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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穆拉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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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穆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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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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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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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穆拉特》

作者简介

草婴，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家。

    1923年生。浙江镇海人，原名盛峻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开始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
物译稿。50年代主要翻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一个人的遭遇》、《新垦地》等。从1960
年起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小说集《高加索故事》，并于1964年出版。“文革”期间被迫停止翻译。
从1977年起，开始从俄语原文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作品，历时二十年，最终译成“托尔斯泰小说
全集”，共八卷，十二册，其中包括三部长篇小说、一部自传体小说和六十多部中短篇小说。

    除了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草婴还翻译有俄国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作品。

    1987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草婴荣获“高尔基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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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穆拉特》

章节摘录

Page 6



《哈吉穆拉特》

编辑推荐

《哈吉穆拉特》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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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穆拉特》

精彩短评

1、“舞会以后”好像是我看得第一篇托尔斯泰小说。
2、重读高中的书
3、托尔斯泰对死亡的理解，贯穿了整部小说
4、托尔斯泰晚年的作品，充满了基督教的悲悯和和平主义色彩。他的看法是：世上一切邪恶一切罪
孽并非由于恶人欺负人，夺取土地，剥削劳动者，而是由于人们自己不按上帝的教导生活。按上帝的
教导生活，谁也不能拿你怎么样。全部信仰都在福音书里。神父们把一切都颠倒了。我发现所有的宗
教都有一个共同点：走你自己的路，认清你自己，不要去管别人干什么。
5、托尔斯泰最后一本中短篇集。读完就可以开始啃《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了
⋯⋯
6、神，哈吉穆拉特又是一个经典人物
7、心爱
8、实在看不完了 但是记得牛蒡花
9、写的是19世纪高加索地区知名恐怖分子哈吉穆拉特之死，里面的每个人物都相当有个性，但又未违
背史实，情节发展诡异又自然。豆瓣傻逼，为毛不收录我看的那个版本？
10、先来个短的，明年向长篇进发
11、其中的《假息票》一篇极为伟大。
12、看的英文版，感怀主角悲惨的遭遇和结局。结尾和开头的牛蒡花给人一种悲伤的美。
13、充满道德说教，托尔斯泰应该在1890年死去。
14、太牛
15、托爷晚年应该已经是个穆斯林了
16、舞会以后，哈吉穆拉特。
17、大一
18、好久没看过老托，他还是这么棒⋯⋯我还是这么爱他嗯
19、2009-53
20、这论文有点头疼。。
21、托尔斯泰出于宗教情感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使他深切地同情劳苦大众，无畏权贵且敢于无
情地揭露和批判他们荒淫无耻、卑劣可笑的灵魂，甚至对皇帝也不例外。而亚历山大一世临终前的日
记没能完成实在太可惜了，否则定与《末代皇帝》一样精彩。
22、托尔斯泰最后几年都在反思人与宗教之间善与恶。四本中篇集里，它的余味最弱。但有名篇《哈
吉穆拉特》。
23、写法朴实，没什么技巧。人物刻画不错。
24、一个作家的晚年总是充满了了固执的思考，毋宁说到了晚年更悲天悯人，也更无能为力。
25、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看完的。
我爱托翁。
26、“当纳扎罗夫整个身子同那匹骏马合成一体，在平坦的大路上追逐哈吉穆拉特的时候，天空那么
明朗，空气那么新鲜，生命那么欢快地在他心里跃动，以致他根本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不祥的、悲伤的
或者可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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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穆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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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9



《哈吉穆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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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夫·托尔斯泰
2、“那个血淋淋的光头先抬起来，接着躯体也抬起来，最后他抓住一颗树直立起来。他的模样煞是
可拍，吓得冲过来的人都收住脚。忽然，他浑身打了一个哆嗦，一踉跄离开那棵树，整个身子就像一
株砍到的牛蒡花，脸向下倒下来，再也不动了卡尔加诺夫、加治阿加、阿赫梅特和全体民团，像猎人
围着打死的野兽那样围着哈吉穆拉的和他卫兵的尸体。他们站在火药气弥漫的灌木丛里，快乐地说说
笑笑，庆祝他们的胜利。夜莺在射击的时候沉默了一阵，这时又鸣叫起来，先是近处的一只，然后远
处的几只也跟着叫了。对了，就是那朵在翻耕的田野上被蹂躏的牛蒡花使我想起了哈基穆拉特的
死1896-1904”《哈基穆拉特》的草婴译本有140余页，根据托尔斯泰的交代，应该是他在七八十岁时
候花了八年完成的作品。我读的时候没有发现作品有明显的断裂感（就是说看得出是断断续续完成）
，也不认为这样的题材和密度能够在几周内完成，幸好作者告诉我他花了八年，这样的话几个月完成
草稿，然后补写点、修改下，八年的时间足够处理得很完美，并非过分强人所难的工作。我阅读的起
初，对于背景完全没有概念，假定作品是完全架空的，不然俄国人扯到车臣穆斯林干嘛。直到剧情过
了三分之一，怀疑故事有史料依傍，因为判断不出来常情上的走向（读塞林格我也判断不出走向，这
是另外的问题）。不了解高加索战争背景时，我认为屡杀俄狗的哈吉穆拉特在后续剧情中该投诚了沙
皇，然后以帝国近卫军轻骑兵团长的身份（现实点是高加索驻军特别骑兵团团长）杀回格罗兹尼一洗
血亲之仇——类似伍子胥。如果作者意图加强悲剧性，可以写被沙皇疑忌，而让他在将来的克里木战
役中充当炮灰或者成为被闲置的鞑靼王爷。实际的历史结局出人意外：哈吉穆拉特在俄国官僚的不断
扯皮中枯等时间流逝，愤而出走。官方以为他再叛沙皇，在“出逃”时被俄国兵毙了。一个莫名其妙
的死亡结局（我想到静静的顿河，主角在红军和白军间叛来叛去，最后被红军毙了）。托尔斯泰叙述
了哈吉穆拉特的死亡。如果说作者想把哈吉穆拉特塑造成一个英雄的话，也不会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英
雄（仁义理智信俱全，高贵的野蛮人etc.）。他的死也不是期待中的英雄之死（霸王末路、印巴分裂、
台 湾不统一、大 陆没收复etc.）。哈吉穆拉特是托尔斯泰以及我们文明人不能够理解的异质存在和他
物，对于文明社会他是一棵不能屈服的牛蒡花。他的死对文明而言就是农耕地旁野生牛蒡花的死。英
雄哈吉穆拉特是牛蒡花之英雄。而牛蒡花们的英雄伦理和人类的英雄伦理是不一样的。“ 对了，就是
那朵在翻耕的田野上被蹂躏的牛蒡花使我想起了哈基穆拉特的死。”“卡尔加诺夫、加治阿加、阿赫
梅特和全体民团，像猎人围着打死的野兽那样围着哈吉穆拉的和他卫兵的尸体。”中国人的虎骨酒、
香港人的鱼翅、日本人的鲸肉、俄国人包围的哈基穆拉特的尸体，是一致性的东西。 “人类真是一种
破坏成性的残酷生物，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不惜消灭各种动物和植物”。*牛蒡花是两年生草本植物
。在极端环境，如寒带、干旱带等会在几个月内完成生命周期。所以往往被误判为一年生植物。
3、读完《哈吉穆拉特》之后，我非常喜欢哈吉穆拉特这个人物，正如托尔斯泰成功地塑造了安娜这
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一样，他笔下的哈吉穆拉特也久久萦怀于我心。哈吉穆拉特待人的亲切友善、处事
的不卑不亢，还有在战斗中的英勇机敏，让我印象深刻。我想，这大概也与哈吉穆拉特信仰伊斯兰教
有关，正是这种信仰让他成为一个正直、友善、自尊、自爱、自信的高贵的人。然而，像他这样正直
、友善、有谋有略、骁勇善战的人，也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斗争的一颗棋子，最后都在各方的博弈和
扯皮中终于牺牲了，真是令人掩卷长叹。托尔斯泰写得真好，抄录一些对哈吉穆拉特的描绘：哈吉穆
拉特的言行和外貌：为首的那人相貌堂堂，骑一匹白鬃骏马，身穿白色契尔克斯外套，头戴连头巾的
皮高帽，带着镶金武器。他就是哈吉穆拉特。他骑马来到波尔多拉茨面前，对他说了几句鞑靼话。波
尔多拉茨扬起双眉，摊开双手表示不懂，微微一笑。哈吉穆拉特也报以微笑。他的笑容天真无邪，使
波尔多拉茨感到惊讶......他面前的却是个笑眯眯和蔼可亲的人，好像是个老朋友，而不是陌生人。他
身上只有一个特点，就是那双距离很宽的眼睛镇定沉着而又富有洞察力地打量着人家的眼睛。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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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穆拉特》

哈吉穆拉特的亲切。哈吉穆拉特的仪表和风度都使公爵夫人喜欢。当公爵夫人把她那又大又白的手伸
给他的时候，他的脸刷地红了。这使她更加喜欢他...他略懂俄语，但不会说。当他没听懂的时候，他
就微微一笑。----哈吉穆拉特的彬彬有礼。哈吉穆拉特带着东方穆斯林特有的庄重神态，不仅没有露
出惊讶的神色，而且显得十分冷淡。看完第一幕，他就站起来，若无其事地向观众扫了一眼，走出去
，引起全场的注意。P74--------哈吉穆拉特的不卑不亢！别人对哈吉穆拉特的评价：“他在我们家住
了一个星期，只看到他好的，没看到他坏的，”玛莉亚说，“人又和气又聪明，又通情达理。”哈吉
穆拉特对自己的自信：哈吉穆拉特一贯相信自己的好运。他不论想做什么事，总是充满信心。事实上
他也总能成功。在他那充满狂风暴雨的战斗生涯中，情况往往是这样，难得有例外。P44最后是哈吉
穆拉特的死：往事像一幅幅图画异常迅速地在他头脑里交替出现。他忽而看见大力士阿布农察尔汗一
只手托住被砍得挂下来的脸颊，一只手拿短剑向敌人扑去；忽而看见苍白虚弱、满脸奸相的老伏隆卓
夫，还听见他那微弱的声音；忽而看见儿子尤素福，忽而看见妻子苏菲阿特，忽而看见他仇人沙米里
苍白的脸、褐色的大胡子和眯缝的眼睛。-----------可怜的哈吉穆拉特，临死时看到也都是他的仇人、
都是些战斗的场面，而且，没有一个亲人在旁边。他的一生，其实就是战斗的一生，因为他的出生决
定了这一切。自己的民族被毁灭，他无所依靠，能靠的，只有他自己的机敏、勇敢和他的和善，还有
他高贵的品质。他诚心诚意地投诚俄罗斯，换来的却还是对方的猜疑，还不断拖延去拯救他的家人。
其实，在我看来，那些俄国人根本就不打算拯救他的家人，他们只想利用他。而哈吉穆拉特在看清了
这一点之后，毫不犹豫地孤注一掷。由此可见他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决心。最后，也许可以说结局早
已注定，因为他的势单力薄，因为他的腹背受敌，更因为他的孤立无援。唉。真是令人扼腕叹息。这
么英勇、机灵又善战的人才，就这样被杀害了。而正是因为俄国那些权贵之间的相互扯皮而不肯出兵
相救、还有敌人的残忍，才会使哈吉穆拉特走上这条不归路。深深地叹息。下面抄写他死前的一些回
想：“往事一幕幕在他头脑里掠过，但他对此已无动于衷：没有遗憾，没有仇恨，也没有愿望。这一
切，同此刻在他身上发生的事相比，对他来说真是太渺小了。”“他一动不动，但还有感觉。加治阿
加第一个跑到他跟前，拿一把大短剑向他的头扎去，他还以为有人拿锤子敲他的头，但他不知道这是
谁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这是他头脑里最后的意识。以后就再也没有知觉了。”-------------是的，
他死了。而敌后方的他的家人尚不知，还以为他这个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一定会拼尽全力去营救他们
，却不知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这棵他们可以依靠的大树。在最后，哈吉穆拉特死的时候，作者就写了
两句话：“夜莺在射击的时候沉默了一阵，这时又鸣叫起来，先是近处的一只，然后远处的几只也跟
着叫了。”“对了，就是那朵在翻耕过的田野上被蹂躏的牛蒡花使我想起了哈吉穆拉特的死。
”-------------两句话而已，但整个场景的肃穆和悲凉从此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上。我想，这就是艺术！
4、马哈穆德-阿里-塔伊布   马凤俊  编译 提起列夫-托尔斯泰，这位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宗教史等诸多
领域内有极深造诣的世界文坛巨匠，我想每个人都能如数家珍地道出他的《战争与和平》，《复活》
和《安娜-卡列尼娜》，但谁又知道，托尔斯泰和许多欧洲的名流一样，是一位将其伊斯兰信仰深藏在
内心的穆斯林！这位八旬老翁去世前离奇的离家出走一直牵动亿万受其文学滋养的文学爱好者的心，
但谁又知道那是因为他无法忍受他妻子——一位虔诚甚至狂热的的基督教东正教徒——的迫害和恶劣
待遇？于是，在那雨急风狂的夜晚，八十二岁的老人偷偷溜出他的豪华别墅，逃离他妻子的非人待遇
，逃离这个黑暗的世界。几天后，在一个遥远的小村子（阿斯塔普瓦）的火车站里，人们发现了他的
遗体和他口袋里的遗嘱，他强烈要求家人，特别是他深爱的小儿子米哈伊里不可受谣言蛊惑而敌视符
合理性和逻辑的宗教——伊斯兰教，他还要求家人在他去世后出版他的小说《哈吉-穆拉德》，同时，
他叮嘱几个从小就受他信仰自由，热爱科学，不憎恶伊斯兰和穆斯林的熏陶的儿子务必遵循他的道路
，远离酗酒，赌博和纵欲，他还要求几个儿子无论如何不可允许他们的母亲以基督教告别亲人的习俗
看他最后一眼。这份遗嘱落在一位精通俄语的土耳其伊玛目手里，他在1877-1878的土俄战争之前的一
场边境战役中被俄军俘虏。 妻子孔缇莎一直强求托尔斯泰在星期天和宗教节日期间，在朋友和要人的
婚礼上和殡礼上陪她去教堂，这使他更厌烦了，最后干脆拒绝去教堂，她乐意也好不乐意也罢。于是
她便开始整治他，说托尔斯泰尽管富有但倾向于简单朴素的生活，不在乎吃穿，并污蔑他对落后的游
牧人的生活情有独钟，而她自己却华衣贵服，高茶贵饭，美酒佳肴，而事实上是因为她知道丈夫放弃
了基督教而改信了伊斯兰。但她听从她的一位牧师朋友的建议没有向外界公开他改信伊斯兰一事，因
为一旦她公开此事，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托尔斯泰公开他的信仰了，那样的话，俩人的生活也就到头了
，这还是小事，更严重的是东正教会会因此而颜面扫地，威信尽失，同时也是对其他和托尔斯泰一样
因各种原因隐藏其伊斯兰信仰的人的莫大安慰和鼓励。 托尔斯泰无情地批判一些已失去宗教功课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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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吉穆拉特》

而只为沽名钓誉的传统宗教礼仪，特别是人们对低于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阶层的态度，他更是痛
心疾首，而他的妻子正是其中一位。他不时流露对只重视形式的东正教的嘲讽，认为其华丽壮观的教
堂不似信徒一心向主的礼拜之地，倒像是一座座展示世间富贵的豪华剧场。他从不掩饰对着金衣披银
裘的教会上层的憎恶与讽刺，这更使他的妻子心怀怨恨，并认为她丈夫从小就对东正教会的信仰有深
深的怀疑，这使他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时就已彻底与这一他祖辈信奉的宗教决裂，并开始追寻其心灵
的真正归宿，希望找到东正教里哪怕是一些能让他安心的，对鳏寡孤贫若有更多关怀，对圣像和神父
的奇迹少一点狂热的范例。 托尔斯泰的内心正经历着激烈的冲突与矛盾，而妻子仍然在他耳边喋喋不
休，尽管她已确知丈夫不可能再听她一点了，但她对神父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她在他面前承认所犯
的罪过，并求他饶恕，然后诚惶诚恐地领受赎罪词。 就在这种情况下，土俄战争中一群土耳其士兵被
俘，其中有土耳其和高加索的教法学家，他们是土耳其军队里的伊玛目，沙皇政府将图拉城附近一座
废旧工厂当作战俘营。 托尔斯泰在此战俘营旁边有一座很大的庄园，他经常来此休闲，游泳，享受纯
净的空气，命运就这么为托尔斯泰追寻心灵归宿的旅途描画好了里程碑，并为他接近伊斯兰，从而深
刻了解伊斯兰准备好了契机。出于强烈的猎奇心理，战俘营刚一建好，托尔斯泰就在几个儿子和战俘
营管理人的陪同下前来造访，他想了解穆斯林在囚禁中的生活，心理，情感，试图零距离感受他们的
实质，而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们的宗教和他们是如何遵循和实施宗教命令，并完成宗教功课，又是如何
规避其禁戒的。在走近那些土耳其战俘之后，托尔斯泰发现他们大都中等身材，头戴红色帽子，非常
自尊，特别注意身体和服装的卫生，他们极力掩饰眉宇间的忧伤，这使他回想起在二十年前亲眼目睹
的一幕：一群车臣人在他们的领袖和伊玛目夏米里的领导下亡命地抵抗俄国沙皇对他们祖国的侵略，
最后战败被俘，托尔斯泰前去和他们会面，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同样的忧郁笑容。 托尔斯泰开始重读他
在高加索北部的政府机构里任职时所写的一部小说《哈吉-穆拉德》。在这本小说中，通过从俄罗斯士
兵那里听到的有关车臣穆斯林战士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蒙古穆斯林战士名满天下的亡命赴死精神，托尔
斯泰深情刻画了他第一次接触信仰伊斯兰的民众的感受和对他们的敬佩之情。或许是和高加索，土耳
其的教法学家们的会面使他有所警觉，他叮嘱他们不要在他生前出版《哈吉-穆拉德》，以避免不必要
的麻烦，因为在此书中流露了他对车臣穆斯林的深切同情。若非命运的安排，他又如何能亲眼目睹他
们无畏地冲向比他们装备精良，人数又比他们多得多的正规军，那是在他和同事们履行公事期间，看
到一群俄国军队惊慌失措地抵抗车臣人的突然袭击。他们闪电般的突袭使俄军胆战心惊，他们的赴死
精神让他深为折服。 在多次造访之后，双方都混熟了，很自然，托尔斯泰从谈话中对他们了解了很多
。当得知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行囊中都有一本《古兰经》并每天抽空恭敬地诵读几页时对他震撼不小。
尽管这群战俘饱尝囚禁之苦，但对战俘营主管对他们按时念召唤词作礼拜，在斋月封斋，并庆祝一些
宗教节日的宽大政策感恩戴德，欣慰异常。每次从战俘营回去，几个孩子，特别是米哈伊利，就围着
他七嘴八舌地问他一天的见闻，他便以他小说家的才情为他们娓娓道来。 研究托尔斯泰的历史学家说
米哈伊利是托尔斯泰最小也最受他疼爱的儿子，他深受其父思想的影响，对他母亲不可缺席教堂的祷
告和必须祈求神父的祝福的叮嘱听而不从，尽管他那时年龄还小，但对母亲虐待父亲的行为耿耿于怀
，并认为父亲在那凄冷的雨夜悲伤地离开富比宫廷的家出走，最后像个无家无亲的流浪汉凄凉地死去
，他母亲是元凶。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之后，米哈伊里便离开母亲离开家人流浪在外，然后
在二十年代末离开俄国远赴法国，之后转道去摩洛哥，遍访其地名胜，特别是清真寺，苏菲修道团等
。之后他便定居摩洛哥，直到1944年去世，年近八十。 是什么原因让米哈伊里偏偏选择摩洛哥这一伊
斯兰国家来度过他的余生并在那里发表俄罗斯文学，而那时的摩洛哥并没有几个人读它？他那么做是
为了实现其父生前欲在伊斯兰国家生活的遗愿，那他从小就聆听最后在内心深深植根的愿望？或许父
亲的愿望已变成他的愿望，于是便用余生来实现它？米哈伊利的同代人中有不少人说他也已归信了伊
斯兰，他没有宣布信仰是因为害怕母亲和她的代理人要取消改宗者对数目惊人的遗产的继承权。 在译
完此文之后，我又去一俄罗斯同学跟前，详细咨询托尔斯泰归信伊斯兰一事。他还没有读此文章，但
当我一提及此事他便滔滔不绝，并拿出一大队俄语材料指着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托尔斯泰的肖像边读
边翻给我听。其中有三份信，我要求他帮我翻成阿语，然后我再翻译成汉语。第一份，摘录自托尔斯
泰的日记，他说：“如果你们跟我信仰同一宗教，你们就会对我的生活稍有理解的，即便如此，那我
也知足了。我此生所取得的所有成就——财富，荣誉，名声——对我来说都是虚无的。朋友、亲人都
离我而去，自由主义者和艺术家认为我像高戈里（俄罗斯文学家）一样是个疯子，是个白痴；革命者
和激进分子认为我是一个苏菲，是个唠叨鬼；政客们认为我是一个误入歧途的革命分子；而东正教会
则视我如恶魔。这些我都担当不起，我希望你们把我当作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托尔斯泰用的是“穆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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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德的追随者”一词），那才是我所向往的。” 耶斯纳亚-波里亚纳 1884年4月转自
：http://www.islambook.net/shop/reviewbook.asp?review_id=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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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哈吉穆拉特》的笔记-牛蒡花

        我穿過田野回家，正是仲夏時節。草地已經割完了，黑麥剛要動手收割。
        这正是萬紫千紅、百花鬥妍的季節：紅的、白的、粉紅的、芬芳而且毛茸茸的三葉草花，傲慢的
延命菊花，乳白的、花蕊黄澄澄的、濃郁襲人的“愛不愛”花，甜蜜蜜的黄色的山芥花，亭亭玉立的
、郁金香形状的、淡紫色的和白色的吊鐘花，匍匐纏繞的豌豆花，黄的、紅的、粉紅的、淡紫的玲瓏
的山萝卜花，微微有點紅晕的茸毛，和微微有些愉快香味的車前草花，在青春時代向着太阳發着青輝
的、傍晚即進入暮年、變得又蓝又紅的矢車菊花，以及那嬌嫩的、有點杏仁味的立即就衰萎的菟絲子
花。 
在青春時代向着太阳發着青輝的、傍晚即進入暮年、變得又蓝又紅的矢車菊花。
        我採了一大束各种的花朵走回家去。这時，我看見溝里有一朵異樣深紅的、盛開的牛蒡花，我們
那里管它叫“鞑靼花”，割草人竭力避免割它，如果偶爾割掉一株，割草人怕它刺手，總是把它从草
堆里扔出去。我忽然想要折下这枝牛蒡花，把它放在花束當中。我走下溝去，把一只鉆到花蕊中間，
在那儿正睡得甜蜜蜜懒洋洋的山馬蜂赶走，就開始折花了。然而这却是非常困難的：且不說花梗四面
八方地刺人，甚至刺透了我用來裹手的手巾—并且它是这樣驚人的坚韌，我得一絲絲地把纖维劈開，
差不多同它搏鬥了五分鐘的光景。
         末了，我把那朵花折了下來。这時花梗已經破碎不堪，并且花朵也已經不那么鮮艷了。此外，由
于它的粗獷和不馴，同花束中嬌嫩的花朵也不协調。我惋惜我白糟蹋了一枝花，它本來在自己的位置
上是好好的，于是把它扔掉了。“然而生命是多么富于精力和力量的呵。”我回憶折花時所費的氣力
，想道，“它是如何努力地防衛着，并且高傲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呵。”
        回家的道路，是在休耕的、剛剛犁過的黑土的田地中間穿過的。我沿着满是尘土的黑土路爬坡走
着。犁過的田地是地主的，非常廣大，道路两旁和前面斜坡上，除了黑色的、犁得均匀的、還没有耙
過的休耕地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犁得很好，整个田地里連一棵小植物、一棵小草都看不見，全是黑
色的。“人是一种多么善于破坏的殘酷的動物呵，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他毁滅了多少种動物、植物
。”我一面想，一面不由得在这處净光的黑土地里找尋活的东西。在我面前道路的右邊，發現一棵灌
木。當我走近了的時候，我認出这棵灌木仍然是“鞑靼花”，跟我陡然把它的花折來并且扔掉的那个
一樣。
     这棵“鞑靼花”有三个枝杈。其中一枝已經断掉了，殘枝像砍断的胳膊突出着。另外两枝每枝都有
一朵花。这两朵花原是紅的，現在却變黑了。一枝是断的，断枝頭上有一朵沾了泥的花耷拉着；另一
枝也涂抹了黑泥，但仍然向上挺着。看樣子，整棵灌木曾被車壓過，過後才抬起頭來，因此它歪着身
子站着，但總算站起來了。就好像从它身上撕下一块肉，取出了五臟，砍掉了一只胳膊，挖去一只眼
睛，但它仍然站起來，對那消滅了周圍弟兄們的人，决不低頭。
       “好大的精力！”我想道，“人戰勝了一切，毁滅了成百萬的草芥，而这一棵却仍然不屈服。”
        于是我想起了一个年代久遠的高加索的故事，它的一部分是我看見的，一部分是从目擊者那里聽
來的，一部分是我想象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回憶和想象中怎樣形成的，就怎樣寫出來吧。

2、《哈吉穆拉特》的笔记-第4页

        《舞会以后》哼，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哪，你们心目中只有一个肉体。我们那个时候可不同，我
爱她爱得越热烈，就越不注意她的肉体。如今你们只看到大腿，脚踝和别的什么，你们恨不得把所爱
的女人脱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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