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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书由一人来创作是力不胜任的。
除了我从群岛带出来的一切——亲身感受的、记忆所及的和耳闻目见的以外，写作这本书的资料，是
二百二十七人（名单从略）在一些口述、回忆和书信中提供给我的。
    我不在这里向他们表示私人的谢意：这是献给全体受难者和受害者的我们合力建造的纪念碑。
    在这名单中，我想要特别提一下那些花了许多劳力来帮助我使这个东西拥有图书学上的依据的人，
他们提供的书有的是今天图书馆的藏书，有的则早已注销，因而要找到保存下来的一本是要有巨大的
坚忍不拔精神的；尤其要提到的是那些在严峻时刻帮助藏匿这份手稿、后来则加以复制的那些人。
    但我敢于说出他们姓名的时刻尚未到来。
    索洛维茨的老囚犯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维特科夫斯基本应是此书的编辑者。
然而，在那里度过的半辈生涯（他的劳改营回忆录也就称为《半辈生涯》），使他过早地瘫痪了，已
经不会说话。
他只读了写好的几章，便确信一切都将得到说明。
    如果自由在我国长时期内仍不能透露光亮，因之这本书的传递也将冒极大的风险，那么，对于未来
的读者们，我也应当代表死难诸人致以谢忱。
    当我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任何有关劳改营的回忆录或文艺作品，我都一无所知。
在一九六七年以前的那些工作年代里，我逐步获悉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和□·维
特科夫斯基、E·金兹布尔格、□·阿达莫娃一斯辽兹别格等人的回忆录，对于这些作品，我在叙述
过程中将作为人人皆知的（终究也将会这样呀！
）文献事实加以援用。
    下述诸人违背自己的意图，与自己的意志相抵触，为本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保存了许多重要
事实，甚至数字和当时所呼吸的空气：M·H·苏德拉勃斯一拉齐斯；H·B·克雷连科——多年的国
家总公诉人；他的后继者A·□·维辛斯基及其法学家帮手们，其中不能不特别提出H·□·阿维尔
巴赫。
    为此书提供了资料的，还有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首的三十六名苏联作家，他们是俄国文学史上破
天荒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关于白海运河的那本可耻书籍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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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是索尔仁尼，他在俄罗斯是一个政治犯，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妥协过。
在一个集权的国家里面，最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懦弱的社会属性。
这不仅仅是西方的问题，在东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我们也看到了知识分子懦弱的一面。
可是，对于索尔仁尼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
，可是单就这一部《古拉格群岛》就足以洗涤一切加于他的懦弱的说法。

　　
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史诗般巨著《古拉格群岛》，堪称苏联列宁和斯
大林时期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
全书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
浩繁，充分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驾驭材料的能力。
书中有激昂的控诉，愤怒的谴责，也有尖锐的嘲讽，深切的诉说，是深刻理解苏联政治体制重要的参
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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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逮捕 这个神秘的群岛人们是怎样进去的呢？
到那里，时时刻刻有飞机飞去，船舶开去，火车隆隆驶去——可是它们上面却没有标明目的地的字样
。
售票员也好，苏联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的经理人员也好，如果你向他们询问到那里去的票子，他们会
感到惊异。
无论整个群岛，还是其无数岛屿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都毫无所知，毫无所闻。
 那些去管理群岛的——通过内务部的学校进入那里。
 那些去担任警卫的——通过兵役局征召。
 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
 逮捕！
！
说它是你整个生活的急转剧变？
说它是晴天霹雳对你的当头一击？
说它是那种并非每人都能习惯并往往会使你失去理智的不可忍受的精神震荡？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
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
。
 如果对你说：你被捕了——那么难道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在这场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动吗？
 但是，糊涂了的脑子不能理解这种天崩地坼的变化，我们中间最聪颖和最愚拙的都一概不知所措，于
是在这一时刻只能从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中挤出一句话来： “我？
？
为了什么？
！
？
” 在我们之前就已重复过干百万次的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答复。
 逮捕——这是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变动、转换。
 在我们生活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时常沿着一些围墙、围墙、围墙——烂木头做的、土坯砌的、
砖砌的、混凝土的、铁的——幸福地疾驰而过，或者不幸地踟蹰而行。
我们没有思索过，它们的后面是什么？
我们既不曾试图用眼睛也不曾试图用悟性往那后面窥看一下——而那里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开始的地
方。
而且我们也没有察觉在这些无尽头的围墙上有着无数修得结结实实的、伪装得很好的小门。
所有所有这些小门都是为我们准备的！
——瞧，一扇不祥的小门迅速打开了，四只不习惯于劳动却善于逮人的白白嫩嫩的男人的手，抓住我
们的脚，抓住我们的手，抓住衣领，抓住帽子，抓住耳朵，象捆草一样拖了进去，而我们后面的小门
，向着我们往日生活的小门，便永远关上了。
 完了。
你被捕了！
 对此我们也就什么也回答不出来，除了发出小绵羊的咩咩叫声： “我吗？
为了什么？
？
⋯⋯” 这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电闪雷击，从此，现在就变为过去，而不可能的事却成为真实的现在。
这就叫做逮捕。
 如此而已。
无论在最初的一小时，无论在头几昼夜，你的脑子里什么别的也装不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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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绝望之中，马戏团的道具月亮还会向你闪出光亮：“这是一个误会！
会弄清楚的！
”而其他的一切——那些现在已经变成关于逮捕的传统概念，甚至变成文学概念的东西——将不在你
的惶惑的记忆中，而在你的家属和邻居的记忆中积聚和构成。
 这是刺耳的夜间门铃声或粗暴的敲门声。
这是夜间执行任务的行动人员穿着不擦干净的靴子雄赳赳地跨进门来。
这是在他们背后跟进来的吓得发呆的见证人（干吗要这个见证人？
——遭难者不敢想，行动人员记不得，但按条令应当这样做，于是，为了签名作证，他就必须通宵坐
以待旦。
而且为这个从被窝里被拽出来的见证人设想，一夜一夜地走来走去帮助逮捕他自己的邻居和熟人，这
确实也是活受罪）。
 传统的逮捕——还有发抖的手为被带走的人收拾东西：替换衣服、一块肥皂、一些食物，然而谁也不
知道该穿什么，可以穿什么，怎样穿更好些，而行动人员却在催促着，阻止着：“什么也不需要。
那里会给吃饱的，那里是暖和的。
”（都是谎话。
而催促是为了恐吓。
） 传统的逮捕——不幸的人被带走以后，还有一股严厉、陌生、盛气凌人的势力一连许多小时在住所
里作威作福。
这就是——撬锁破门，从墙上扯下和扔下东西，从柜子和桌子里把东西扔到地上、抖、撒、撕，——
于是地板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积如山，靴子在上面踩得咯吱作响。
而且搜查时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没有的！
在逮捕机车司机英诺申的时候，房间里停放着一具他刚死去的婴儿的小棺材。
司法人员们把婴儿从棺材里扔了出来，他们在那里也进行了搜索。
还把病人从被窝里拽出来，还解开绷带。
而且在搜查时什么都不可能被认为是荒唐的！
古物爱好者切特维鲁被抄走了“若干张沙皇谕旨”——那就是：关于结束同拿破仑战争的谕旨，关于
组织神圣同盟的谕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年霍乱的祷文，我国优秀的西藏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
了珍贵的西藏古代手抄本（过了三十年，死者的学生们好不容易才从克格勃手中把它们抢救出来！
）。
在逮捕东方学家涅夫斯基时，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过了二十五年，为表彰对这些抄本
的译释，给死者追授了列宁奖金）。
卡尔盖被抄走了叶尼塞流域奥斯恰克人的文献档案，他所发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于是这个小民族
就始终没有文字。
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话就长了，而民间关于搜查是这样说的：什么没有找什么。
 凡查抄的东西一概运走，有时还迫使被捕者本人搬运——如像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帕尔钦斯卡娅就
曾把她那个永远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俄国的伟大工程师的一袋文件和书信扛上——送到他们的虎El
里，一去永不复返。
 对于逮捕后留下的人，日后将是漫长的被搅乱了的空虚生活，尝试去递交东西。
但从所有的窗El听到的总是狗吠般的声音：“名单上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
”在列宁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这样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昼夜的队。
只有经过一年半载，也许被捕者本人会发出点回音，或许从里面会传出一句话：“该犯没有通信权。
”而这就已经意味着——此生休矣。
“没有通信权”——这几乎无疑地是说：已遭枪决。
 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一个人”忽然下落不明了，连最亲近的人——妻子和母
亲⋯⋯都整整几年不知道他的情况。
”说得对吗？
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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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列宁于一九一。
年在巴布什金的讣告中写的。
说一句直率的话：巴布什金为起义者运送武器，因而遭到枪杀。
他知道他是在冒什么风险。
与我们这些家兔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我们关于逮捕的概念。
 上面描述的这种类型的夜间逮捕，在我国确乎是惯常的做法，因为它有一些重大的优越性。
住宅里的所有人听到第一响敲门声就被吓破了胆。
逮捕对象是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的，他还完全处在半睡不醒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中，神智是不清的。
在进行夜间逮捕时，行动人员在力量上占有优势：他们是几个武装人员前来对付一个裤子都没有穿好
的人；在收拾东西和进行搜查时，想必在门口不会聚集起一群遭难人的可能拥护者。
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临一所住宅，然后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这样，编内行动人员
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够把比这些编内人员多许多倍的城市居民关进监狱。
 这种夜间逮捕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无论毗邻房屋，无论城市街道，都看不见一夜之间带走了多少
人。
这种夜间逮捕吓坏了近邻，对于远邻来说却算不了什么事件。
它们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
夜间，“乌鸦车”在这条柏油马路上往来奔驰，白天，年轻的一代举着旗帜和花束，唱着欢乐光明的
歌曲沿着它迈步行进。
 但是，对于那些以抓人为专职的捕手来说，被捕人的惊恐惨状不过是习以为常、腻烦厌人的琐事，他
们对逮捕行动的理解要广泛得多。
他们有一大套理论，不要想得天真，以为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
逮捕学——这是普通监狱学教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
逮捕有依各种特征的分类法：夜间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点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复的；分
散的和成群的。
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预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几千万个场合根本没有预期会发生
任何抗拒，而且确实没有发生）来进行区分。
还可以按照预定的搜查的严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录，是否查封房间或住宅；是否要随丈
夫之后并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则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属发送流放，或者还把老人们也送
去劳改营等等来区分逮捕。
 还单独有一整套的搜查学（我曾读到过供阿拉木图法律函授学校学生用的小册子），书里大为赞赏一
些司法人员，他们在进行一次搜查时，不怕麻烦地翻腾三十二吨粪肥、六方木材、两大车干草，清除
了整个宅旁园地的积雪，从炉子里掏出砖头，掏了脏水坑，检查了抽水马桶，在狗窝、鸡窝、鸟巢里
作了搜寻，刺穿床垫，从身上揭下贴着的膏药，甚至拔下金属假牙找寻是否藏有缩微文件。
此书向学生们竭力推荐，一次搜查要从人身开始，以人身结束（以防这人顺手从搜查过的东西中抓走
某些物件）；事后还要去同一地点，但要在早晚不同时间，再作一次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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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原不应由我独自撰写。
最好是由熟悉情况的人分别撰写备有关章节，然后在编辑委员会上互相补充，共同修改定稿。
    但是，能够这样作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我也曾向某些人提议，由他们撰写个别章节，他们没有答应，丽只代之以口头叙述，或昔把书面材料
交给我，供我选用。
我还向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提议过共同编写全书，他也推辞了。
    按理，应该设一间办公室。
应该在报纸上，或者通过电台，发表广告（“请踊跃响应！
”），能够有公开的私人信函往来，就像写布列斯特要塞的情况时那样。
     但是，我不仅没有可能这样铺开工作，反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构思、信件、材料等等全部隐藏起来，
分散到各处，对一切都严守秘密。
甚至在写这本书时我还不得不装作正在从事别的工作。
    我多少次提笔写它，又多少次搁笔了。
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到底需不需要由我独自来写这样一本书？
我的力量能坚持到什么程度？
但是，当我看到在已经搜集的材料之外又有许多囚犯从全国各地纷纷写信给我的时候，我明白了：既
然此事注定要由我来作，那我就有义务去完成它。
    必须说明：这一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
在《群岛》的撰写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一九六五年九月，我的文件柜遭到摧毁，我的一部小说被没收
了。
这时，我只得把已经脱稿的《群岛》的各部以及为其它部分准备好的材料分散到各地去。
从此全书就再也没有集中到一起，因为我怕冒险，何况书里面提到许多人的真实姓名。
后来，我总是抄下一张备忘单，写明应该在什么地方核实什么材料，到什么地方去删掉什么，然后带
着这张清单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进行工作。
是啊，这种惶惶不安的状态和文字加工不足的情况也正是我国的受迫害的文学所具有的确切特征。
只好请读者接受这样一本书了。
    我停止了本书的写作并不是我认为本书已经完成，而只是因为我自己再没有更多的精力写它了。
    我不仅请求读者宽恕这一点，而且我要大声呼吁：时机一到，一旦有可能，就请幸存的朋友们，熟
悉情况的朋友们集会到一起，写出有关此书的评论和注释来；需要的话，就修改它，需要增加的地方
就请增加（当然不能堆砌，类似之处可不必重复）。
到那时，本书才可以说是完成了。
愿上帝保佑你们！
    即使是现在这样一本书，我能够安全完稿也使我十分惊奇。
我曾经想过多少次：不会让我写完它的。
    我结束本书的时间正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年头（这两个周年纪念也算是互
相有联系的），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八六七年）一百周
年。
    这第二个周年纪念想必不会为人们所留意⋯⋯    1958.4.27—1967.2.22    于梁赞市—隐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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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拉格群岛(套装共3册)》是由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一部最有力和最有影响的反映苏
联奴隶劳动和集中营故事的书。
实际上前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索尔仁尼琴把整个
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作者亲自在古拉格集中营中生活过，并且是书中事件的目击者和第一手材料的获得者，出狱后采访
了270位人士，为书中所写的事提供了证词。
《古拉格群岛(套装共3册)》创作于1962年至1973年间，于1973年在西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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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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