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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萨宁》描写了革命低潮时期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颓废厌世的情绪。
叙述了主人公萨宁返回家乡后的一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
他少小离家，其性格在家庭之外养成，自由自在得像&ldquo;旷野里的一棵树&rdquo;。
他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讨厌周围几乎所有的人。
他光明正大地追求享乐，为所欲为。
但他又很孤独、无聊，生活漂泊不定。
《萨宁》由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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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生最重要的时期，是受最先接触到的人和自然的熏陶而形成性格的时期；弗拉基米尔&middot;萨宁
却离开家人，在外面度过了这段时光。
任何人都没有照料过他，哪一只手也没有管教过他，这人的心灵便自由而独特地成长起来，像野地里
一棵树似的。
他多年没有回家了，刚一回来，母亲和利达妹妹几乎都认不得他了：他的面貌、声音、姿态变化不大
，可是在他身上却显出一种精神上已趋成熟的前所未有的新东西，脸上也焕发出一种新的神采。
他傍晚坐车到家，走进屋来竟那么平静，仿佛五分钟前刚从这个房间出去似的。
他身材高大，头发是浅色的，肩宽背阔，脸上表情平静，只是两边嘴角微带嘲笑意味，从他身上看不
出一丝倦意或激动，以致母亲和利达迎接他归来的那股吵吵嚷嚷的兴头，也就自然而然地平静下来。
他吃饭和喝茶的时候，妹妹坐在他的对面，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她喜爱哥哥，只有那些狂热的年轻姑娘对离家的兄弟才会这样喜爱。
利达总是把哥哥想象成与众不同的人物，但是这所谓与众不同，却是她仿照书本上的描写自己创造出
来的。
她想把他的生活看做一个不为人理解的伟大人物的悲壮的斗争、磨难与孤寂。
&ldquo;你干什么这样望着我?&rdquo;萨宁微笑着问她。
这种殷勤的微笑，配上出神的平静的目光，就是他脸上常见的表情了。
这种微笑本来是既漂亮又招人喜欢的，而奇怪的是利达反而马上就不高兴了。
她觉得这种微笑是自满的表现，一点也没有受苦受难与经历斗争的痕迹。
利达一言不发，沉思默想着，转移视线，心不在焉地翻起一本书来。
午饭吃完了，母亲亲切而温柔地摸了摸萨宁的头，并且说：&ldquo;现在讲一讲你在那边怎样生活?做
过什么事吧?&rdquo;&ldquo;做过什么事情?&rdquo;萨宁微笑着反问，&ldquo;讲就讲&hellip;&hellip;无非
是喝呀，吃呀，睡呀，有时工作，有时什么都不干&hellip;&hellip;&rdquo;起初以为他不想讲自己的事
，可是母亲详细问起时，他却很有兴致地讲了起来。
但是不知为什么总让人觉得无论人家对他的讲述抱什么态度，他都无所谓。
他温和而殷勤，可是他的态度却缺乏亲人之间那种非同一般的骨肉之情，好像这种温和与殷勤只不过
是出自他内心的一种自然的流露罢了，犹如蜡烛发光，对一切都给予同样的光亮。
他们走到通往花园的凉台上，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利达坐在低处，独自默默地倾听哥哥讲话。
一股几乎觉察不出的凉意钻进了她的心里。
她以一种年轻女性特有的敏感本能感到哥哥完全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样子，她就像见到陌生人那样腼
腆害羞了。
黄昏已到，轻柔的夜幕降落在周围。
萨宁吸着烟卷，轻淡的烟味同花园里夏天的馨香气息融合在一起了。
萨宁讲到生活怎么使他颠沛流离，他怎么不得不多次忍饥受饿，到处流浪，他怎么昌险参加了政治斗
争，而当这个事业使他厌烦时，他又怎么抛弃了它。
当这所房子隐没在绿阴中的时候，利达和萨宁的四周便有一些凝然不语的好像有生命似的沉思的老树
突现出来，这时萨宁突然搂住利达的腰肢，并且用一种不知是亲热还是凶狠的古怪声音说：&ldquo;你
长成个美人儿啦!；&hellip;&hellip;你头一次爱上的那个男子将会是幸福的&hellip;&hellip;&rdquo;一股热
流从他那肌肉发达、铁一般坚强有力的手臂传遍了利达柔软而娇弱的身子。
她仿佛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野兽在向她逼近，感到有些难为情，身子哆嗦了一下，急忙躲开了。
他们已经走到了河边，这里弥漫着潮气与水气，尖头的苔草沉思地点着头，对岸是一片逐渐远去的变
暗的田野、蔚蓝而温暖的天空与最初出现的星星的白光。
萨宁离开了利达，不知为什么用两手抓住一条粗树枝，咔嚓一声把它撅成两段，扔进水里去了。
一圈圈平稳的水波起伏着，向四方扩散开，岸边的苔草就急忙弯身点头，仿佛在向萨宁致意，像欢迎
自家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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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钟左右，阳光灿烂，花园里却已经又有了浅绿色的阴影。
空气中充满光亮、寂静与温暖。
玛丽亚&middot;伊万诺夫娜在熬果酱，绿油油的椴树下散发出一股股沸沸扬扬的砂糖与马林果又香又
浓的味道。
萨宁从大清早起就在花坛旁忙着，设法把那些被炎热与灰尘压倒的花枝扶起来。
&ldquo;你最好先拔掉杂草。
&rdquo;玛丽亚&middot;伊万诺夫娜透过袅袅升腾的淡蓝色的炉烟望着他，劝他说：&ldquo;你吩咐格
鲁尼卡一声，她就会给你办好了&hellip;&hellip;&rdquo;萨宁抬起了满是汗水的愉快的面孔。
&ldquo;干什么呀，&rdquo;他甩开那贴在额头的头发说，&ldquo;让它随便生长去吧，任何绿色的东西
我都喜爱。
&rdquo;&ldquo;你真是个怪人!&rdquo;母亲慈祥地耸了耸肩膀，不以为然地说，可是不知怎么她对他讲
的那句话却很高兴。
&ldquo;你们自己才是怪人呢!&rdquo;萨宁用充满自信的声调回答，然后走进屋里去洗了手，回来便舒
展而平静地坐在桌旁一张藤圈椅上了。
他感觉良好，轻松而又快活。
绿阴，太阳，蓝天闪着明朗的亮光，涌入了他的心头，使他整个心中都充满幸福之感，他的心也向它
们袒露开来了。
那些大城市，连同城市里急促的喧嚣与忙乱紧张的生活，都使他反感透了。
现在周围是一片阳光与自由，而前途并未使他感到忧虑，因为他准备从生活中获得它所能提供给他的
一切。
萨宁眯缝起眼来，又伸了个懒腰，非常快活地把自己强健有力的肌肉伸直又绷紧起来。
一股平和而轻微的凉风吹来，于是好像整座花园都在作短促的深呼吸似的。
一群麻雀在吱喳乱叫，时近时远，狡狯而匆忙地交谈它们那种渺小的、非常重要的却又不为人所理解
的生活，而杂色的猎狐狗米尔伸出红舌头，竖起一只耳朵，蹲在新鲜的绿草丛中宽厚地倾听着鸟雀的
啼鸣。
树叶在头顶上低声簌簌作响，叶子的圆影在平坦的黄沙路面上无声地颤动着。
儿子的平静使玛丽亚&middot;伊万诺夫娜大动肝火。
她喜爱自己所有的孩子，同样也很喜爱他，但是正因为喜爱，她才心情激动，想要惹恼他，刺伤他的
自尊心，侮辱他，&mdash;&mdash;只要她的话与她对生活的见解受到重视就行了。
她在自己漫长的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像那埋在沙土中的蚂蚁一般，不停地营造家庭幸福的脆弱易碎的
大厦。
这是一长溜好似兵营或医院那样沉闷而单调的建筑物，由一些最小的砖头砌成，她像个平庸的建筑师
，把这些砖头看成是生活的装饰物，其实它们有时给她增添麻烦，有时惹她生火，有时使她害怕，而
且经常使她忧愁。
可是她仍然以为不能不这样生活。
&ldquo;哎，好吧&hellip;&hellip;以后还会这样么?&rdquo;她瘪着嘴唇问，一边假装专注地望着果酱盒。
&ldquo;以后怎么样呢?&rdquo;萨宁反问，打了个喷嚏。
玛丽亚&middot;伊万诺夫娜觉得他故意打喷嚏来欺负她，虽说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她却见怪了，生
气了。
&ldquo;你们这里真好！
&rdquo;萨宁富于幻想地说。
&ldquo;还不坏&hellip;&hellip;&rdquo;玛丽亚&middot;伊万诺夫娜的气还没消，便矜持地回答。
可是对于儿子赞美住宅与花园，她却很高兴，因为像对可爱的亲人一样，她和这些东西都处惯了。
萨宁看了看她，便思虑着说：&ldquo;如果您不拿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来打搅我的话，那就更好了。
&rdquo;讲这话所用的温和声调与这句得罪人的话相互矛盾，弄得玛丽亚&middot;伊万诺夫娜不知道她
是该生气，还是该笑。
&ldquo;我该怎么看待你呢，&rdquo;她惋惜地说，&ldquo;你在小时候就那么不正常，可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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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ellip;&hellip;&rdquo;&ldquo;可是现在怎样?&rdquo;萨宁高兴地问，仿佛指望听到什么非常愉快、
非常有趣的话似的。
&ldquo;可是现在完全好啦!&rdquo;玛丽亚&middot;伊万诺夫娜尖刻地回答，又挥了挥勺子。
&ldquo;哎，那就更好啦广萨宁冷笑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又说：&ldquo;瞧，诺维科夫来啦。
&rdquo;&ldquo;人是可厌的东西!&rdquo;他并非想到，而是感觉到了，因此他想立刻离开所有这些人，
离开这列火车，离开浑浊的空气，离开烟气与轰隆声，哪怕暂时离开也好。
朝霞已经明显地出现在地平线上。
黑夜灰暗的病态的最后阴影，不留痕迹地逃回在原野上逐渐消逝的浓暗中去了。
萨宁没有久想，走到车厢台，皮箱也不要了，就纵身跳下车去。
列车轰隆响着，呼啸着在身边飞驰而去，大地从脚下离去，于是萨宁落到了路基潮湿的沙地上。
等萨宁站起身来，自己笑自己时，列车车尾那盏红色的信号灯已经离得很远了。
&ldquo;这真好啊!&rdquo;他大声说，满怀喜悦地发出了自由而响亮的喊叫。
四周是多么宽广辽阔啊。
依然发绿的草地向四面八方延伸成无边无际的平坦的田野，最后消失在远方的晨雾中。
萨宁轻松地呼吸着，用充满喜悦的眼睛望着大地的无边无际的远方，迈着有力的大步，朝着明亮而愉
快的朝霞，越走越远。
这时原野醒来，露出绿色和浅蓝色的远方，顶上盖着广袤无垠的苍穹，于是太阳在萨宁对面冉冉升起
，熠熠生辉，宛如萨宁迎着朝阳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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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名为&ldquo;一无所信&rdquo;，实则&ldquo;无所不为&rdquo;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一八七八
年出生于小贵族家庭，其父是退役军官。
他先在南俄故乡省立中学读书，十六岁时，进入哈尔科夫一所艺术学校。
他生活贫穷，不得不给小报画漫画，写短论和滑稽小说。
一年后，他便离开学校，前去彼得堡，作了一个地方事务官的书记。
一九0一年写了处女作《巴莎&middot;杜麦拿夫》，因其内容暴露学校黑暗而遭禁，后来才收入小说集
中。
不久，他又写了《暴动》《偷马贼》《笑》等，表达了对沙俄社会的不满和抗议。
他初期的创作引起了杂志编辑米罗留勃夫的注意，受聘担任其助手，从此即从事编辑工作。
一九0四年至一九0五年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旗手哥洛洛夫》《狂人》《妻》《伊凡&middot;兰德
之死》《血痕》《朝影》等。
在这些作者自称为&ldquo;革命故事&rdquo;的作品中，宣扬强者才有生存权利的思想的《伊
凡&middot;兰德之死》，使他出了名；他自己最喜欢的、同样是宣扬无政府个人主义思想的《血痕》
和《朝影》，又使他遭到沙皇政府的通缉，险些被处以死刑。
一九0七年，阿尔志跋绥夫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萨宁》，在俄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
，受到尖锐的批判。
一九0八年至一九一二年，他又写了小说《几百万》《工人绥惠略夫》《极限》等。
他还写过剧本《嫉妒》《战争》等。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阿尔志跋绥夫仍然坚持无政府主义，对革命抱有敌视态度
。
他于一九二三年流亡波兰，与人合编反动刊物《争取自由》。
一九二七年，在波兰病死。
　　这位活跃在二十世纪初期俄国文坛上的作家，因一九0七年发表《萨宁》而名噪一时。
《萨宁》写成于一九0三年，只因沙皇政府书刊检查机关的阻挠才迟发表了五年。
这时正值俄国一九0五年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泛滥，颓废文学充斥文
坛。
而阿尔志跋绥夫的这部长篇小说实为俄国颓废主义文学流派开先河之作，发表后对俄国文坛影响颇大
，成为俄国文学史上颓废派文学最著名的代表作。
阿尔志跋绥夫在给德国人比拉尔特的信中，表白&ldquo;《萨宁》是个人主义的辩解&rdquo;，标
榜&ldquo;小说中的这个英雄是一种典型&hellip;&hellip;但这精神却寄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
的代表者之中&rdquo;。
按照作家自己的解释，作为&ldquo;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rdquo;的&ldquo;这精神&rdquo;，就
是&ldquo;个人主义&rdquo;。
在他的笔下，萨宁的形象正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典型。
　　本书的青年主人公萨宁对社会、政治、思想、道德一概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他否定一切，否定政治，否定任何社会运动，表现出浓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色彩。
他曾&ldquo;冒险参加了政治斗争，而当这个事业使他厌烦时，他又抛弃了它&rdquo;。
如今他完全否定任何政治活动，对参加社会运动的青年加以嘲笑。
他宣称：&ldquo;世界观不是人生哲理，只是单个人的情绪&hellip;&hellip;明确的世界观不可能存在。
&rdquo;从而否定思想的力量及其作用。
他以人的自然本能来否定任何伦理道德，这明显地表现在他处理其妹利达同庸俗军官扎鲁金和进步青
年诺维科夫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与冲突的问题上，而他跟妹妹甚至几乎堕落到乱伦的地步。
这种虚无主义的世界观表现在萨宁言行的各个方面。
他同犹太青年索洛维伊奇克讨论人生哲理问题时，也认为&ldquo;一切都是空虚的&rdquo;，&ldquo;什
么也没有&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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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露骨地表达了他的虚无主义的观点和情绪。
萨宁对社会的看法也是悲观主义的，随时都流露出一种厌世的思想情绪。
他对妹妹说：&ldquo;人的本性就是可恶的。
不要期待人做好事&hellip;&hellip;&rdquo;而且表示自己&ldquo;不期望什么&rdquo;。
直到全书结尾，他离开故乡和熟人，还跟送行的朋友伊万诺夫说：&ldquo;一切都使人厌烦。
&rdquo;&ldquo;我对生活既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期待。
&rdquo;甚至他乘上火车，仍然厌恶周围的人群，总是觉得&ldquo;人是可厌的东西!&rdquo;终于从开动
的火车上跳下，落荒而去，以求个人的自由。
这个结尾客观上是对萨宁那种极端个人主义&ldquo;精神&rdquo;的一种讽刺。
这种悲观厌世的社会观表现在主人公个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各个方面，其基础还在于萨宁的极端
个人主义的人生态度。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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