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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
俄罗斯和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登上俄国文坛，在四十余年的
笔耕生涯中创作了被誉为“艺术编年史”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特写、戏剧、抒情
诗、叙事诗、散文诗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文学评论、回忆录和文学书简等作
品。
许多作家都对屠格涅夫给予极高的评价，称他为“俄罗斯语言的巨匠”。
　　一八六一年，屠格涅夫的新作《父与子》脱稿，屠格涅夫邀请好友列夫·托尔斯泰到自己的新庄
园看稿子。
午餐后，托尔斯泰拿起稿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越看越感到兴趣索然，渐渐抛卷入梦。
当他醒来时，发现屠格涅夫背过身子走出门，再也没有进来。
次日，两人同去一位诗人家做客，席间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争执，屠格涅夫顿时怒不可遏，托
尔斯泰也不甘示弱，两人在客厅里互相揪发抓头，乒乒乓乓大打出手，终致绝交。
十七年之后，两人都深感内疚和不安，托尔斯泰主动写信道歉，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父与子》是一部怎样的作品，竟然成为两位文坛巨匠断绝友谊十七年的导火索？
它究竟代表着作者屠格涅夫怎样的思想情感？
　　《父与子》写于俄国农奴制改革法令颁布时期。
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民主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之间尖锐的思想斗争。
屠格涅夫敏锐地反映了这一社会历史变革时期的尖锐斗争，刻画了两种社会势力——民主主义者和自
由派贵族问的思想冲突。
小说问世之初，即在文学界引起激烈争论。
小说主人公巴扎罗夫是年轻一代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与代表保守的自由主义势力的老贵族帕维尔和
尼古拉兄弟格格不入。
“父”与“子”的冲突表现为帕维尔和巴扎罗夫之间的对立。
充满自信、生气勃勃的巴扎罗夫是精神上的强者，他具有自主的人格和锐利的批判眼光，决不屈从于
任何权威。
他的精神力量和批判锋芒集中表现在他与帕维尔的论战上，两人初次相见，就在感觉上互不相容，进
而展露出思想观点上的针锋相对。
巴扎罗夫以自己特有的简洁、粗鲁的话语对帕维尔展开强有力的反击，体现了年青一代的独立态度和
斗争精神。
在俄国文学史上，巴扎罗夫作为第一个俄国“新人类”形象，率先传达出了平民知识分子已成为生活
主角的时代信息。
但是，屠格涅夫却让自己笔下的巴扎罗夫在爱情受挫后一蹶不振，不能自拔，直至死亡。
这种违反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矛盾变化，与作家的思想倾向不无联系。
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所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他钦佩他们的个人品质和牺牲精
神，但并不赞成他们的社会政治主张。
这位温和的自由主义贵族作家害怕暴力革命，不希望他们的事业取得成功。
他认为他们的观点必然导致他们成为悲剧人物，因此他安排了巴扎罗夫的失恋、悲观乃至最后死亡。
巴扎罗夫性格上的不一致恰恰折射出作家对民主主义者的矛盾态度。
　　屠格涅夫一生跨越了贵族革命时期和平民革命时期，亲历了俄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十九世纪初期，十二月党人起义，唤醒了俄国社会的民主思潮；五十年代中期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促
进了反农奴制斗争的进一步高涨；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引起了俄国社会的剧变，为资本主义开拓
了发展道路。
整个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了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的斗争中”。
屠格涅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的作品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与俄国社会的巨变紧密
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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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热心社会进步和改革，但是，由于受其贵族家庭的影响，他一生中基本上坚持温和的贵族自
由主义立场，尽管他的许多作品都以揭露农奴制度不公平为主题，但他在政治上是拥护沙皇政府的农
奴制改革的，他主张对俄国社会实行渐进式的改造，不赞成以革命的方式解决俄国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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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卓越的、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被誉为“小说家中
的小说家”。
其长篇小说既有对生活的细致而精确的“写实”，又弥漫着浓郁的涛情画意，“永远像一封没有拆开
的电报一样令人必味盎然”，他的现实主义也因此被称为“诗意的现实主义”。
《父与子（全译本）》是屠格涅夫最伟大的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了他创作生涯的最高峰。
作品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高度简洁的语言，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确立了无可替代的地位，被视为
“俄国文学中最浓缩、最紧凑的长篇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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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是俄罗斯和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登上俄国文坛，在四十余年
的笔耕生涯中创作了被誉为“艺术编年史”的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特写、戏剧、抒
情诗、叙事诗、散文诗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并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文学评论、回忆录和文学书简等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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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从某条马路边的驿站里走出来。
他穿着一条格子裤，身上裹一件大衣遮挡路边的尘埃，而头上却没有戴帽子。
“怎么回事，彼得，等这么久还不见马车的影子？
”他站在低矮的台阶上问他的仆人。
　　仆人圆睁着一双迷蒙的小眼朝大道望了望，大大的脸庞露出一贯顺从的表情，恭敬地回答他的老
爷：“是的，还不见呢！
”这个仆人不过是一个下巴刚长出一些柔软胡子的年轻小伙，耳朵上挂着一对青玉环子，头上的发油
没抹匀，明暗不均，然而他却善于察言观色，懂得唯命是从；一看便知新法教育在他这一代人身上成
效卓著。
　　“还没来吗？
”老爷又问。
　　“没有。
“小伙子答道。
　　老爷叹息一声，坐到露天椅子上。
他调整坐姿，把腿收拢，目光在四周游移，趁他出神的空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吧。
　　他姓基尔萨诺夫，名字后缀上父名，连起来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他父亲是一个将军，曾经参加过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他征战沙场，戎马一生，从旅长晋升为师长，常
年在外省驻扎，在当地小有名声。
他虽是个举止粗鲁的武将，但却略通文墨，与那些狠毒的俄罗斯人大不一样。
　　他的母亲原姓科利亚津，闺名阿加特，出嫁后便随夫姓，同时改称为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
娜·基尔萨诺娃。
这位“将军夫人”说话粗声大气，总是喋喋不休，在做弥撒时即使戴着精致的帽子、穿着笔挺的锦缎
也总要抢在众人前去亲吻十字架。
每天早上，她都让孩子到跟前来吻手问安，夜晚睡前又去向孩子祝福道别，总之，过着安乐自在的日
子。
他还有个哥哥叫帕维尔（后文将详细介绍）。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便诞生在这样一个俄罗斯南方的家庭里。
他和哥哥从小就在家里接受一个平庸家庭教师的启蒙教育，教师对他们总是逢迎讨好，这种教育状况
一直维持到他们十四岁。
同时，捧着他们的还有一群军人，父亲部下那些行为放荡的副官和其他属僚深谙迎合奉承之道，都把
他们当作是和他们父亲一样的奉承对象。
本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贵为将门之子，就应当浑身是胆，和他哥哥一样入伍从戎，岂料他在报到的
第一天就摔伤了腿，足足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最终在原先“胆小鬼”的绰号上又多了一个“跛脚”的
别称。
父亲看他此路不通，就让他转向仕途，在他十八岁时就把他送到彼得堡上大学。
当时他的哥哥正好在那里当一个近卫团军官，于是兄弟俩合租了一套房。
父亲把他们托付给了一位贵族堂舅伊利亚·科利亚津照料后便回到了驻地和夫人身边。
他们父子之间极少书信往来，儿子们偶尔收到的家书，也不过是一张四开大的灰报纸，上面是秘书代
写的一些斗大的文字，只有在信的末尾才有“彼奥得·基尔萨诺夫少将”的亲笔签名，并在周围以“
蔓叶花笔”作了些修饰。
一八三五年，这位基尔萨诺夫少将由于他的部队阅兵成绩不佳被解职，于是携同家眷移居彼得堡，就
在这一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获得学士学位，从大学毕业。
然而就在他父亲计划到塔夫里斯基花园附近租房住并加入英国俱乐部时，却突然中风去世。
母亲阿加福克利娅·库兹米尼什娜不堪承受丧夫之痛和守丧寡居的寂寞，不久也离世而去。
　　丧期刚满，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就和一位叫玛丽娅的漂亮姑娘举办了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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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太太就是房东——公务员普列波洛温斯基的女儿，她常常喜欢看一些杂志里的科普文章，可算得
上是见多识广。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当初就是冒着二老的反对去追求这位姑娘的。
婚后，他放弃了父亲为他安排的一份御产司的职务，开始过上平淡温馨的小家日子。
他们起初住在林学院附近的一幢别墅里，后来又在市内租了一套房，房子小巧舒适，里边客厅清凉，
楼梯洁净。
再后来，小两口搬到乡下定居，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男人在外务农、打猎，女人在家种花、养禽，他们夫唱妇随，时常一起唱歌，一起弹钢琴。
他们的儿子阿尔卡季就在这种温馨宁静的氛围中诞生并成长起来。
时光飞逝，他们全家乐融融地生活了十年，直到一八四七年他的妻子玛丽娅过世，短短几周内，基尔
萨诺夫的黑发就在沉重的丧妻之痛中变得花白。
然而，就在他打算出国散心的时候，又不幸遇上一八四八年的出国禁令，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返回乡下
，在那里度过了一大段闲散烦闷的日子。
无聊之余，他便把心力转注到农业上，在离这个驿站十五俄里的地方开辟了一个两千俄亩大的庄园，
里边有两百个农奴，但据称，他已把土地分租给农民，所以他办的是“农场”而不是“庄园”。
一八五五年，他送儿子去彼得堡读书，每年冬天都到那里陪儿子，他从不外出，除了尽力与儿子那伙
年轻人打交道。
他连续三年都这样，但今年冬天他没去彼得堡，而是在等和他一样取得学士学位的儿子荣归，正是我
们现在看到的这幅情景，他这时已经是个身体发福、有点弯腰驼背的银发老人了。
　　外面阳光灼灼，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两眼望着那几级破旧的台阶出神
。
仆人早就走进门里抽烟管了，大概是出于礼貌，或者是不愿碍老爷的眼吧。
一股烤面包的麦香味钻过驿站幽暗的过道直扑过来，台阶扶手卜，一只脏猫紧紧地盯着一只胖嘟嘟的
花斑雏鸡，蓄势待发，而雏鸡还在台阶用它嫩黄的爪子上神气地踱着步。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仍旧发呆，愈发想得入神，“阿尔卡季”、“好儿子”、“学士”这些词不断在
他脑海里交织闪现。
他试图甩掉它们，但思念的炯絮岂能轻易挥散，反而更让他想起了妻子，平添哀伤。
他喃喃自语：“真遗憾她没看到这一天！
”一只灰白色的胖鸽子扑落到大路上，又匆匆晃到水井边的一洼水塘里喝水。
就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把目光转向它的时候，一阵由远而近的车轮声传人了他的耳朵⋯⋯　　仆人
一溜烟走出来对老爷报告：“一定是少爷的车来了。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父与子>>

编辑推荐

　　《父与子（全译本）》写于俄国农奴制改革法令颁布时期。
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民主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之间尖锐的思想斗争。
屠格涅夫敏锐地反映了这一社会历史变革时期的尖锐斗争，刻画了两种社会势力——民主主义者和自
由派贵族间的思想冲突。
小说问世之初，即在文学界引起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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