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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费多尔·卡拉马佐夫是俄国外省县城里的一个暴发户。
他积聚了十万多卢布的家当。
但没有宗教信仰(在作者看来亦没有精神生活)，一味追求感官享乐，为人卑琐，贪财好色，他有三个
儿子。
大儿子米卡是个军官，和他同时迷恋上了一个名叫格鲁申卡的外来女人。
同时，他家还养着一个厨子叫做斯麦尔佳科夫。
由于争风吃醋，米卡扬言要杀死父亲，但是却没有去杀，真正杀死他的是厨子。
厨子是费多尔和一个白痴女人的私生子。

    厨子斯麦尔佳科夫之所以要杀死他，原因是受了费多尔的第二个儿子伊凡的影响。
伊凡虽然在行为上很高贵，但在思想上却和费多尔一样没有任何信仰，因而也就没有道德观念。
他主张“什么事都可以做”，因此促使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费多尔，并拿走了三千卢布。
案发之后，却阴差阳错地弄到了大儿子米卡头上，在审判过程中，虽然斯麦尔佳科夫向伊凡承认自己
杀害了费多尔，但他马上自杀了。

    没有了证人，又由于米卡前后两个情人的争风吃醋，搅乱了口供，法庭最判决米卡二十年苦役，米
卡后来也意识到自己应该主动经受苦难的磨练，宽恕一切人，为人类赎罪。
小说中的理想人物是费多尔的儿子阿辽沙，他扳依宗教，献身于上帝和人类的爱。
便即使他也主张并参与策划米卡越狱潜逃，至于越狱是否能成功，小说则留给读者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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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79-1880）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此篇为作家所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作家在1846年凭借小说《穷人》赢得广大的声誉。
他本人曾因参加青年革命民主团体而遭到沙皇政府的流放。
他的作品突出的宣扬抽象的"人类心灵的两重性"，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赞美驯顺受苦和博爱的宗
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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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这种人能够成为怎样的导师和父亲，自然可以猜想得到。
在他这种父亲身上，该发生的事自然也就发生了，那就是说他完全抛弃了和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所
生的孩子，这倒不是因为恨他，也不是由于什么夫妻反目，而仅仅是因为完全忘掉了他。
在他用眼泪和诉苦惹大家讨厌，同时把自己的住宅变为淫窟的时候，这三岁的男孩米卡由这家的忠仆
格里戈里照管着，假使当时没有他来关心，也许都没有人来替这小孩换衬衣。
偏巧，最初孩子姥姥家的亲属好像也忘记了他。
他的外祖父，就是米乌索夫先生，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父亲，当时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守寡的夫
人，米卡的外祖母，搬到莫斯科去了，病得很厉害，姊妹们又都出阁，所以差不多整整有一年工夫，
米卡只好呆在仆人格里戈里那里，住在仆人住的木屋里面。
其实就算爸爸想起他来(真的，他是不能不知道有他这个人的)，也会再把他送进木屋里去的，因为小
孩终究会妨碍他胡作非为。
但是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死者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堂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
黎回来了。
他后来曾一连在国外流寓多年，在当时还很年轻，但却是米乌索夫家的一个突出人物，很文明，有都
市气，外国派，而且终身有欧洲习惯，晚年时成为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自由派。
他在自己长期的经历中，经常和那个时代国内外许多思想最自由的人来往，亲身见过蒲鲁东和巴枯宁
，到他漂泊?自一生的晚年，特别爱回忆和讲述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三天里的情形，还暗示说他自
己也几乎参加了巷战。
这是他想起来就特别愉快的年轻时代的一个回忆。
他有自己的产业，照以前的算法，大约有一千个农奴。
他的肥美的领地就在我们的小城外面，和我们的修道院的田地毗连。
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还很年轻，刚刚取得遗产的时候，就一下子和修道院打起了永远没法完结的官
司，争夺什么在河里捕鱼或者在森林中砍柴之类的权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和“教权
主义者”打官司，他甚至认为是作为一个国民的文明义务。
在他听了关于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全部情况(当然这是他记得，甚至有一个时候很注意的)，又打
听出还有米卡留下来以后，虽然他对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新添了极大的愤怒和蔑视，还是立刻过问
了这件事。
他当时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初次见面。
他对他率直地说，愿意把这孩子领去由自己教养。
以后有好久，他把当时情况当作新鲜事向人讲述，说他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提起米卡的时候，对方
曾一度装作完全不明白讲的是什么孩子的样子，而且好像有点奇怪，在他家里居然还有一个小儿子。
即使说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叙述有点夸大，那也总该有一些是实情。
实际上，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平就爱做戏，他会无缘无故在你面前扮演一个意外的角色，特别是这
种做法有时并没有任何必要，甚至对自己也不利，譬如目前那件事就是这样。
不过这类特性确是大多数人，甚至是十分聪明的人所共有的，不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如此。
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热心地进行着这件事情，甚至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起充当小孩的监护人，
因为母亲身后总还遗留下小小的财产、房屋和领地需要处理。
米卡确曾到这位舅舅家去住过，但是后者没有自己的家庭，又因为他刚刚把事办妥，自己庄园的银钱
收益有了保障，就立刻又忙着到巴黎去久居，所以就把孩子委托给了他的堂婶，一位莫斯科的太太。
恰巧他在巴黎住得很久，竟忘记了这个孩子，尤其是在二月革命来临的时候，——那次的革命给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后来莫斯科的太太死了，米卡转到她的已出阁的一个女儿手里。
大概他以后还曾第四次换地方。
对于这，我现在先不谈它，况且关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这位长子还有许多话要讲，现在只能先说
一点他身上最必要的情况，不说这类情况，我这部小说就没法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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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辽沙在清早天还没亮时被叫醒了。
长老醒来，感到很软弱，却仍想离开床坐到靠椅上去。
他神志极清；脸色虽然非常憔悴，却是清朗的，几乎是快乐的，眼神也是愉快、和蔼而恳切的。
他对阿辽沙说：也许我活不过今天了。
”后来他想忏悔，并且立刻行受圣餐礼。
他像往常一样向佩西神父作了忏悔。
在完成这两种圣礼以后，就开始行临终涂油礼。
司祭们到齐了，修道室渐渐聚满了在隐修庵里修行的修士们。
这时天已大亮。
修道院里的人也陆续来了。
仪式结束后，长老想和大家告别，一一同他们亲吻。
因为修道室里挤不下，先来的 人陆续出去，好让别的人进来。
阿辽沙站在长老旁边，长老这时又在靠椅上坐好了。
他尽力所能及地说话，讲道，他的嗓音虽然很低，但还十分坚定。
“我给你们讲道讲了多少年，也就是出声说了多少年的话，好像已经养成了动辄就说话，一说话就给
你们讲道的习惯，现在弄得沉默对我来说倒比讲话似乎还要更难些，即使是现在，亲爱的神父们和修
士们，在我身体非常衰弱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说着笑话，亲切地环视着聚在他身旁的人们。
阿辽沙后来记住了一些他当时所说的话。
但尽管说得很清晰，嗓音也相当坚定，他的话却很不连贯。
他讲了许多事情，似乎想在临死以前，把一生中没有全说出来的一切一下子倾吐出来，再说一次，并
且不单单是为了说教，而且仿佛是渴望无一例外地跟一切人分享自已内心的喜悦和欢欣，在自己一生
中再一次吐露自己的胸臆。
      阿辽沙回到隐修庵时，照修道院平时的习惯说来时间已经算很晚了；看门人从另外一扇门放他进去
。
九点已打过，这是大家经过这纷扰的一天以后开始休息和平静下来的时候。
阿辽沙畏畏缩缩地开了门，走进长老的修道室，——现在他的灵柩就放在里面。
除去孤零零地在灵边读福音书的佩西神父和年轻的修士波尔菲里以外，修道室里其他一个人也没有。
波尔菲里由于昨天听谈话熬了一夜，今天又忙乱一天，累坏了，已在另一间屋子的地板上睡熟，做着
年轻人那种沉酣酣的好梦。
佩西神父虽然听见阿辽沙走了进来，却连看都不朝他看一眼。
阿辽沙转身到门右首的屋子角上，跪下来，开始祈祷。
他的心里思潮纷繁，却似乎茫无头绪，没有哪—一种感觉特别鲜明突出，相反地是各种感觉就像在那
里悄悄反复循环似的，不断一个排挤取代了另一个。
然而心里却是甜滋滋的，而且说来奇怪，阿辽沙自己也并不觉得诧异。
他又看见这个灵柩，和里面遮盖得严严实实的那个对他十分珍贵的死者，但是他的心灵里已没有像早
晨那样的哀恸、刺心、痛苦的悲戚心情。
他刚走进来，就对灵柩下跪，像朝拜圣物一样，但在他的脑海里和他的心里却洋溢着快乐。
修道室的一扇窗户敞开着，空气是新鲜、冷冽的，阿辽沙想：“既然决定打开窗户，想来气味一定是
更加强烈了。
”然而关于臭味的问题，不久前在他看来还是那样可怕而且丢脸，现在想起来却并没有勾起他刚才那
种烦恼和愤慨。
他开始静静地祈祷，但很快自己也感到他是在近乎机械地祈祷着。
各种思绪不断在他的心灵里闪过，像小星星一般，一亮就灭，又换上另一颗小星星，但同时却也有某
种总的坚定而使人慰藉的心情在主宰着他的心灵，而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
他有时开始热烈地祈祷，渴望着感谢和爱，⋯⋯但是刚一开始祈祷，心就突然又转到什么别的事情上
，又沉思了起来，既忘了祈祷，也忘了究竟是什么打断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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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听佩西神父所诵读的圣经，但是由于太疲倦，渐渐地打起盹来。
⋯⋯       一场几乎是狂欢豪饮，谁都可以参加的宴会开始了。
格鲁申卡首先嚷着要酒喝：“我要喝酒，喝得烂醉，像上次一样，你记得，米卡，你记得，上次我们
在这里是怎样交上朋友的!”米卡自己也好像在梦呓里一样，预感到了“自己的幸福”。
然而格鲁申卡不时赶他：“去吧，去快乐一下，对他们说，让他们跳舞，大家快乐一下，‘茅屋，你
也跳吧，火炉，你也跳吧’，像上次一样；像上次一样!”她继续叫嚷着，兴奋得要命。
米卡连忙跑去吩咐。
合唱队是聚在隔壁的屋子里。
他们自己一直坐着的这一间本来就不大，而且用花布的帘子隔成两半，帘子里面也放了一张大床，床
上铺着鸭绒褥子，同样高高地堆着那样的花洋布枕头。
这所房子里的四个“上等”房间里都有床铺。
格鲁申卡紧靠门坐着，米卡把安乐椅给她移了过来：她“当时”第一次和他一起在这里豪饮的那一天
也是这样坐的，她就坐在这里听唱歌看跳舞。
召来的姑娘们和上次一样。
奏小提琴和三角琴的犹太人也来了，最后望眼欲穿的，载着酒和食品的马车也终于赶到了。
米卡忙乱起来。
闲人也陆续走进屋来张望，这是一些农民和村妇，他们已经睡下，却被吵醒了过来，料到跟一个月以
前一样，又有难得的美味在等着他们了。
米卡回忆一个个人的脸，同相识的人打招呼，拥抱，打开酒瓶，给所有来的人都斟上酒。
只有姑娘们最贪喝香槟酒，男人们更喜欢喝罗姆酒和白兰地，尤其是滚烫的潘趣酒。
米卡吩咐给全体姑娘们煮可可茶，整夜不断地烧旺着三只茶炊，给每个来参加的人煮茶和潘趣酒：谁
想喝就尽管喝。
总而言之，出现了一个荒唐的、乱糟糟的场面，但是米卡却正好像如鱼得水，越是荒唐他的兴致越高
。
任何一个农民如果在这时候向他借钱，他都会立即掏出他那一大把钞票来，数也不数就随手分散。
大概正因为这样，所以那个老板特里丰·鲍里赛奇为了保护米卡，差不多寸步不离地一直围着米卡的
身边转，好像已打定主意一夜不睡觉，但同时却也不大喝酒——只喝了一小杯潘趣酒，决定按他自己
的想法来密切照顾米卡的利益。
他在必要的时候会和蔼而且谄媚地阻止他，劝他，不让他像“上次”那样，随便分给农民们“雪茄烟
和莱茵葡萄酒”，尤其是钱，他看见姑娘们喝利口酒，吃糖果，非常生气。
“她们全是些生虱子的贱货，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他说，“我如果每人踢她们一脚，她们还要
看做是荣幸，她们就是这样的贱货!”米卡又想起了安德列，吩咐给他送一杯潘趣酒去：“我刚才侮辱
了他。
”他用变得微弱而温和的声音反复这样说。
卡尔干诺夫不想喝酒，而且起初很不喜欢姑娘们的合唱，但喝过两杯香槟酒以后，竟十分快乐起来，
到各个屋子里转来转去走，不住地笑，对一切人和一切事都赞不绝口，既夸奖歌唱，也夸奖音乐。
醉醺醺、乐呵呵的马克西莫夫不离他左右。
格鲁申卡也有点醉了，指着卡尔干诺夫对米卡说：“他是个多可爱、多有趣的孩子啊!”米卡听了就连
忙兴高采烈地跑去跟卡尔干诺夫和马克西莫夫接吻。
哦，他已经预感到了很大的希望。
她还没有对他说过什么要紧的话，甚至显然故意迟延着不说，只是用温和然而热烈的眼光偶然对他看
一眼，后来她终于忽然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用力拉他到身边来。
她当时还坐在门旁安乐椅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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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
小说，一八七九至一八八O年在刊物上连载，一八八一年单行本出版后不久作者就因病去世，当时和
后来的俄国国内外评论界都有不少人把它看作是作者一生总结性的作品。
    小说写了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父子、兄弟间因金钱和情欲引起的冲突和最后酿成的悲剧。
也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许多作品中一样，作者借助于对人物心理鞭辟人里的分析刻画，深刻地
揭示了当时俄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
    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是俄国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
一八六一年沙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农民改革”，名义上解放了农奴，实际上丝毫没有减轻农民的
悲苦命运，而资本主义和伴随而来的一切弊病，却使广大城乡普通人民所受的压迫更为深重。
与此同时，上层社会的腐朽和知识阶层的彷徨也更加明显。
旧的生活基础和道德准则正在迅速瓦解，而新的生活及其前途对多数人来说还非常模糊。
俄国向哪里去?——这是当时俄国知识、文化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所思考焦虑而得不到解答的苦恼问题
。
    也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贫病交困的晚年，用全副心力酝酿和写成了这部《卡拉马
佐夫兄弟》。
他以先前亲自看见的一个年轻军官和杀父冤案为情节核心，塑造了老卡拉马佐夫和他的三个有着各自
不同的生活志趣和思想倾向的儿子的典型形象：“一家之长”老卡拉马佐夫纵欲、贪婪；大儿子米卡
粗野率直、狂暴任性；二儿子伊凡对社会抱着大儒主义的怀疑嘲弄态度；最小的儿子——作者的理想
人物阿辽沙却真诚相信用爱可以战胜世上的一切邪恶。
在作者寓言式地托名为“畜栏”的一个外省小城市里，这一家的父亲和长子为争夺共同的情妇，再加
上财产的争执，竟至于势不两立。
而老头年轻时同一个被他欺凌的穷苦痴女养下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因为受了伊凡“既然无所谓善
恶，就什么事都可以做”的玩世哲学的感染，又为自己在长期卑屈处境下郁积起来的怨毒情绪所驱使
，终于利用那一家父子兄弟间的不和，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生父。
米卡涉嫌入狱，葬送一生；伊凡内咎自责，神经错乱；斯麦尔佳科夫也因精神崩溃而自杀。
只剩下阿辽沙孤身一人弃家远游，继续用基督教的博爱去拯救这罪恶世界上千千万万“迷途”的灵魂
。
作者想通过这样一个家庭悲剧，就俄国当时所面对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病根问题，提出他自己的
治疗方案。
离开社会根源，单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生活中的罪恶现象，自然会得出远离实际的错误结论；把抽象
的爱作为拯救社会的良方，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只会掩盖病因，贻误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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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想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你就赶紧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吧，此书是作者去世时和后来俄国国内外评论界都有不少人
把它看作是作者一生总结性的作品。
你想了解俄国吗？
此书正是描写俄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尖锐的矛盾。
通过此书你一定会对十九世纪的俄国社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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