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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47年，屠格涅夫在俄国进步刊物《现代人》的“杂谈”栏里，发表了《霍里和卡利内奇》，这
是“猎人笔记”的第一篇。
小说发表后立刻受到进步评论界的欢迎。
它是俄国文学中第一次描写农民的作品，矛头指向农奴制下的地主阶级。
　　此后，屠格涅夫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猎人笔记”这个总题目下，陆陆续续写出25篇短篇小说（
本书选取17篇）。
这一组作品，以俄罗斯中部地区优美的自然景色为背景，通过对庄园里农民、地主生活的广泛描述，
揭露了地主表面文明仁慈实际野蛮残暴的本性，对忍辱含垢，备受欺凌的农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它是射向俄国社会生活的灾难——农奴制度的“一阵猛烈的炮火”，是“一部点燃火种的书”。
　　有一次，屠格涅夫在一个小车站的月台上碰到两个青年人。
其中一人问道：“您是不是屠格涅夫先生，就是写《猎人笔记》的那一位？
”　　“我就是。
”　　这两个青年人立即摘下帽子向他深深鞠躬，并说：“向您致敬，以俄罗斯人的名义向您表示敬
意和感谢！
”　　正因为《猎人笔记》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巨大作用，屠格涅夫本人也特别喜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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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猎人笔记（少年版）》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通过对作者每一次打猎的所见所闻的细致描
绘，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当时的俄国社会的种种现实。
这《猎人笔记（少年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一些地主的残暴、狠毒、虚伪、空虚、无耻等；
其次作者也揭示了农民的悲惨命运，还从一些新角度去发现农民的才干、创造力、优良品性和丰富的
精神世界。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表现这些时并不是直接描写，而是显得含蓄、简约，言有尽意无穷，给读者留
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巨作，在屠格涅夫的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猎人笔记》是一本形式独特的特写集。
里面的作品像是以散文手法写成的小说。
《猎人笔记（少年版）》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
通过写“我（猎人）”到各个地方去打猎时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景，反映了俄国当时的社会生活。
其中写到了善良的农民、受欺凌的农奴、落魄的小地主，还写了冷酷无情的贵族地主。
作者在书中表达了他对农奴制的痛恨和批判，并指出是农奴制使广大的农奴和农民陷入悲惨的生活境
地。
作者对农民和农奴表示出深切的同情，同时也对那些高傲而自私的贵族地主给予无情的嘲讽和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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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
他出生于一个世袭贵族之家，父亲是骑兵团团长，在屠格涅夫16岁的时候去世。
屠格涅夫的妈妈脾气很不好，经常打骂自己的孩子。
　　1833年屠格涅夫进入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学习，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德国柏林
大学攻读哲学、历和希腊语、拉丁文。
在欧洲，屠格涅夫见到了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回国后主张俄国学习西方，废除包括农奴制在内的
封建制度，被视为“欧化”的知识分子。
　　1847～1851年，屠格涅夫在进步刊物《现代人》上发表其成名作《猎人笔记》。
　　19世纪50至70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陆续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
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
他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作品结构严整，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对大自然旖旎风光的
描写充满诗情画意，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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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霍里和卡利内奇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莓泉县城医生我的邻居拉季洛夫利戈夫村别任草原来自美丽梅齐
河畔的卡西亚村长办事处孤狼两个地主死歌手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叶夫约会希格雷县的哈姆雷
特附录：《猎人笔记》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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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霍里和卡利内奇　　所有去过波尔霍夫县和日兹德拉县的人，都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境
况的巨大差异感到不可思议。
　　奥廖尔省的农夫个头都不大，略显驼背，整天愁眉不展、郁郁寡欢。
他们住的是窄小的白杨木屋，穿着树皮鞋，身服劳役，不事经商，饮食粗劣；而卡卢加省交田租的农
夫境况迥异。
他们住着宽绰的松木房子，身材高大，神情豪放、满足，脸皮白净，做奶油和松油生意，逢年过节还
会穿起长筒靴。
　　奥廖尔省东部的村庄大都坐落在耕地中间，旁边是变成污水塘的溪谷。
除了寥寥几棵爆竹柳和两三棵瘦削的白桦树外，方圆一俄里内不见树木。
房子鳞次栉比，房顶铺的是烂麦秸。
　　卡卢加省的村庄正好相反，大多是林木环绕；房屋排列齐整，间距宽松；房顶是用木板盖的，大
门紧闭；后院的篱笆也不会东倒西歪，招引过往游猪登门做客⋯⋯　　所以，猎人们更喜欢前往卡卢
加省。
　　估计再过五六年，奥廖尔省的最后一片森林和灌木丛将会荡然无存，沼泽地也不复存在。
相反，在卡卢加省内，几百俄里的林木连绵不绝，沼泽地也保持着几十俄里。
珍禽异兽时常可见，温和的大鹬鸟和忙碌的山鹑不时腾空而起，令猎手和猎犬惊喜不已。
　　在日兹德拉县野外狩猎时，我结识了卡卢加省的小地主波卢特金，他是个酷爱打猎的大好人。
　　当然，他也有一些弱点。
比如说，他向省里所有有钱人的女儿求过婚，但全部遭到拒绝。
每一次，他都会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向所有朋友和熟人诉苦，但又照样把自家果园出产的酸桃和生果
当做礼品送给那些拒绝者的双亲；他喜欢反反复复地讲述同一个笑话，尽管他感觉自己讲得绘声绘色
，可惜从未赢得别人一笑；他赞叹诗人阿基姆·纳希莫夫的文章，激赏平庸作家马尔科夫的小说《宾
娜》；他将自家的狗美其名日“天文学家”；他把“可是”念成“可希”。
他在家吃法式菜肴，据他家的厨子理解，调制这类菜肴的奥秘就在于彻底改变所有食物的本来滋味：
肉食一经这位巧手料理会有鱼味，鱼有蘑菇味，通心粉能煮出火药味，放进汤里的胡萝卜必须是菱形
或梯形。
　　当然，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伤大雅的瑕疵，波卢特金确实算得上是个大好人。
　　我和波卢特金相识的当天，他就邀请我去他家过夜。
　　“到我家差不多有五俄里，”他说，“步行去很远。
我们先去霍里家吧。
”（请读者原谅我不转述他的口吃。
）　　“霍里是谁？
”　　“是我的佃户，他家离这儿很近。
”　　树林中间，一块经过精心清理和整治过的空地上，耸立着霍里的独家宅院。
院子里是几间用篱笆圈在一起的松木房子，正房前方，有一个细木柱子撑起的敞棚。
　　我们走进院子，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人。
他大约二十岁，身材高大，相貌堂堂。
　　“喂，费佳！
霍里在家吗？
”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他进城去了。
”小伙子回答，他一边微笑，一边露出雪白的牙齿，“要为您备车吗？
”　　“对，伙计，套一辆车。
再给我们拿些克瓦斯（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来。
”　　我们走进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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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洁的圆木墙上，连一张苏兹达尔出产的廉价版画都没有，屋角涂有银色服饰的圣像前，点着一
盏神灯，有一张刚被洗得干干净净的椴木桌子。
窗子边框的圆木隙缝里，没有机灵的茶婆虫爬进爬出，也没有疑心重重的蟑螂在那里藏身。
　　小伙子很快就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盛满克瓦斯的大号茶杯，一大块麦粉面包和装有一打腌黄瓜
的木盘。
他将这些食物摆放到桌子上后，就靠在门边，微笑着打量我们。
　　还没等我们吃完，台阶前就传来了马车的声响。
　　驾车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他头发卷曲，两腮绯红，正拼命勒住那匹肥实的花斑公马。
马车四周围着六个大个子的年轻人，他们个个长得像费佳。
　　“都是霍里的孩子！
”波卢特金说。
　　“都是小霍里，”费佳接过话说，他也跟着我们来到台阶上，“还没到齐呢，波塔普在树林里，
西多尔跟着老爸进城去了。
”　　“小心点，瓦夏，”他转向驾车的孩子，继续说，“尽量快点送老爷去。
不过，爬坡时可得留神，悠着点儿，别把车子搞坏了，更不能打扰老爷的肚皮！
”　　旁边的小霍里们听了费佳这句有点越轨的俏皮话．都笑了。
　　“把天文学家放上车！
”波卢特金先生威严地喊了一声。
　　费佳开心地把那只强打笑颜的狗举了起来，放到马车底板上。
　　瓦夏松一下缰绳，马车启动了。
　　“这是我的办事处，”波卢特金忽然指着一座低矮的小房子对我说，“要不要去看看？
”　　“好的。
”　　“现在已经不用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下了车，“不过，还是值得看看。
”　　说是办事处，其实就是两个空房间。
看守人是个独眼老头，他从后院跑了过来。
　　“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水在哪里啊？
”　　独眼老头进了房间，很快就拿着一瓶水和两个杯子回来了。
　　“请尝尝吧，”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里的泉水相当不错。
”　　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老头子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个躬。
　　“好啦，我们走吧。
”我的新朋友说，“在这个办事处里，我把四俄亩森林卖给商人阿利卢耶夫，得了个好价钱。
”　　我们坐上车，半小时后就到了波卢特金的院子。
　　“请您说说，”吃晚饭时，我问波卢特金，“为什么霍里会单独住呢？
”　　“哦，他可是一个有头脑的农夫。
大概二十五年前吧，他的小木屋烧掉了。
于是他就来找先父说：　　“‘尼古拉·库兹米奇，能不能允许我搬到您树林里的沼泽地上居住？
我会付很高的代役金。
’　　“‘你怎么会想起搬到沼泽地上住呢？
’　　“‘我喜欢那里。
只是请求老爷不要派我去干任何事。
至于交多少代役金，您看着办吧。
’　　“‘一年五十卢布。
’　　“‘好。
’　　“‘我是不准欠租的，你可要当心！
’　　“‘绝对不会。
’　　“他就是这样住下的。
从那时起，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霍里（俄语黄鼠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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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发财没有？
”　　“发了。
他现在交给我一百卢布代役金，不过，我也许会加租。
我不止一次提醒他让他赎身，可这个滑头总是信誓旦旦地说没办法，没钱。
呵呵，他哪会没钱呢！
”　　第二天，我们喝过茶后又去打猎。
　　从村里经过时，波卢特金吩咐马夫在一间低矮的小木屋前停了下来，然后大声喊道：“卡利内奇
！
”　　“来啦！
老爷，来啦！
”院子里传来了回答声，“我正在穿树皮鞋。
”　　马车继续前行。
　　刚出村子，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追上了我们。
他瘦高个子，脑袋稍稍后仰，这个人就是卡利内奇。
他那张憨厚、略有麻点的黝黑脸孔，一见就让人喜欢。
　　卡利内奇天天都陪老爷去打猎，负责给他背猎袋，有时还扛着枪。
他还要负责找鸟、打水、采草莓、搭棚子、跑去叫马车。
离开了他，波卢特金寸步难行。
　　卡利内奇是非常愉快、非常温顺的人。
他常常哼唱歌曲，无忧无虑地四处张望；说话带一点鼻音；微笑时便眯起浅蓝色的眼睛，不时捋一捋
稀疏的尖形胡子；他走起路来不急不忙，可步子迈得很大，还拄着一根又长又细的木棍。
　　这一天他跟我聊了几次，伺候我时毫不献媚逢迎。
但是，他却像看护小孩子一样照料着主人。
　　中午时分，天气燥热难堪，我们不得不去躲避酷暑。
　　卡利内奇把我们领到了他密林深处的养蜂场。
　　养蜂场的一间小木屋里，挂着一捆捆散发清香的干草。
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卡利内奇把网罩套到头上，拿了一把刀、一个瓦罐和一块木片，到养蜂房去
给我们割来了蜂蜜。
　　喝着兑过泉水的清凉蜜汁，我们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中睡着了。
　　突然，一阵风把我吹醒了。
　　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坐在门槛上，用刀削一把木勺。
我久久地欣赏着他那傍晚天空般温和而明朗的脸。
　　波卢特金先生也醒来了，我们都没有立即起身。
长途的奔波和酣睡之后，安然地躺在干草堆上是件惬意的事。
浑身疲倦又舒服，脸上散发出轻微的热气，愉快的倦怠使人懒得睁眼。
　　起来后，我们一直闲逛到傍晚。
　　晚餐时，我又谈起霍里和卡利内奇。
　　“卡利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人，”波卢特金对我说，“他热心又勤快，可他不能好好干农活。
我天天拖着他陪我打猎，哪里还能干得了农活呢，您想想看。
”　　我同意他的话，接着我们都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波卢特金先生要进城，他的邻居皮丘可夫打了他的一个农妇。
　　我只好一个人去打猎，傍晚时顺路去看望了霍里。
　　在那间小木屋的门槛上，坐着一个身材矮小结实、宽肩、秃顶的老头子。
他，就是霍里。
　　我满心好奇地盯着这个“黄鼠狼”看了很久。
小眼睛、翘鼻子、高而有棱角的额头，相貌、神情，都像极了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我们一起走进小木屋，费佳拿来了牛奶和黑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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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里坐在一张长凳上，一边和我交谈，一边沉着地抚摸卷曲的胡须。
他似乎也觉得自己是个体面人，说话和动作都慢慢腾腾，并不时地从长胡子下露出微笑。
　　我和他谈耕作，谈收成，谈农夫生活习俗。
他似乎完全赞成我的看法。
但我后来想想觉得惭愧，自己其实说得不怎么样。
　　话题越谈越沉闷。
　　大概是出于谨慎，他有时表现得很奇怪。
比如说，我们谈过这样一个话题：　　“哎，霍里，”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从主人那里赎身呢？
”　　“我为什么要赎身呢？
我了解现在的主人。
我还能交得起代役金，总之，我们的主人很好。
”　　“但是有了自由岂不是更好？
”　　霍里侧身看了我一眼。
　　“那当然了。
”他说。
　　“那你怎么不去赎身？
”　　霍里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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