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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
他的作品十分丰富，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运多舛。
他24岁时完成处女作《穷人》，一举成名，成为文坛新秀，颇受广大读者和专家的好评。
然而4年后因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
后虽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仍然对他执行了死刑仪式，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历了临刑前的死
亡恐怖体验。
这一体验以及随后4年的苦役生活，对他后半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流放生活结束后，他又服了5年兵役，终于被批准退伍，可以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后来他与哥哥合办文学刊物，发表了《死屋手记》等重要作品。
然而这种相对安宁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几年后妻子和哥哥相继去世，在相隔不到3个月里，他接
连失去两个最亲的人。
接下来他为了维持与哥哥合办的刊物承担了一大笔沉重的债务，并为了逃债而不得不避居国外。
此后沉重的债务成为长期困扰他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除了写作外还有什么别的嗜好，那就是赌博。
赌的结果经常是输得精光。
他还有一篇专门写赌徒心理的小说，题目就是《赌徒》，其中应该有不少是他自己的体验。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沉迷于赌博，弗洛伊德曾有专文分析。
这种赌徒心理还表现在他的创作中。
例如，在写《白痴》时，他对友人说：“总而言之，我是在拿这部小说赌一把，不顾一切投身其中，
至于结果则顺其自然吧。
”应该说，这种心理如果拿去赌钱，给他带来的只是不幸和灾难，如果用在文学创作上，则是创新求
变，不断地向自己发起挑战，最终可能取得辉煌的成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
他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宁缺毋滥。
尽管他的小说大都是在期刊上连载，要赶时间发表，十分紧张，但他从不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创作，
希望自己的小说个个是精品。
还是在写《穷人》时，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我已经发下誓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哪怕是身无分
文、走投无路，我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绝不奉他人之命写作。
奉命写作肯定有压力，压力会毁掉一切。
我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
”在写《罪与罚》时，他把已经完成并作了修改的大量稿件付之一炬，因为他不喜欢这些内容。
他想尝试一种新的形式和结构，于是重新开始，为了赶上交稿时间夜以继日地写作。
与此同时，他还得克服债务带来的沉重压力。
正如他在信中所说：“小说创作是一门艺术，它要求创作者心情稳定，富于想象力，然而那些讨债的
人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甚至威胁要送我进监狱。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以后是否可以完全解决。
你可以想见，这对我的精神状况产生很大影响，往往一连数日让我的情绪遭到破坏。
但我得不间断地写作，因此有时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写作期间，他还得忍受癫痫病和痔疮发作造成的痛苦。
痔疮发作时他既不能站也不能坐，只能躺着。
最后这部作品仍然如期完成，并且成为一部杰作。
在写《白痴》时，他也是在完成了许多内容后又完全给废弃了，而这时他已经拿了人家预支的稿费，
交稿日期在即，这是因为他想把它写成杰作，不愿其成为平庸的作品，宁愿让自己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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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魔》的写作中，他也是有意挑战自我，选择了一个可能无法胜任的主题，并且作了失败的思想
准备。
这部作品也是反复修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在写最后一部主要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时，他态度特别认真。
例如在写第三部时，为了情节的完整性和深化人物性格，他加了一个第九卷“预审”，为此在写作过
程中专门向一个资深的检察官咨询和求教。
完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向这位检察官念了全部内容，让他从专业的角度挑毛病，以免出现知识性的
“硬伤”。
在写作中，甚至连13年前的中学生是穿制服还是穿便服这样的事情，他在定稿时都要反复核实清楚。
在描写小说人物作证时由于谵妄症发作而完全失去意识的情景时，他也向相关专业医生作了详细咨询
。
这种认真精神是这部巨著立得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该书让他获得极高声誉，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在莫斯科为纪念普希金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中，陀思妥耶
夫斯基受到社会公众和文学界的极大欢迎，其热烈的场面是十分少见的。
    作为一个作家，也由于自身的性格和气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俄国社会现象有着十分深刻细致的
观察，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他可以由此及彼、见微知著，深入挖掘这个社会的本质及其弊端。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人民充满感情，认为上层社会应该在精神上对人民采取平等态度，而不只是对
老百姓怜悯，要从其恶行中看到闪光的东西，找到真理：“我们应该学会在俄国普通民众的野蛮行径
中剥离出他们的美。
”在他眼里，俄国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民族，尽管它在欧洲备受歧视，却是“上帝的载体”。
他有十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于那些自甘于欧洲民族之下、崇欧媚外的俄罗斯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
在观察社会和人时，他强调入的精神力量之重要，提出“人不能仅仅靠面包而活着”，并说这是一个
揭示了人类精神根源的普遍真理。
这话本不错，但他又说：不能同时给人们美和面包，因为“这样一来，人的劳动、个性和自我牺牲精
神都将消亡殆尽，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和理想都不复存在。
因此，最好的做法是，只给他们一个精神上的理想”。
这就有些偏颇了。
衣食不足，焉知荣辱？
在政治洞见方面，他对自上而下的彼得大帝改革之不彻底性以及方向之偏差有着深刻揭示，是很有见
地的，对于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各自偏颇之处也都一一指出，不苟同于任何一方，显示出独立思考的
能力；但他对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政治观念的批判也有不当和偏激的地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揭示社会的黑暗面和人们的苦难，特别是他们在精神上遭受的折磨，同时他也有
光明在心，对俄国社会和人类的未来仍然充满希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4年的流放苦役生活，是他一生中最为困苦的岁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他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转折，在精神上最终走向成熟，并为以后新的文学创作高潮作了生活上的积累
，这可谓“生活不幸文章幸”。
其中最为直接的收获就是《死屋手记》一书的诞生。
通过这部小说，他给我们深入展示了流放在西伯利亚的苦役犯的种种生活状况。
其真实性和深刻性，不是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虽有亲身经历但无卓越文学才华者也写不出来。
他描写了犯人们人性的扭曲变态，同时又揭示了这些状态主要是监狱恶劣的非人性环境造成的，而他
们仍然渴望自由，渴求过正常人的生活。
在监狱里，犯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弄钱，弄了钱后又用来买酒大醉一场，其实质仍然是对自由的病
态渴望，在那种环境下应该属于正常。
他如实描写了贵族身份的犯人在流放生活中特别困苦的境况，数年如一日地遭受其他犯人的敌视和羞
辱，这是他自己感同身受的。
但他以博爱的精神原谅了这些伤害他的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

他还因为自己曾用一句话伤害了一个为他服务的普通犯人而忏悔不已。
他的这部小说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让读者对这些不幸的人充满了同情心和应有的尊重。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多个地方探讨了死刑问题。
由于他本人的切身经历，他认为死刑是极不人道的。
他还对监狱种种不人道的做法提出抗议，例如他认为让重病患者继续戴着脚镣，是对犯人毫无意义的
摧残。
    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十分强烈的宗教信仰。
在他看来，俄国的东正教是最为正宗的基督教了，而罗马天主教其实是反基督的基督教，是伪基督教
。
他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对无神论的批判都是站在这一立场上说的。
他虔信宗教、相信上帝的主要理由是：如果上帝死了，或者灵魂不能不朽，一个人死后什么都没了，
他就可能任意妄为；如果人们都是这样，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毁灭。
20世纪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曾引用他的话蝤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得出
的结论却正好相反。
萨特认为，由于上帝已死，人就失去了任何凭依，那么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归于自身的自由，必
须自己独自承担责任。
因此，直到这时他才具有真正的责任意识。
也就是说，真正为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推诿于他者，应该建立在不相信上帝这个外在于人的权威的
基础上。
两相对照，尽管出发点似乎是相同的，我们更赞同萨特的结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虔信宗教，却未必是一个正统的宗教徒或教会式的宗教信仰者，其中似乎有矛盾
或游移不定的地方。
与其说他相信宗教的力量，还不如说他相信爱的力量，强调爱的力量。
他相信人与人不分彼此、不分贵贱地相爱，这个世界就可以获救。
他对于宗教及其代表人物的神秘力量并非确信不疑。
一方面，他认为长老确实具有一种神秘力量来约束其教众的行为，并举出了这方面的事例；另一方面
，他还认识到那些害疯癫症的女人能够被长老治愈，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上的“暗示”起了作用。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着意刻画的圣者佐西马长老死后，不但没有出现死后不朽的奇迹，反而
尸体很快就发臭了。
这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并不相信教会宣扬的那一套迷信的东西；在他看来，教士、长老也是人，
他们不是靠奇迹而是靠自身博大的爱来征服教众的。
    人们通常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病态的天才”，这有一定道理，但也容易招致误解。
他在其主要代表作《地下室手记》中，开首就探讨了那个“地下室人”到底有没有病。
其实所谓“病态”，是对那个病态的社会不相适应而产生的症状，因此，呈现“病态”的人恰恰要比
“正常人”来得清醒，显得明白，这才是真正的“正常”；而那些所谓“正常人”，也许已经病入膏
肓，感觉不到这个社会弊病之严重。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病态的天才，那么就应该同时补充一句，他也是一个不断地克
服自己的病态、与病态相抗争、超越病态的天才。
那个“地下室人”的所言所行，有一部分表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俄罗斯人精神上的批判。
例如“地下室人”在被人撞了一下后，有着极其复杂强烈的心理反应，确实有些病态，而这是俄国等
级社会造成的国民卑怯性所致。
又如“地下室人”对于那个妓女的态度，先是以救星和英雄的面目出现，以滔滔不绝的说教扰乱了她
已经寂灭的心，其实这其中就有作假和玩弄的成分；然后在贫穷尴尬的境况被暴露时，又恼羞成怒，
对她肆意羞辱以报复；但在这之后又悔恨不已，试图追赶她来弥补；最后半途而废，不了了之。
这个《地下室手记》中的主要“故事”深入揭示了人欲行善时隐藏于其内心深处的恶，以及人在作恶
时仍然掩盖不了的善，善恶就这样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但在那样一个社会中，占上风的仍然是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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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人”的另一些言论则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说的意思。
例如，“地下室人”说：“二加二等于四已经不是生活，它是死亡的开始。
”这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将人的生活公式化，反对以任何固定的社会模式或目的来限制人类真
实生活本身。
他还认为，一个人最根本的利益是其自由的意愿，而这是任何理性所无法涵盖的；与其说人是理性的
动物，还不如说他是自由的动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同时代有影响的人物多有评论。
虽然有些言论不免偏颇之处，总的来说，他的评价还是公允恰当的。
他对普希金的评价非常之高，其原因是普希金的人民性，普希金是人民的诗人，完全把自己融入人民
之中。
在他看来，普希金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普希金不仅是俄罗斯的，也属
于整个人类世界。
这样高度的评价是其他评论者所未能论及的。
他跟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在政治观念上不同甚至对立，但并不因此否定他们其他
方面的优点和长处。
例如，他认为，别林斯基彻底否定家庭、私有制和个人道德责任，这是俄罗斯生活中最为丑恶、愚蠢
和可耻的现象。
同时又立即说明：“这里我是把别林斯基当作俄罗斯生活的一种现象，而不是看作一个个体，来进行
斥责的。
我要说明的是，与此同时，他是一位好丈夫和好父亲。
”对于赫尔岑，他也有类似的说法。
尽管他跟车尔尼雪夫斯基政见不同，在私人关系方面却是彼此尊重，相处融洽。
他的评价是：“说实话，我很少见到比他更为亲切和善的人，因此，当时我就对某些人的印象感到惊
讶：他们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性格古怪、难以接近。
”他还特别撰文驳斥了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认为他的一篇小说是影射和嘲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他反驳说：“也许我因观点不同而仇视他？
为什么会这样？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就没有以他的观点让我下不了台。
完全可以做到既十分尊敬一个人，又跟其观点很不相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这样做的。
从个人的角度讲，他很不喜欢屠格涅夫这个人，最后两人完全断绝交往，但他仍然公正地评价说，屠
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创造了一种具有永恒之美的典型，其根源是该作者同人民的接触，人民给了他
灵感，他从人民那里学会了朴实纯洁、睿智开朗和宽恕之道。
涅克拉索夫去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夜未眠，读他的诗集。
尽管他跟涅克拉索夫在观点上不尽一致，仍然对这位诗人充满感情，评价甚高。
他特别回忆了涅克拉索夫因他的处女作《穷人》深夜来访以及充满激情的谈话场面。
他对法国作家雨果有很高的评价，称之为“19世纪法国了不起的天才，当代法国小说的开创者”。
尽管许多俄国作家和评论家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要比雨果的《悲惨世界》好，他本人
却一再表明，《悲惨世界》在叙事方面要比《罪与罚》强得多，并且同那些更看好他的人争论。
这里没有丝毫“文入相轻”的味道，有的只是对卓有成就的同行发自内心的尊崇。
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也一样。
他称托尔斯泰“具有了不起的艺术才能”，是俄罗斯唯一能十分准确地把握自己所描写的东西(无论是
历史还是现实)的作家。
他还说，托尔斯泰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足以让欧洲人认识到，能够产生如此有深度和表现力的
文学作品的俄罗斯人，将来在科学、社会和经济方面也一定能产生同样可以与之比肩的成就。
这一评价是非常之高了。
在纪念乔治·桑的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少年时就有的美好感情，追忆了她对俄罗斯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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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说：“在她去世之时，全世界的妇女都应该悼念她，因为她们当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与世长辞了
。
此外，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妇女，乔治·桑的地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必定会永存于欧洲历史之中
。
”他对这位颇有争议的女性的赞美是毫无保留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提法，又反对强加给艺术以政治目的，认为艺术就是为人类自身的目的和利
益服务的。
应该说，这一看法是十分得当的。
在鉴赏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具有一个作家的敏锐观察力，又具有一个思想家的
深刻思辨性，常有他人所未能及的洞见。
他从《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发现了普希金的人民性：“普希金通过这部不朽而完美的长诗让自己成
为伟大的人民诗人。
”他认为达吉亚娜才是长诗真正的主人公，是一个美的典型，并且说：“自这以后，如此美好的俄罗
斯妇女形象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不复存在了。
”他还指出，“普希金塑造了俄罗斯漂流者的典型(即奥涅金)，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漂流者，首次以
其天才的敏感性，揭示了这些漂流者的命运及其历史意义。
”这些都是其他论者未能准确论及的。
他通过《安娜·卡列尼娜》中两个地主在一个农民窝棚里对话的情景发现，托尔斯泰回答了俄罗斯“
当前最要紧的问题”，而且并非有意而为之，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小说艺术本质的自然表现。
对此他作了十分精到的深入分析。
在评价伍宾斯基的小说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指出了其作品具有自然纯朴的优点，也谈到作者对于情
节枝枝蔓蔓的处理不够有力的缺陷。
在分析小说《小猪仔》时，他深刻揭示出，由于俄国社会的现状，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却被人民和当
局都看成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由小见大的观察和分析的能力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对于广为人知的小说《堂吉诃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迥异于他人的分析，从堂吉诃德的一个疑问
中悟出人类的一个特点：他往往会虚构一个新的更为荒谬的幻想或谎言，并且对此坚信不疑，以此来
打消自己对于前一个幻想或谎言的疑虑。
不是特别富于想象力和善于思考的人，是无法这样看小说的。
他评价说：“塞万提斯这位了不起的诗人洞悉了人心中最为深刻和神秘的东西。
”我要说的是，还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了不起的评论者来揭示这一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绘画艺术也颇有研究，对具体作品的鉴赏和评价十分在行，而且往往有突破圈内人
局限性的真知灼见。
他对画展上人们最为看好、获奖最高的一幅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该画最让人称道的
是真实，画面上的一切都跟自然的一样，观看者在画中看到的犯人就像在镜子里或拍得很好的照片上
看到的一样，但这恰恰是缺乏艺术性的表现。
”因此这幅画并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
他认为，艺术家不仅应该用眼睛来观察，更应该用心来观察；这幅画的问题就在于用心不够，没有揭
示出画中犯人具有人性的一面。
他还对列宾等人的风俗画作了评价，并深入分析了俄罗斯画家不愿投身于历史题材绘画的原因，指出
：“如果一个画家相信当前现实的程度大大超过相信自己的观念(也就是理想)，那他会有多大发展呢
？
其实理想也是现实，跟当前的现实一样有存在的权利。
可惜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
”这揭示了俄国绘画界关键问题之所在，是十分深刻的。
在接受当局秘密审讯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指责了当时的书刊检查制度，认为它把作家视为国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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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敌人，让其蒙受羞辱，从而造成俄国文学的紧张和困难境况。
他是因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会上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信》而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
，但他在接受审讯时仍然坚持说：“我早就想谈一谈别林斯基和果戈理之间的书信，我认为它们是十
分精彩的文学作品。
无论是别林斯基还是果戈理，都是十分杰出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让人产生兴趣，更何况我是认识
别林斯基的。
”这充分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和不向暴力屈服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读进去了，一个人的情感会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记得几十年前读他的作品，应该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读着读着，突然悲从中来，情不自禁，号
啕大哭起来。
幸好当时并无他人在场，否则一定会惊诧莫名，以为我犯了什么毛病。
    今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91周年和逝世131周年，作为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回报和纪念，我们编译
了本书，从他的大量作品中采撷了最能反映其生活和思想的内容，希望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鲁迅先生在《小引》一文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及其为人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因此将其列在
本书正文之前，以飨读者。
今年是鲁迅诞辰131周年(他恰好诞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那一年)，我们也借此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
和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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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我这个人；我的作品；我看社会众生相；我看流放生活；我看宗教信仰；对一个俄罗斯
人的心理分析；我看同时代人；我看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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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者：黄忠晶 阮媛媛  黄忠晶，现任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研究
员、教授，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近年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传奇萨特》、《尼采自述》、《西方社会思想
史》等。
 阮媛媛，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现在湖北省宜昌市某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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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我被判死刑也不后悔 有些评论者指出，我的小说《群魔》采用了那个有名的涅恰耶夫案
件中某些情节，但小说对该事件的人物和细节没有作符合实况的描写，只是撷取了某些现象来说明它
为什么会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
这不是描写一个奇闻轶事，一个莫斯科发生的事件，而是在作社会现象分析。
我认为该评论说得很对。
这部小说确实没有按照实情来描写涅恰耶夫以及其牺牲品伊万诺夫。
小说中的涅恰耶夫跟那个实际存在的同名者并不相同。
我只是以小说的形式提出一个问题，并尽量给出明确回答：在我们这个处于转型期的现代社会，涅恰
耶夫分子（而不是涅恰耶夫）是怎样产生的，他们是怎样网罗自己的信徒？
 有些人认为，涅恰耶夫分子一定是白痴，是“白痴一样的狂热分子”。
真是这样吗？
我这里不谈涅恰耶夫，只谈通常意义上的“涅恰耶夫分子”。
有些涅恰耶夫分子确实是思想悲观，性情忧郁，行为堕落，热衷于阴谋活动，有强烈的权力欲，在表
现个性方面达到病态的程度，但他们为什么一定是“白痴”呢？
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之中真正令人生畏的人物大都性格成熟，处事老练，很有教养。
或许你们以为，一个人只要获得知识和科学，拿上大学文凭，就对真理有了终生不改的认识，足以抵
御种种诱惑、情欲和犯罪。
在你们看来，这些学成毕业的年轻人就成了一尘不染、类似教皇的人物。
 难道你们真的以为，涅恰耶夫网罗的信从者一定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可以说是一个老“涅恰耶夫信徒”，我曾站在断头台上被判处死刑。
但我是同一群很有教养的人站在一起的。
这些人几乎个个都是大学毕业，其中有些人后来还成为著名的学者和作家。
涅恰耶夫的信徒并非都是不学无术、鸡鸣狗盗之辈。
 也许你们会反驳说，我根本不是涅恰耶夫信徒，只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就算我只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其实这一名称是很不准确的，因为有许多人的行为跟彼得拉舍
夫斯基小组成员一样，却不但没有上断头台，还毫发未损，一辈子平平安安，他们完全不认识彼得拉
舍夫斯基；在这一历史案件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彼得拉舍夫斯基身上，这就是我想要解释的），你
们怎么就能认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就不可能成为“涅恰耶夫信徒”，即在某种境况下会像涅
恰耶夫一样行动呢？
当时还难以想象这样的境况，因为时代不一样。
不过这里我只是在谈自己。
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涅恰耶夫，但我不能保证自己在年轻时不会成为涅恰耶夫信徒。
 我可以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中没有一个“怪物”和“骗子”（无论是那些站在断头台上的人
，还是那些平安无事的人，都一样）。
我想，这一点是不会有人反对的。
这都是一些很有教养的人，这一点，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大概也不会有人反对。
我们这些人中，很少有能与那些深深影响年轻人的思想观念进行斗争的。
我们深受当时理论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在欧洲尚未产生，欧洲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甚
至还驳斥了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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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共分为：我这个人；我的作品；我看社会众生相；我看流放生活；我看宗教
信仰；对一个俄罗斯人的心理分析；我看同时代人；我看文学艺术八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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