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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尔基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为自己所建造的三座纪
念碑。
”高尔基此论绝非河汉斯言，大而无当。
从近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文学来看，能与托尔斯秦比肩同声者，实无几人。
托尔斯泰有如高山，令后世所仰止。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托尔斯泰以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和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
尔的故事》登上俄国文坛，旋即引起欧洲文学界的注意，然而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托尔斯
泰在欧洲文坛上却还不是一个叫得响的名字。
一八七九年，《战争与和平》法文译本的出版震撼了世界文坛，为托尔斯泰赢得不世的殊荣。
托尔斯泰小说的声誉从此鹊起，而后《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发表更使其专美于世，成为世
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丽篇章。
    《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
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
、《少年》、《青年》。
其它作品还有《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等。
他也创作了大量童话。
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
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正如托尔斯泰此前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的情节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
据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回忆，一八八七年六月，他到托尔斯泰家做客时曾向作家讲述过他亲
自接触的一个故事。
一次，法院审理一个妓女被控偷窃嫖客一百卢布的案子，陪审团中有一个青年，发现被告竟是他多年
以前在一个阔亲戚家客居时诱奸的养女。
于是他良心发现，设法同她在狱中相见，并表示愿意和她结婚。
后来，这个女犯病死狱中，那个青年也不知所终。
当时，托尔斯泰非常认真地倾听了这个故事。
毫无疑问，这个青年和妓女的故事触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
不过，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描写对象和主题几经提炼与深化，才最终写出了这部铁
面无私的大书。
    小说名曰《复活》，顾名思义，其中必有人“复活”。
那么，“复活”的人究竟是谁呢？
是聂赫留朵夫？
还是玛丝洛娃？
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对此，评家众说纷纭。
不过，细品全书，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恐怕更接近于作者的愿望。
    聂赫留朵夫品性善良，且有抱负。
他对自己所拥有的贵族特权深为不满，把名下的那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
起初，他对姑母家的养女卡秋莎·玛丝洛娃的爱是真诚的。
后来，他参军当了军官，军营生活却使他堕落成为一个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诱奸了自己当初曾热恋过的姑娘。
此后，他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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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遇见卡秋莎之前，他正与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同时又向一个贵族小姐求婚；此外，他已放弃否
定土地私有的理论，准备接受母亲的大宗遗产。
法庭上和卡秋莎的不期而遇，极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尤其是她被判苦役后发出的哭声，更是触动了
他那似乎并未完全泯灭的良知。
他痛悔过去的劣行，开始走上精神“复活”的道路。
    为了赎罪，聂赫留朵夫多方替玛丝洛娃奔走上诉，并打算同她结婚。
他对事物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
比如，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到不满并持批评态度；对他曾想与之结婚的贵族小姐及其一家人的庸
俗和虚伪心生厌恶；对他探监时耳闻目睹的专制制度的黑暗更是深恶痛绝。
于是，他的精神“复活”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从对自己罪恶的认识上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认识，从
对玛丝洛娃一人的同情转到对整个劳动阶级的同情。
这时，他头脑中的贵族阶级思想逐渐为宗法制农民思想所代替。
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土地被地主阶级所霸占。
于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农民。
应当说，在这一点上，“忏悔”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
列文。
玛丝洛娃的上诉被驳回，聂赫留朵夫对统治阶级及其法律本质的认识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他的精神逐渐“复活”，伴随玛丝洛娃踏上了去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遥远路程。
    在西伯利亚的三个月，是聂赫留朵夫彻底醒悟的三个月。
他最终认清了统治阶级吃人的本质，然而令他苦恼的是，他非但看不出任何可以战胜它的方法，甚至
连怎样做才可以战胜它也不能理解。
无奈之中，他拿起了《福音书》，不料却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为了摆脱苦难，惟一可行的方法
便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可惩罚他人，也不可纠正他人。
聂赫留朵夫从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他的精神和道德“复活”了。
    不可否认，女主人公玛丝洛娃也有她自己的“复活”历程。
不过，她的“复活”却完全没有聂赫留朵夫的那种赎罪的味道。
当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时，她所“复活”的仅仅是她当初的那个清清白白的自我而已，她那时仍处
于“堕落”之中。
她习惯性地冲他媚笑，还索要卢布。
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探监时，特意向她表示忏悔，并提出同她结婚的要求，这一切引起了玛丝洛娃对往
事的回忆和对他的仇恨；回忆的大门一经打开，玛丝洛娃便逐渐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苏醒过来。
聂赫留朵夫第三次见到她时，她同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
聂赫留朵夫在日记中说她正在“复活”，的确不无道理。
不过，玛丝洛娃的“复活”虽然始自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所引起的对美好往事的回忆，但它的最终
完成却是在她与流放地的政治犯接触之后。
她受到这些品德高尚的人的影响，学到了他们敢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尤其是西蒙松对她的发自内心
的爱情，更使她意识到了人的尊严和自身的价值。
她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却不愿因此耽误他的前程而甘愿同西蒙松结合。
少女时代的卡秋莎终于回归。
她纯洁的道德也失而复得。
玛丝洛娃在精神上彻底“复活”了，或者毋宁说她得到了完全的新生。
    毋庸讳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各自的“忏悔”与“宽恕”，双双走向精神和道德的“复活”，
使其“人性”得以复归，这一切带有浓厚的“不以暴力抗恶”及“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
义”的味道；作为说教者，托尔斯泰自有其可笑的地方。
然而，作家借聂赫留朵夫上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俄国城乡的阴暗面以及对宫廷、法庭、监狱和教
会的抨击与揭露，却是他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这一切分明表现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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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确有其伟大之处。
    《复活》成书的那一年，托尔斯泰七十一岁。
在世纪末的浮躁中，这位老人依然故我地在其精神世界中俯视俄国的社会，不辞辛劳地建造他的理想
王国。
他把自己的思想倾注在聂赫留朵夫身上。
然而，一个七旬老翁，特别是“激变”之后的托尔斯泰那样的老翁与一个三十五岁的、喜爱犬色声马
生活的青年贵族聂赫留朵夫，两者的心灵硬安在一起，不免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也缺乏客观的真
实性。
聂赫留朵夫的形象所带有的作者夫子自道的色彩毕竟过于浓烈，现实生活中又能去那里寻呢？
而小说第三部的叙事，多次直接引用《福音书》中的道德说教，则令人读之尤为生厌。
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受到削弱，自不待言。
    虽则如此，《复活》作为托尔斯泰的“艺术遗嘱”，依旧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华美的诗章之
一。
诚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言，《复活》较之其他作品，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直达心灵
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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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卡邱霞·玛丝洛娃是一个农妇的女儿。
母亲在女地主索菲亚姊妹的牛奶场上工作。
父亲是流浪的吉卜赛人。
玛丝洛娃三岁时母亲死了。
女地主看她长得清秀，便把她收养下来。
因此，她过着一半小姐，一半婢女的生活。
她做女工、收拾房间，用白灰擦亮神像，烤肉、磨粉、煮咖啡，洗些不费力的东西；有时读书给女主
人听。
十六岁时，爱上女地主的侄儿、年青的贵族聂赫留朵夫。
那时，他是个大学生，到姑母家来度暑假。
两年后，聂赫留朵夫去服兵役，因顺路经过姑母家，在姑母家住了四天。
在一个复活节的晚上，他和玛丝洛娃发生了肉体关系。
临别，他塞给玛丝洛娃一百卢布，便到部队去了。
此后，聂赫留朵夫连封信也没捎给过她。
她已怀孕了。

　　一次，玛丝洛娃打听到聂赫留朵夫要经过庄园附近的车站。
原先姑姑们邀请他下车来看望她们，而他却回电说，他不能来了，他要在指定的日期到达彼得堡。
玛丝洛娃很伤心，但她决定亲自赶到车站去见他。
那是个阴雨、凉风的秋夜。
由于天气漆黑，她看不清田野上的小路，迷失了方向。
待她赶到车站时，火车就要开动了。
她看到聂赫朵夫坐在头等车厢里。
可是来不及和他说一句话儿，火车已开动了。
玛丝洛娃沿着月台追去，头巾也掉了，还摔了一大跤。

　　玛丝洛娃周身被雨水淋湿，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
从这天起，她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认识到自己和贵族少爷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她想象着聂赫留朵夫“坐在丝绒的椅子上，在那个灯光明亮的车厢里说啊、喝酒啊找乐子；我呢，却
在露天下，风吹雨打，站在黑地里哭”。
她不再相信人，认为一切都是欺骗。
当聂赫留朵夫的姑姑知道玛丝洛娃怀孕后，便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
她为了生活，只好去给人家当女仆。
但每次都遭到男主人的调戏和侮辱。
生下的孩子也死了。
最后，她沦落到基达叶娃妓院，成了妓女。

　　十年后，玛丝洛娃因受一起人命案的牵连，受到法庭的审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西伯利亚商人司蔑尔科夫到妓院寻欢作乐。
茶房卡尔金庚和当过使女的勃契诃娃，见商人有钱便起了谋财害命的念头。
他们把一包药粉交给玛丝洛娃，要她放到商人茶杯里，骗她说是安眠药。
当时，玛丝洛娃正被商人纠缠得厉害，想摆脱他，便照样做了。
结果商人被药死了。
案发生后，茶房和使女贿赂律师，把罪责全栽在玛丝洛娃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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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开庭审判玛丝洛娃的案件。
聂赫留朵夫作为贵族代表参加陪审。
在审讯过程中，法官们只忙于自己的私事，对案件审理却心不在焉。
一位法官因和妻子刚刚吵过架，心情不佳、愁容满面。
他担心当他审完案子回家后，妻子给不给他饭吃。
另一位法官叫玛特维伊，老是迟到。
他关心的是自己的疾病。
他想，从门边走到他座位那儿，如果走的步数能用三除尽，他患的胃粘膜炎就会好。
这段距离走二十六步就可走完，于是他赶紧加了一小步，凑成二十七步。
副检察官卜列维喝了一夜酒，根本还没有从酒宴中清醒过来，便开始宣读起对玛丝洛娃的审判案件来
。
法庭庭长为了要在六点钟之前赶去和一个红头发的瑞士姑娘约会，他希望审判早点结束。

　　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员席上认出了玛丝洛娃。
这使他十分震惊。
他回想起勾引玛丝洛娃的经过，认为自己是造成她不幸的罪人。
他在诱奸玛丝洛娃后，一度曾受过良心的苛责。
但当他想到上流社会的人都这么干时，他便心安理得了。
服役期满后，他去过姑姑家一趟。
但这时，玛丝洛娃早被女地主撵出家门了。
之后，聂赫留朵夫为了使自己忘掉犯下的过失，竭力不去想这件事。
现在他和贵族柯尔查庚一家正打得火热。
人们在议论他要娶柯尔查庚的小姐玛丽娅了。
然而，他并不打算结婚。
他正和某县的一个贵族首领的妻子私通。

　　审判继续进行。
法院要给玛丝洛娃定罪了。
副检察官卜列维站起来发了一通谬论。
他以犯罪的遗传学来判定玛丝洛娃有罪。
他认为下层阶级天生是下贱的，下贱的人必然会犯罪。
玛丝洛娃是妓女，是“最低级的退化的榜样”，犯罪是毫无疑义的。
最后，由陪审员们对玛丝洛娃写定罪意见。
他们认为玛丝洛娃没有抢劫、偷钱的意思，可是忘了加上“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聂赫留朵夫也一
时疏忽了。
这样玛丝洛娃必须判罪了。
本来，庭长不同意这意见，但他怕耽误和红头发姑娘的约会，便匆忙结案。
宣判玛丝洛娃押赴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

　　玛丝洛娃被押回监狱，犯人们对玛丝洛娃都给以同情的问候。
当他们知道她已被判刑时，一个犯人说：“这年月，真理跑到狗那儿去啦。
”聂赫留朵夫认为法庭作出了不公平的判决。
他去找律师法纳律，准备把案件告到高级法院。
同时，他还去找检察官。
承认自己曾勾引过玛丝洛娃，要求去探狱，并准备和玛丝洛娃结婚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宣称说，今后自己不再当陪审员了，因为法庭“所有的审判不但没有益处，而且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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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狱中，聂赫留朵夫见到了玛丝洛娃，要求她宽恕他，并把自己要和她结婚的决定告诉她。
但玛丝洛娃不能饶恕他的过去。
她气愤地说；“你去找你的公爵小姐们好了，我的价钱是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我是犯人，你是公爵
，这儿没你什么事⋯⋯你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用我来救你自己，好让你能上天堂！
我讨厌你--你那眼镜，你那肮脏的胖脸！
去，去！
”聂赫留朵夫吃了闭门羹，但他想为了对得起良心，即使玛丝洛娜不愿和他结婚，他也要跟她一道去
流放。
她走到那儿，他便跟到那儿。
他开始批判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感到寄生生活的可耻，要和自己的阶级决裂。

　　为了作好上西伯利亚的准备，聂赫留朵夫回到自己的田庄--库兹明斯果耶村。
他在田庄上实行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
他把田地用贱价（比同县农民在地主那里租到的土地要便宜三成）出租给农民，改变农民对地主的依
赖关系。
然后，他又到巴诺佛（他从姑姑那里继承来的田庄）访问，亲自和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生活情况，同
情他们的贫困和处境。
他认为：“老百姓赤贫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唯一能养活他的土地”。
他赞同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课税制的办法，认为“土地不能成为什么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
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与人类的种种利益，所有的人都有同等享受的权利”。
在这里，他同样把土地租给农民，并进一步把农民交纳的资金当作公益金或税款供给农民自己使用。
他召集农民代表商谈。
开初，农民半信半疑，他们不敢相信地主的这份好心。
经聂赫留朵夫再三解释，最后他们接受了。
聂赫留朵夫从农村返回省城时，他感到如释去重负般的无穷快乐，有一种旅客在发现新陆地的时候，
一定会感到的那种新奇的感觉。

　　聂赫留朵夫把在巴诺佛找到的一张姑姑家的合家照片，带给了玛丝洛娃，上面有她和聂赫留朵夫
的相；并告诉她，他要上彼得堡走一趟，大理院将要对玛丝洛娃的上诉案件进行审理了。
同时，他还帮助玛丝洛娃从监狱转到监狱医院去工作。

　　聂赫留朵夫到彼得堡后，住在姨妈家。
姨夫伊凡·密海罗维奇伯爵是前任国务大臣。
聂赫留朵夫通过他的介绍，去拜访了几个有势力的人物。
其中有大法官渥尔夫、上诉委员会的委员佛罗比奥夫男爵、官办教会负责人托波罗夫。
但这些上层官僚们，同样只顾自己的私利，不管犯人的死活。
通过访问，聂赫留朵夫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官吏，从他姨妈的丈夫、大法官、托波罗夫算起，直
到各部会的办公桌前面坐着的那些漂亮、干净、庄重、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人先生们为止，虽然明明看
见这种局面使得无辜的人受苦，却一点也不介意，所关心的只不过是镇压和祛除所有的危险分子罢了
”。

　　玛丝洛娃上诉案，被大理院以理由不充分驳回。
聂赫留朵夫离开彼得堡，把这坏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听。
这时，玛丝洛娃已离开了监狱医院。
她被人诬告与医务助理员勾搭，而被赶回狱中。
聂赫留朵夫再次向她表示：自己决心跟她上西伯利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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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丝洛娃又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而且爱得那么深，不知不觉间她完全依照他希望她做的去做
了：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
但她又想到这种结合，对他是一种不幸。
她不能接受所爱的人为她作出的牺牲。

　　押赴西伯利亚的犯人起程了。
那是个天气炎热的七月，街上差不多一片荒凉，少数几个过路人在路边阴影里走着。
有的犯人经不起烈日照晒，当场中暑倒毙了。
聂赫留朵夫一路为犯人恶劣的处境四处奔波说情，他几乎成了犯人的袒护者。
同时，在他运动下，玛丝洛娃被调到政治犯行列中。
在这个队伍里既安静又和平，也不再受男人的纠缠。
玛丝洛娃感到政治犯都是些“可爱的好人”，并知道了他们跟平民站在一边，反对上层阶级。
他们当中有些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却为平民牺牲了他们的特权和自由，这使得她特别看重他们，佩服
他们。
她认识了一个叫西蒙松的政治犯。
这是个腼腆、谦虚而又意志力极强的人。
他在大学毕业后，加入民粹派，任过乡村教师，并“公开抨击他认为虚伪和不公正的事情”。
为此，他被捕了。
不久，西蒙松爱上了玛丝洛娃。
这时，玛丝洛娃必须在西蒙松和聂赫留朵夫之间作出选择。
她感到：“聂赫留朵夫是出于慷慨，又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才向她求婚。
可是西蒙松却在她现在的境遇里爱她，只因为爱她而爱她。
”于是，她接受了西蒙松的爱。

　　聂赫留朵夫靠彼得堡朋友副检察长塞列宁的帮助，把玛丝洛娃的案件，由服苦役改判为在西伯利
亚近处流放。
他把消息告诉给玛丝洛娃。
这时，有一种需要家庭和孩子的想法涌上他心头。
然而，玛丝洛娃已决定跟西蒙松走。
她不愿意“毁了”聂赫留朵夫的生活。
聂赫留朵夫再次遭到拒绝，但他没有痛苦的感觉。
他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去爱她。
他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来补偿自己的过失。
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在狱旁椅子上睡了一个又香又甜的觉。
最后，玛丝洛娃和西蒙松走了。
聂赫留朵夫被留了下来。
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五条生活准则：对上帝要虔诚、不起誓、要忍辱、爱敌人、勿反抗。
他认为人们如果遵循这五条法则，并不断悔过自新，便可以“获得最大的幸福，地上的天国也会建立
起来”。
他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
他的灵魂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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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
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
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
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
几年军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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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已经有五个孩子这样死掉了。
他们都受过洗礼，然后都吃不到奶，也就都死了。
第六个孩子是和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私通后生下的，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本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事
有凑巧，两个老小姐中的一个来到喂牲口女工们住的木头房子，训斥她们做的奶油有股牛臊气。
当时产妇和漂亮的胖娃娃正躺在房子里。
老小姐训斥她们奶油做得不好，又训斥她们不该让一个剐生过孩子的女人住进来，骂完正要走，忽然
看见那孩子，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她的教母。
她真的为女孩儿施了洗礼，而后因怜悯自己的教女，时常送些钱和牛奶给母亲，于是女孩儿活了下来
。
两个老小姐因此叫她“得救妞”。
    小孩儿长到三岁，她母亲得病死了。
喂牲口的外祖母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小姐就把女孩儿带到自己身边抚养。
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十分活泼可爱，两个老小姐从她那儿得到不少乐趣。
    老小姐是姐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为小姑娘施洗的就是她，而姐姐玛丽娅
·伊万诺夫娜却比较严厉。
索菲娅把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读书，一心想把她调教成自己的养女。
玛丽娅却说，应当把这孩子调教成一个会干活的人，一个出色的侍女，因此对她要求严格，常常处罚
她，遇到心情不好时，甚至还打她。
于是，在两种教育态度的影响下，当小姑娘长大时，她的身份半是侍女，半是养女。
她的名字的叫法也不偏不倚，既不叫雅气些的卡金卡，又不叫俗气的卡吉卡，而是叫普普通通的卡秋
莎。
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拭圣像，煎炸食品，磨咖啡豆，煮咖啡，洗些零散衣物，有时陪两
个老小姐坐坐，给她们读书消遣。
    有人向她求婚，可她谁也不想嫁，觉得跟那些向她求婚的干力气活的人过日子，她受不了，她已过
惯地主家舒适的生活了。
    就这样，她生活到十六岁。
在她满十六岁那年，老小姐家里来了一个在大学念书的侄子，是位很有钱的公爵，卡秋莎一下子爱上
了他，却不敢对他讲，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一点。
后来过了两年，这位侄子在奔赴战场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姑家，在她们那儿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
诱骗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
他走后五个月，她才清楚地知道，自己怀了孕。
    从那时起，她对一切都感到厌烦，心里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乐意服侍两个老
小姐，敷衍了事，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发起脾气来。
她对老小姐讲了不少无礼的话，过后自己感到后悔，就提出辞工的要求。
    两个老小姐也对她很不满意，放她走了。
从她们家里出来，她到一个区警察署长家当侍女，但只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因为署长虽是个五十岁的
老头儿，却不停地调戏她，有一次，他纠缠得特别凶，她发起火来，骂他是浑蛋和老鬼，使劲推了他
一下，他就倒下了。
她因粗暴无礼而被解雇。
再找地方做事儿已无必要，不久就将生产，她住到乡下一个又做产婆又贩卖私酒的寡妇家里。
分娩很顺利。
可是那产婆刚给村子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过生，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生下的男婴被送进育婴堂
，据送去的老太婆讲，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搬进产婆家时，身上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一百卢布是勾引她的
那个公爵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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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她离开产婆家时，她手里只剩下六个卢布。
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别人向她要钱，她也总是给他们。
产婆收她四十卢布算作两个月的生活费——伙食费和茶点费，二十五卢布用作送婴儿去育婴堂的费用
，四十卢布被产婆借去买奶牛，另外二十卢布买了些衣服、礼物，随便花掉了，因此当卡秋莎病体复
原时，她已身无分文，非找工作不可了。
她在一个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事儿。
林务官是有妻室的人，但也和警察署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开始调戏卡秋莎。
卡秋莎十分讨厌他，尽力加以回避。
可是他比她老练和狡猾，更主要的他是主人，可以任意支使她到什么地方去，终于抓住个机会，占有
了她。
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正巧碰见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在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她。
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被赶了出来，连工钱也没给。
于是，卡秋莎到了城里，住在姨母家。
姨丈是个装订工，以前日子过得不错，可如今丢掉了所有的主顾，酗起酒来，家里的东西，逮住什么
拿什么，都换酒喝了。
    姨母开着一个小小的洗衣店，她和孩子们以此糊口，并供养不可救药的丈夫。
姨母希望玛丝洛娃到她店里当洗衣工。
可是，玛丝洛娃看到姨母店里的洗衣女工们过的苦日子，心里犹豫起来，又到荐工所找做女仆的差事
。
差事找到了，雇主是一位太太，她家只有她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
她到那家才一个星期，上中学六年级的留着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调戏玛丝洛娃，不让她安
宁。
做母亲的把一切都怪罪到玛丝洛娃头上，将她辞掉了。
新的差事一时没有着落，可巧玛丝洛娃在荐工所遇到一位手上有好几个宝石戒指、光裸的胖胳膊上戴
着手镯的太太。
这位太太知道正在找事儿的玛丝洛娃的处境后，给她留下自己的地址，约请她到家里去。
玛丝洛娃去了她家。
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并打发侍女送一张条子到什么地方去。
晚上，一个留着已经变白的长头发和白胡须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这个老头儿立即坐在玛丝洛娃身
边，眼睛闪着光，笑眯眯地上下打量她，同她开玩笑。
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听见女主人说：“是个雏儿，乡下来的。
”然后女主人叫玛丝洛娃过去，对她说，这是位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讨他喜欢，他是不会舍不得
金钱的。
她讨他喜欢了，作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答应和她常常相会。
钱很快用得精光，一部分还了欠姨母的费用，一部分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
过了几天，作家派人接她再去一次。
她去了。
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房子里去。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租下的房子里，却爱上了住在同院的一个快活的店员。
她自己把这件事告诉了作家，然后搬到一个很小的单独的房子里去住。
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和她结婚，后来却不辞而别，去了下诺夫戈罗德，显然把她抛弃了，玛丝洛娃又成
了孤身一人。
她本想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可是警察不准她住。
警察分局的局长对她说，只有领取黄色执照①，经过医师检查，她才能住下去。
她只好又去姨母家里。
姨母看到她身上时髦的连衣裙、披肩和帽子，十分恭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提要她当洗衣女工的事，
认为她现在过的是上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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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如今的确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女工的问题。
她现在十分同情地看着前面几间屋子里的洗衣女工们过的那种苦役般的生活，她们脸色苍白，胳膊枯
瘦，有的已经得了痨病，冒着三十度②的肥皂水的蒸汽，在不论冬夏都大开着窗户的屋子里不停地洗
呀，熨呀，她想到自己也要服这种苦役，就不寒而栗。
    正是在这个时候，在玛丝洛娃没人作靠山而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
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早就吸上香烟，而在她与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之后，又越来越迷恋上喝酒。
酒所以吸引她，并非因为酒味甘美，而主要是因为酒可以使她忘记她所遭遇的痛苦，可以使她随心所
欲，增强自尊，没有酒，她就不可能这样。
没有酒，她总是感到心情沮丧，自惭形秽。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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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它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并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
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
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得很中肯：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
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
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是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
恶”等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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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活》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
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的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以及整
个国家机构的反人民的本质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命中矛盾状况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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