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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内容概要

俄国贵族聂黑流道夫引诱了姑姑家的婢女卡邱莎，她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沦为妓女。在卡邱莎被指
控谋财害命的审判中，聂黑流道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眼睁睁看
着昏庸的法官判她流刑，他深受良心的谴责，决定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
聂黑流道夫到监牢里探望卡邱莎，也遇到其他犯人，听到他们的经历和故事，慢慢察觉到在迷人、繁
华的贵族生活外，世界充满压迫、痛苦和野蛮的行径，以前他是视若无睹的。他看见人们无缘无故被
铐进枷锁、无缘无故被打、无缘无故被囚禁在地牢。这些片段犹如一格一格的底片在他眼前曝光。
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描述了聂黑流道夫试图帮助卡邱莎脱离痛苦的经过，并着重描写了他内心
对于赎罪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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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作家、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19世纪中期俄国伟大的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
天才艺术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也创作了大量的 
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
【译者简介】
高植，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文学翻译家、作家。1932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曾任教于中
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1949 年后任山东师范学院教授、北京时代出版社编审。1930 年代末开始长期
致力于托尔斯泰著作的翻译，1942 年由他翻译并经郭沫若校读的《战争与和平》由重庆的五十年代出
版社出版（以“高地”的笔名与郭沫若联署），此后多次再版重印。1940 年代他又陆续翻译出版了《
复活》、《幼年·少年·青年》、《安娜·卡列尼娜》等托翁名著，并在1950 年代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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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的是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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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高植（1911～1960），巢湖市柘皋镇人，著名作家、翻译家。他自幼勤奋学习，追求新知。13 岁时
，就读于芜湖萃文中学，后又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完高中。民国21 年（1932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
社会系。曾在凤阳中学任教，后来担任中山文化馆编译。抗日战争开始后，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
。高植通晓英、日、俄文，尤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他在青年时期就从事文学创作，18 岁即在《
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嗣后，他的作品常在报刊杂志上刊登。民国25 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了他的小说集《树下集》和中篇小说《黄金时代》。抗日战争时期，他埋头研究翻译列夫·托尔斯泰
的现实主义巨著《战争与和平》，他的译稿得到郭沫若的赏识，并为之作序。1952 年以高地为笔名与
郭沫若合译《战争与和平》，由50年代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他是将俄文原著直译为中文的第一人
。这本译著问世之后，得到读者的普遍赞誉，高植从此成为一个有名的翻译家。以后他进一步研究托
尔斯泰作品，译出《幼年·少年·青年》、《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和不少中、短篇小说
。
2、托尔斯泰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
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复活》描述了聂黑流道夫试图帮
助卡邱莎脱离痛苦的经过，并着重描写了他内心对于赎罪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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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章节试读

1、《复活》的笔记-第50页

        看完这部书，不停在想，如果你是卡秋莎，你会原谅聂赫留朵夫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托
翁笔下的卡秋莎选择的不仅是原谅，而且是再次爱上。在我看来，有些伤害是永远的，就像身上的伤
疤一样，或许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已然不再疼痛，但疤痕永远都不会消失。所以，就算原谅也不代表
伤害就不在了，不代表可以重新来过。

2、《复活》的笔记-第200页

        高植是直接把世界文豪托尔斯泰的巨着《战争与和平》由俄文译成中文的中国第一个人。1949年4
月23日，南京解放了，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投入翻译工作。194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出版了他
译的《复活》。他在山东师范学院担任了一个短期教授兼系主任后，又调往北京时代出版社担任专业
作家，专心致志翻译了托尔斯泰另一名著《安娜·卡列尼娜》。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他的译本，1955年再版。他还出版了《论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一书，1958年还出版了《千字文》杂
文集。高植的名气愈来愈大，可他治学的勤奋精神没有一丝松懈，1957年由北京到上海校对翻译的作
品，白天的活动再多，也要坚持每晚工作4小时。

3、《复活》的笔记-第200页

        1960年，由于长期积劳成疾，9月15日高植以心肌梗死突然发病，在他北京的书房里停止了呼吸，
终年49岁。他在全家人不知道情况的深夜里悄悄地走了，而他的案头却留下了几百万字的翻译托翁的
巨著——《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高植像蜜蜂一样的辛勤，把香甜永远留给了
人间。  

 

 

4、《复活》的笔记-第200页

        人的精神的升华和人的成长，不仅意味着对现实恶的否定，也意味着对产生这种恶的社会根源的
否定。小说的这一思想是深刻而积极的。在作品中，作者对沙皇俄国时代的一切国家制度、社会制度
、教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强烈的批判。

5、《复活》的笔记-第50页

        高中时候看复活，还不能完全理解，如今再看《复活》，越发觉得这完全是一场感性的忏悔，赤
裸裸地向我们展现了一颗忧伤痛悔的灵魂。

6、《复活》的笔记-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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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
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
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
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
鲜明的表现。

7、《复活》的笔记-第30页

        “但这是不可能的。”聂黑流道夫继续向自己说，同时他已无疑地知道了这就是她，就是那个姑
娘，又是养女又是婢女，她，他曾经一度爱过，真正地爱过，后来，在一次无理性的昏醉中诱惑了她
，并且丢弃了她，后来从未想到她，因为这个回想是太痛苦，太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罪恶，并且证明，
他虽是如此地骄傲自己的正派，却不但是不正派地，而且简直是卑鄙地对待过这个女人。

8、《复活》的笔记-第6页

        女犯感觉到注视在她身上的许多目光，没有把头侧转，偷偷地斜视那些看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
意令她高兴。比牢里清洁的、春天的空气也使她愉快，但是不惯行走的穿着粗笨的囚鞋的脚，走在石
头上是痛苦的，她望望自己的脚，极力要尽可能地走得轻。在一个面粉店的前面，有一些不为任何人
所伤害的鸽子摇摆地走动着，女犯从那里经过时，几乎有一只脚碰上了一只深蓝色的鸽子；鸽子飞起
来，扑动着双翼，从女犯的耳边飞过，向她刮了一阵风，女犯微笑了一下，然后想起了自己的境遇，
深深地叹了口气。

9、《复活》的笔记-第100页

        高植译托尔斯泰，是对照了英译本而从俄文本直接译成中文的，他所花的劳动量十分巨大，先后
用了10多年时间。 他尽可能忠实于1941年的俄文本，那个版本分四册，他的译本也分四册。关于人名
、地名，当然只能直译，忠实于原文的直译，他不受任何方言的影响，不受带有广东话色彩的对音的
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用普通话对音，所以和其他俄国文学、苏联文学翻译家的译名出现了很多不同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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