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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托尔斯泰用了十年时间(1889—1899年)写完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复活》，这部小说是他晚年创作
的高峰。
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俄国正处于一九零五年革命前社会发生急剧转变的过程中。
这一时期，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产业工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农民则陷入极端贫困，他
们再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这一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出现，他们在探索和寻求消除沙皇黑暗统治
、消除贫困、消除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途径。
《复活》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成的，它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晚年的思想。
这部小说是为旧社会的灭亡和新社会的诞生而呐喊的。
    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很简单，它说的是一个叫聂赫留道夫的贵族地主作为陪审员，参加了玛斯洛娃案
件的审理。
玛斯洛娃年轻时的名字叫卡秋莎，在一个地主家当侍女，聂赫留道夫年轻时诱奸了这个姑娘，后来把
她抛弃了，卡秋莎后来被生活和社会逼迫为娼。
玛斯洛娃现在坐在被告席上，她被诬陷用砒霜毒死富商斯梅利科夫。
而诱奸过卡秋莎的聂赫留道夫却坐在陪审席上。
《复活》中讲述的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是颠倒的，无罪的变成有罪，有罪的变成无罪，
也就是有罪的人审判无罪的人。
    后来，玛斯洛娃被法庭判处到西伯利亚服苦役。
这时，聂赫留道夫良心发现，他认为玛斯洛娃的沉沦和自己有关，他为了赎罪，决定追随玛斯洛娃到
西伯利亚去，并和玛斯洛娃结婚。
    聂赫留道夫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利用他和很多上层人士的关系，为了为玛斯洛娃申冤，接
触了不少司法部门的官吏，了解了很多监狱的内幕。
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道夫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彻底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虚伪，司法部门和执法
人员的腐败。
    《复活》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整个俄国就是一座压迫人民、迫害人民、镇压人民的大监狱。
在这座大监狱里，玛斯洛娃处在最低层。
所以整部《复活》就是玛斯洛娃对这座大监狱的控诉书，也是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控诉书。
    玛斯洛娃的命运和遭遇在读者心中引起的绝不仅仅是怜悯和同情，玛斯洛娃的命运和遭遇太悲惨了
，太不幸了，以致使读者在情感上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它们会唤起读者对沙皇专制政体的嫉恶如仇
，对扼杀了玛斯洛娃青春年华的人们的深恶痛绝。
这正是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
    一个社会，如果司法不健全，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如果司法不公正，这个社会就不是
一个公正的社会，如果司法腐败，这个社会必然是一个腐败的社会。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托尔斯泰把司法作为解剖和鞭笞这个社会的切入点，可以
说是抓住了这个社会反动的要害。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告诉我们，沙皇俄国的司法是支撑现行制度的一种手段，它是极其虚伪的，它是为
有钱阶级服务的。
    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无论什么官司，有钱的人只要花钱买通官府，官司就能打赢。
    小说详细描写了庄稼汉梅尼绍夫的遭遇。
梅尼绍夫是一个“老实巴交、纯朴善良的农民”，他结婚后不久，妻子就被一个酒店老板所霸占，梅
尼绍夫到处去告状，可是他告到哪里也没有用，他无论告到哪里，酒店老板都能花钱买通那里的官府
，所以所有的官府都袒护酒店老板。
最后，酒店老板施以手段，把梅尼绍夫送进监牢。
不该坐牢的坐了牢，该坐牢的却逍遥法外，在那样的社会里，哪里还有什么公理可言。
当然，梅尼绍夫也可以用钱去疏通官府，可是他到哪里弄钱呢，所以在那种社会，吃亏的、倒霉的、
受害的都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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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无情地揭露了在沙皇卵翼下形成的一帮贪官污吏。
他们执掌着国家大大小小的权力，他们有的是总督，有的是将军，有的是省长，有的是法官，有的是
检察长，有的是参政员，有的是律师。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这些官僚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为了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想尽办法讨好上司，尤其是讨好皇亲国戚，在上司和皇
亲国戚面前表现得奴性十足。
关于这个特点，托尔斯泰有一段绝妙的、形象的描写。
托尔斯泰说，他们“比如一只温顺的狗，主人爱抚地拍一拍它，在耳根处挠挠它，它就欣喜若狂起来
，它又是摇尾巴，又是缩身子，又是抿耳朵，发疯似的转起圈儿来。
”在沙皇统治的社会里，这就是所有当官的往上爬所采用的有效伎俩。
    其次，他们都是沙皇所豢养的打手，他们个个心狠手毒，残忍无比，只要主子一声令下，他们就向
“猎物”猛扑过去。
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上面的指示和命令，他们把这看做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
比如那个彼得堡罗要塞的司令，“他曾经率领驻高加索的军队打死了一千多捍卫自由和家园的抵抗者
”，他曾经指挥驻波兰军队镇压那里的人民。
他现在虽然老朽昏聩了，仍然担任着彼得堡罗要塞的司令。
彼得堡罗要塞是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在他任职期间，大批政治犯被迫害死。
他由于功勋卓著，得到沙皇的赏识，获得许多奖章和绶带。
但是正如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说的：“富豪们夸耀他们的财富，也就是暴取豪夺，将领们夸耀他们的胜
利，也就是屠杀无辜，统治者夸耀他们的权势，也就是蹂躏百姓。
”    再其次，在沙皇的统治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把他们的职务当做捞地位、捞钱财、捞荣誉的手段
。
他们贪赃枉法，营私舞弊。
托尔斯泰揭露说，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侵吞捐款，可是他们不仅没有被关进监牢，至今仍然坐在各机
关的第一把交椅上。
    他们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比如那位朝廷大臣伊万伯爵就颐指气使地说，他从青年时代就相信，
他生来就是要吃名厨烹调的山珍海味，他生来就是要穿舒适、名贵的衣服，他生来就是要坐舒适、快
捷的马车。
    《复活》严厉地鞭挞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大小小的官吏，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暴
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读者认清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和罪恶，使读者认识到，他们是旧制度顽固的维护
者，是消灭旧制度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反复强调一个道理，在沙皇统治下的封建社会，真正的罪犯是这些大大小小
的官吏，应该审判的是他们，应该被关进监狱的是他们。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由科尔恰金们构成的“游手好闲、穷奢极欲、渺小鄙俗
”的丑恶世界；另一方面，又向读者展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二十多个挖泥炭的工人构成的
。
他们在泥炭沼泽田里，在没漆的水中，干着艰苦的活儿，从早干到晚，只有吃饭时才能休息两个钟头
。
产业工人的成长，始终伴随着资本对他们的残酷剥削。
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身上穿的是家造土布衣，拖着疲惫的身躯，列车员叫他们是“一群脏鬼”，老
爷太太们骂他们是“臭乡巴佬”，可是托尔斯泰却说，他们是“全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
乐，他们过着真正的劳动生活”。
    在俄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中，这是第一次出现产业工人的形象。
十九世纪末的托尔斯泰已经认识到了，这些工人虽然人数尚少，虽然被人瞧不起，但是他们代表着社
会的未来，他们是未来新社会的创造者。
    托尔斯泰从创作《战争与和平》的那天起就渴望社会能够进步，农民能够得到解放。
但是谁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谁来解放农民，托尔斯泰始终没有找到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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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他只是把社会的进步，农民的解放，寄托在一些开明的贵族身上。
托尔斯泰求他们发发善心，求他们牺牲自己一定的利益，求他们把土地还给农民。
这样的开明贵族有没有？
有！
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
但是事实说明，单单靠这些贵族的施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照样一片黑暗，统治阶级照
样巧取豪夺，农民照样受苦受难。
    托尔斯泰写《复活》时，不一定已经认识到这些工人就是未来解放社会的力量。
但是从托尔斯泰描写这些工人的字里行间，使人感觉到，这些工人都是些道德高尚的人，他们互相之
间都很团结，任何困难都吓不倒他们。
所以托尔斯泰说，这些工人是“全新的人”，他们构成的世界是“全新的、美丽的世界”。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用浓墨重彩描绘了一群政治犯，也就是一群革命者。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他们是当时的先进分子，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
他们献身革命，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不怕坐牢，不怕流放，和沙皇专制政体做坚决的斗争。
如小说中所描写的纳巴托夫就是这样的革命者。
他曾多次被捕，多次坐牢，多次被流放，他成年后的一半岁月都是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但他无犯
无悔，从不气馁，他的斗志反而更旺盛了。
“总是那么精力充沛，总是那么乐观，总是那么精神饱满”。
他从不猜测遥远的未来，他总是牢牢地把握住现在，脚踏实地从事实际工作。
    他们背叛了剥削阶级的家庭，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甘愿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过着清贫的生活。
如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她的父亲是个将军，但她从小就厌恶贵族生活，喜欢普通人的生活。
她说，她跟厨娘们在一起，跟车夫们在一起，觉得很愉快，而跟她家的那些老爷太太们在一起，就觉
得乏味，觉得无聊。
后来她懂事了，她才知道她家过得是寄生生活，于是她就离开家，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当玛斯洛娃正在待徨，正在犹豫不决，正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着重大选择的时候，她遇到了这群革
命者，这是她的幸运。
    玛斯洛娃一接触到这些革命者，就觉得他们都是极好的人，他们从不考虑自己，总是考虑如何帮助
别人。
他们有的人虽然也是老爷，可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特权，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他们都是为老百姓着想
。
他们对她特别友好，从来没有看不起她。
    玛斯洛娃感动了，她的心和他们的心贴在一起了，她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不由自主地
在各方面效仿他们。
    聂赫留道夫曾赌神发誓说，他要跟着玛斯洛娃到西伯利亚去，他要和玛斯洛娃结婚，因为他曾对玛
斯洛娃犯下了罪，他要赎罪。
但是他的思想只停留在对玛斯洛娃的怜悯和同情上，他的宽宏和大度并没有在玛斯洛娃的心中点燃新
生的火花。
她一想到他过去对她的凌辱，她怎么能再投入他的怀抱呢！
    只有这些革命者才真正把她从苦海中救出来，使她彻底摆脱了过去那段生活笼罩在她头上的阴影，
她现在可以昂着头，挺起胸，迈开大步向前走了，她前边的路还长着呢。
    《复活》一出版就受到高尔基、契诃夫、科罗连科、斯塔索夫、列宾等人的热烈欢迎，但是却引起
了沙皇当局的仇恨。
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对《复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除，当时只有国外才能看到完整的版本。
    警察局加强了对托尔斯泰的监视。
沙皇的高官们面对《复活》怕得要命。
他们有的说，把托尔斯泰关进彼得堡罗要塞吧；有的说，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吧；有的说，就说他疯
了，把他关进疯人院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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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谁也不敢动托尔斯泰的一根毫毛，因为他们害怕人民。
人民，包括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托尔斯泰。
    一份官方刊物在谈到当局为什么不敢伤害托尔斯泰时写道：“我们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尼古拉二世
，一个是托尔斯泰。
他们两个谁厉害？
尼古拉二世对托尔斯泰无奈他何，不可能动摇他的‘宝座’，可是托尔斯泰却毫无疑问地动摇着尼古
拉二世的宝座。
”    从当局的这些反映中可看出，《复活》在沙皇统治的一潭死水中掀起的可不是涟漪，而是怒涛。
    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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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活》是托尔斯泰历时十年创作的著名长篇。
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
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姑母家中的养女、农家姑娘玛斯洛娃（小名卡秋莎），致使她沦为妓女；而
多年后当她被诬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对她进行审判。
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俄国社会却有典型意义。
这部小说不但揭示了作者晚年精神上的觉醒，也借小说主人公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了农奴
制改革后俄罗斯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
度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因此，这部小说被誉为“19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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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思想家，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
作家之一。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他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其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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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斯泰的文学传统不仅为后世的俄苏作家所继承、发展，而且在整个世界文学中具有极其巨大的影
响。

　　乔振绪，当代著名翻译家。
1930年生，原籍山西太原，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1955年进入研究生班，在苏
联专家亲自指导下学习。
在俄罗斯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上成果显著，先后翻译了《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
平》、《死魂灵》、《乡村夜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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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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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十九祈祷仪式开始了。
神甫穿着一种式样奇特的锦缎做成的很不方便的法衣，把碟中的面包切成若干块儿，然后把一块块面
包放入一杯葡萄酒中，同时嘴里念着不同的名字和祈祷词。
与此同时，诵经士先是念祷词，后是唱祷词，然后是和犯人组成的唱诗班交替唱祷词。
由于祷词是斯拉夫语，所以无论是诵经士，还是犯人，都不懂祷词的意思，再加上他们念得快，唱得
也快，他们就更不懂了。
祷词的内容多半是祝愿皇帝陛下和皇室成员福泰安康。
这种内容的祷词，大家跪着念了好多遍，有时和其他祷词一起念，有时单独念。
此外，诵经士还读了《使徒行传》中的几行诗，他读得怪声怪调的，根本听不懂。
神甫念了《马可福音》中的一段，念得非常清楚，这段的内容是，耶稣复活以后，在他升天和坐到圣
父右边之前，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灵，从她身上驱除了七个魔鬼；然后又向十一个门徒显灵，让
他们向普天下众生传布福音，并告诉大家，凡不信者必然毁灭，凡信者必然受到洗礼，必然得救。
此外，他还要驱邪，还要为众生医治百病，还要传布新的语言，还要捉蛇；如果服了毒，他也不会死
，他还会健康如初。
据说，神甫把切成小块的面包放进葡萄酒里，经过一定的法术，经过祈祷，这些小块面包就变成了上
帝的肉和血，这就是祈祷的实质。
至于法术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神甫不疾不徐地把两臂向上举起（虽然他穿着又肥又大的锦缎法衣，
做出这种姿势很不方便），就这样举着，然后跪下，吻圣桌，吻圣桌上的东西。
然而最重要的举动是神甫用双手拿起餐巾在碟子和金碗上方慢慢晃动，据说就是在这时候，面包和酒
就变成了上帝的肉和血，所以仪式进行到这里，就格外地隆重。
“颂扬至圣、至洁、至福的圣母的功德吧！
”神甫做完了这些举动之后，在隔断后面大声说道；这时，唱诗班庄严地唱起了颂歌，他们唱道，光
荣归于少女玛利亚，她生下耶稣，却没有失去贞操，她应该比司智慧天使获得更大的光荣，她应该比
六翼天使获得更大的光荣。
唱诗班唱完颂歌以后，这时面包和酒变成肉和血的过程就完成了，神甫揭开碟子上的餐巾，把放在碟
子中间的一小块面包切成四块，然后拿起一小块面包先到酒里蘸一下，再放到嘴里。
他就是吃了一块上帝的肉，喝了一口上帝的血。
之后，神甫拉开帷幔，打开中间的门，手里拿着金碗走出来，请自愿者来吃上帝的肉和喝上帝的血。
自愿者是几个孩子。
神甫先问了孩子们的姓名，然后用小勺从碗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浸过酒的面包，放进一个孩子的嘴
里，等喂完了所有孩子以后，神甫立刻给孩子们擦了嘴，然后愉快地唱了一首歌，歌词的内容说的是
孩子们吃了上帝的肉，喝了上帝的血。
这之后，神甫端着碗，到了隔断后面，他在那里喝完碗里上帝的血，吃完碗里上帝的肉，然后咂吧着
嘴把小胡子舔干净，把嘴和碗也舔干净，然后乐呵呵地从隔断后面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来，他那小牛
皮靴的薄后跟不停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耶稣教的祈祷仪式到此结束。
但是神甫为了安慰这些不幸的犯人，就在通常的祈祷仪式之外，又加了一种特殊的仪式。
这种特殊的仪式就是，神甫站在被他吃掉的上帝的包金圣像面前（圣像的脸和胳膊是黑的，圣像两边
点着十支蜡烛，把圣像照得通亮），用一种奇特的假嗓门儿，用一种似唱非唱、似说非说的调子，念
了下面的一段话：“我主耶稣，千千万万圣徒颂扬你，我主耶稣，千千万万受苦受难者颂扬你；万能
的主啊，救救我吧，我的至圣至贤的耶稣啊，救救皈依你的人吧；我主耶稣，宽恕我吧，我们都领受
到你的恩德，我主耶稣，我们都是你的弟子，你代表了神的意志；我们的耶稣啊，恩赐给我们天堂的
欢乐吧！
”神甫念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松了一口气，画了一个十字，磕了一个头。
大家也都跟着这样做，典狱长、看守、犯人都磕了头，敞廊上丁丁当当的镣铐声响得更频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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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能的耶稣啊，”神甫继续念道，“你是天使的创造者，你是力量的主宰，天使们敬服你；万
能的耶稣啊，你拯救了世世代代的众生；无所不在的耶稣啊，万千教徒颂扬你；无所不在的耶稣啊，
你给历代沙皇的江山构筑了铜墙铁壁；大慈大悲的耶稣啊，你执行了神的意志，你保护着千千万万受
苦受难的人；善良的耶稣啊，你给僧侣们带来愉快；慈悲的耶稣啊，你给众神甫带来幸福；仁慈的耶
稣啊，你给了守斋者力量，使他们能坚持守斋；造福于人的耶稣啊，你给圣徒们带来万千喜事；圣洁
的耶稣啊，你使贞洁者永葆贞洁；永恒的耶稣啊，你拯救了犯罪者的灵魂；耶稣啊，上帝的儿子，饶
恕我吧！
”神甫念到这里，终于停住了。
不过仍然重复着“耶稣”这个词，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他用手撩起绸里子僧袍，一条腿跪下去，叩了一个头，唱诗班唱起了神甫祷词中的最后一句话：“耶
稣啊，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
”犯人们都跟着神甫跪下，起来，起来，又跪下，所以他们阴阳头上的半边头发也跟着摆来摆去，他
们那干瘦的腿上戴着的脚镣也不停地丁当作响。
这种神甫另加的特殊仪式持续了很长时间。
这种仪式总是从颂扬耶稣开始，到“饶恕我吧”结束，然后再从颂扬耶稣开始，再到“饶恕我吧”结
束，因此犯人们有画不完的十字，鞠不完的躬，下不完的跪。
开始时，神甫每停顿一次，犯人们就下一次跪，后来改成停顿两次下一次跪，再后来改成停顿三次下
一次跪了。
当全部颂词结束后，神甫松了一口气，合上《圣经》，走到隔断后面去了，这时大家都喜形于色。
还剩下最后一项程序。
只见神甫拿起放在圣桌上的四端镶有珐琅饰物的包金十字架，走到教堂的中央。
先是典狱长，后是副典狱长，再后是看守，最后是犯人，大家依次走到神甫跟前吻十字架，轮到犯人
们去吻十字架时，他们互相挤呀，推呀，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神甫一边和典狱长交谈，一边把十字架和自己的手擩到走到跟前来的犯人的嘴边，有时擩到他们的鼻
子上。
犯人们尽可能又吻十字架，又吻神甫的手。
为了安慰和教育迷途的弟兄举行的耶稣教祈祷仪式就到此结束了。
四十不过，在教堂里参加仪式的人，从神甫、典狱长到犯人玛斯洛娃，绝对不会想到，神甫尖声尖气
地无数次呼唤过和用一切稀奇古怪的字眼颂扬过的耶稣恰恰反对此时此刻人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举动
。
耶稣不仅反对这种毫无意义的连篇累牍的祷词，不仅反对喜欢为人师表的神甫利用面包和葡萄酒所做
的亵渎神明的所谓法术，而且绝对反对把一部分人当做另一部分人的导师，反对在教堂里祷告，圣意
是让每个人单独祈祷，反对修筑教堂，他来就是为了拆毁教堂的，他说，不应该在教堂里祈祷，应该
在心灵中祈祷，应该向真理祈祷；更主要的是耶稣不仅反对审判人、囚禁人、虐待人、侮辱人、残暴
地惩罚人（就像这里做的），而且反对对任何人进行人身伤害，他说，他来就是为了释放囚犯的，就
是为了还囚犯以自由的。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里的一切举动都是以耶稣的名义进行的，实际上这些举动是对耶稣的亵渎
，是对耶稣的戏弄。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神甫手中举着让人们亲吻的四端镶着珐琅饰物的包金十字架，不是别的，正
是钉死耶稣的行刑架的模型，耶稣所以被钉死，正是因为他反对现在在这里以他的名义进行的这一切
仪式。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假想吃面包、喝酒就是吃耶稣肉、喝耶稣血的神甫确实在吃耶稣肉和喝
耶稣血，不过不是面包和酒所体现的耶稣的肉和血，而是以下事实所体现出来的耶稣的肉和血：那就
是他们不仅诱骗那些耶稣认为同自己一样的“小人物”，而且还剥夺了这些小人物享有幸福的权利，
使他们遭受最残酷的折磨，他们把耶稣赐给这些小人物的福利掩盖起来，隐藏起来。
神甫心安理得地做着他所做的一切，因为他小的时候就有人教育他说，这个教是唯一正确的教，以前
那些虔诚的人都信这个教，现在那些上层人物，不管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也都信这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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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面包不会变成肉，他也不会真的吃了一块上帝的肉；他也相信，没完没了的祈祷对灵魂并不
一定有好处。
但是他认为，必须信这个教，为什么一定要信这个教呢，这是因为十八年来他由于主持了这个教的各
种圣礼，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他就是靠这个收入养家糊口的，他就是靠这个收入供儿子上中学的，他
就是靠这个收入供女儿上教会学校的。
至于诵经士，他信这个教就信得更坚定了，比神甫还要坚定。
他根本不管这个教的教义是什么，他早就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只知道，他在这里无论干什么，都能拿到钱，比如敬圣餐酒、追荐亡魂、敲钟、主持普通的祈祷仪
式、主持颂扬耶稣的祈祷仪式，等等。
他干这些事都不会白干，都能获得一定的报酬，真正的教徒都是愿意出钱的，因此当他大声高喊“饶
恕吧，饶恕吧”的时候，他认为他的喊叫完全是必要的，就好像商贩卖劈柴，卖面粉，卖土豆时需要
吆喝一样。
至于监狱的典狱长们和看守们，他们虽然从来都不知道也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个教的教义是什么，有什
么意义，教堂里举行的这种种仪式有什么用，但是他们坚持一点，必须信这个教，因为上层人物和沙
皇都信这个教。
此外，他们还感觉到，这个教还为他们的残酷统治辩护，虽然这只是一种感觉，他们也说不清楚，这
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没有这个教，他们不仅很难，而且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心安理得地利用自己的权力折磨人，虐
待人。
典狱长是一个心眼儿好的人，如果没有这个教支持他，他绝不可能干这样的工作。
所以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卖力地鞠躬，画十字，用心祷告，当唱诗班唱《那些司智慧天使》时，当教
堂开始给孩子们授圣餐时，他走到前面，亲手抱起一个领过圣餐的孩子，抱了好一阵子。
犯人们中间，只有少数人看清了教堂里进行的这一切仪式都是骗人的，谁信就骗谁，心里觉得很好笑
。
但是大多数犯人却相信，这包金的圣像，这蜡烛，这金碗，这法衣，这十字架，反复念叨的“赐福万
代的耶稣”和“宽恕吧”等难懂的话，都潜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依托这种力量，就可以在今生和来
世获得好处。
虽然多数人试验过，他们本想依靠祈祷，依靠在圣像前不断点蜡烛，在今生获得很多好处，可是他们
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他们的祈祷落空了，但他们仍然坚信，这种落空是偶然的，这一套仪式和法术
既然得到有学问的人的认可，又得到主教的赞同，可见它们是很灵验的，即使对今生没有用，对来世
也是有用的。
玛斯洛娃也属于犯人中的大多数，她也相信这一套。
她也和其他人一样，在祈祷仪式进行的过程中，一方面心怀景仰之情，一方面也感到无聊。
开始时，她站在挡板后面的人群中间，除了女犯，她其他人都看不见。
后来领圣餐的人向前移动，她和费多西娅也跟着向前移动，这时她才看见典狱长，看见典狱长后面和
看守们中间有一个浅黄色胡子、淡褐色头发的男人，他是费多西娅的丈夫，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妻子。
当唱诗班唱赞美诗的时候，玛斯洛娃一直在看他，并和费多西娅低声说着话，当大家都画十字和行鞠
躬礼时，她才画十字和行鞠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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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复活》是托尔斯泰创作的最后一个高峰，或许是最高峰，它那望不见的峰巅淹没在云雾之中。
这部小说与《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不同之处在于情节紧凑，几乎没有离题的插曲。
小说对人物的肖像刻画得非常成功，观察深刻，“堪称毫不留情的现实主义”。
    ——罗曼·罗兰    《复活》就好像一道望不到边的巨大的瀑布，它穿过坚硬而冷峻的峭壁从高空飞
泻而下，冲向广阔的空间，翻起千层浪花，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斯塔索夫    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文艺复兴以来唯一能挑战
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的作家”，“与巴尔扎克一起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中两座最高、最辉煌的山峰
。
”《复活》是托尔斯泰“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作家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批判得最全面
、深刻、有力的一部长篇小说”。
    ——茨威格    《复活》通过有血有肉的逼真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在沙皇暴政下人们像浮萍一样无
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深刻地揭露了专制制度的黑暗和惨无人道。
    ——乔治·卢卡契    《复活》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对监狱、法庭乃至整个上层社会的揭露，非
常深刻，入木三分。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被塑造出了自己独特的性格，是一个个具有自身丰富性而不是类型化的形象。
    ——普鲁斯    无情地撕毁一切假面具的特点在《复活》中最有力地表现出来了。
他成功地使用了对照的手法，正是在广大农民的贫困生活与贵族地主阶级的奢华生活的对照中，托尔
斯泰无情地揭露了沙皇政府各级官员的极端腐败，猛烈地谴责了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度的不合理。
    ——茅盾    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我感觉他的确了不起，他笔下的妓女玛丝洛娃给人一种圣洁之
感，而我们有些小说的所谓“圣洁女性”形象却给人卑琐之感。
这就看出大师与普通作家之间的差别了。
    ——迟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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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活》编辑推荐：著名翻译家乔振绪说：《复活》一出版就受到高尔基、契诃夫等人的热烈欢迎，
但却引起了沙皇当局的仇恨。
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对《复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除，当时只有国外才能看到完整的版本。
直到1933年出版《托尔斯泰全集》时，才得以把《复活》的完整版本公诸于世。
沙皇的高官们对《复活》怕得要命，派警察监视他。
有的说，把托尔斯泰关进彼得堡罗要塞吧；有的说，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吧；有的说，就说他疯了，
把他关进疯人院算了。
但是他们谁也不敢动托尔斯泰的一根毫毛，因为他们害怕人民。
人民，包括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托尔斯泰。
一份官方刊物在谈到当局为什么不敢伤害托尔斯泰时写道：“我们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尼古拉二世，
一个是托尔斯泰。
他们两个谁厉害？
尼古拉二世对托尔斯泰无奈他何，不可能动摇他的‘宝座’，可是托尔斯泰却毫无疑问地动摇着尼古
拉二世的宝座。
”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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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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