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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长》

内容概要

《驿站长》普希金五个短篇小说中最具文学价值的，它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小人物主题，以满
腔同情描写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遭遇。小人物的主题后来在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
夫等作家笔下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大特色，也表现了俄罗斯作家的民主性，他们
同人民的接近。
《上尉的女儿》是一部表现18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小说。由于沙皇连年对外征战，对内横征暴敛，实
行最黑暗的统治，以致民不聊生，于是1773年爆发了普加乔夫起义。起义遍及雅克河、伏尔加河和顿
河流域广大地区，并占领了喀山、萨拉托夫等重要城市，给了沙皇专制统治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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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长》

书籍目录

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出版者的话  射击  暴风雪  棺材店老板  驿站长  打扮成农家姑娘
的小姐上尉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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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长》

章节摘录

　　故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　　射击　　一　　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军官的生活是
众所周知的。早上出操，练骑术，午饭在团长那里或犹太饭馆吃，晚上喝潘趣酒和打牌。 小镇没有一
家经常接待宾客的人家，没有一个未婚姑娘；我们总是在 同事的住所里聚会，那里除了穿制服的，什
么人也看不见。　　跟我们来往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他近三十五岁，因此我们 把他看成老头儿。
他饱经世故，处处显得比我们精明强干。他总是 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说话尖刻，这对我们年轻人发
生了很大的影 响。他的遭遇充满了神秘的意味。他似乎是个俄国人，却起了个外 国名字。从前他当
过骠骑兵，日子过得很快活。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伍，要住到这个贫困的小镇上来。在这里他日
子过得很清苦， 但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礼服，不管到哪里 总是步行，可
是却常常招待我们团的军官吃饭。不错，他的饭只有两 三道菜，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但香槟酒却像
河水一样流着。谁也不 了解他有什么财产，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可是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他
有许多书，大多是军事书和小说。他乐于把书借给人家，从来不讨还，可是他借的书也从来不归还主
人。他的主要活动是练习 手枪射击。他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像蜂窝一样。他收藏了 许多手
枪，这是他那简陋的土屋里唯一的奢侈品。他的射击技术是 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他提出要把梨放在
谁的制帽上，用枪子儿打 掉，我们团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头伸过去。我们常常谈起决斗 的事，
西尔维奥（我这样称呼他）从来不参加这种谈话。我们有时问 他是不是决斗过，他冷冷地回答决斗过
，但从不谈细节。看得出，他 不喜欢我们问这种事。我们猜想，他的良心上一定萦绕着一个什么 不
幸的事件，一定有人在他那可怕的枪法下成了屈死鬼。不过我们 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的事情
。有一种人，单凭外貌就不用 这样去怀疑他。可是，一件意外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　　有一
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我们像往常一样，喝了很多酒。饭后我们请主人坐庄和我
们打牌。他推辞了很久，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
，坐下来发牌。我们围着他坐下来，牌局开始了。西尔维奥有个习惯，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他从
来不争论，也不解释。要是赌客算错了账，他就马上把没有付足的钱付清，或者把多付的钱记下。 我
们都知道他的脾气，所以总让他按自己的一套处理。可是我们当 中有一位军官是新调来的，他也来这
里打牌，由于心不在焉，他多折 了一只牌角。西尔维奥照老习惯，拿起粉笔，把数目加上了。那军官
以为他搞错了，就向他说明。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军 官忍不住，拿起刷子把他认为记错的
数字擦掉。西尔维奥拿起粉笔 重新记上。军官因为喝了酒，输了钱，又受到伙伴的耻笑，急躁起来，
他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在暴怒中竟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幸好西尔维奥躲得快才
没有打中。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 他气得脸色煞白，两眼闪闪发光，站起来对军官说：“先生，请您
出 去，您得感谢上帝，幸好这事发生在我家里。”　　我们深知此事的后果，都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
无疑。军官说，不管庄家先生准备干什么，他为了受到这样的侮辱，什么事都愿意奉陪，说完便走了
。赌博又继续了几分钟，可是大家发觉主人无心打下去，便一个个放下纸牌，回到各人的住所去，边
走边谈论着眼看就要出现的空缺问题。　　第二天，我们正在练马场打听那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
他却来了；我们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我们都感到很
奇怪。我们去找西尔维奥，他正在院子里朝一张贴在门上的爱司牌打枪，子弹一颗接一颗打在牌心上
。他和往常一样接待我们，对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三天过去了，中尉仍然活着。我们惊奇地问，
难道西尔维奥不想决斗了？西尔维奥没有决斗。他居然满足于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和中尉言归于好
了。　　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件事使他的威信大受损害。缺少勇气最不能使青年人谅解，青年人往
往把勇敢看成人类最高的品德，一个人只要勇敢，别的缺点便都可以原谅。然而大家对这件事逐渐淡
忘了，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　　只有我一个人无法再和他接近。我生来富于浪漫的幻想
，以前我比任何人都更喜爱这个人，他的一生是个谜，我觉得他简直是一部神秘说中的主人公。他喜
欢我，至少对我一个人从来不说那些尖酸刻薄的话，他跟我无话不谈，态度又是那么诚恳，神情是那
么愉快。但是在那倒霉的夜晚以后，我总认为他的名誉已经被玷污，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无法洗刷。
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使我无法像过去那样对他；瞧着他，我都感到害臊。西尔维奥是个
非常聪明老练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不可能猜不出原因。看样子，这使他很伤心；至少我觉他
有两三次想向我解释，但我避开了，于是西尔维奥便和我疏远了。从此，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
时候才和他见面，我们从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就此中止了。　　乡村或小城镇的居民有许多众所周知
的体会，京城里那些漫不经心的居民是无从了解的。就说等待邮期吧，每到礼拜二和礼拜五，我们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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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长》

的办公室就挤满了军官：有的等钱，有的等信，有的等报纸。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互相交流消息
，办公室里呈现出一番极为热闹的景象。西尔维奥的信都寄到我们团里，一般他都在场。有一天，他
收到一封信，迫不及待地拆了封口。他把信匆匆看了一遍，两眼闪耀着光芒。军官们都忙于看自己的
信，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各位，”西尔维奥对大家说，“由于某些情况，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今
天夜里我就要动身，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到我家吃最后一顿饭。我也等着您。”他转过身来，对我说，
“您一定要来。”说完，他匆匆走出去了。我们都答应到西尔维奥那里去聚一聚，于是各自散开了。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西尔维奥家里去，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那儿。他的行李都已打点好，只剩下
几堵光秃的、弹痕累累的墙壁。我们围坐在桌旁，主人的情绪非常好，一会儿，他那种乐呵呵的情绪
便感染了大家；不时响起开瓶塞的声音，酒杯翻着泡沫，不断咝咝作响；我们都非常热诚地一再祝愿
他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大家站起来辞别的时候已是入夜时分了。大家都去拿制帽，西尔维奥便和大
家道别。就在我准备走出去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把我留下。“我要和您谈谈。”他轻声对我说。
我留下了。　　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人。我们面对面坐着，默默地抽着烟。西尔维奥心事重重
，那种过分激动的快活劲儿已经无影无踪了。他脸色阴郁惨白，两眼熠熠发光，口里不断吐出浓浓的
烟雾，看起来就像个地地道道的恶魔。过了几分钟，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
着了。”他对我说，“分手前我想向您说明一下。您一定知道，我很少尊重别人的意见，但我喜欢您
，我觉得，我要是在您心里留下了不公正的印象，我是很难过的。”　　他停下话头，往抽完的烟斗
里装烟丝；我垂着眼皮，默不作声。　　“您一定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我没有要求那个蛮不
讲理的醉鬼P决斗。您一定会同意：我有权选择武器，他的生命操在我的手里，而我却几乎没有危险
。我尽可以把我的克制说成是宽宏大量，可是我不想撒谎。要是我能够惩罚P，而完全不会危及自己
，那我决不会放过他。”　　我吃惊地望着西尔维奥。他说得这样坦率，使我不知说什么好。西尔维
奥接下去说：　　“事情正是这样：我没有权利去死。六年前我挨过一记耳光，而我的仇人现在还活
着。”　　他的话强烈地激起我的好奇心。　　“您没有和他决斗？’’我问道，“也许是什么情况
把你们分开了？”　　“我和他决斗过，”西尔维奥回答，“这就是那次决斗留下来的痕迹。”　　
西尔维奥站起来，从一个厚纸盒里拿出一顶镶着金边、饰着金流苏的红帽子（这种帽子法国人称为警
察帽）；他戴上帽子，帽子在离额头四五厘米处给子弹打穿了。　　“您知道，”西尔维奥接下去说
，“我在某骠骑兵团服务过。我的脾气您是知道的：我喜欢逞强，而且从小就热衷于这样做。在我们
那个时候，打架闹事是一种时髦：我是军队里首屈一指的狂徒。我们都自吹自擂，说自己能喝酒：我
的酒量赛过赫赫有名的布尔佐尔——杰尼斯?达维多夫曾写诗称赞过他。决斗在我们团里是家常便饭：
决斗的时候我总是在场，不是当证人就是当事人。同事们都崇拜我，而不时调换的团长们却把我视为
无法摆脱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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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长》

编辑推荐

　　普希金是我国读者熟知的一位俄国诗人，但他在散文(包括小说)、戏剧等方面的成就同样巨大。
“在普希金以前，却绝对没有俄国文学”；“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从
各方面说，普希金都是俄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不仅在诗歌领域，而且在小说、戏剧、文学理论等方
面。 现在本书把《驿站长》、《上尉的女儿》这两部小说呈献给广大爱好外国文学的读者，希望广大
读者从中得到一次美的享受！　　只有从普希金起，才有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
罗斯生活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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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长》

精彩短评

1、大概要情感很丰富的人，才能真正读懂普希金的小说吧？一开始毛毛躁躁地看了几篇，觉得读不
出个所以然，后来上网找书评，才勉强读懂了，发现之所以读不懂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用心去读，嗯，
这本的确是本不错的书
2、普希金的小说作为俄语孩子基本读物
3、开始就比较抓人，俄国文学的一贯魅力。
4、很好啊！不错
5、除去小说，书后还附了普希金的诗选
6、想起爸爸唱过给我听的一首歌《一双旧皮鞋》。爸爸爸爸我知我所欠的债，我总会归到这街⋯⋯
7、这本书包括两部分，《别尔金短篇小说集》和《上尉的女儿》，都是很经典的作品。额~但是本人
不是很喜欢俄罗斯小说。。。 总感觉抓不住重点，大量的描写看起来过于累赘，都是想体现一些残酷
剥削，穷苦人民受压迫的内容，可能是还不习惯这种描述方式吧。。。
8、Самсон Вырин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小人物形象。一句“小人物”，包含多少辛酸泪
。
9、感觉驿站长好可怜。
10、短篇的剧情有坡的感觉。
萨维里奇就是个活宝啊。
11、女儿太心狠了点吧
12、书的装帧设计不错，给人一种庄重深沉的感觉。这样的价格是物超所值。几个短篇看了，没有契
科夫，屠格涅夫写得好，考虑到作者的文学奠基人的身份，也不必强求了。那个长篇《上尉的女儿》
很有味道，将戏剧性和青春的激情结合得很好，对普加乔夫的描写我觉得很真实客观，一个智慧，富
有人情味而又不失残暴的人活龙活现。我感到惊奇的是，外国的皇帝好见，玛利亚为主人公求情，就
那么简单而运气地见到了俄国女皇，在我国简直不可思议，由此看来，在最专制的西方俄国，它的皇
帝似乎都比我国的天子可爱一些。
13、平实低调的普希金哦哦。他跟普京我有点分不清。
14、第一个描写小人物的～而在小人物身上看到的却是整个社会的黑暗。
15、普希金的小说写的极为朴实，但是诗人写书，意境在于，其中援引的诗句，撑的意境倒也满满
的~
16、读外国小说最头疼的事莫过于够长的人名~
17、很感人，道出了人间愁苦，很真挚，写出了父女情深⋯喜欢俄国的作品，从安娜开始，迷之喜欢
俄罗斯
18、有几篇觉得挺有趣的~
19、小人物写作的开山之作，一如所有开山小说，简单。
20、人性 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 脱离意识形态来谈 纯粹的爱与悲 真的是悲剧吗？在既定背景下最大限
度地向圆满结局靠拢
21、一般，文笔与感受都一般
22、没有期望中的那么好看
23、很简单的故事 不过浪子没回头而已。没有文化积淀，只能看出最浅层的东西。 而且带有现在的眼
光，我并不觉得冬妮娅的选择是错误的（2015-06-14）。 认真读了读后，剧情对应明显，用心良苦，
只能说冬妮娅是个幸运的女子，寄予了普希金的希望吧。
24、越过贵族阶层看平民的作者。 角度有趣
25、诗人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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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长》

精彩书评

1、文章一开篇，普希金就详详尽尽地陈述了驿站长这个职位背后的所有。驿站长是个夹杂在社会底
层中的尴尬职位——“一个真正的受气包”。身在官场，芝麻大小的官位导致他们必须低下头来承受
上级层层堆积下来的压力；驻守栈道，而又正是这官位让他们又理所当然地成为路过客官们旅途中的
出气筒。世上最无奈的莫过于左右为难，横竖都不是人。这个“受尽诽谤”的阶层无疑从本质上就带
有一些悲剧色彩，可是除去这个因素以外，小说中的驿站长又因为自己所经历的遭遇更加凄惨。一开
始的驿站长和驿站就像少女时的杜妮亚一般，简朴而充满着生机。这驿站的主人五十来岁却精神奕奕
，少女杜妮亚也美丽而青涩，但也已经难掩她内心的不安分（“这小妖精看了我第二眼就察觉了他给
我的印象”）。另外，这段回忆的描述并不太长，其中却用了不小的篇幅来描写那些画着浪子回头故
事的画。这让人看到后来，驿站长女儿杜妮亚的离开并再没回来的情节之后，不禁有些唏嘘。我想，
当后来驿站长独自以酒度日的时候，会不会迷蒙着双眼看着那些画，心里更加酸涩呢？毕竟故事再美
好，现实也总是真实得残酷。那时的驿站长即便是对像文章主人公“我”一般普普通通的过路人，也
不吝啬话语地夸赞自己的女儿，丝毫不掩饰那种自豪与爱惜——她是他亡妻的遗产，她是他得力的助
手，是他无双的珍宝，是他生活的希望。可此般满溢的爱也无法挽回杜妮亚离开时的决绝，尽管她犹
豫过，尽管她“一路啼哭”，她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这对驿站长来说无疑是如同山崩地裂一般的打
击。而让他日后都难以释怀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当初杜妮亚的离开，竟是自己一手促成的。他也许恨
极了自己，恨自己没有看到，杜妮亚临走时犹豫不决的背后，正是一颗早已跟骠骑兵远走的心。这可
怜的老驿站长也曾一度抱有希望，希望能带回他那“迷途的羔羊”。可是他辗转一路来到彼得堡后，
见到的是厉声相向的勤务兵以及冷面相对的明斯基。尽管如此，他也仍然使了计谋，偷偷潜入，只因
还怀揣着一丝丝的希望。可是他没想到的是，杜妮亚已经从乡间少女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穿着极其
华丽的时装，坐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像个女骑士坐在她的英国马鞍上”的贵妇人。明斯基再见他时态
度更加恶劣，甚至以“强盗”称呼。可以说这时的驿站长仿佛就站在苦海边上的悬崖边上瑟瑟地发抖
，而杜妮亚，见到他之后除了晕倒再也其它动作的他亲爱的女儿，就是那个狠狠给了一脚踹他入海的
侩子手。坐享了富贵荣华之后，杜妮亚也许不会像驿站长一样快速地老去，但是她的言行已经无声地
证明，她已不再是当初那个纯真青涩的驿站长的女儿了。追求个人的物质富足固然无可厚非，可像这
般绝情决意近乎冷血，实在是让人无法苟同。后来的驿站长和他的驿站以惊人的速度衰老着，不过三
四年，“一切都显出破败和无人照管的景象”。主人公再见他时，他的寡言，他的阴郁，他酒后的泪
水无一不暗示着他将孤独安静的离去。可怜的驿站长，就这样长眠在了一个“有生以来都不曾见过这
样凄凉的墓地”里。我注意到主人公开始得知驿站长已经去世之后感到惋惜，又在后来听说杜妮亚曾
来过上坟而不在惋惜。也许他也曾为杜妮亚而心动过，所以觉得慰藉。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毕竟，
她的父亲最终还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连墓地也“没有一棵小树遮阴”。这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的故事
。整个故事从一开头就无故地散发着一种悲凉。这也正是无数小人物的人生基调。他们有的勤勤恳恳
，有的安分守己，可是到头来却总是空手而去。驿站长的故事也许或多或少有些偶然，可小人物的悲
剧却无可奈何地都是必然。社会上层层叠叠冷酷的等级秩序压下来，压得他们难以喘气，压得他们无
法翻身。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很久以前见过一位正在扫地的清洁工。他瘦骨嶙峋，头发已经花白，戴着
眼镜，也许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文化人。他低头扫地，时不时扶一下自己厚重的眼镜。当时看着他我的
心里就不禁一阵酸楚。现在想起他来，只希望他若尚在人世的话，不要落得驿站长般可怜的境地。
2、一个诚实善良、温顺博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驿站长，他的爱女跟有钱的人私奔后，幸运是
没有被抛弃。站在女主人公的角度，体察她在爱情和亲情之间所经历的情感风波与挣扎。多年后，她
看到父亲苍老了许多，为此心生愧疚，是对不能在父亲跟前尽孝的遗憾，甚至是对自己获得了幸福而
老父亲还生活在困苦之中而自责。所幸的是她的婚姻很幸福，也是在告慰几年过后死去父亲的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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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长》

章节试读

1、《驿站长》的笔记-年少轻狂，老来还乡

        人还是要有寄托，才能不浑噩地苟活。

 所幸有个女儿，却被“歹人”拐带而去，以空巢老人的视角，目之为冷人齿骨的行径。
 
一转念，竟也无可厚非，亲亲与阶级，恰合“断·舍·离”。

都是不自由，此一前提下，物质飨宴的地位仍旧高于精神慰藉，自古而今皆如是。

年年祭祖，有无怪乎？

2、《驿站长》的笔记-第1页

        做父亲的，对于女儿所嫁的人自然永远不会觉得满足。
若是与光鲜的男爵私奔，便惶恐会被其弃若敝履。
若是嫁作牧人之妻，便觉此世再无翻身之时。
只可惜，女儿心硬，再相见已阴阳两隔。谁也禁不住在世界上最寒碜的坟墓之前潸然泪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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