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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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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斯泰作品的风格的一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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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二00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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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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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本作品中，为现代人描绘了一幅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生存的画面，为身心憔悴、
心灵疲惫的现代人预备了一剂镇痛良药。这部作品倾注着大师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注与终极关怀
，也体现了作家鲜明的人文生态思想。
目录
译者前言
卢塞恩——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摘录
阿尔培特
三死
家庭幸福
哥萨克——一八五二年高加索的一个故事
波利库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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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

作者简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 19世纪
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体小
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其它作品还有《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塞瓦斯托波尔
故事集》等。他也创作了大量童话。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
高峰。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
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
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
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列夫·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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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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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

章节摘录

阿尔培特1深夜两点多钟，五个有钱的年轻人来到彼得堡一个小型舞会作乐。香槟酒喝了许多，大部
分男子都很年轻，姑娘都很漂亮，钢琴和小提琴不知疲倦地一支接一支演奏着波尔卡舞曲，跳舞和喧
闹一直没停，但大家总觉得有点沉闷、有点别扭，而且不知怎的感到(这是常有的事)这一切都不对劲
，没意思。他们几次勉强提高情绪，但假装的欢乐比沉闷更难受。五个年轻人中的一个，整个晚上对
自己和对别人都特别不满意，终于怀着嫌恶的心情站起来，找到帽子，打算悄悄走掉。前厅里一个人
也没有，但他听见隔壁屋里有两个人在争吵。他停住脚步，留神倾听。“不行，那里有客。”一个女
人说。“请让我进去，没关系！”一个男人低声恳求道。“没有太太许可，我不能让您进去，”那女
人说。“您往哪儿去？唉，您这人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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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

编辑推荐

《哥萨克(插图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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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

精彩短评

1、家庭幸福，老托写家庭生活真是好
2、我想到的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俄罗斯 VS过于组织和几率的德意志
3、《家庭幸福》颇有简奥斯丁的风格，《哥萨克》里描绘的那种原始、神秘、生机勃勃、美丽而又
污秽的高加索自然风光又让我想到了吉卜林。
4、挺好的，几则短短的文，可以领略托尔斯泰的⋯⋯风采吧，哈哈
5、家庭幸福
6、第二次印刷，保存完好
7、最爱《家庭幸福》，写得很像初恋。。
8、错了，读过的不是04版，是这一版。人这具充满矛盾而又带有灵性的躯壳呐！一个人要是能学会不
判断，不苦苦思索，不回答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那就好了！我想以最好的方式生活下去，该怎样生
活才能幸福？莫如平静而自尊地观看一切人，观看别人的幸福。

9、又一个与犹太教为死敌的民族 施暴 终将被暴力所灭 哥萨克骑兵曾所向披靡 终还是被现代化机械部
队荼毒 2年内死百万 后被俄罗斯族相溶 死亦无家国
10、我觉得《哥萨克》一篇在俄语文学表现哥萨克生活的小说中不算上乘作品，短的么，《骑兵军》
和肖洛霍夫《粮食委员》的凝练都在其上，又不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那样有史诗品格，但仍可
一读；《家庭幸福》一篇倒是有点意思，既是典型俄罗斯老夫少妻婚姻生活的反应，也有一点俄罗斯
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取舍的象征意味。其余几篇，不怎么地。
11、之前不知道这个系列的如何，所以先试买了一本。非常好的版本，草婴的译本是公认的权威。对
于我们不懂外文的人来说，看名著其实就是看译者的水平。全书文笔流畅，纸张排版字体各方面都非
常好。如果想收藏，比起那个贵死人的精装，这个版本是不错的选择。打算把这个系列的复活、安娜
、战争与和平、一个地主的早晨等等都收全。另外说一下，我在卓越买书的时间也有好几年了，比较
了一下其他网站，基本上卓越的价格还是相当有优势的，到货也快，书的质量基本都非常好。赞！！
！！
12、最后一个短篇十分有意义
13、哥萨克人是俄罗斯作家喜欢描写的对象。除托尔斯泰以外，肖洛霍夫和巴别尔都有彩彩细致的刻
画。本书同样值得关注，既让我们看到托尔斯泰笔下的哥萨克人的生活，也展现出托尔斯泰精神世界
的一个侧面。
14、既不喜欢那个怒斥侍者的主人公，也不喜欢他强烈要求公平的态度和作风，索然寡味。
15、教科书一样的家庭幸福！
16、托尔斯泰的中篇同样精彩
17、纸张蛮不错的，很划算的说！字迹也很清晰，还没看完，不过还没发现错别字。第一次买书，感
觉很好！
18、1，一个因爱情而绝望的莫斯科贵族，躲避人间的道路，想要去过哥萨克的生活。但他怎么能懂哥
萨克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逃离北上广”题材。2，叶罗什卡大叔，被认为代表着托尔斯泰的自
然神论的异教思想。而被梅列日科夫斯基尖锐的指出。高尔基就此评价托尔斯泰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
佛教徒，其来有自。
19、高加索士兵与车臣土匪的故事。神色夸张的俄罗斯人为你讲述平淡生活的意义，或是其无意义。
20、托爾斯泰有時候的缺點就是思想目的表現的太明顯....短篇小說尤其容易犯此毛病。
21、鞋的不是很好，反正他的文笔也就那样了。
22、2009-58
23、人性和爱情，这永远无解
24、一年前还对托尔斯泰嗤之以鼻...现在脸已经肿了...
25、《高加索》和《家庭幸福》都非常好看
26、这个版本真不错  各个方面都很好 适合收藏
27、托尔斯泰从来不会玩弄叙事上的精彩，这正是他比大部分作家都高明的地方。他的语言朴实，这
个中篇集带上说教的意味，但《哥萨克》最后挽回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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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

28、当年在梁遇春的散文里看到一句“咱大路上骑马，到处杀人，咱杀的人越多，咱的歌就唱的越高
兴”，以为是《哥萨克》里面的，结果看完了也没找到这句话⋯⋯
29、读惯了学术作品，差不多失去读小说的能力，总感到废话那么多呢，喋喋不休，絮絮叨叨，，托
氏的还是语言最精炼的俄国作家。。《三死》的翻译那么别扭，虽然是直译的，Три смерти
。。继续读
30、仁者爱人。永恒的爱人、信仰与终极关怀。
31、对哥萨克风格的描写不错，同样儿女情长，不过没有静静的顿河耐看
32、这套书价格不高，质量很不错，草婴的翻译也是公认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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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

精彩书评

1、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受完全相同。 　　 我走
到森林中一块空地上，爬上树顶，清楚地看到一片茫茫的林海，渺无人烟，也不可能有人烟，我走向
密林深处，进入黑暗中，只看到一片漆黑，同样没有人家。 　　 于是我在人类知识之林中，在数学
和实验科学的光照间，在思辨科学的昏暗中徬徨徘徊。数学和实验科学在我眼前展现了清晰的地平线
，但按其方向不可能找到人家；我在思辨科学领域走得越远，陷入黑暗便越深，结果我深信，出路是
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当我醉心于知识的光明面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过是回避问题罢了。不
管呈现在我面前的地平线多么有吸引力，多么清晰，不管沉浸在这些高深莫测的知识中是多么诱人，
我已经明白，它们，这些知识，越明确对我就越无用，越不能回答问题。 　　我常对自己说，就算我
了解科学顽强地希望了解的一切，但在这条道路上对于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的
。我知道，在思辨科学领域内，虽然，或者说正因为知识的目的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除了我给自己
提出的答案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答案，即，问：&quot;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quot;答：&quot;毫无意
义。&quot;或者，问：&quot;我的生命会有什么结果？&quot;答：&quot;毫无结果。&quot;或者，问
：&quot;为什么存在着的一切要存在，我又为什么存在？&quot;答：&quot;就是为了存在。&quot; 　　
求教于人类知识的某一个方面的时候，我获得非我所问的无数准确的答案，如关于星球的化学成分，
太阳向武仙星座的运动，物种和人的起源，无限小的原子的形式，无限小的、没有重量的以太粒子的
震动；但在这些知识领域中，对于我的问题：&quot;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quot;回答只有一个
：&quot;你是你称之为你的生命的东西，你是许多粒子暂时的、偶然的聚合。这些粒子的相互作用、
变化就构成你称之为你的生命的一切。这种聚合延续一段时间，然后这些粒子的相互作用便停止，你
称之为生命的东西也就停下来，你的全部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你是偶然塑成的一块东西，它在
霉烂。这块东西把霉烂称作它的生命。它粉碎以后，霉烂的过程和一切问题便告结束。&quot;知识明
确的一面就是这样回答问题的，只要它严格地遵循自己的原则，它就不可能说出别的答案来。 　　看
来，这样的答案是答非所问。我需要知道的是我的生命的意义，而生命是无限的一颗粒子，不仅不赋
予生命以意义，而且排除了任何可能的意义。 　　 精确的实验科学中带有抽象议论的那一部分做出
了同样含糊不清的结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发展和促进这种发展。由于不精确和含糊，这是不能算作
回答的。 　　 知识的另一面，思辨方面，当它坚持自己的原则，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的时候，在任
何地方，任何时代，提出的答案总是千篇一律：世界是一种无限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人的生命是不
可知的&quot;一切&quot;的不可知的部分。我重又排除了处于思辨和实验科学之间的、构成所谓法律
、政治、历史等半科学的基础的那些结论。在这些科学中，同样不正确地引进了发展、完善的概念，
差别在于那里讲的是一切发展，而这里讲的是人的生命的发展。二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在无限的
发展和完善既无目的，也无方向，而对于我的题什么答案也不能提供。 　　 ⋯⋯ 　　 &quot;虚空的
虚空，&quot;所罗门说，&quot;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
碌，有甚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
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
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
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
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
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quot;（译注：《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一
章。） 　　 ⋯⋯ 　　 所罗门，或者写了这些话的人，是这样说的。 　　 印度的哲理讲出了如下的一
番道理： 　　 释迦牟尼是一位年轻、幸福的王子，他对病痛、衰老、死亡一无所知。有一次他乘车
出游，看到一个可怕的老人，牙齿全部脱落，流着口涎。在此之前对衰老一无所知的王子感到惊讶，
问车夫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个人落到如此可怜、讨厌和不成体统的地步？当他了解到这是所有
人的共同命运，他，年轻的王子，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他便无心乘车漫游了，命令转回去，要好好
思索这个问题。他一个人闭门思索。后来大概找到了某种慰藉，因为他又兴高采烈和幸福地乘车出游
了。这一次他碰到一个病人。他看到一个四肢无力、脸色发青、全身颤抖眼光浑浊的人。对疾病一无
所知的王子停下来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他了解到这是疾病，所有的人都会得病，他自己，一个健
康的和幸福的王子，明天也能病成那样，他又无心玩乐了，命令转回去，重新寻求安慰，后来大概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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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因为他第三次出去游乐。第三次，他又看到了新的景象。他看到人们抬着一件东西。&quot;这
是什么？&quot;——&quot;一个死人。&quot;——&quot;什么叫死人呢？&quot;王子问。人家对他说，
所谓死人，就是象那个人一样。王子走到死人跟前，打开来端详。&quot;那么他以后会怎样呢
？&quot;——王子问。人们对他说，以后就把他埋进土里。&quot;为什么呢？&quot;——&quot;因为他
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活过来了，从他身上只会生出恶臭和蛆虫。&quot;——&quot;这是一切人的命运吗
？我也会这样？被埋在地下，发出恶臭，被蛆虫吞噬？&quot;——&quot;是的。&quot;——&quot;回去
！我不游玩了，永远不再出游。&quot; 　　 释迦牟尼在生活中找不到安慰，他认定生命是最大的恶，
把全部精神用来超脱尘世和普度众生，而且要达到这样的境地，使生命在人死后也不能复苏，从根本
上彻底地消灭生命。这便是整个印度哲理的观点。 　　人类智慧在解决生命问题的时候所给的直接答
案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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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哥萨克》的笔记-哥萨克

        他继续想下去。‘还是要活下去，要活得幸福⋯⋯不管我是什么，就算是一个野兽，跟一切动物
一样，在它坟头上只长青草，此外什么也没有，或者我是一个躯壳，其中安装着上帝的一部分，即使
这样，我还是要以最好的方式生活。为了要活得幸福，应当怎样生活呢？为什么我以前是不幸福的呢
？’于是他开始回忆他从前的生活，可是他对自己厌恶起来⋯⋯忽然有一道新的光明使他豁然开朗。
‘幸福原来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幸福乃在于为他人而生活⋯⋯人人都有获得幸福的要求
；因此，这种要求是合乎情理的。用自私自利的方法满足这种要求，也就是说，为自己寻求财富、荣
誉、舒适的生活、爱情，可是，有时由于种种情况，不可能满足这些欲望。由此看来，不合乎情理的
是这些欲望，而不是想获得幸福的要求。不论外界的条件如何，而永远都可以得到满足的是什么欲望
呢？究竟是什么呢？是爱，是自我牺牲！’发现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新的真理以后，他是如此高兴和激
动，他跳起来，急不可待地想寻找他可以为之快点牺牲自己的人，可以为之做善事的人，可以爱的人
⋯⋯”

2、《哥萨克》的笔记-第23页

        .....为什么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不可能发生在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的任何一个乡村，而发生在这儿
，在这高度文明、自由和平等的地方，发生在这最文明国家的最文明旅游者集中的地方？为什么这些
又有教养又讲人道的绅士淑女一般也能讲讲公道，做些善事，如今面对一个不幸的人，却缺乏人类的
同情心呢？为什么这些绅士淑女在议会或者其他集会上热情关心在印度的未婚中国人的状况，关心非
洲基督教的传布和教育的发展，关心改善全人类协会的成立。却不能在自己心里得到起码的人对人的
感情？难道他们真的没有这种感情吗？是不是这种感情已被在议会和各种集会上支配他们的虚荣心、
名誉心和利欲心排斥了呢？难道理性和自私的结合体，即所谓文明的传布就会消灭和否定人的本性和
爱吗？难道人们就是为了这样的平等才流了这么多无辜的血、犯了这么多的罪吗？难道各国人民空喊
“平等”，就会像孩子一般感到幸福吗？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难道人的生活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度过的吗？其实人们的生活只有千分之一
属于法律范围，其余都越出法律范围，而在社会的习惯和观点范围内度过。这个社会里，侍者穿得比
歌手漂亮，他就可以侮辱歌手而不受惩罚。我穿得比侍者体面，就可以侮辱侍者而不受惩罚。看门人
认为我比他高，歌手比他低；而当我和歌手在一起，他就自以为可以同我们平起平坐，因此变得蛮不
讲理。我对看门人粗暴无礼，看门人就自以为比我低。侍者对歌手粗暴无礼，歌手就自以为比他低。
在一个国家里，一个公民，既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妨碍任何人。他只做一种力所能及的事以免饿
死，却被送去坐牢。难道这样的国家是自由的国家吗？是被人们称之为绝对自由之国的国家吗？

3、《哥萨克》的笔记-第121页

        我觉得最糟糕的是，我们的习惯一天天把我们的生活冻结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而我们的感情则
变得很麻木。越来越顺从于四平八稳，没有激情的时间洪流。早晨我们喜气洋洋，午餐时彬彬有礼，
晚上情意绵绵。

4、《哥萨克》的笔记-第21页

        “只有一样东西能迫使你们行动，而且永远比生活 中其他动力更强大，那就是对诗歌的需要，这
一点你们不承认，但你们会感觉到，只要你们身上还有一点儿人性，你们就永远都会感觉到。你们觉
得‘诗歌’这个名词很可笑，你们以嘲弄挖苦的语气使用这个名词。你们容许天真的少男少女给爱情
带上诗意，但你们却取笑他们。其实你们需要的是积极的东西。孩子们看待生活是健康的，他们热爱
，并且知道人应该爱什么，什么会给人带来幸福，可是生活弄得你们颠三倒四，腐化堕落，你们嘲笑
你们所爱的东西，你们追求你们所憎恨并使你们不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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