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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
初最伟大的文学家。
他被誉为具“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天才艺术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人民在革命时期顽强抗争的精神品质，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
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最杰出的作品，是歌颂人类富有同情心的最美丽的诗，给读者强
大而深刻的震撼力。
　　《复活》创作于1889年，以一件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而成，1899年完稿，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
后的代表作。
一位彼得堡的司法活动家、法官科尼给作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妓女因被指控偷窃嫖客的卢
布，在法院审理案件时，陪审团里一位青年成员发现这个妓女是他过去在亲戚家寄居时诱奸的养女，
青年人良心显现，到监狱探望这位女犯人，并提出愿意跟她结婚，后来这个女人病死狱中。
作家抓住这个素材，并由此引起他对一连串问题的思索，于是他深入挖掘这个故事更广泛更丰富的背
景，把它撰写成一部反映人性、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长篇小说——《复活》。
作者原想写作一部道德心理小说，但在写作过程中，构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者参加1891至1892年的赈灾工作，体会到了农民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农民贫困是由
土地私有制造成的。
因此作者深刻揭露了当时的现实制度，赋予作品更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以及鲜明的政治倾向。
　　作者在创作的十年间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对现实生活做出了深入观
察和思考，为作品的创作注入了鲜活的生命。
　　《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是一个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带有作者本人思想发展过程的烙印。
聂赫留朵夫青年时期单纯善良，追求真挚的爱情，但是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恶习，贵族社会和沙
俄军队放荡腐败的生活风气使他堕落为自私自利者。
他诱奸了玛斯洛娃，随后又无情地抛弃了她。
十年后他在法庭上见到玛斯洛娃时，意识到自己是造成她堕落和不幸的罪魁祸首。
他决心向玛斯洛娃赎罪，并决定和她结婚，在玛斯洛娃申冤上诉的过程中，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
，进一步认清了社会的种种弊病。
通过走访贫苦农民，他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在出入法庭和监狱的过程中，他看到人民只是无
辜的受害者，了解到人民的苦难是土地所有制和社会阶级分化所造成的。
作家的思想开始升华，他从一个地主阶级的立场转变到了一个宗法农民的立场。
作品表现了托尔斯泰世界观进步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托尔斯泰又宣传他的道德说教。
聂赫留朵夫在上诉失败后，他放弃了财产和贵族生活，随玛斯洛娃去西伯利亚，最后他在《福音书》
里找到了消灭恶势力的办法，那就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要宽恕一切人，照上帝的意志为
人类的幸福而工作。
作家认为聂赫留朵夫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
小说中的玛斯洛娃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典型。
她先是被聂赫留朵夫诱奸，继而被主人驱赶，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沦落为心灵麻木卖弄风情的妓女
。
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怒斥，表达了一个受尽侮辱的妇女对贵族社会的控诉和抗议。
后来她被聂赫留朵夫的真诚感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放弃了旧的恶习。
而高尚的政治犯希蒙森（CHMOHCOH）促使她走向新生，促成了她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
　　《复活》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斯洛娃的不幸遭遇
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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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表达
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
女主人公喀秋莎·玛斯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
如果说与聂赫留朵夫的重逢震撼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
探索。
玛斯洛娃的形象已经超越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
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
　　小说《复活》体现了托尔斯泰思想中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
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在托尔斯泰看来，人之所以要走道德自我完善的道路，是因为人本身不完美，他认为每个人身上
同时存在着两个人。
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是那种对人对己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地追求个人幸福
，并且为个人幸福不惜牺牲他人的幸福。
作家通过男主人公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这一观点。
　　小说揭露了法律制度的虚伪和反人民的本质，批判了整个官僚机构，勾画了国家机构中各级官吏
的丑恶嘴脸，无情地揭露了官方教会的虚伪，暴露了神父们的市侩嘴脸和宗教仪式的荒诞无稽，表现
了长期受教会欺骗和敲诈的农民对它的深刻仇恨。
小说还从经济制度上探究了人民的痛苦不幸的根源，否定了土地私有制，提出了要解决农民与土地的
矛盾必须把土地归还农民的看法，表明了作者对土地的正确认识，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农
民对土地占有制的愤怒抗议。
　　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典型性是作品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达了作品的主要思想。
然而，如果没有喀秋莎这个形象，人民的疾苦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复活》也就不会有如此深沉的
感人力量。
作家写到喀秋莎时，流露了真挚的同情和爱。
少女时代，她身为地主家的养女兼使女，但却没有因此而奴颜婢膝。
她天真无邪，但幼稚无知，凭着一颗单纯的心灵，设想着美丽的世界，沉浸在欢乐的生活中。
被奸污后的喀秋莎还曾抱有过幻想，直到风雨交加的秋夜，聂赫留朵夫坐在舒适明亮的头等车厢里玩
牌、谈笑，而喀秋莎在火车旁奔跑、呼喊，却得不到回音。
这时，她才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
她真想纵身跳到车轮下了此一生，但胎儿的蠕动，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从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
希望，只有在黑暗中摸索、挣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认识到“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
些话，全是欺人之谈”。
喀秋莎·玛斯洛娃形象丰满、真实，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画廊中独具一格，典型意义深刻。
作品正是通过卡秋莎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
列宁语）。
她与聂赫留朵夫体现了作品的主题。
如果说，在托尔斯泰的构思中，复活节之夜聂赫留朵夫的情欲是她堕落的开端，那么，凄风苦雨的车
站一幕，喀秋莎对善和上帝的怀疑与否定就是她沦落的内因。
他们生活的转折都取决于对待永恒法则——上帝的真理的态度。
因此，他们后来的精神复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复对善和爱的信念。
聂赫留朵夫通过忏悔和赎罪，喀秋莎通过宽恕对方，他们恢复了爱的途径。
同时，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社会因素、阶级对立，使社会的主题与伦
理道德的主题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托尔斯泰是一位公认的心理描写大师，在心理描写手法的运用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在《复活
》上也表现得很突出。
他将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完美地加以融合，他善于洞察、挖掘人的内心奥秘，寻求以最大的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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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揭示人物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他着重描写了人物心理活动本身的过程，关心人物心理活动过程中那些最细微的、难于捉摸的、而且
是瞬息万变的心理现象，这就是心灵辩证法，是小说《复活》最明显的艺术特征。
例如：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遇到玛斯洛娃后，思想上引起了一系列的激烈斗争，表现出作者着重描写
的不是人物在某一时刻所表现出的孤立的心理现象，而是一种连续的充满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过程。
作者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时候，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法，如作者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简单提示，人物
自己的大段的内心独白和心理活动的对话等。
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常常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心理活动之中，进行自我分析或对旁人以及各种事物进
行分析和批判。
　　入木三分的讽刺手法是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学特征。
作家运用的讽刺手法不动声色，在朴素的叙述中包含着辛辣的讽刺，如对法庭官员的描写：书记官起
立，开始宣读起诉书。
他读得清晰而响亮，但是速度非常快，并且前舌音和颤舌音这两个字母的音分得不大清楚，到最后他
的声音就混在了一块儿，变成了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使人想要入睡。
法官们时而把胳膊肘靠在圈椅的一个扶手上，时而又靠在另一个扶手上，时而把身子靠在桌上，时而
又倚向椅背，时而闭上眼睛，时而又睁开眼睛相互低声交谈。
——这就是所谓的“上等人”，在那么庄严的场合，那么庄严的时刻，面对一个个珍贵的生命所表现
出来的嘴脸。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的社会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暂且不
说，单单是小说鲜活的主人公形象及朴实又不失生动的故事情节就慢慢带你进入和逐渐浸沉于伟大艺
术家创造的艺术世界和艺术氛围，让你注视着作品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观察着他们的沉浮与挣扎，体
味着他们灵魂深处的悸动和波澜。
尽管作品描写的年代与我们相隔久远，但是作品中人物的许多感慨，那个时代社会人心的剧烈激荡，
今天读来丝毫都不会感到遥远，甚至有着强烈的感同身受。
这就是真正的艺术作品超越时空的永恒力量。
　　黄春蕊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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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最杰出的作品，是歌颂人类富有同情心的最美丽的诗，给读者强
大而深刻的震撼力。

《复活》创作于1889年，以一件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而成，1899年完稿，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的
代表作。
一位彼得堡的司法活动家、法官科尼给作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妓女因被指控偷窃嫖客的卢
布，在法院审理案件时，陪审团里一位青年成员发现这个妓女是他过去在亲戚家寄居时诱奸的养女，
青年人良心显现，到监狱探望这位女犯人，并提出愿意跟她结婚，后来这个女人病死狱中。
作家抓住这个素材，并由此引起他对一连串问题的思索，于是他深入挖掘这个故事更广泛更丰富的背
景，把它撰写成一部反映人性、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长篇小说——《复活》。
作者原想写作一部道德心理小说，但在写作过程中，构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者参加1891至
1892年的赈灾工作，体会到了农民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农民贫困是由土地私有制造成
的。
因此作者深刻揭露了当时的现实制度，赋予作品更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以及鲜明的政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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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国作家、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19世纪俄
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
义”的“天才艺术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
数人所崇拜的对象。
他的作品《七颗钻石》《跳水》《穷人》已被收入人教版和冀教版小学语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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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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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　　那时彼得走上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了我，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好呢？
到七次可以了吗？
”耶稣说：“我跟你说，不是到七次，应该是到七十个七次。
”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页至第二十二页　　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的眼中有刺，却不
想到你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页　　⋯⋯在你们中有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页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也最多不过和先生一样。
　　——《路迦福音》第六章第四十页　　一　　虽然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块很小的地方，人们竭尽全
力将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地方破坏得不像样子；虽然他们把石块埋进土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虽然生
出的青草都被清除得一干二净了，空气中还残存着煤炭和石油的气味；虽然滥伐草木，驱散鸟兽，可
是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终究也还是春天。
温暖的太阳照耀着大地，绿草四处生长，不光是在林阴道上，还有的从那些石板缝里往外钻，满眼都
是一片翠绿。
桦树、杨树和李树都吐出了嫩绿芬芳的新叶，椴树上也冒出了一个个幼芽。
寒鸦、麻雀和鸽子如往年春天那样在欢快地筑着巢，苍蝇被太阳暖暖地照着，在房间里嘤嘤嗡嗡地骚
动着。
花草，鸟儿，昆虫，还有那些快乐的孩子们，也都无比欢快。
而大人们却一直在隐瞒自己，欺骗他人，从而让自己和其他人都受着痛苦的折磨。
人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了赐福于所有生灵而创造这个无比
美好的人间，更不是那种拥有和平、和谐、相互关爱的美好；人们认为真正神圣而且极为重要的是他
们自己发明的那些用于统治他人的各种手段。
　　因此，在省立监狱的办公室里，所有人都认为神圣和重要的并不是那些飞禽走兽，也不是所有人
都在享受春天的美好和快乐，而是昨天收到的那封编了号码、盖了官印、标明案由的公函，那上边指
明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前，一定要把那三个关在监狱里已经受过一次审讯的罪犯——两
女一男，一起送去法庭受审。
而且其中一名女犯是重刑犯，需要单独押解送审。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根据那个指令，看守长极不情愿地走进女监里那条又暗
又脏的走廊。
跟在他身后的是个女人，面容疲惫，长着一头灰色卷发，身上穿着监狱里统一的制服，袖口上还镶着
些许饰线，腰里扎着一条镶着蓝边的腰带。
这是这个监狱里的一名女看守。
　　“您这是要找玛斯洛娃吗？
”她问道，和值班的看守长一起来到走廊内的一间牢房门口。
　　看守长把铁门弄得哐当做响，打开了铁锁和牢门，马上有一股比走廊里更加恶臭的味道从里面散
发出来。
他大声喊道：　　“玛斯洛娃，去过堂了！
”他说完，又把牢门给带上，等了有一小段时间。
　　监狱院子里的空气比较清新怡人，这是被风吹进城里来的田野的空气。
可是走廊里的空气却充满着伤寒病菌，散发出粪便、焦油以及腐烂物的恶臭，不管是谁一走进其中都
会立马觉得心情沮丧而郁闷。
女看守虽然早就已经习惯了这样污浊的空气，可是从院子里刚走进去的瞬间，也不免会有这样的感觉
。
然后她来到走廊里，忽然觉得全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来一阵慌乱的响声，那是女人们的讲话声与赤脚在地上走动的响声。
 “你快一点儿，玛斯洛娃，不要磨磨蹭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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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长冲着牢门大声地喊道。
　　约莫过了一两分钟，一个个头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囚大步从里面走了出来，她灵敏地转过身
子，站在了看守长的身边。
这个女囚里面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面还套着一件灰色的长囚衣，脚上穿着一双麻布袜子，袜子外
面套着一双棉囚鞋，头上包着一块白色的头巾，还刻意让几缕蜷曲的秀发从头巾里滑出来。
正如其他长期坐牢的人们一样，这女子整个脸上也带着那种病态的苍白，免不了会让人想到地窖里马
铃薯长出的新芽。
她那双不大却很宽的手以及从囚衣宽大的领口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一样的苍白。
在这张脸上，特别是因为那苍白黯淡的脸色的衬托，她的双眼看起来分外乌黑发亮，眼皮稍稍有些浮
肿，但看上去十分灵活，其中有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视。
她挺直了身子站在那儿，高耸着丰满的胸脯。
她来到了走廊，微微抬起头来，停下脚步，看着看守长的眼睛，表现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看守长动手去关牢门，没想到竟有一位没戴头巾的满头灰发的老太婆从牢门里伸出了她那张更加惨白
，有些严肃而且满是皱纹的老脸。
老太婆对玛斯洛娃喊了几句话。
看守长想要用牢门抵住老太婆的头，再把她推回去，谁知那头一下子就消失了。
牢房里传来了女人们的哄笑声。
玛斯洛娃也微微笑了笑，转过头去看了看牢门上方那扇装着铁栅栏的小窗子。
老太婆从里面跑到窗边，哑着嗓子说：　　“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和他们哕唆，你只要认定自己说的话
就好了。
”　　“只是盼着能尽快有个结果，反正也不会有比现在更糟的情形啦。
”玛斯洛娃说，摇摇头。
　　“那是，结局肯定只能有一个，不可能有第二个。
”看守长顺口说道，表现出当官的人自认为很幽默的表情。
“跟我走！
”　　小窗口上露出来的那个老太婆的眼睛消失了。
玛斯洛娃走到走廊的中央，紧紧跟在看守长身后。
他们顺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了楼，路过了比女监的气味更难闻、场面更嘈杂的男监，这儿每扇门上的
小窗口都有很多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们。
然后他们进了办公室，那儿早就有两个佩枪的押解兵在等着了。
坐在桌边办公的文书官把一份满是烟味的公文交给了其中的一名兵士，并用手指了指女犯说：　　“
把她交给你了。
”　　那个士兵本是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农民，红脸颊，还有很多麻子。
他把公文放进军大衣的外翻的袖子里，笑嘻嘻地对他的同伴——一个颧骨很高的楚瓦什人挤了挤眼睛
，上上下下反复打量着那名女犯。
两个兵士就带着女犯下了楼，一直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大门旁边的一道小门打开了，两个士兵带着被押解的女犯穿过这道小门，走进了院子，跟着就走
出院墙，来到石头铺成的大街上。
　　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和当官的纷纷停下来，好奇地看着那个女犯。
有些人不停地摇头，心想：“这就是做坏事造成的下场，而不像我们这样本分。
”孩子们战战兢兢地看着女强盗，不过可以让人放心的是有士兵跟着她，她现在已经没法继续干坏事
了。
一个乡下来的人卖完了木炭后，在小饭馆里喝饱了茶，来到她身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并给了她一
个戈比。
女犯一下子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嘴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
　　女犯感觉到人们的目光霎时全都朝这边射来，但她并没转过头，只是偷偷地瞟着那些看她的人。
对她这样的关注，让她觉得十分高兴。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活>>

这里带着春天气息的空气，比起监狱里的要清新得多，这自然也让她十分快乐。
可是穿着那双沉重的囚犯棉鞋在石子路上行走，让她的脚感觉十分疼痛。
她注意着自己的脚下，尽力走得轻巧一些。
女犯经过一家面粉铺时，门口有许多鸽子在来回踱步，大摇大摆的，没人欺负打扰。
女犯的脚却差点儿踩到一只蓝灰色的鸽子，它们一下子就呼啦啦飞起来，扇动着翅膀，从女犯耳边飞
了过去，给她带来一阵清凉的风。
女犯开心地笑了，然后想起了自己眼下的处境，又深深地长吁了一口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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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文学名著：复活（全译本）》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
形象，玛斯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
聂赫留朵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表达
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矛盾。
女主人公喀秋莎·玛斯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
如果说与聂赫留朵夫的重逢震撼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
探索。
玛斯洛娃的形象已经超越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
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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