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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欧洲批 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
。
正是他，以自己深邃的智慧、无畏的精神、不倦 的探索、丰硕的成果将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顶峰，对
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成为全人类景仰的文学大师。
作为他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 娜》中译本的译者，我想介绍一下托翁其人其书，也许对我国读者
，特别 是跨世纪的青年不无裨益。
 托尔斯泰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俄国图拉省的一座贵族庄园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他的家世，可以说是名门望族，典型的贵族之家 。
父亲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伯爵参加过一八一二年反抗拿破仑的卫 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
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 基公爵的女儿。
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就是托尔斯泰母亲的陪嫁产业。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贵族教育，但他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靠姑母抚 育，童年和幼年是在痛苦与不
幸中度过的，从而养成了他爱好沉思的性格 。
一八四四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先是东方语言系，后转法律系，均 无甚兴趣。
当时俄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思潮澎湃起伏，年轻的托尔 斯泰一方面恋上了社交生活，另一方面
则迷上了卢梭的回归自然的思想。
 到大学三年级时，即一八四七年四月，他便告别了当时沉闷、枯燥、守旧 的课堂，毅然回到了亚斯
纳亚波利亚纳。
这时他与三个哥哥业已分家，他 分得了这座庄园，拥有一千四百七十俄亩土地和三百三十名农奴。
回到庄 园后，托尔斯泰亲自管理农事，努力改善农民生活，改善地主与农民的关 系，这种改良主义
做法，未能获得农民的理解，归于失败。
沮丧之余，他 又致力于农村教育，收效亦微。
一八五零年，托尔斯泰怀着不安的心情来 到莫斯科，在上流社会中厮混了一阵，不仅没有找到出路，
相反，纸醉金 迷的生活使他感到厌倦。
一八五一年四月，他随兄尼古拉去高加索作战。
 一八五四年三月，又加入多瑙河部队，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
他作 战勇敢，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军旅生涯，从一八五一年四月开始，到一八五六年十一月 以中尉衔退役为止，长达六年
之久，他不仅接触到了高加索优美的自然风 光，而且更多地熟悉了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优秀品质
，加深了他对劳 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意识。
这一切更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 。
一八五二至一八六二年是他创作的早期。
早期的代表作有：自传体三部 曲《童年》、《幼年》、《青年》（1852—1857），《袭击》（1853）
，《伐 木》（1853—1855），《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1854—1855），《一个地主 的早晨》（1856
），《琉森》（1857），《哥萨克》（1852一1863）等。
托翁早 期的作品为中短篇小说，贯穿了作家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追求平民化 和追求道德自我完
善的思想。
这时期是作家在艺术上、乃至社会问题上初 步探索与实验的时期。
 托尔斯泰于一八五六年十一月退役后，次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 和德国游历，一方面扩大了文
学艺术视野，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西欧资本 主义残酷性和俄国落后面貌的认识。
归国后，他在庄园继续进行文学创作 ，并以极大热忱从事农村教育事业，先后为农民子弟开办了二十
多所学校 ，在调解农民与地主的纠纷时，又往往站在农民一边，凡此种种，必然引 起沙皇政府的注
意，家宅屡遭宪兵搜查，不久学校也被迫关闭。
面对着农 奴制改革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托尔斯泰思想上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围绕着农奴制改革问题，社会各派势力斗争日益尖锐，托尔斯泰企图在不 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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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解决农民问题的种种方案，连连碰壁。
在文 艺问题上，他与屠格涅夫一道，由于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与车尔尼雪夫 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
等革命民主主义派决裂。
如果说托尔斯泰四十年代在 大学学习时，接受卢梭思想、采取开明的贵族地主立场是他世界观的第一
次变化的话，那么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系列事件和矛盾，正促使他 的世界观酝酿第二次变化。
 一八六二年九月，托尔斯泰与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结婚，婚后获得 了一段时间的心灵宁静。
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他花六年心血，完 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
这是一部反映俄国军民在一八一二年抗击 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的史诗性巨著，作家讴歌了俄国军民
同仇敌忾的崇 高爱国主义精神，也显示了作家本人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心。
《战争与 和平》的问世，使作家赢得了世界声誉。
除《战争与和平》外，他还从一 八七三年起转向现代题材的探索，到一八七七年，写出了长篇小说《
安娜 ·卡列尼娜》，对当代的政治、经济、农业、家庭、婚姻、道德等一系列 问题重新进行审视。
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八零年，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创作 的中期。
这个时期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是他艺术上登峰造极的时期， 也是思想上矛盾激烈，紧张探索，世
界观发生变化的时期。
 列宁说：“乡村俄国的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破坏，加强了托尔斯泰 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
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 。
”（《列宁论文学艺术》）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俄国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城市工人 运
动与农村农民运动此起彼伏，加上托尔斯泰的家庭矛盾也日益突出，这 一切都使他十分苦恼，出现了
新的思想危机。
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著作 ，却找不到答案。
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一年，他写成了《忏悔录》，无情 地解剖自己，勇敢地和过去诀别，抛弃开明地
主立场，转而接受宗法制农 民的思想，对贵族地主阶级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了强烈的否定，
对国家和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暴力解 决农民问题，提倡基督的博爱和自我修养，主张从宗教和伦理
中寻找解决 社会矛盾的途径。
 随着世界观的变化，托尔斯泰到晚年（九十年代）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方式、生活习惯。
他拒绝履行贵族义务，亲自参加体力劳动，衣食简朴， 经常访贫问苦，积极参加救灾工作。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晚期（1881一 1910）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态度上看，他力图使自己的创作符合人 民的需要，做人民的代言人；从体裁上看，更加多样化。
除了长篇小说《 复活》（1889一1899）外，主要是中短篇小说、戏剧、民间故事以及大量的 文艺论著
和政论作品，这就形成了作家在晚期创作中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更 激烈、更深刻、更及时的特色。
然而作家仍然宣传宗教思想，鼓吹“不以 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这种救世药方，对于解决
当时的社会矛 盾有害而无益。
 托翁晚年不顾年事已高，健康受损，一方面四处奔走，为农民请命， 为农民排忧解难；另一方面仍
笔耕不倦，成果不减当年，用“老当益壮” 四个字来形容，当不为过。
然而，作家晚年又是十分痛苦不幸的。
一是沙 皇政府和宪兵的迫害以及教会的压力（只是慑于他的声望，反动派才没有下 毒手）；二是家
庭矛盾尖锐化，妻子对丈夫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能谅解与支 持；三是自身的矛盾，他既不愿接受革命
民主主义思想，而自己的宣传说 教以及种种努力又未能改变现状。
这一切都使他心力交瘁，走投无路，多 次打算出走，未能成行。
终于于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夜出走，途中 患肺炎，于十一月七日死于阿斯塔波夫车站，终年八
十二岁。
一代文豪， 就这样悄悄地、无可奈何地告别了苦难的人间。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一生，是紧张探索、不断进 取的一生，是笔耕不倦、硕果
累累的一生。
他在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 ，为后人留下了九十卷丰富的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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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应当提一下的是他的书信 和日记。
书信多达三十一卷，日记有十三卷，两者几乎占他文学遗产的二 分之一。
他写日记写了六十四年，直到逝世前一天为止。
这是他不断自我 反省、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记录，是研究托尔斯泰的重要资料。
托尔斯泰 创作的艺术技巧炉火纯青，艺术魅力无与伦比，人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概 括。
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托尔斯泰既善于展现宏观世界，又善于刻 画微观世界。
前者表现为善于驾驭大跨度时空，多线索结构和多人物场景 ，虽然千头万绪，错节盘根，作家却可以
编织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如《 战争与和平》）；后者表现为善于洞察人物的内心奥秘，细致地描
写心理的 嬗变过程，对其喜爱的人物不隐讳其缺点，对其憎恶的人物也不窒息其良 知的一丝闪光（
如《安娜·卡列尼娜》等）。
 二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是托尔斯泰继《战争与和平》之后 经过十二次精心修改的长篇
名著。
作品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 国现实，一方面是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的残余还大量存在
，不甘心退 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新生的资本主义秩序刚刚建立，又极不完善。
在 这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反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
要求作家去进一步探索，寻求答案，如：人生的目 的与意义、暴力革命与阶级调和、贵族与平民的命
运、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农民问题与农业的出路、婚姻与家庭、生与死以及教育、科技、伦理道 德
、自我修养、宗教信仰等等。
《安娜·卡列尼娜》反映了作家对这些问 题的探索，从而绘出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
一幅真实、凝 重而又发人深思的画卷。
 小说有三条情节线索（两条平行线，一条中间线）：第一条是以安娜— —卡列宁——弗龙斯基为主
的与上流社会、沙皇政府紧密联系的线索；第 二条是以列文——吉娣为主的与农村和宗法制农民紧密
联系的线索。
这两 条平行线靠以奥布隆斯基——多丽为主的中间线引发并连接起来，形成一 座十分严谨的拱形结
构。
 第一条情节线索展示的是女主人公安娜的爱情悲剧。
安娜是托尔斯泰 笔下精心塑造的妇女形象。
聪慧、美丽的安娜由姑母包办嫁给了当地一个 比她大二十岁的省长卡列宁（后来是沙皇政府部长）。
这是反动官僚与地方 贵族互相勾结的一桩交易，毫无爱情可言。
卡列宁是一台典型的“官僚机 器”，为人自私、虚伪、刻板、冷酷，一心追逐名利，根本不懂爱情。
小 说中出现的安娜已和丈夫生活了八年，生有一子。
安娜秀外慧中，极有教 养，才貌品德均高出于当时上流社会一般女性。
婚后她曾试图去爱丈夫， 但发现两人性格始终格格不入，无法对他产生爱情。
安娜说：“别人会说 ：他是一个笃信宗教、品德高尚、聪明诚实的人；然而，他们没有看到我 所看
到的一面。
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 切生气勃勃的东西，他从来也没有想到我是
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生生的女人 。
他们不知道，他时时刻刻都在侮辱我，并因此而洋洋得意。
难道我没有 尽力，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寻求生活的真谛吗？
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他吗？
 当我没法去爱丈夫时，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儿子吗？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明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把我造 成这
样一个人，我需要恋爱，我需要生活。
”爱情的饥渴使她在一个偶然 的机会里认识了青年军官弗龙斯基，一见钟情，而且爱得十分执著。
感情 的闸门一开，便一泻千里。
弗龙斯基的母亲知道儿子与安娜的私情后，“ 起初感到高兴，因为按照她的观念，没有什么比上流社
会中的风流韵事更 能使一个公子哥儿增色的了”，可是当她听说儿子为了能有更多机会与安 娜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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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放弃了一个可以飞黄腾达的职位，并且知道这种私情“并非她 过去赞许的那种能带来辉煌前程的
风流韵事”，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 ，采取反对态度，这就给安娜的爱情预埋了悲剧的因素。
 安娜追求光明正大的爱情生活，鄙视上流社会的舆论，与弗龙斯基公 开出现在剧院里，甚至跟他一
道出国旅游达三个月之久，这种敢于向上流 社会挑战的姿态，显示了安娜争取爱情，争取人权的决心
。
安娜与卡列宁 的矛盾，实质上是个性解放与专制制度的矛盾。
在卡列宁背后，有着强大 而凶恶的专制权的支持，有法律、教会、舆论及习惯势力的庇护，人们“ 
正在准备大量泥块，一旦时机成熟，就往她身上扔去”。
所以当双方矛盾 一公开，整个上流社会及其一切统治力量都朝安娜压迫过来。
安娜孤立无 援，其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是导致安娜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
 注定安娜悲剧命运的还远不只是卡列宁和上流社会的压力。
她所爱的 弗龙斯基并不是一个专情的理想人物。
这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过去曾追 逐过许多女人，都是逢场作戏，但这次追求安娜却真诚而狂热。
前期可以 说是既有爱心，也有虚荣心，而以爱心为主；后期则以虚荣为主，爱情的 火焰逐渐减弱。
当安娜的爱情成了他飞黄腾达的阻力，束缚他在上流社会 放荡任性，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时，他就冷
落了安娜。
安娜失去了儿子， 连精神上的最后一根支柱——弗龙斯基也失去了，绝望之余，她终于卧轨 自杀。
安娜的悲剧，不是一般的家庭悲剧，而是俄国社会的悲剧，具有极 大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
 第二条情节线索展示的是列文复杂而紧张的精神探索。
托尔斯泰是以 自己作原型来塑造列文这个形象的，通过这个形象，反映了作家本人对俄 国社会现实
中多方面矛盾的严肃思考。
 列文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贵族地主，大学毕业后，继承田产，在农村 专门经营农业。
他为人忠厚善良，聪明而富有教养，执著而喜欢探索。
在 农奴制崩溃和资本主义势力侵袭农村的大变动时期，他忧心忡忡，思考的 主要问题就是在保证地
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如何调节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
他一方面大量读书，企图从书中寻找答案，另一方面还进行经营方法调 查，开展改良试验。
然而，不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际行动，都以失败而 告终。
 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反映出列文如同处于十字路口的彷徨心态。
在 政治关系上，他既不满意地方自治会的工作，又乐于参加贵族的选举；在 农民问题上，他既不赞
成有些地主如斯维亚日斯基的极端自由派观点，也 不赞成维护农奴制的顽固派立场；在兄弟关系上，
他既不赞成一个同母异 父哥哥那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观点，也不喜欢另一个同父异母哥哥的革 命
民主主义立场；他对俄国城乡涌现的一些新事物如铁路、邮电、银行、 通讯等抱着敌视态度，对里亚
比宁之流的投机商人十分鄙视。
总之，列文 在各方面遭到的失败，内心的种种矛盾和悲观失望情绪，甚至使他产生过 自杀念头，他
不得不把绳子藏起来，以免上吊，随身不带手枪，以免自杀 。
上述种种，恰好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前夕的精神危机。
在家庭生 活上，列文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吉娣的爱情，而且吉娣又是一位贤妻良母型 女性，应该说是
非常幸福的了，但是列文紧张的探索，痛苦的心情，哥哥 尼古拉的死，甚至吉娣分娩时的惨状都使这
个幸福的家庭蒙上了阴影。
作 家如何让列文摆脱困境，获得家庭幸福呢？
一是让吉娣不过问列文的思想 探索，二是让列文皈依宗教，接受一位宗法制农民的说教，领悟到人生
的 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活着”，仿佛重又获得了幸福。
 《安娜·卡列尼娜》的色调明显不同于《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 平》色调明朗、昂扬，充满了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而《安娜·卡列尼娜》 的色调比较阴
郁，人物的矛盾斗争激烈，心情紧张而惶恐，全书闪现出宿 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
《安娜·卡列尼娜》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结构 严谨集中，对人物心理活动过程的描写十分出色，细
节描写更加引人入胜 ，叙述风格多彩多姿：有平稳的陈述，也有浓烈的抒情；有尖锐的对比，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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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辣的讽刺。
总之，《安娜·卡列尼娜》无论就内容的广泛和深刻性 ，还是艺术技巧的完美性，都不愧是世界批判
现实主义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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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娜·卡列尼娜》由两条平行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追求爱情幸福的悲剧，她根本不爱了无生气
的官僚丈夫卡列宁，而与风流倜傥的年轻军官伏伦斯基一见钟情和他离家出走，因此遭到上流社会的
鄙弃，后与伏伦斯基出现感情危机，最终彻底绝望而卧轨自杀。
这里揭露了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朽；另一条是外省地主列文经历种种波折终于和所
爱的贵族小姐吉娣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以及他面临农村破产而进行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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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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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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序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第六部第七部第八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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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译序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的伟大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
正是他，以自己深邃的智慧、无畏的精神、不倦的探索、丰硕的成果将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顶峰，对
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全人类景仰的文学大师。
作为他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中译本的译者，我想介绍一下托翁其人其书，也许对我国读者
，特别是跨世纪的青年不无裨益。
 托尔斯泰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俄国图拉省的一座贵族庄园—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他的家世，可以说是名门望族，典型的贵族之家。
父亲尼古拉·伊里奇·托尔斯泰伯爵参加过一八一二年反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
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就是托尔斯泰母亲的陪嫁产业。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贵族教育，但他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靠姑母抚育，童年和幼年是在痛苦与不幸
中度过的，从而养成了他爱好沉思的性格。
一八四四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先是东方语言系，后转法律系，均无甚兴趣。
当时俄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思潮澎湃起伏，年轻的托尔斯泰一方面恋上了社交生活，另一方面
则迷上了卢梭的回归自然的思想。
到大学三年级时，即一八四七年四月，他便告别了当时沉闷、枯燥、守旧的课堂，毅然回到了亚斯纳
亚波利亚纳。
这时他与三个哥哥业已分家，他分得了这座庄园，拥有一千四百七十俄亩土地和三百三十名农奴。
回到庄园后，托尔斯泰亲自管理农事，努力改善农民生活，改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种改良主义做
法，未能获得农民的理解，归于失败。
沮丧之余，他又致力于农村教育，收效亦微。
一八五零年，托尔斯泰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到莫斯科，在上流社会中厮混了一阵，不仅没有找到出路，
相反，纸醉金迷的生活使他感到厌倦。
一八五一年四月，他随兄尼古拉去高加索作战。
一八五四年三月，又加入多瑙河部队，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
他作战勇敢，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军旅生涯，从一八五一年四月开始，到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以中尉衔退役为止，长达六年之
久，他不仅接触到了高加索优美的自然风光，而且更多地熟悉了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优秀品质，
加深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意识。
这一切更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
一八五二至一八六二年是他创作的早期。
早期的代表作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幼年》、《青年》(1852—1857)，《袭击》(1853)，《伐
木》(1853—1 855)，《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1854—1855)，《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 ，《琉森
》(1857)，《哥萨克》(1852一1863)等。
托翁早期的作品为中短篇小说，贯穿了作家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追求平民化和追求道德自我完善
的思想。
这时期是作家在艺术上、乃至社会问题上初步探索与实验的时期。
 托尔斯泰于一八五六年十一月退役后，次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一方面扩大了文学
艺术视野，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西欧资本主义残酷性和俄国落后面貌的认识。
归国后，他在庄园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并以极大热忱从事农村教育事业，先后为农民子弟开办了二十
多所学校，在调解农民与地主的纠纷时，又往往站在农民一边，凡此种种，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
，家宅屡遭宪兵搜查，不久学校也被迫关闭。
面对着农奴制改革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托尔斯泰思想上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围绕着农奴制改革问题，社会各派势力斗争日益尖锐，托尔斯泰企图在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
下解决农民问题的种种方案，连连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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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问题上，他与屠格涅夫一道，由于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
革命民主主义派决裂。
如果说托尔斯泰四十年代在大学学习时，接受卢梭思想、采取开明的贵族地主立场是他世界观的第一
次变化的话，那么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系列事件和矛盾，正促使他的世界观酝酿第二次变化。
 一八六二年九月，托尔斯泰与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结婚，婚后获得了 一段时间的心灵宁静。
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他花六年心血，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
这是一部反映俄国军民在一八一二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的史诗性巨著，作家讴歌了俄国军民
同仇敌忾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也显示了作家本人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心。
《战争与和平》的问世，使作家赢得了世界声誉。
除《战争与和平》外，他还从一八七三年起转向现代题材的探索，到一八七七年，写出了长篇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对当代的政治、经济、农业、家庭、婚姻、道德等一系列问题重新进行审视。
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八零年，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创作的中期。
这个时期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是他艺术上登峰造极的时期，也是思想上矛盾激烈，紧张探索，世
界观发生变化的时期。
 列宁说：“乡村俄国的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破坏，加强了托尔斯泰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
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
” (《列宁论文学艺术》)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俄国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城市工人运动与
农村农民运动此起彼伏，加上托尔斯泰的家庭矛盾也日益突出，这一切都使他十分苦恼，出现了新的
思想危机。
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著作，却找不到答案。
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一年，他写成了《忏悔录》，无情地解剖自己，勇敢地和过去诀别，抛弃开明地
主立场，转而接受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对贵族地主阶级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了强烈的否定，
对国家和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暴力解决农民问题，提倡基督的博爱和自我修养，主张从宗教和伦理
中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
 随着世界观的变化，托尔斯泰到晚年(九十年代)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
他拒绝履行贵族义务，亲自参加体力劳动，衣食简朴，经常访贫问苦，积极参加救灾工作。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晚期(1881一1910)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态度上看，他力图使自己的创作符合人民的需要，做人民的代言人；从体裁上看，更加多样化。
除了长篇小说《复活》(1889 一1899)外，主要是中短篇小说、戏剧、民间故事以及大量的文艺论著和
政论作品，这就形成了作家在晚期创作中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更激烈、更深刻、更及时的特色。
然而作家仍然宣传宗教思想，鼓吹“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这种救世药方，对于解决
当时的社会矛盾有害而无益。
 托翁晚年不顾年事已高，健康受损，一方面四处奔走，为农民请命，为农民排忧解难；另一方面仍笔
耕不倦，成果不减当年，用“老当益壮”四个字来形容，当不为过。
然而，作家晚年又是十分痛苦不幸的。
一是沙皇政府和宪兵的迫害以及教会的压力(只是慑于他的声望，反动派才没有下毒手)；二是家庭矛
盾尖锐化，妻子对丈夫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能谅解与支持；三是自身的矛盾，他既不愿接受革命民主
主义思想，而自己的宣传说教以及种种努力又未能改变现状。
这一切都使他心力交瘁，走投无路，多次打算出走，未能成行。
终于于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夜出走，途中患肺炎，于十一月七日死于阿斯塔波夫车站，终年八
十二岁。
一代文豪，就这样悄悄地、无可奈何地告别了苦难的人间。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一生，是紧张探索、不断进取的一生，是笔耕不倦、硕果累
累的一生。
他在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九十卷丰富的文学遗产。
这里还应当提一下的是他的书信和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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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多达三十一卷，日记有十三卷，两者几乎占他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
他写日记写了六十四年，直到逝世前一天为止。
这是他不断自我反省、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记录，是研究托尔斯泰的重要资料。
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技巧炉火纯青，艺术魅力无与伦比，人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概括。
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托尔斯泰既善于展现宏观世界，又善于刻画微观世界。
前者表现为善于驾驭大跨度时空，多线索结构和多人物场景，虽然千头万绪，错 节盘根，作家却可以
编织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如《战争与和平》)；后者表现为善于洞察人物的内心奥秘，细致地描写
心理的嬗变过程，对其喜爱的人物不隐讳其缺点，对其憎恶的人物也不窒息其良知的一丝闪光(如《安
娜 ·卡列尼娜》等)。
 二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是托尔斯泰继《战争与和平》之后经过十二次精心修改的长篇名
著。
作品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现实，一方面是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的残余还大量存在
，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新生的资本主义秩序刚刚建立，又极不完善。
在这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反映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要
求作家去进一步探索，寻求答案，如：人生的目的与意义、暴力革命与阶级调和、贵族与平民的命运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农民问题与农业的出路、婚姻与家庭、生与死以及教育、科技、伦理道德、自
我修养、宗教信仰等等。
《安娜·卡列尼娜》反映了作家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从而绘出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
一幅真实、凝重而又发人深思的画卷。
 小说有三条情节线索(两条平行线，一条中间线)：第一条是以安娜—— 卡列宁——弗龙斯基为主的与
上流社会、沙皇政府紧密联系的线索；第二条是以列文——吉娣为主的与农村和宗法制农民紧密联系
的线索。
这两条平行线靠以奥布隆斯基——多丽为主的中间线引发并连接起来，形成一座十分严谨的拱形结构
。
 第一条情节线索展示的是女主人公安娜的爱情悲剧。
安娜是托尔斯泰笔下精心塑造的妇女形象。
聪慧、美丽的安娜由姑母包办嫁给了当地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省长卡列宁(后来是沙皇政府部长)。
这是反动官僚与地方贵族互相勾结的一桩交易，毫无爱情可言。
卡列宁是一台典型的“官僚机器”，为人自私、虚伪、刻板、冷酷，一心追逐名利，根本不懂爱情。
小说中出现的安娜已和丈夫生活了八年，生有一子。
安娜秀外慧中，极有教养，才貌品德均高出于当时上流社会一般女性。
婚后她曾试图去爱丈夫，但发现两人性格始终格格不入，无法对他产生爱情。
安娜说：“别人会说：他是一个笃信宗教、品德高尚、聪明诚实的人；然而，他们没有看到我所看到
的一面。
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切生气勃勃的东西，他从来也没有想到我是
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生生的女人。
他们不知道，他时时刻刻都在侮辱我，并因此而洋洋得意。
难道我没有尽力，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寻求生活的真谛吗?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他吗?当我没法去爱丈夫
时，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儿子吗?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明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
，我没有罪，上帝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我需要恋爱，我需要生活。
”爱情的饥渴使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青年军官弗龙斯基，一见钟情，而且爱得十分执著。
感情的闸门一开，便一泻千里。
弗龙斯基的母亲知道儿子与安娜的私情后，“起初感到高兴，因为按照她的观念，没有什么比上流社
会中的风流韵事更能使一个公子哥儿增色的了”，可是当她听说儿子为了能有更多机会与安娜接触，
而放弃了一个可以飞黄腾达的职位，并且知道这种私情“并非她过去赞许的那种能带来辉煌前程的风
流韵事”，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采取反对态度，这就给安娜的爱情预埋了悲剧的因素。
 安娜追求光明正大的爱情生活，鄙视上流社会的舆论，与弗龙斯基公开出现在剧院里，甚至跟他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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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旅游达三个月之久，这种敢于向上流社会挑战的姿态，显示了安娜争取爱情，争取人权的决心。
安娜与卡列宁的矛盾，实质上是个性解放与专制制度的矛盾。
在卡列宁背后，有着强大而凶恶的专制权的支持，有法律、教会、舆论及习惯势力的庇护，人们“正
在准备大量泥块，一旦时机成熟，就往她身上扔去”。
所以当双方矛盾一公开，整个 上流社会及其一切统治力量都朝安娜压迫过来。
安娜孤立无援，其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是导致安娜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
 注定安娜悲剧命运的还远不只是卡列宁和上流社会的压力。
她所爱的弗龙斯基并不是一个专情的理想人物。
这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过去曾追逐过许多女人，都是逢场作戏，但这次追求安娜却真诚而狂热。
前期可以说是既有爱心，也有虚荣心，而以爱心为主；后期则以虚荣为主，爱情的火焰逐渐减弱。
当安娜的爱情成了他飞黄腾达的阻力，束缚他在上流社会放荡任性，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时，他就冷
落了安娜。
安娜失去了儿子，连精神上的最后一根支柱——弗龙斯基也失去了，绝望之余，她终于卧轨自杀。
安娜的悲剧，不是一般的家庭悲剧，而是俄国社会的悲剧，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
 第二条情节线索展示的是列文复杂而紧张的精神探索。
托尔斯泰是以自己作原型来塑造列文这个形象的，通过这个形象，反映了作家本人对俄国社会现实中
多方面矛盾的严肃思考。
 列文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贵族地主，大学毕业后，继承田产，在农村专门经营农业。
他为人忠厚善良，聪明而富有教养，执著而喜欢探索。
在农奴制崩溃和资本主义势力侵袭农村的大变动时期，他忧心忡忡，思考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保证地主
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如何调节地主与农民的关系。
他一方面大量读书，企图从书中寻找答案，另一方面还进行经营方法调查，开展改良试验。
然而，不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际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反映出列文如同处于十字路口的彷徨心态。
在政治关系上，他既不满意地方自治会的工作，又乐于参加贵族的选举；在农民问题上，他既不赞成
有些地主如斯维亚日斯基的极端自由派观点，也不赞成维护农奴制的顽固派立场；在兄弟关系上，他
既不赞成一个同母异父哥哥那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观点，也不喜欢另一个同父异母哥哥的革命民主
主义立场；他对俄国城乡涌现的一些新事物如铁路、邮电、银行、通讯等抱着敌视态度，对里亚比宁
之流的投机商人十分鄙视。
总之，列文在各方面遭到的失败，内心的种种矛盾和悲观失望情绪，甚至使他产生过自杀念头，他不
得不把绳子藏起来，以免上吊，随身不带手枪，以免自杀。
上述种种，恰好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前夕的精神危机。
在家庭生活上，列文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吉娣的爱情，而且吉娣又是一位贤妻良母型女性，应该说是非
常幸福的了，但是列文紧张的探索，痛苦的心情，哥哥尼古拉的死，甚至吉娣分娩时的惨状都使这个
幸福的家庭蒙上了阴影。
作家如何让列文摆脱困境，获得家庭幸福呢?一是让吉娣不过问列文的思想探索，二是让列文皈依宗教
，接受一位宗法制农民的说教，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活着” ，仿佛重又获得了幸
福。
 《安娜·卡列尼娜》的色调明显不同于《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色调明朗、昂扬，充满了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而《安娜·卡列尼娜》的色调比较阴郁
，人物的矛盾斗争激烈，心情紧张而惶恐，全书闪现出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
《安娜·卡列尼娜》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结构严谨集中，对人物心理活动过程的描写十分出色，细
节描写更加引人入胜，叙述风格多彩多姿：有平稳的陈述，也有浓烈的抒情；有尖锐的对比，也有辛
辣的讽刺。
总之，《安娜·卡列尼娜》无论就内容的广泛和深刻性，还是艺术技巧的完美性，都不愧是世界批判
现实主义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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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著于1873-1877年间的一部长篇小说。
讲述的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事件，严肃地讨论了当时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
情节围绕着两条平行而又紧密相联的线索展开：一条是女主人公安娜与青年军官弗隆斯基的爱情、婚
姻和家庭故事；一条是托尔斯泰的自传性主人公列文的精神探索以及他和基蒂的爱情婚姻生活。
色调比较阴郁，人物的矛盾斗争激烈，心情紧张而惶恐，全书闪现出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
作者常用内心独白等手法对人物复杂的心理过程作细微的刻画，细节描写更加引人入胜，叙述风格多
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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