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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内容概要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问世以来备受世界各国读者喜爱。农家姑娘玛丝洛娃遭到前来度假的
贵族少爷诱奸、遗弃后，沦为妓女。后来，好又被诬陷为杀人犯。少爷在法庭上与她不期相遇，内心
卷起狂澜，从而引出一个曲折感人的故事。

Page 2



《复活》

精彩短评

1、不错哟
2、一个人是由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组成，只有精神的人战胜兽性的人，心灵才能够复活。
3、同样是由一个真实事件引发的创作冲动，托翁与他人不同的也许是，不仅仅只是通过搜集书面材
料来进行创作，而是实打实的去监狱、法庭去看、去听、去体验。所以，尽管这部书描写的是一个多
世纪前的事，可那些审判场景、那些为了案件四处奔走的场景、那些监狱里阴暗困苦的场景，仍然真
实得彷佛就在眼前。
4、读了三年，都没太懂，好书！
5、读的第一本长篇
6、这本书读的颇为曲折。
7、到现在都记得这个名字“叶卡捷玲娜 喀秋莎 马斯洛娃”
8、看到结尾有点失望，变成了宣讲福音书的调调
9、看完充满同情心。
10、人性！人性！人性啊！！！
11、为什么我觉得老托写得很牵强呢？
12、小时候读过最深刻的书，现在依旧会感动的书
13、稍启
14、手法是不错的...但是...把人写的太善良了啊,有木有...这所谓黑暗麻木颓废的俄国社会跟天朝社会相
比,这就是幼儿园跟博士后的差别啊,有木有...
15、最后聂赫留朵夫还是没找到出路，但是宗教信仰给了他心灵上的平静
16、初中的时候简直快被俄罗斯文学洗脑
17、人性！
18、唉，里面讲来讲去就是在说平均主义有多好，私有主义有多坏。这种腔调或许在几十年前还能欺
骗大众，但在如今，这所谓的经典我觉得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
19、一个人的悲惨命运的？？？每个人心里都有魔鬼，内心掩虚不了的、、、不知道给现实生活带来
多少悲哀。
20、刚开始有点看不进去，不过越往后越精彩！！
21、心里的安慰，心灵的救赎
22、没看下去。。。从此对名著有阴影⋯⋯
23、看到另一版也是译林，力冈这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地位，但是当初读的时候会觉得“啊到底是文豪
啊读起来就是快”现在想来和译者也不无关系。到底是文豪啊，就是好看（补：今天看梁文道先生的
一千零一夜，提到力冈先生是“几乎被遗忘的翻译大家”，这种感觉无比美妙）
24、大段大段都是托氏对宗教的解读和意见。
25、好啰嗦的一本书哦，一个简单的情节居然写出一章来，一个心理活动居然写出十几页来，我无语
。
26、原罪和救赎。人性的觉醒，让那时一个初三的孩子激动得彻夜难眠。
27、额。。
28、很不错的书，很不错的描写。
29、义务教育必读
30、爸爸送的生日礼物
31、看过这本书我顿时就觉得德伯家的苔丝真是太现实了= =
32、2002
33、我就快迷信力冈所有的翻译，真的很美
34、呵呵，读的太早了！记得不很多
35、主人公人性的自我救赎已然完成。而大社会人性的救赎还在待续，抑或根本没有开始。对文章的
一句话印象深刻：最后是第五种人，社会对他们犯的罪远远超过他们对社会犯的罪，这都是一些被抛
弃的人。
36、少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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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喜欢托尔斯泰的文法，每一个排比，都让你感到文字的优美会是如此这般，这真是一个动人的故
事，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救赎的描写。
38、让在这场旅途中的人，都可以得到救赎。
39、是学长推荐的一本。然后就买来读了。
40、思辨性很强，描写力略弱~
41、补豆瓣。（。
42、伤口能够痊愈吗？
43、开始还行，后面迂腐不堪
44、当初是被封面的女人吸引的，相当深刻的一本书。。。
45、以前最爱看的名著之一.
46、上午被老师考查读过什么文学作品，想了半天发现没读过什么俄国文学，到晚上想起托翁还是读
过这么一本的
47、高富帅放弃一切，只为救赎他人和自己，这种伟大的幻想只有俄国作家才有！
48、依旧是在把名著当故事读的年代看的，而且貌似因为太厚果断放弃了最后一点，大概当年对灵魂
的复活这种事无法理解吧
如今的人都半死不活，还真是不好办
49、主要论述的问题有法律，监狱，土地，人性复活。总觉得能坚定由奢入简的决心，并完全靠自己
一路走下去是需要很强大的力量的。把自己置身于低姿态所带来的对内心的各种冲击才是生活的精彩
之处。丢开那些空洞的奢华，不被美酒迷醉，保持一颗善良的心，才最重要。
50、这本书和我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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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把人的虚荣的本性描绘的栩栩如生，高官的虚荣、平民的无知等等。特别是聂赫留朵夫不
断自我反省的过程让我没有勇气去看下文，本书人的丑恶的一面全部暴露在几张纸上，结合现实生活
中，有几个不是这样呢？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踏入社会有几年的读者来看这本书体会会更深一点。
2、这几天在断断续续的看托尔斯泰的《复活》，其实说起来，世界名著我真得看的不多。记得最清
楚的是高中时候看《茶花女》，大学看《德伯家的苔丝》，中国四大名著也只看了《红楼梦》一套而
已。主要是一想到大部门就先行头痛去了。这次也只是为了省钱暂时没买新书，就把书架上没看过的
书都拿过来看。先是看了《霍乱时期的爱情》，最近开始看《复活》。我都忘记这本《复活》是什么
时候买的了，估计是地坛书市的时候买的，因为封底还贴着一个售价8块钱的小标签。一开始只是为
了打发时间，但看进去之后才发现真的很好看。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错觉，如果达尔文的理论
是正确的话，那人类应该是不断进化的才对，可是你看托尔斯泰描写的19世纪的俄罗斯分明是现在的
中国社会（某些方面）。托氏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思考的。所以我会疑惑，历史到底螺旋式
前进的，还是从来都没有变过。始终是那些问题，只是面对问题的我们一直在变而已呢？最近网络上
闹得沸沸腾腾贪官问题、法律到底在保护谁的问题、到底谁有权利惩治另外一些人？政府、官员的角
色到底是什么的问题，等等，在19世纪的俄罗斯，聂赫留朵夫看到的这些问题至今仍存在，只是稍微
换了件衣服而已。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余世存的讲座，讲的是“社会失格”问题。他在讲座中说
，很多年轻人生存压力很大，在遇到诸如失业的问题时总会第一时间反省是不是自己能力不行，其实
也许真正的问题是这个是会丧失了对人民的责任。他没有对生存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履行一个社会的责
任。就比如，如果一个硕士毕业生，他毕业之后勤勤恳恳工作，但所得仍旧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
根本谈不上生活品质。按照一般的理解是这个同学肯定要反省自己，为什么自己研究生毕业，可还是
不能稍微好一些的养活自己呢，尤其是你还勤勤恳恳地工作，没有偷懒，没有不用功。那，除了个人
反省之外，这个社会是不是也要反省自己呢？到底这个社会是怎么了，竟然让一个受学校教育那么多
年，勤勤恳恳的人不能享受好一些的生活呢？那，到底享受好生活的都是哪些人呢？托尔斯泰也问了
同样的问题。那些农民，每天都很辛苦地在地里干活却不能维持温饱，于是只能来到城里打工。这很
像我们现在的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来到城里之后，他们做的还是很卑贱的工作，但稍有疏忽，比如身
份证过期，或是仅仅为了填饱肚子偷块面包等，就会被投进监狱。是谁把这些人投进监狱，并且决定
是放他们出来还是让他们流放或是去服苦役呢？是那些靠剥削农民等劳动者而保持奢华生活的掌权者
们。看，这是一个悖论对不对。真正的劳动者们，真正的创造生产资料的人们却享受不到面包。而那
些不劳而获的人却在享受穷奢极欲的生活，并且他们享有管制前者的权利。但我们却对此视而不见。
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这些干活儿的人和那些迫使他们干活儿的人一样，
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在他们的怀孕的妻子在家里干着力不胜任的活儿，头戴碎步帽的孩子们在
快要饿死之前像小老头一样笑着、乱蹬着小腿的时候，他们还是认为应该为一个无聊和无用的人、一
个掠夺他们、使他们破产的人建造这样一幢无聊和无用的大楼。”这部小说的名字叫复活，含义是聂
赫留朵夫和卡秋莎人性的复活。但在我看来，比这两个人的人性复活更为重要的是聂赫留朵夫发现的
那些问题，披露的更为众多的人的人性。我们很轻易就会对一些我们看得见的小问题问“为什么”，
但却往往忘记对一些看似“习以为常”的东西问“为什么”，我们被教育的是一旦出了错首先要从自
身找原因，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是全部。当社会失格，一切均另当别论。互联网的出现让各
种信息能够在不同的人之间流转，弊端自然有，但好处是不管真假良莠，我们好歹看到了、知道了。
近两年，尤其是微博出现之后，我们透过互联网看到了很多“冤假错案”，比如夏俊峰案，还有之前
上访妈妈的事，以及无时无刻不出现的因为强拆而拆出来的人名，还有政府为了政绩把化工厂建在危
害百姓生活的地方⋯⋯每到这个时候，网上都群情激愤，最多的是情绪发泄性的谩骂，比较少的是理
性地解决。这种事发生，我们当然首先要问责政府，到底什么样的政府环境或者说是官僚环境让一些
平时看着跟普通人一样坏不到哪里去的人一旦穿上官服，一旦身处那个环境，就要做出那种可能他自
己平时都不太能想象得到的事。到底是谁赋予的其中一些人以权力惩处另外一些跟他一样的人，但在
惩处时，掌权的一方却好像忘记了另外一方是人。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案例中，好像人都不是在被作为
人尊重。比如那个怀孕七八个月只是因为超生而被引产的妇女，你能说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被当作人
尊重了吗？而不把她们最为人尊重的其实就是生活在她身边的另外一些人而已，只不过她穿着制服。
这身制服到底有怎样的魔力？还有之前一直被妖魔化，现在正极力漂白自己的城管们。他们在为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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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城市面貌而执法时，有把那些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出来摆摊的小贩们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在尊重
吗？如果有，也许夏俊峰就不会拿起刀子杀人。还有那些坐拥几十块手表、几十套房产的官员们，他
们有尊重纳税人的钱吗？他们用纳税人的人买豪宅名表的时候，纳税人正一天八小时地坐在电脑前苦
逼地做设计或是打字赚稿费。托尔斯泰在这本书中问得最多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那就是一些人凭什
么对另外一些跟他一样的人有审判权？凭什么可以坐享另外一些人的劳动成果。时隔百年，我们面对
的问题仍旧没有变过。只不过现在的大多数人能吃饱饭穿上衣服，但问题的本质却一直没有变过。聂
赫留朵夫最后用福音书救赎了自己，但我不相信这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托尔斯泰在去世前的很长一段
时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即使他已经82高龄，仍旧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地主家庭。但他并没有真正
解决问题，福音书只是他给自己的一个安慰而已。但这个问题究竟要如何解决，我也不知道。前不久
在看刘瑜的《民主的细节》，也许美国等欧洲国家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由于
我对政治学没有研究，也实在搞不清楚在中美不同的历史土壤中，能否直接照搬美国的三权分立制。
但是我知道的是，首先建立健全自己独立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然后对一切政治保有警惕，理智地考
虑问题。做一个清醒的闰土，也许能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开始改变一点点。
3、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我仅读过这一部，但由于这部写的较晚，所以应该是表现了他的终极思想。
作品中，主角聂赫留朵夫对社会及人生经过一番艰苦而漫长的思索后，最后还是到福音书里找答案去
了。猛一看，似乎又是西方作品俗不可耐的老套路，靠基督教解决一切疑难杂症。但我认为，虽然结
尾处作者狂引《马太福音》，但并不见得作者就认为基督教（这里是东正教）是灵丹妙药，而是作者
推崇基督教的这种爱人、宽恕人、谦卑的心。作品行将结束时，作者安排了一个世外高人“怪老头”
出场，将国家机器和各路教派都贬低了一顿，但还是指出“大家只要相信自己的灵魂，就能同舟共济
。只要人人保持本色，就能齐心协力”。很明显这是作者借作品中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
，托尔斯泰这种否定国家机器，认为不用法律，只靠人自身的道德约束和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就可以构
建harmonious社会的想法，无疑是极端错误的。即使人人都有爱心，都能自律，但在物质资料有限，
根本利益相悖的情况下，必然还会互相争斗。更何况，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人的素质也是良莠不齐
。或许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的况下，托尔斯泰乌托邦可以实现，但结合当时的情况，明显只能是空谈
。
4、本来是在网络上搜集点关于本书的资料，却发现了一篇据说是高考作文中以托尔斯泰做题目的文
章，看后感到非常悲哀。我想，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人们看着卢布变成废纸的时候，俄罗斯人也绝对
不会把满腔的怨恨发泄在这位伟人的身上。可是，在这位不朽的老者，全世界景仰的圣徒离世一个百
年之后，却成了一个中国学生发泄私愤的对象，朝这个神圣的名字吐唾沫。我明白了这是一种既懦弱
又残忍的发泄，他们并不是自己所认为的那种所谓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而是另外的一种奴隶和暴君，
只是因为自己不能够达到个人的目的，就拼命的侮辱一切高尚的事物和人，亵渎一切价值，在这种虚
无的背后，是一种自私而野蛮的对于人本身的否定。表面看似很反叛很自由，其实不不过是因为自己
没有得到利益的私愤，假如他们得到了自己向往的名利，那么他们将是最市侩的人。一个没有基本原
则的人，唯一的原则就是他自己，为了这个原则，他可以肆无忌惮的践踏所有的人，这就是中国式的
虚无主义，总是和世俗脱不了关系。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为自由与尊严而战，在每一个
看似反叛的背后，在每一个所谓的真话的背后，我看到的不过是一个东西--钱。作不出文章就骂托尔
斯泰，治不好国就骂愚民，找不到工作就骂孔子，错都是死人的，别人的，自己是怀才不遇的精英，
只有自己是没错的。也只有这样无原则的人，才会侮辱托尔斯泰，他们不敢向压迫者宣战做真正的抗
争，只能向扒死人的坟墓，从里面把尸体挖出来炫耀自己的所谓勇敢。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精神胜
利法，弱者的胜利。只有真正的处女座才了解托尔斯泰，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凭心而论，复活在艺术
上的价值远不能与他的其他作品相比，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平庸简直让人不能相信这就是战争与和平
的作者，叙述平淡，充满了宗教说教，几乎是一部文学版本的忏悔录。期间虽然也延续了作者本人一
贯的对世界与人生的探讨与动摇，但是这种矛盾却显得很苍白与牵强，依然是站在一个贵族的立场上
企图获得良心上的宁静。是啊，我居然在托尔斯泰那里发现了不足！这正是一个处女座读者的缺陷，
在所有的事物里都会挑出瑕疵。我一向认为，托尔斯泰的道德诉求总是抑制了他的艺术，与处女座的
歌德为古典主义的平衡抑制了他的感情一样，他的作品不似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震撼人心具有强烈的
感情色彩，也没有屠格涅夫那样的浪漫色彩，他的作品是沉稳的叙事与道德思考组成的，他的肉体与
灵魂永远处于对立的状态，他害怕自己的欲望，力图摆脱它的诱惑，最后还是牺牲了安娜式的美丽，
逃向了宗教。只有读懂了谢尔盖神甫，才真正的理解他所有的作品。他最后要做的就是做教士，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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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遁入宗教，舍弃尘世，家庭，荣耀，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以一个圣经中贫穷，病弱，孤独的形象断
绝了一个贵族和艺术家的联系。他选择的是决裂，时间虽然太晚，但是他还是完成了自己的完美。世
界上有什么比做一个教士更完美的道德追求呢，我想，在每一个处女座的人心中都有那么点出世修行
的渴望，这种渴望来源于对世界，人性和自己不完美的愤怒，来源于内心深初对欲望的恐惧与懊悔，
在处女座的人看来，道德不是逻辑推理，而是生活方式，对善的热望，对完美的信仰。纯洁是这个星
座的信条，相信人可以通过道德来达到纯粹的完全的纯洁，他的一生也是不断的反省自己，几乎是每
时每刻的在愤怒，懊悔和赎罪中度过。永远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所以才不断的忏悔。所以这个星座
才有德兰修女那样完美的天使。即使我的努力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是也要努力实践，实践，是这个星
座最终目标，象德兰那样去印度拯救穷人，象托尔斯泰那样和农民一样死去。读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
，就是读一个渴望完美的人一生追求的日记。完美是痛苦的，不能被世人所理解，在家庭中也感到痛
苦与孤独，那不仅仅是一种逃避虚空的努力，而且是一种致力于自我完善的过程，不断的修正自己，
谴责自己，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摇摆与困惑，最后，在复活中，他终于打碎了一切世俗的枷锁，在
每一种世俗的制度中都发现了罪恶，走向了彻底的自由，宗教。这就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最后的逃避。
只有在宗教里才有完美。而现实的一切，都是有缺陷的。天蝎座的陀氏是因为总感到爱与恨都不够才
逃进宗教去，而托尔斯泰是因为追求完美，尽管他的人生在其他人眼中已经十分完美，所以他更象那
位出家的王子，一个贵族。托尔斯泰最后的出走，既是决裂，也是一种自杀式的受难，是的，处女座
的人渴望拯救自己，也喜欢这种拯救式的自豪，在这种磨难中他才感到自己接近完美，是真正的愉快
。这个星座的人都有点自我虐待倾向，他们不明白有人为什么对生命的虚无无动于衷，为什么对人类
的苦难熟视无睹，对现实的缺陷无所作为，他们就拼命的说教，谴责，最后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这种
徒劳的改变。是的，处女座的人缺乏其他星座的勇气和豪情，他们是胆小的，游移的，不喜欢破坏的
，但是当他们一旦感到无法忍受世界的不公正的时候，就会挺身而出。在他的作品里总是能够感到这
种游移与勇气的交织。完美主义者永不妥协。并且只站在良心的一面，他永远是孤独的，尽管他比任
何人都看到了虚空与不完美，也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是他还是要在这虚空与孤独与孤独中走向最后的
完美。鉴于本人的才智与品德完全不配谈论伟大的托尔斯泰，我只好用被人不屑一顾的星座的方式，
我写这篇低劣的读后感，就是一个原因---我不允许有人侮辱亵渎托尔斯泰！一个古板，较真的处女座
读者，为她的同胞感到羞愧，并且捍卫自己的良心。。
5、涅郝多留夫毁了卡秋莎  而她又因为卡秋莎而醒悟  卡秋莎因为涅郝多留夫的爱而复活  总之  书很感
动我
6、这是一个关于自我反省和自我升华的故事。但依然是悲剧，我不明白主人公这样做能挽回些什么
，显而易见错误造成的后果是很难再扭转过来的。但是世间能有几人又勇气为自己当初犯下的错误承
担责任。复活或许是精神上的一种救赎，但是最可悲是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感受不到精神的残缺。仿佛
在很多的故事里面，女人都是弱者（或者受害者），这里的喀秋莎也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而那些有勇气正视自己，能够反省自己错误的人才有机会复活。
7、任何的救赎，莫过于心灵的救赎，男主人翁（聂赫留朵夫）再一次庭审现场偶遇因自己当年轻浮
之举而使得沦为妓女一生因此改变的女主人翁，内心愧疚，对女主人翁展开了一场补偿性质的救赎，
同时也是对自己心灵的一场救赎。作者对男主人翁的心灵世界用了非常大篇幅的细致描绘，有时一整
页都是如此，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了主人翁的思想境界的提升。同时作者还不局限于此，救赎者与被救
赎者之间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从男主人翁与女主人翁的第一次见面时，女主人翁向男主人翁要
钱的市井妓女形象，到最后女主人翁拒接男主人翁求婚请求嫁给一个革命家的举动，可以看出女主人
翁思想境界的巨大反差。同时男主人翁与社会上各种人的接触中，让读者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社会上
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物样貌，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十九世纪西方社会方方面面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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