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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前言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一生创作浩如烟海，他的俄文版全集初版九十卷，后又扩大为一百卷。全
集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自传体小说、剧本、哲学论文、文艺论文、寓言、故事、政论、书信
、日记，以及大量作品的异稿。    在托尔斯泰作品中，小说无疑占主要地位。而托尔斯泰成为世界文
化巨人，影响最大的也是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俄
罗斯文学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除了三部长篇小说，托尔斯泰还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和自传
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这些小说，即使不包括以民间故事形式出现的作品，至少也有六七十
篇。    托尔斯泰的小说大都反映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真实生活，描写了俄罗斯形形色色的人物，
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我们仿佛置身于当时的俄国环境，真可说是身历
其境；接触各种身份和个性的人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时随同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自
然而然地对他们的遭遇产生强烈的共鸣。    文艺作品主要是以情动人，阅读优秀的文艺作品，也就可
以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有益的熏陶，并由此产生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    托尔斯泰的一生主要是关心
人，同情不幸人们的苦难，思索怎样使人间充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爱，也就是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正
是这种伟大的人格感动了并在不断感动着全世界一切正直人的心。难怪他的作品在全世界被译成最多
种文字，在经典著作中印数始终占据首位。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复活
》早在一九一三年就出版了中译本，改名《心狱》；接着在一九一七年又出版了《安娜·卡列尼娜》
的中译本，译名《安娜小史》。这两本书都由林纾译出，但林氏不懂原文，完全靠别人用中文口述，
再由他用中文写出。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译本不能算翻译，只能说编写。    以后我国陆续有人
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但大多由英文和日文转译，直接从俄文翻译的很少。新中国成立后，托尔斯泰
的作品介绍过来的多了，而由俄文直接翻译的也增加了不少，但通常都是你翻译一本，他翻译一本，
很难保留托尔斯泰作品风格的一致性。    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五十年代主要
翻译肖洛霍夫小说。我的翻译工作因“文革”中断了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开始系统翻译托尔斯
泰的小说，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八年，前后花了二十年工夫把他的三个长篇、六十多个中短篇和自
传体小说翻译过来。我翻译托尔斯泰作品，主要是想让我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他的人格，欣赏他的艺
术，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    巴金极其崇敬托尔斯泰，称他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他多次鼓励我翻
译托尔斯泰的作品，还把他珍藏的俄文版豪华插图本提供给我。这套托尔斯泰作品集出版于一九一六
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前，其中有两百幅精美插图，全都出自俄国名画家之手。这套作品集在中国只
此一套，真正称得上是海内孤本，其中大部分插图在中国都没有介绍过。现在，《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中译本出版，这些精美的插图都用在这套译文集里。我想，中国读者一定会跟我一样对巴金先生表
示衷心的感谢。    草婴    二○○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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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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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作者简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出身贵族。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
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中篇小说《一个
地主的早晨》《哥萨克》等。此外还创作有剧本《活尸》等。托尔斯泰的创作长达60余年，作品深刻
描绘沙皇俄国的社会生活，反映出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农民世界观的矛盾，对世界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
    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年3月生，浙江镇海人。1941年开始翻译俄苏文学，20世纪50年代翻译尼古
拉耶娃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肖洛霍夫中篇小说《—个人的遭避》《顿河故事》等。60
年代后翻译菜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全部小说
。2003年著有《我与俄罗斯文学》。1987年获苏联“高尔基文学奖”，2006年获俄罗斯“高尔基文学
奖章”，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1年获“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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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前言译者导读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附录《复活》各章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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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章节摘录

版权页:《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
十个七次。’”《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
呢？”《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路
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1尽管好几十万人
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
，尽管他们锄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
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阳光和煦，青草又到处生长，不仅在林阴道上，而且在石板缝里。凡是青草
没有锄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生意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纷纷抽出芬芳的黏乎乎的嫩叶，菩提树
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苍蝇都被阳
光照暖，在墙脚下嘤嘤嗡嗡地骚动。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
蓬勃。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
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他们
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就因为这个缘故，省监狱办公室官员认
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幼都在享受的春色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昨天
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三名受过侦
讯的在押犯，一男两女，解送法院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解送审。由于接到这张传票
，这天早晨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他后面跟着一个面容憔悴、鬈发花白的女人，
身穿袖口镶金绦的制服，腰束一根蓝边带子。这是女看守。“您是要玛丝洛娃吧？”她同值班的看守
来到一间直通走廊的牢房门口，问看守长说。值班的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
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冲了出来。看守吆喝道：“玛丝洛娃，过堂去！”随即又带上牢门，等待
着。监狱院子里，空气就比较新鲜爽快些，那是从田野上吹来的。但监狱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
污浊空气，里面充满伤寒菌以及粪便、煤焦油和霉烂物品的臭味，不论谁一进来都会感到郁闷和沮丧
。女看守虽已闻惯这种污浊空气，但从院子里一进来，也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她一进走廊，就觉得
浑身无力，昏昏欲睡。牢房里传出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喂，玛丝洛娃，快点儿，别磨
磨蹭蹭的，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门喝道。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个儿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
人，身穿白衣白裙，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大踏步走出牢房，敏捷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旁边站住
。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外面套着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让几绺乌黑的鬈发
从头巾里露出来。她的脸色异常苍白，仿佛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新芽。那是长期坐牢的人的通病。
她那双短而阔的手和从囚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脖子也是那样苍白。她那双眼睛，在苍白无光的
脸庞衬托下，显得格外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微有些斜视。她挺直
身子站着，丰满的胸部高高地隆起。她来到走廊里，微微仰起头，盯住看守长的眼睛，现出一副唯命
是从的样子。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严厉、苍白而满是皱
纹的脸来。老太婆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就对着老太婆的脑袋推上牢门，把她们隔开了。牢
房里响起了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向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洞转过脸去。老太婆在里
面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千万别跟他们多哕唆，咬定了别改口，就行了。”“只要有个结局就行
，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晃了晃脑袋说。“结局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煞有
介事地摆出长官的架势说，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跟我来，走！”老太婆的眼睛从窗洞里消失了
。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间，跟在看守长后面，疾步走着。他们走下石楼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闹、每
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有两个持枪的押送兵等着。坐在那里的
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说：“把她带去！”那押送兵是下城的一个农民，红脸
，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目光对着那女犯，笑嘻嘻地向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
。这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向大门口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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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编辑推荐

《复活》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
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的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
庭、监狱、官吏以及整个国家机构的反人民的本质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
命中矛盾状况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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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精彩短评

1、包装不好，书面较脏，看着很不舒服。
2、不错，趁着假期看看托翁
3、非常有趣，可对照《茶花女》、《死屋手记》、《苹果树》来读
4、尼玛呀⋯⋯终于看完了，至少半个月吧！摔。好书。大家之作。
5、2015.6.21~6.23 对人性与精神世界鞭策。
1、他所谓灵魂的净化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他生活了一段时期，忽然觉得内心生活迟钝，甚至完全停
滞。他就着手把灵魂里堆积着的污垢清除出去，因为这种污垢是内心生活停滞的原因。2、所有这些
人被捕、被关或者被流放绝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义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和富人据有他们
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财富。3、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的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
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4、社会和社会秩序所以能维持，并不是因为有那些受法律保护的罪犯
在审判和惩罚别人，而是因为尽管存在这种腐败的现象，人们毕竟还是相怜相爱的。

6、图片上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但是下面的基本信息里面写到的又是海南出版社，是什么原因？哪个
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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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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