深远的小说《怎么办？
》。
 《怎么办？
》有个副标题：《新人的故事》。
“新人”主要指书中的 平民知识分子，其次是平民化的贵族拉赫梅托夫。
 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从贵族以外的各 阶层选拔和培养的医生、律师
、工程师、新式官吏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 人员，他们中最优秀的民主主义者在“农民改革”后领导
解放运动达三十 余年，成为上承十二月党人、下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代英豪，而车尔尼 雪夫斯基
入狱前正是最受爱戴的平民知识分子领袖。
他笔下的洛普霍夫、 基尔萨诺夫和韦拉都出自寒门小户，经历过许多生活忧患，全靠本身刻苦 努力
，才在荆棘重重的社会上闯出一条新路。
他们蔑视权势、财富、门第 等陈腐的价值标准，坚定地献身于民主和科学事业，并利用各种机会传播
先进思想和文化知识。
韦拉和她的朋友们创办的缝纫工场，对生产、经营 和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合理措施，试图把他们所
理解的社会主义原则应 用于实际，而韦拉的第四个梦中出现的美好世界，则是他们奋力以求的最 高
目标。
他们的观念、言行、生活态度和道德风貌，截然不同于原先俄国 文学中常见的“多余的人”。
 “新人”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家一样，相信理性应该而且可以主宰 生活，它具有最高的权威，既
是反思传统、评价现实的准则，又为设计未 来提供了依据。
他们也用理性来解决感情纠葛，把通常以悲剧告终的男女 间三角关系变成一种和谐的、互相尊重的人
际关系。
韦拉爱上丈夫洛普霍 夫的好友基尔萨诺夫；洛普霍夫假装自杀，使大家相信他已不在人世，然 后秘
密出国。
韦拉拿到前夫亡故的证件，取得合法再醮的资格，同基尔萨 诺夫正式结婚。
过了些时候，洛普霍夫化名比蒙特回国，娶了韦拉的女友 卡捷丽娜。
此后两个家庭一直相处得十分融洽。
 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和韦拉是正直忠实的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无力 领导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
解放运动。
他们还不够成熟，对那个试验性 的劳动者合作组织——缝纫工场抱有过高的期望，未能及早拋弃由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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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途 径达到合理社会的幻想。
为了让读者领略一下真正的群众领袖的风姿，车 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里引出一个拉赫梅托夫，只是由
于审查上的限制，他 显然言未尽意，有些地方需要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加以补充。
 拉赫梅托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正面人物的最高典型，头一个 职业革命家的形象，洛普霍夫
等平常的“新人”同他相比，犹如一座平常 的房子之于雄伟的宫殿。
他出身豪门，但他从少年时期起就通过劳动、漫 游、严格的斯巴达式乃至苦行僧式的生活和繁忙危险
的地下活动，不断地 磨砺和调节自己，重新塑造自己，把一切奉献给养育他的人民。
人民的需 要成了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针，同时，他又要设法提高人民的自觉性 ；这正是十九世
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拉赫梅托夫重视实践，却不是狭隘的、目光短浅的实干家，他有良好 的理论修养。
他和韦拉谈到事业和爱情时，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分析和透视 能力。
也是这一席长谈，表明他那严厉、阴沉、粗犷的外貌下，隐藏着一 颗多么温柔善良的心。
他和常人一样热爱生活，一样有七情六欲，革命家 必要时可以节制它，但无法灭绝它。
 拉赫梅托夫的形象着墨不多，而在小说的思想内涵上却起着画龙点睛 的关键作用，因为他回答了本
书书名提出的问题：要摆脱专制暴政和农奴 制残余，俄国人民该怎么办？
 《怎么办？
》中的“新人”信奉作者倡导的新伦理观——“合理的利 己主义”。
 针对宗法制社会压抑个人要求的古老传统，针对宗教界关于克己节欲 、舍弃世俗权益以换取来生幸
福的道德说教，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积极争 取自己应得的福利。
他强调利已是人的天性，人人都选择对自己好处最多 或坏处最少的做法，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
韦拉的母亲当然是一个显 著的例子。
洛普霍夫为了帮助韦拉挣脱家庭的束缚，不惜抛弃他的锦绣前 程；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扶危济困的好风
格，只是因为他想娶她。
婚后韦拉 另有所欢，他看到事情已无法挽回，不得不下决心“退出舞台”，“而利 己主义却改变我
的姿态，使我装出一副品格高尚、舍己为人的样子”，他 断言，所谓自我牺牲不过是欺人之谈罢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在《哲学中 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写道：“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貌似大公无私的行
为 和感情，我们便会看出，它们的基础仍然是那种关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个 人快乐、个人幸福的思
想，仍然是那种叫做‘利己主义’的感情。
”你以 为母爱果真那么纯洁？
孩子夭折的时候，你听听母亲的哭诉：“我的天使! 我多么爱你!我为你受过多少苦，熬过多少夜!”这
里着重的还不是“我的 ”和“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抹杀或贬低英雄行为和崇高事业，更不是说， 人不能够为公众效力，甚至献
出生命。
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就是一个光照 千古的典范，他为了俄国人民的解放，在囚居彼得保罗要塞将近两
年之后 ，又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东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卡达亚服满七年苦役，继而放 逐到更荒僻寒冷的
维柳伊斯克，并断然拒绝了官府的诱降，直至一八八三 年才重返俄罗斯本土，在警察监视下度完余生
。
他所经历的大劫大难，使 他有权获得“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的称誉。
但他可以说，他是作为一个 利己主义者对待这一切的，因为他虽然受尽煎熬，却保全了节操和良心，
他由此得到的欣慰和自豪感，便是他给自己的最大报偿或利益；如果他在 反动派统治下偷生苟活，或
被捕后变节屈膝，他将负疚终生，遭受世人唾 骂，这对自己更为不利。
可见“新人”的利己主义不同于庸俗的自私自利 ，他们的“利”必须受理性的调节和制约，他们的“
己”是具有社会性的 “己”。
他们利己而不损人，或者人我兼顾，义利双行，既要实现自我价 值，又能实现社会价值。
当有关各方的利益互相抵触的时候，就根据整体 大于部分、多数大于少数的“几何定理”来妥善解决
，即全人类的利益高 于个别民族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其余类推。
车尔尼雪夫 斯基正是这样架起一座桥梁，使人从利己主义自愿过渡到为公众服务的大 道上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怎么办？�>>

 《怎么办？
》一问世，立刻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极其强烈而又迥然 不同的反响。
一方面是官府查禁，保守派抨击、嘲笑乃至恶毒咒骂，另一 方面则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记载：“屠格涅
夫的任何小说，托尔斯泰或其他 什么作家的任何作品，都不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小说一样，对俄
国青 年有过那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它成了俄国青年的一种旗帜。
”(《俄国文 学的理想和实际》，1905）《怎么办？
》不止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并且 长期传诵不衰，继续保持着它的生命力。
但就本书的审美价值而言，却屡 屡受到一些论者的怀疑，其中一部分人是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普列 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他说，假如把《怎么办？
》同《安娜· 卡列宁娜》相比，《怎么办？
》无疑处于劣势。
“然而，一个评论家如果 把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拿来比较，那他就是蹩脚的评论家。
《怎 么办？
》这部小说更适合于同——譬如说——伏尔泰的某一部哲理小说相 比。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90）普列汉诺夫这番话，或许可 以算是持平之论吧。
 蒋 路 199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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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怎么办?》一问世，立刻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极其强烈而又迥然不同的反响。
一方茴是官府查禁，保守派抨击、嘲笑乃至恶毒咒骂，另一方面则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记载：“屠格涅
夫的任何小说，托尔斯泰或其他什么作家的任何作品，都不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小说一样，对俄
国青年有过那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它成了俄国青年的一种旗帜。
”（《俄国文学的理想和实际》，1905）《怎么办?》不止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并且长期传诵不衰
，继续保持着它的生命力。
但就本书的审美价值而言，却屡屡受到一些论者的怀疑，其中一部分人是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普列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他说，假如把《怎么办？
》同《安娜·卡列宁娜》相比，《怎么办？
》无疑处于劣势，“然而”，一个评论家如果把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拿来比较，那他就是蹩
脚的评论家。
《怎么办？
》这部小说更适合于同——譬如说——伏尔泰的某一部哲理小说相比”。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90）普列汉诺夫这番话，或许可以算是持平之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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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
1828年7月生于萨拉托夫城一个神父家庭。
18岁进彼得堡大学文史系。
从此经常接近先进知识分子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潜心研究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唯物
主义哲学，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1850年大学毕业，次年重返萨拉托夫，在中学教授语文，宣传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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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I　一个傻瓜　　II　傻瓜案的初步侦查　　III　序　　第一章　韦拉·帕夫洛夫娜在娘家的生活
　　第二章　初恋和正式结婚　　第三章　婚后和第二次恋爱　　第四章　第二次结婚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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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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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韦拉·帕夫洛夫娜的教养很寻常。
她认识医学院学生洛普霍夫以前， 她的生活虽然显出了一些与众不同之处，但是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
而在 行为举止方面，她当时就有些了不起了。
 韦拉·帕夫洛夫娜是在戈罗霍夫街上，在花园街和谢苗诺夫桥之间一 幢多层楼房里长大的。
如今这幢楼房给标了个相应的门牌号码，可是一八 五二年还没有这种号码，只在门口题着“四品官伊
凡·扎哈罗维奇·斯托 列什尼科夫房产”的字样。
题词是这么说。
不过伊凡·扎哈罗维奇·斯托 列什尼科夫一八三七年就已去世，从此房东便是他的儿子米哈伊尔·伊
凡 诺维奇，——房契上又这么说。
但是房客都知道，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 只是房东的儿子，真正的房东是安娜·彼得罗夫娜。
 当时这座楼房也跟现在一般高大，有两道院门和四道临街的正门，往 里头是三个院子。
一八五二年，沿着临街一座最考究的前楼梯走上去，在 二楼，正像今天一样，住着女房东和她的儿子
。
安娜·彼得罗夫娜现在一 如当年，仍然是一位仪态不凡的太太。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现在是个身 材魁梧的军官，当时是个又魁梧又漂亮的军官。
 如今沿着第一个院子旁边许多后楼梯中间最脏的一座走上去，在四楼 右首的一套房间里，究竟住着
什么人，我不知道。
一八五二年，那儿住的 却是房屋管理人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罗扎利斯基，一个强壮的、同样 是
魁梧的男子，和他的女人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一位精瘦而结实的高 个子太太，此外还有他们的成
年女儿——她就是韦拉·帕夫洛夫娜——和 九岁的儿子费佳。
 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除了管理房屋，还在一个司里当副科长。
他这 门差事没有什么油水。
管理房屋倒有些油水，但是为数有限。
换了别人， 捞的钱会多得多，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却像他自己所说，是有良心的。
 因此女房东对他很满意，他经管十四年，攒下家财近万，而从女房东荷包 里得到的不过三千，其余
都是从周转中积累起来的，对女房东无损：帕韦 尔·康斯坦丁内奇把钱拿去放债，专收细软做押头。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也有一宗小财产，她对她的干亲家们说是五千 左右，其实不止这些。
约莫十五年以前，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变卖了一 位做官的兄弟遗下的浣熊皮袄、旧衣和家具，给这
宗财产打下了基础。
她 卖得一百五十来卢布，也拿去经营抵押放款，她干起来比丈夫冒失得多， 上过好几回当。
有个拆白党用身份证做押头，向她借了五个卢布，那身份 证原来是一件赃物，为了摆脱干系，玛丽娅
·阿列克谢夫娜只好再倒贴十 五卢布。
还有个骗子用金表做押头，向她借了二十卢布，那只表原来是从 一个遇害者身上扒来的，为了摆脱干
系，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又只好吃 一次大亏。
不过，尽管她遭受了她那位放债慎重的丈夫所能避免的各种损 失，她的利润却增加得更快。
她还找出一些特别的生财之道。
有一次，— —当时韦拉·帕夫洛夫娜还小，如果女儿已经成年，玛丽娅·阿列克谢夫 娜决不会当着
她干这个，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不干呢？
反正小孩子还不懂事 ！
韦罗奇卡自己确实不会懂得，幸亏厨娘对她解释得很明白。
厨娘本来也 不想解释，因为小娃娃不应该知道这些，但是她为了跟姘夫饮酒作乐，被 玛丽娅·阿列
克谢夫娜狠狠地打了一顿以后（不过玛特辽娜的一只眼经常带 着伤，不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而是
姘夫打伤的。
这样也好，因为伤了 眼睛的厨娘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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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憋不住，就那么捅出去了，——这样，有一次 ，一位不同寻常、花枝招展的熟识的漂亮太太
来找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并且留下做客。
头一个星期她过得挺安静，只是有一位同样漂亮的文官 常来看她，他送给韦罗奇卡糖果，又送了几个
上好的布娃娃，还送了两本 带插图的小书。
一本书上印着野兽、都市风光等精美的图画；至于另一本 书，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等那男客一离开
，就从韦罗奇卡手中抢走了， 所以韦罗奇卡只见过这些图画一次，是他自己当面指给她看的。
那位熟识 的太太这样住了个把星期，家里平静无事，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整个星 期没有挨近过放
伏特加的食橱（她不把开食橱的钥匙交给任何人），而且既 不打玛特辽娜，也不打韦罗奇卡，又没有
大声骂过谁。
后来有一天夜间， 女客突然发出可怕的叫喊，屋里扬起脚步声和忙乱声，不断地吵醒韦罗奇 卡。
第二天早上，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走到食橱旁边，比平日多站了一 会儿，尽说：“谢天谢地，总算
运气好，谢天谢地！
”她甚至把玛特辽娜 叫到食橱边，说道：“随便喝一点吧，玛特辽努什卡，你也够辛苦啦，” 接着
，她一反平日酒后的常态，不打人也不骂人，却吻了吻韦罗奇卡，躺 下睡了。
后来家里又安静了一个星期，女客没有叫喊过，只是不出房门， 然后便走掉了。
她走了两天，一位文官——不过那已经是另一位文官—— 领着警察前来，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骂
了好一阵。
但是玛丽娅·阿列 克谢夫娜丝毫不肯让步，口口声声说：“您的事儿我根本不知情。
您查查 户口簿，看是谁在我这儿住过！
是我的熟人萨瓦斯佳诺娃，在普斯科夫做 买卖的，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文官骂了又骂，终于走了，从此再没有露 面。
这是韦罗奇卡八岁上看见的，到了九岁，玛特辽娜才给她解释是怎么 回事。
但是这种事情只有过一次，其他的事五花八门，可是为数也都不多 。
 韦罗奇卡是个十岁小姑娘的时候，有一回陪母亲上旧货市场，走到从 戈罗霍夫街转入花园街的拐角
处，没料到母亲在她后脑勺上打了一下，训 斥道：“傻瓜，你只顾盯着教堂瞧稀罕，干吗不往脑门上
画十字？
你想必 也知道，好人没有不画十字的！
” 韦罗奇卡十二岁进寄宿中学，又请了个爱喝酒但是很和善的德国人教 钢琴，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
，因为贪酒，收费倒很低廉。
 她不满十四岁就给全家缝衣服，好在她家人口不多。
 韦罗奇卡快到十六岁的时候，母亲开始这样数落她：“洗洗你的脸吧 ，你这张脸呀，就像是茨冈女
人！
可洗也白搭，这么个丑丫头，不知长得 像谁。
”为了面孔黑，韦罗奇卡受过许多气，她也一向认为自己不好看。
 原先母亲差不多只给她披破布条，现在却替她打扮起来。
韦罗奇卡经过打 扮陪母亲上教堂时，心里却想：“这些服装对别人倒合适，我可无论穿什 么——穿
印花布裙衫也好，绫罗绸缎也好，总归是个丑茨冈女人。
长得俊 真好。
我多么希望长得俊啊！
” 韦罗奇卡满了十六岁，就不再跟那位钢琴老师学习和上寄宿中学，而 开始在她的母校任教。
以后母亲又给她找来了别的教职。
 过了半年，母亲再也不把韦罗奇卡叫做茨冈女人和丑丫头，却比从前 更认真地替她打扮起来，据玛
特辽娜——这已经是第三个玛特辽娜，原先 那个玛特辽娜的左眼经常带着伤，这一个却伤了左颧骨，
但不是经常如此 ，——告诉韦罗奇卡，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的上司，一位脖子上挂着勋 章的大首
长，准备向她求婚。
真的，司里的小官员都说，帕韦尔·康斯坦 丁内奇所在的那个处的处长挺赏识他，处长对自己的平级
表示过这样的意 见，说他要娶一位漂亮的太太，即使她没有陪嫁也行；他还表示过这样的 意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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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是个好官员。
 这件事如何了结，谁也不知道，但是处长确实郑重地准备了好久。
这 时却冒出了另一次机会。
 少东家来跟房屋管理人说，他母亲请帕韦尔·康斯坦丁内奇拿几种壁 纸的样品去看看，因为母亲想
把她住的那套房间重新装饰一下。
这类命令 先前是由管家传达的。
事情当然很明白，何况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和她 丈夫全是老于世故的人。
少东家进来坐了半个多钟头，还赏脸喝了一杯芽 茶。
第二天，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便送给女儿一只过了押期的带扣环的 项圈，又给她定做了两件考究的
新裙衫，单是衣料，一件就值四十卢布， 另一件五十二卢布，外加绉边、绦带和工钱，两件裙衫竟花
了一百七十四 卢布，至少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是这样对丈夫说的。
韦罗奇卡却知道总 共还没有花上一百卢布，因为定购时她也在场。
但是凭着一百卢布，也满 可以做两件考究的裙衫了。
韦罗奇卡喜欢裙衫，也喜欢那项圈，不过她最 喜欢的还是这件事——母亲终于答应给她在科罗辽夫鞋
店买双皮鞋，因为 旧货市场的皮鞋太难看，科罗辽夫的产品穿在脚上却非常熨帖。
 裙衫没有白做，少东家从此常来管理人家中，他自然是跟女儿谈得多 ，跟管理人夫妇谈得少，管理
人夫妇自然要把他当作宝贝。
做母亲的免不 了要开导开导女儿，总之一切都适得其当，这是谁都知道的事，用不着我 来描写了。
P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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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怎么办？
》这部小说更适合于同譬如说伏尔泰的某一部哲理小说相比"。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90）普列汉诺夫这番话，或许可以算是持平之论吧。
　　《怎么办?》为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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