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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之家》

内容概要

19世纪50年代中期，俄罗斯贵族阶级趋向没落，农奴制的崩溃已不可挽回。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
争暴露了沙皇制的腐败，进步知识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正是在
这个时期酝酿构思和呈献给读者的。
《贵族之家》鲜明、形象地描绘了俄国贵族的兴亡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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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贵族之家》中，作家通过拉夫列茨基与丽莎的爱情波折，探索了人生和个人幸福问题。
小说叙述了贵族青年拉夫列茨基由于年轻迷恋上了莫斯科退伍少将之女--美丽的瓦尔瓦拉，并轻率地
与她结了婚。后来夫妇定居巴黎，瓦尔瓦拉成为社交场上的"名人"。拉夫列茨基发现妻子不贞后愤然
离家。回国后与丽莎邂逅，互生爱慕之心。这时报刊登了他妻子的死讯，这燃起了他对幸福追求的希
望。就在他与丽莎互托终身后不久，瓦尔瓦拉突然出现。那则死讯竟是讹传。幸福的希望化为泡影，
丽莎进了修道院;拉夫列茨基虽然在妻子的恳求下没有离婚，从此一个人孤寂地度过余生。八年后当他
故地重游再访丽莎家的宅邸时，已经物是人非，故人相继作古，丽莎还在修道院;年轻的一代长大成人
，入住故宅。他在花园里昔日与丽莎互表衷情的长椅上静静地回忆过去，然后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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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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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世袭贵族之家
，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毕业后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
哲学、历史和希腊与拉丁文。
19世纪50至70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
》(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59)。其中《罗亭》是他
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塑造了继奥涅金、皮却林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所不同的是，罗亭死
于1848年6月的巴黎巷战中。
屠格涅夫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结构严整，情
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而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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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贵族之家
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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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之家》

精彩短评

1、但凡是跟贵族有关的,都是要翻出来看看的.
2、故事主线其实不复杂。里面穿插的景色描写倒是每每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种种乡间风光和夜色
庭院，读之神往沉醉。
3、2017.1.1
4、结尾处，我的睫毛也抖了抖
5、为什么丽莎最后做了修女，拉夫烈茨基孤独终老呢？
6、读俄国的小说最艰难的就是记名字，记不住还容易弄混乱；不过看罗亭印象印象还是挺深的，只
会想不会做的理想主义者，面对爱情都没有勇气，更何况其他的事情呢。
7、除了名字实在变态，我很喜欢俄罗斯文学
8、人生有那样的一些瞬间，那样的一些情感⋯⋯它们是只能稍作指点，便一晃而过的。
9、俄国文学真的太沉重了。
10、独爱外国文学的刘同学推荐我看的。俄国文学，高贵优雅，只是名字对我来说是一道坎。罗亭这
样的人，我们身边何尝没有？
11、应该是不错的，关键是我记不得了
12、拍电视剧吧
13、为了结尾的那段话买了这本书。俄罗斯式的爱情啊，像天边的云，又像奔腾的山川河流。
14、被蠢得有点难受
15、风景描写不错哦，有部69年的改编影片有空看一看
16、很久以前看的 被小说最后一句话安利的 不懂其中的淡淡的深情。中年的感情总是不能像年轻人那
样热烈。
17、  
18、其实宗教，爱情和献出生命的伟大事业，都是一个现实之外的理想，从一个理想到另一个理想，
我没有看见真实的现实。
19、把它當作言情小説翻完了。or2....
20、看完这本书，很狗血的想到了琼瑶的《问斜阳》。当然，两本书不可同语，功底不同，寓意不一
。常常在想：喜欢看什么样的书，是不是就是什么样的人？琼瑶的憧憬、浪漫、透骨或是屠格涅夫的
含蓄、深邃？锻炼，思考。
21、只要罗亭身上有优点，我们就得感谢他。这比不公正地对待他要容易些。而我们对他向来是不公
正的。惩罚他，这不是我们的事，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已经严厉地惩罚过自己了，甚至远远地超出了
应得的惩罚⋯⋯上帝保佑，但愿不幸能克服他所有的缺点，只保留他的优点！我为罗亭的优点而干杯
！
22、还可以
23、不伦之恋注定失败
24、对于理想主义者我总是既敬佩又同情，罗亭最后殉道了，对比他生前的不得志，作者算是给了他
一个令人尊敬的结局吧。
25、屠格涅夫作品总是有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能力
26、就这么放弃了
27、结尾让人永生难忘，翻阅了好几个版本，翻译的都不够有味道，靠着自己的想象，留在了那个年
代，只为一个结尾，给5星。
28、虽然在陀老眼里 屠格涅夫是个欧洲作派 但这只是一开始影响了我对他的印象 读完这本 感觉屠格
涅夫最起码是个很棒的小说家 
29、按照屠格涅夫的感觉，最后的罗亭应该是没有走上法国大革命的前线的
30、大段落的对白，道理一堆一堆的，有一个多余人的倾向诞生了。
31、“他已归于平静，而且不必隐瞒，他不仅面貌和身体变老，就是心也老了。说什么人老心不老，
那不但困难而且可笑。”
屠氏的问题来了，人应该追求幸福呢？还是义务呢？
32、拉夫列茨基与丽莎的悲剧爱情故事，两个人物的性格铸就了这样的悲剧的发生，精彩的心理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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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之家》

引人入胜，但是这无为的一代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下一代会更精彩。
33、无节制的善只会给无耻之人更广阔的空间 。而恰恰抹杀了自己的幸福 。给最爱的人带来最沉重的
伤害。
34、 多余的人，其实也就是懒惰不知进取的人吧。
35、文字太优美了
36、还是一个悲剧
37、表达细腻
38、俄国文学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大串大串的名字和冗长的铺垫。看到一半时有些不耐烦，一波三折的
故事只占了很少的篇幅，大部笔墨用作描绘人物众生相，结尾余味无穷。但名著的魅力大概就是笔触
平淡却让人回味很久吧。
39、以前是冲着屠格涅夫看的。结尾很有感触
40、贵族阶级的颓势在字里行间都有所显现，在环境和人物描写中多次涉及教堂、祷告等宗教性事物
，具有仪式感。对于俄罗斯民族的风土人情的描绘丝丝入扣。主人公拉夫列茨基憨直、坚韧，是典型
的男子汉形象。贵族少女丽萨圣洁、明慧、对主虔诚，但并不讨人喜爱，过分纯良的性格刻画使人物
有脸谱化倾向。
41、说的啥不记得了

42、十九世纪俄国贵族生活之无聊、空虚、枯燥一览无遗。屠格列夫的文笔雕饰过重，怪不得老托尔
斯泰不喜欢他。
43、结尾那几段几乎脱口就能背出⋯⋯你能怎样呢，你又能怎样。
44、全是作者主观的描述堆砌起来的人物形象，许多个，表达他的某种理念，却又不透彻，像话说一
半没跳出来，喜欢的是小幽默和讽刺，但作为小说却实在不好读。
45、细腻优美的笔触刻画了一段高尚而正直的情感，现实又无奈的结局令人喟叹。
46、屠格涅夫致郁系。
47、读的时候感觉就像看自己喜欢的少女漫画，慢慢体会着男主角的心理变化。
48、在人物出场前作者已经给他们定位，在描写中每个人的心里想什么作者都知道，还时不时跳出来
向读者解释。典型的“讲述”
49、知道职业上升的路径，不仅仅是知道头衔名称，还要知道进入到不同头衔的大致时间，需要的能
力，以及在不同的行业中的不同路径.
50、欧洲古典小说这种优雅精致的格调令人着迷，结尾哀伤意犹未尽。优雅的爱情总是有这样一个哀
伤的结尾，然而却是一个配得上这样高贵爱情的结尾。喜欢女主不卑不亢爱一个人的优雅态度，即便
这选择意味着永远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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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之家》

精彩书评

1、2008年12月贵族之家《贵族之家》讲述了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十九世纪中叶，没落的俄罗斯贵族
之一——与他表姐的女儿莉莎之间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是一个人到中年的已婚男子，早年婚姻生活美
满，却因为无意中撞破了妻子与其他男子的亲密关系而成为婚姻中的不幸者。在与妻子分道扬镳后，
拉夫列茨基去造访自己的表姐，遇到了年方十九、美丽而善解人意的莉莎。他们互相吸引，很快堕入
爱河。此时传来消息，拉夫列茨基的妻子因病去世。前途一片光明，拉夫列茨基与莉莎开始甜蜜地憧
憬起未来。正当他们的爱情终要拨云见日时，拉夫列茨基的妻子却突然回来了，顿时浇灭了两人所有
幻想。故事的结尾是悲凉的，莉莎进入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女，而拉夫列茨基独自一人回到乡下，形
单影只地度着余生。有意思的是，《贵族之家》通篇很少令人想起其“贵族”的背景，“家”也仅仅
以其最原始的住所意义呈现。当然也许在当时的俄国，只有贵族家庭才不需要为生计发愁，而可以每
日悠闲地与下午茶和钢琴曲相伴。然而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们，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时头脑可以如此不
清晰，而面对自己感情生活时又那样无力控制听天由命，不由地叫人为之惋惜。以前看小说，只关注
情节是否精彩，描写是否动人，很少去细细体会故事背景——包括故事中人物的身世背景、作者的写
作背景，以及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等等。现在年纪大了，看书不如以前多，反而追究起细枝末节来，
还从中获得了不少乐趣。当然，《贵族之家》不需要深入研究，看过即可，如果作者旨在向读者展示
一种当时俄国的上层社会生活和精神状态，那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相比之下，《罗亭》的篇幅虽
短，却引起了我更多的思考。罗亭罗亭的出现，是叫人惊喜的：“罗亭说话聪敏睿智、热情洋溢、很
有道理，显示出他知识丰富、博览群书。”每个人都为他着迷。然而在一片赞叹与崇拜中，却始终隐
藏着某种不和谐。其他食客的排挤，旧日同窗的诟病，给罗亭的完美形象投下了阴影。故事继续发展
，罗亭爱上了一个女孩，却在女孩家庭的反对下匆忙退缩了。形势慢慢起了变化，一切都朝着不利于
罗亭的方向发展，我也期待着作者给予罗亭一记重击，一个使之体无完肤的批判，来揭开他伪君子的
假面具。然后接下来故事却峰回路转，罗亭的真面目渐渐浮现——却非但不“伪”，还很高尚。至此
我才发现罗亭其实是拥有纯洁灵魂的正人君子，长于理论和理想，却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生活，无
法把他的满腹才华运用于实际，在为人处事上显得笨拙，每每以遭人驱逐的结果收场。罗亭让人同情
，却也发人深思：这个善良的天才，何以终身不得志，最后还“英勇就义”在已经被放弃的战场上？
此时“时代背景”四个字再一次浮现在我脑中。罗亭生于彼时，却不属于彼时。他始终身处上流社会
的圈子中，却欠缺了在这一圈子立足的能力。他生在肤浅浮夸的年代，却固执地怀有对崇高理想的热
情，以至于最终与周遭格格不入。在每个人都虚伪过活时，罗亭的对一切都探究到底、执着真相的性
格无疑将遭至反感。如果将他纸上的理想进行到底，把自己的雄辩口才和魅力一直发扬下去，罗亭也
可以做个“成功者”，他的人生不至于会如此凄凉。不过代价是他也难免成为贵族老爷太太们附庸风
雅的玩物。只可惜罗亭是有追求的，他一心要向他并不擅长的现实世界实践他的知识，满怀热情地想
为人类做出贡献，这才真正导致了他的悲剧。罗亭身上矛盾地集合了理想主义的天才和现实生活的废
物，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时代，如果他自己能够更坚定、更彻底，罗亭可能会成长起来，成为一个真正
的伟人。只可惜他生不逢时，又要怒其不争，于是只能在屠格涅夫的笔下，挥舞着红旗和马刀，壮怀
激烈地倒在失陷的街垒顶，匆匆结束了纠结的一生。
2、刚读完时，感觉是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是一部挺悲伤的爱情故事，描述的是中世纪贵族之间的一
种人情淡薄，虽然相爱，却迫于社会地位上的现实，主人公情笃初开之时本来进入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后来却发现妻子辜负了他的信任而彻底地背叛了他，是小说不断进行的一大高潮，直到故事发展到
中间部分，作者才安排他于女主人公见面，然而，却又暗示出了一场悲剧即将上演，关于作者的很多
思想，过后得细细地品味，贵族的衰落，而新一代新新力量的崛起也许就是小说的主题，然而，对于
女主人公的思想而言，信仰高于一切，虽然爱意很浓，最后却选择了当修女，一种不能言说的悲痛，
这是命运的差错吧...
3、《罗亭》与《贵族之家》是我大三时读过的屠格涅夫的短篇。喜欢和力荐它们的缘故，是我觉得
，主人公和自己⋯⋯哦不，应该说是自己跟主人公在某些方面多少有点儿相像。《罗亭》一书中，主
人公的悲剧也许在于：罗亭聪明睿智，善解人意，能够引导人们看到未来崭新的希望，可惜他缺失的
，是自己强大的执行力与真正的勇气。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来挽救他的同龄人，甚至他的祖国与民族
，然而遗憾的是，他没有勇气真的去做。他是阴冷夜空中的一轮满月，可以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享受
，却无法真正给人以温暖，因为毕竟晴朗的天空与温暖和煦的光芒是只有那独一无二的太阳才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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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之家》

的。读过《怎么办》的朋友应该知道，那太阳是拉赫美托夫、是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更也许包括
薇拉，但是可惜在罗亭的年代，他还不晓得，做什么能让更多的人理解自己的追求。也许一定需要外
民族文化的呼唤，俄罗斯人才能真正醒来。凭借当时死气沉沉的俄罗斯自身，他们是不可能在没有西
欧先进思想帮助的条件下完成民族改造的。在小说中。罗亭死于1848年巴黎街头的结局对于他个人来
说并不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样壮烈的牺牲于他而言自然是死得其所，但是从我看来，多少有些突兀，
我常常怀疑这并非屠格涅夫自己下笔完成的部分，因为这个结尾跟全篇相较多少有点儿脱节。即便真
的是屠氏本人所写，对于俄罗斯来说，让思想文化的先驱者们落得如此结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而《贵族之家》当中拉夫烈茨基带给读者的共鸣方式，我猜应该完全与《罗亭》不同。因为罗亭这个
人物可以让很多人莫明其妙地感到自身的某个特质附着在这个奇怪的角色身上，而拉夫烈茨基更为离
奇的经历，会让人们只能更多地站在旁观者的位置对他进行评价。屠格涅夫笔下的女主角似乎总要面
对在原先比较熟悉的追求者与新闯进自己生活圈子中间的陌生人之间的选择。遗憾的是娜塔莉亚的选
择完全失败，她没能看清罗亭的心，更没明白，罗亭自己早已放弃了追求幸福爱情的权利；更遗憾的
是莉莎明明白白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却不能与拉夫烈茨基结合，无情的现实将他们的美梦击得粉碎
。相比于莉莎遁入空门，拉夫烈茨基一生郁郁寡欢，倒还是娜塔莉亚平凡却幸福的普通人生活与罗亭
轰轰烈烈战死沙场的英雄结局，更为值得我们尊敬和接受。
4、”人生有那样的一些瞬间，那样的一些情感⋯⋯它们是只能稍作指点，便一晃而过的。”背叛、
爱与救赎，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和伊凡屠格涅夫的这本贵族之家联系到
了一起。可是，相似的故事情节，却得到了不同的安排。简获得了遗产、罗切斯特受到了灾难，两人
终于“平等”地结合；迈克西姆也终于获得了新生，因她（实在记不得名字，书里提到的次数也不多
）终将他从阴霾的过去中解脱出来，而他实在也没有犯什么过错，值得幸福；只有屠格涅夫的丽莎和
拉夫列茨基走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即便相遇也只是擦肩而过，被爱情燃烧过的丽莎只能在修道院中
度过安静的日子，拉夫列茨基的幸福，还未开始，却已结束。而我能够想得到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拉
夫列茨基和前一位似乎还有婚姻关系，那放浪形骸的女人还活生生地出现在书中，不似前两本书中已
故的坏女人。看来，遇到一个纯洁的相配的投机的伴侣至关重要，年轻男子决不能被过于放荡的美色
迷住双眼。而丽莎的爱，和义务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她决不能为个人的爱背叛上帝。光有爱，离幸福
还很远。有一天，他和她曾多次漫步、促膝长谈的那个美丽花园，在年青一代的欢声笑语中再度新生
，而他终于老去。修道院中她，内心可否平静？新的一代，能否摆脱旧一代的悲剧，真正新生？俄罗
斯的命运出处在哪里？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讲的当然不只是爱情。而我的读书笔记，始终只和爱情相
关。
5、屠格涅夫的这几篇小说如《贵族之家》《前夜》《罗亭》篇幅都不长，故事情节也比较简单。围
绕一两个家庭，以及几个主人公。屠是擅长于用爱情来表现他所要揭示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背景的。这
样有很多好处，当然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情节更为扣人心弦了。读完后没有很多的感慨，印象最深的就
属丽莎的爱情观。所以就简短的谈谈丽莎的爱情了。丽莎这个角色总是披着宗教的外衣。有时候令人
很不解，我们读完了也许会感慨为什么丽莎要去当修女，她和拉夫列茨基在一起不是很好嘛。然而也
正因为宗教在她身上赋予的作用，她善良，纯洁，像天使一样，不忍因为自己去干扰了世上万物。她
觉得自己的存在，自己与拉夫的爱是种罪孽，导致拉夫对于妻子的死讯无动于衷，甚至于感到解脱；
导致拉夫后来不能接受妻子的归来。这一切都因为丽莎太纯洁，纯洁到眼里没刺，能够原谅一切人，
包括在我们眼里不可原谅的人。另外，丽莎心中上帝万能的地位是坚固的。她说“可是上帝结合在一
起的人怎么能把它分开呢”？上帝让两个人结合了在一起，为什么还要挥洒一场变故把两个人拆开了
。她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对的。上帝就是守承诺的。丽莎觉得世上的幸福并不由我们做主，是的，那
要交给万能的上帝啊。她认为瓦赫瓦拉的出现其实是上帝安排的，那是对她和拉夫罪孽的一种的警告
。这就是丽莎。
6、这是一个圈子，算不得一个故事。拉弗列次吉就这样和丽莎错过。发生的一切总有个追溯的借口
。拉弗列次吉的教育，丽莎的教育，周围的环境和关系。类图依然是最重要的。拉弗列次吉和丽莎是
非平凡的函数依赖，是第一范式后混乱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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