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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屠格涅夫(1818—1883)是一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他为俄国人民和全人类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学遗产
。
如果说他的具有反农奴制倾向的特写集《猎人笔记》使他在俄国文坛上声名鹊起的话，那么为作家赢
得世界声誉的则主要是他的长篇小说。
从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先后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
与子》、《烟》和《处女地》，其中前四部尤为出色，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    屠格涅夫酷爱音乐，对音乐有高度的修养。
他匠心独具地把音乐运用到作品中，使他的小说别有一番情趣。
他通过音乐将视觉印象与听觉印象结合起来，突出环境，增强气氛，渲染人物的内在感情，使人物形
象更加鲜明和富有立体感。
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多数是贵族知识分子，音乐是表现他们文化素养和精神风貌的一种特殊手段。
罗亭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娜塔里娅和丽莎弹得一手好钢琴，而拉夫列茨基凭着敏锐的音乐感受力能
以乐知人。
当罗亭在拉松斯卡娅的沙龙里把比加索夫驳得哑口无言的时候，客厅里响起了舒伯特的《森林之王》
。
罗亭一边欣赏这优美的乐曲，一边注视着亭亭玉立的娜塔里娅。
令人陶醉的音乐使这两颗陌生的心灵一下子接近起来，取得了和谐和理解。
作家本人喜欢严肃、高雅、深沉的古典音乐，不欣赏华丽、喧闹、轻浮的舞曲。
严肃对待人生的丽莎和拉夫列茨基也喜欢严肃的古典音乐，而自私虚伪的潘申和轻佻放荡的瓦尔瓦拉
则迷恋轻快的舞曲和华丽的抒情曲。
当瓦尔瓦拉从国外回来拜访丽莎的母亲的时候，她低声下气，乞求饶恕，并应邀弹起了一首练习曲。
可是一听到别人提起这里有一位年轻漂亮、前途无量的潘申，她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立即换
成了华尔兹舞曲，强烈而急促的颤音骤然而起⋯⋯过了一会儿，她似乎醒悟到了自己的失态，又急转
直下，换了个悲哀的主题。
随着音乐的转换，瓦尔瓦拉从伪装、流露真情、再度披上伪装的心理过程充分揭示了她放荡狡猾的本
性。
外表阴郁、内心炽热的莱姆为祝贺拉夫列茨基和丽莎幸福而弹奏钢琴的场面更是感人肺腑：“那旋律
整个儿都在熠熠生辉，整个儿洋溢着灵感、幸福和优美，令人心旷神怡；它正在升腾，又正在消散；
它牵动着人间珍贵、隐秘、神圣的一切；它以不朽的胸怀呼吸着，飘向天空，在那里消失。
⋯⋯这乐音深深地沁入了他刚为爱情的幸福所震颤的心灵；它本身就燃烧着爱情⋯⋯”上面两个例子
表明，屠格涅夫利用音乐渲染气氛和刻划人物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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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亭·贵族之家》收入了屠格涅夫最重要的两部长篇小说。
《罗亭》（1856）塑造了40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罗亭聪明，热情，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憬未来。
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罗亭本人脱离现实、缺乏毅力等原因，他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爱情上，处处
碰壁、事事败北。
然而，罗亭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牺牲在巴黎的街垒之上，这一悲壮的结局又给沙皇残暴统治下的俄
国带来一线希望之光。
《贵族之家》（1859）鲜明、形象地描绘了俄国贵族的兴衰史。
拉夫列茨基虽有远大目标，但怯懦得不知所措，甚至寄希望于贵族少女的指点与拯救。
然而他于迷惘之时不断喊出的“怎么办？
”却震动了整个俄国。
　　在这两部小说里，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文学中独特的 “多余人”形象增加了新的笔触，细腻地刻画
了这些人生不逢时、无所依凭而又自我矛盾的生活状态，饱含同情地描绘了他们不甘苟活而又无从抗
争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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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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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小说家中的小说家 徐振亚 屠格涅夫（1818—1883）是一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他为俄国人
民和全人类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学遗产。
如果说他的具有反农奴制倾向的特写集《猎人笔记》使他在俄国文坛上声名鹊起的话，那么为作家赢
得世界声誉的则主要是他的长篇小说。
从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先后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
与子》、《烟》和《处女地》，其中前四部尤为出色，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并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这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大特色。
他创作的全盛时期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即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革命阶段向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
转折的时期。
这一阶段阶级力量的变化，社会情绪的涨落，思想观念的更替，知识分子的心态⋯⋯总之，俄国生活
中所有重大的社会现象都不曾逃脱他敏锐的目光。
然而，屠格涅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命运上。
正如他在回顾和总结自己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时说的那样：“我集中精力和智慧，努力认真地忠实
地把莎士比亚所说的‘the body and pressure of time’（形象本身和时代的印记）以及我的主要观察对
象——迅速改变着的俄国知识阶层的面貌——描绘出来并表现为适当的典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构成了一部俄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编年史，不仔细
研究屠格涅夫的作品，也就无法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
 当屠格涅夫于1855年夏天着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的时候，克里米亚上空硝烟弥漫，炮火纷
飞，俄土战争正处于高潮。
虽然战争的胜负未见分晓，但俄国的颓势已经显而易见。
而后来惨败的结局更进一步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落后和腐朽，也迫使人们思考俄国的命运和前途，寻
找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
 围绕俄国的前途问题，早在40年代就在主张全盘欧化的西欧派和强调保存国粹的斯拉夫派之间有过一
场大论战，而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俄国何去何从的论争主要在贵族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进行。
自由派表面上赞成废除农奴制，但希望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实质上依然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及
其统治地位；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消灭农奴制。
 从“不可救药的西欧派”转入自由派阵营的屠格涅夫试图对这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对贵
族知识分子前一时期的活动进行客观的评价，并且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如何发挥作用。
这便是作家仅用五十多天时间创作《罗亭》的动因。
 小说原名《天才人物》，侧重写罗亭的弱点，作者后来听从友人的劝告，进行了重大修改，增加了波
科尔斯基小组的活动情况和罗亭活动的社会背景，指出了主人公失败的社会原因以及在当时所起的进
步作用。
1860年又在小说的尾声中增添了罗亭牺牲在巴黎街垒战中的场面。
这样处理，不仅使人物的命运有了最终交代，而且全面反映了三四十年代的时代特征和贵族知识分子
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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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的作品我读得很少，但都背了下来。
多么有才气，多么富有独创性和表现力！
    ——乔治-桑    您的作品中散发出一种略带涩味的温馨和微带甜意的哀愁，一直渗透到人的心灵深处
。
您掌握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
怜悯心、讽刺、细致人微的观察、丰富多彩的色调，这一切是多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显得那么
协调！
    ——福楼拜致屠格涅夫的信    念他的小说，有时如同看湘绣或苏绣，想及那纤巧的手，白嫩的人⋯
⋯    干净是好的人和文都一样，要干净。
像屠格涅夫．像初恋。
    ——董桥    屠格涅夫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
    ——亨利·詹姆斯    屠格涅夫是“古希腊之后最完美的作者之一”。
    ——泰纳    在俄国小说家中，屠格涅夫是最伟大的作家。
    ——勃兰兑斯    屠格涅夫是“最精致的艺术家，他善于精选，善于细致地选用细节，从生活中挑选
色彩特别强烈的瞬间，把众多人物的情绪和感情提炼成寥寥数页堪称完美的散文”。
    ——王尔德    屠格涅夫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风景画家”。
    ——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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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亭贵族之家》编辑推荐：屠格涅夫是俄罗斯伟大的著名作家，他典雅精致的语言与自身忧郁高贵
的气质相融合。
《罗亭》、《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品，在这两部小说里，屠格涅夫拓展了俄罗斯文学中独
特的“多余人”形象，写出了新旧交替时代，那些具有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却又无力改变现实的
一群人的尴尬处境。
但是，这些人发出的质问、呐喊与自我批判的声音，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依然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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