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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从小喜欢读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的书，十分佩服他的不平凡的奋斗历程。
他基本上没有进过学校，靠自学掌握了阅读的本领，为了生存，他在俄罗斯大地到处流浪，出入社会
底层，生活极不安定，经常濒临绝境，甚至开枪自杀，可后来竟能写出许多杰作，一举成名，不但影
响全俄罗斯，而且其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名震欧洲，我真不知道他的完美的文字功夫和卓越
的文学技巧是从何得来的。
可能是源自19世纪辉煌灿烂的俄罗斯文学的熏陶和永不枯竭的俄罗斯民间文学艺术的浇灌。
19世纪是俄罗斯群星灿烂、名家辈出的时代，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就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涅
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但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他们写的人物都局限于社会上层，总离不了官吏、贵族、商人、知识分子之类。
他们不了解社会下层，因而他们的作品中很难出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真实下层人物，普希金的《
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写的是贵族的生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的
是贵族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更不用提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了，这本书从标题看就知道写的是贵
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从书名看似乎是写下层，但其主人公是两个陷入情网的小人物，其气质过
分一柔弱和空想，不能作为下层的代表。
下层人物也是人，他们和上层人物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下层人物的数目远远多于上层，
他们的表现更能代表人类的普遍本质。
忽略下层人物要求的文学作品只能供太太小姐们消闲时阅读，不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我国的文学史上也有不少描写下层人物的作品，最典型的是《水浒》，这本书之所以能长久流传，永
远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平民百姓反抗压迫的要求，细致描写了他们的思想感情。
高尔基出身人民下层，耳闻目睹都是下层人民的生活场景和他们的诉求，他长久和他们同呼吸、共命
运，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甚至跻身古典作家之列以后，他没有忘记他们，更不会背叛他们，他
拿起生花的妙笔，细致地描述他们的苦痛。
在他的书中，下层民众并非麻木不仁、浑浑噩噩、软弱无能、恶习不改的群体。
他们之所以屈居下层，是由于许多与生俱来的原因，而非他们自身的罪过。
他们也许比上层的男女更敏感，更爱憎分明，更有同情心，更勤奋劳动，他们将自己的爱与时间普遍
施于受苦受难的大众，而不是单纯为自己谋利。
《母亲》这部小说的贯穿全篇的人物是一对母子，母亲一生饱受丈夫的打骂和压迫，丈夫病死后，她
在有作为的儿子的影响下，不断克服自己的胆怯心理，由软弱变得坚强，积极投身劳苦群众的解放事
业。
而他的儿子巴维尔更是一个有觉悟的先进工人，走在各种斗争的前列，为争取劳苦大众的共同利益，
不怕坐牢和流放。
巴维尔和母亲是千百万奋起斗争的劳工的榜样。
小说《母亲》写于1907年，可反映的是俄国1905年的革命事件。
由于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俄国民众群起反抗沙皇的专制统治。
社会各阶层组成统一战线，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携手合作，共同投入抗争。
这一场革命从彼得堡开始发动，波及全国，沙皇政权差点被推翻，后来革命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播下
的火种未曾熄灭，十余年后，终于带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这场革命的目的是打碎沙皇的专制政权，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社会，参
加革命斗争的不仅有工人巴维尔、安德烈（霍霍尔）、费佳、马津、古谢夫兄弟等，农民雷宾，叶菲
姆、伊格纳季等，还有政府职员尼古拉，医生伊凡，教师娜塔莎，贵族小姐萨莎，知识分子叶戈尔、
柳德米拉、索菲亚等。
他们中许多人是职业革命家，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儿育女的天赋权利，过着苦行僧似的清苦生活，
为了革命成功，他们甘愿像叶戈尔一样劳累而死，或者从容就义。
当此俄国1905年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不禁要反思这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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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可敬的革命者的理想后来虽然实现了，一个工人的共和国——苏联终于在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
诞生；但七十年后这个全世界工人的祖国并没有扩展到全球，反而悄悄地瓦解了。
这说明革命者的遗志没有完全实现，但这并不是说革命者的鲜血都自流了。
要知道，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促使全球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德等）进行了深刻的社会改
革。
罗斯福的新政和欧洲的福利国家的产生就是这种改革的成果。
在当今的诸发达国家里，各阶层的利益均受到当局的普遍关注，中产阶级的兴起使社会趋于稳定，而
人权和个人利益受到相当的尊重，社会的内部走向融合而不是走向越来越尖锐的斗争，这就是二战后
的60年中，各国工人运动趋于沉寂的重要原因。
 将私有制当成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未免有失偏颇。
而以赢利为目的的自由竞争可以带来经济繁荣，这是不争的事实。
许多学者认为，自由竞争是一个进化选择过程，可以使人口和财富相对增加。
而通过集中支配生产资料所能生产出的集体产品，要远远低于通过竞争性市场秩序生产的产品。
中央指令性经济会使人类中许多精英遭到灭顶之灾，使另外许多人陷入贫困，这已被多年的社会主义
实践所证明。
 投身革命的群众都凭着一股狂热，他们迫切要求砸烂旧秩序，却不知道怎样建立新秩序。
他们仇恨贵族，甚至仇视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从《母亲》中的雷宾对索菲娅的态度可以看出，索
菲娅深入农村，传播革命道理，想启发农民的觉悟，却被由工转农的雷宾称做老爷，说她的头巾不能
掩盖贵族的罪恶，从雷宾身上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的影子。
索菲娅是虔诚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革命后要建立新兴的革命政权，必须依靠索菲娅这类的人和他
（她）们的知识，只有遵循先进的知识的引导，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但从一些国家革命后的历程来看，雷宾这样的大老粗在革命成功后很可能掌权，而索菲娅这样的头脑
清醒的明智派可能沦为清洗的对象，不少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熬过来的精英人物，往往在革命后的清
洗运动中遭到镇压，法国的丹l／东、俄国的布哈林与托洛斯基等就是显明的例子。
《母亲》中的尼古拉、索菲娅、柳德米拉、萨莎和娜塔莎等都难逃一劫。
如果他们在革命前不被旧俄当局杀掉的话，也很难逃脱革命后的清洗，因为他们或是旧职员，或是贵
族，或是有音乐天赋的才女，或是桀骜不驯的旧俄法官之妻⋯⋯ 革命后可能风光一时的只有雷宾，这
是个真正的蒲加乔夫和拉辛的化身，他内心深处蕴藏着对上层阶级的无比仇恨，因而卧薪尝胆，砥砺
苦行，日夜图谋报复。
他的蛊惑的演说在农民群众中煽起仇恨的旋风，他们不仅仇恨贵族、官吏，而且仇视工人和知识分子
。
小说借一个农民之口提到，如果巴维尔领导的游行队伍来到他们的村庄，很可能被农民群众打得半死
。
工人比农民生活要好，收入较高，文化也较高，这引起农民的嫉妒。
在雷宾等的眼中，工人是不可靠的群体，只有农民才信得过，因为工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哪里
有工做，就漂流到哪儿，而农民则牢牢扎根于土地上。
这本书将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揭示无遗。
小说中有一个这样的情节：巴维尔宁肯自己长期受囚禁，而把逃跑的机会让给雷宾，这表现了工人的
宽大胸怀。
 雷宾不但生性冷酷，而且勇敢无畏，在敌人面前无比坚强，宁死不屈，天生的领袖气质使他很容易得
到群众的拥护，甚至受到盲目崇拜。
革命后涌现的群众领袖人物，都是群众崇拜的目标。
群众迫切需要一个救世主，期望基督再度降临，雷宾很符合群众心目中的救世主形象。
他一旦掌权，就会成为个人崇拜的目标，而生气勃勃的新兴政权也会变质为专制政体。
 今天，我们重读这部小说，至少可以得到三方面的教益：第一，民主、均富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的理想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很可能这始终是一种探索，而没有终点。
第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迅速蓬勃发展之时，一定要防止贫富过度分化，因为这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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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只有爱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爱心创造一切，仇恨毁灭一切。
小说中的母亲出于对儿子的爱，才奋不顾身地投入群众运动，渐渐地，她的有点自私的母爱扩展成对
广大群众的同情和关爱，博爱是母亲性格中最明显的特征。
 吴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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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母亲》以杰出的现实主义手法展示了一九○五年前俄国社会的真实历史画卷。
开篇作家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勾画了沙皇统治下的工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况。
《母亲》以巨大的艺术力量阐述了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不断觉悟、成长的过程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相结合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
在作品中反复突出的“真理”、“理性”即是马克思主义。
作品通过弗拉索夫家两代人的不同命运揭示了这一真理。
巴维尔接受马克思主义，团结、教育广大群众，一起进行了摧毁旧世界的斗争，成为出色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
特别是通过过去怯懦、在痛苦生活中逆来顺受的尼洛芙娜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强的革命者的过程
，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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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苏联)高尔基 译者：吴兴勇 刘心语高尔基（1868—1936年），苏联作家，出生于诺夫哥罗德市
（今高尔基市）一个木工家庭。
高尔基是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他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确定了苏联文学的创
作方法。
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1898年出版两卷集《随笔和短篇小说》，从此蜚声俄国和欧
洲文坛。
1901年创作了被认为是“革命的宣言书”的散文诗《海燕之歌》，1906年写成长篇小说《母亲》，是
公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高尔基写了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和特写《列宁》，完成了自传体三
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等几部作品。
1934年当选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高尔基的作品和文学理论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译者简介：吴兴勇（左），生于1938年，湖南邵阳人，现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著作：《一代兵仙韩信大传》、《炎黄源流图说》、《卡耐基》、《南丁格尔》、《海伦-凯勒》等；
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阿·托尔斯泰童话集》、《母亲》、《美国史译丛》等。
刘心语（右），生于1942年,湖南人，现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曾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现代史室主任。
译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套中人》、《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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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第二部[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
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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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一]每天，在这个不大的工人住宅区的上空，工厂的汽笛总是不合时宜地颤抖着，吼叫
起来，于是，在这种刺耳的声音的驱使下，从那些狭小的灰色房子中，跑出一群像受惊的蟑螂一样的
人们，他们哭丧着脸，不充足的睡眠未能使他们的筋肉消除疲劳，他们来到寒冷的昏暗中，在未铺好
的街道上移步向前，向一座座耸立着的牢笼般的石头砌的厂房走去。
工厂摆出冷漠无情的自信神色，等候着他们，同时用它的几十只油腻的正方形的眼睛，照射着泥泞的
道路。
污泥在人们脚下扑哧扑哧响着，不时传来几声梦呓的嗓音的嘶叫。
然而，又有另一种声音迎着人们飞来——机器的粗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噗噗声。
抬头一看，只见好些高高的黑色烟囱，阴沉而严厉地耸立在这个地区的上空，好像一根根粗厚的柱子
。
傍晚，夕阳西下，工厂从它的石头的胸腔里把人们像废渣一样抛了出来，他们又踏上了归家的路。
可是他们的模样与他们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满身油烟，面孔漆黑，在空气中散发出机油的恶臭，他
们身上唯一明亮的东西是雪白的饥饿的牙齿。
工厂又吞噬了一天宝贵的光阴，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
但是，一想到即将得到的是休息的愉悦和烟雾弥漫的小酒馆的乐趣，他们的心中仍然感到欣慰。
每逢假日，人们睡到十点才起床，然后，有家小的中年人穿着最干净的衣服，前往教堂做弥撒，从教
堂回来后，胡乱吃几块馅饼，重新上床睡觉——一直睡到傍晚。
傍晚，人们懒洋洋地在街上溜达。
人们在路上遇上了，免不得要闲聊几句，但话题总离不开工厂和机器，或骂几句工头，——他们所说
所想只是些与做工有关的事。
回到家里，他们和妻子拌嘴，动辄挥拳殴打她们。
年轻人就下酒馆，或者轮流在各家聚会，拉起手风琴，唱着淫秽难听的曲子，跳舞，说下流话，喝酒
。
这些人的身体因过度劳动而十分疲劳，喝起酒来很容易醉，酒醉后，心里很容易产生病态的无名怒火
，人们会紧紧抓住每一个机会发泄这种烦躁心情，为了一点小事，就以野兽般的疯狂互相厮打起来。
每逢节假日，年轻人都在外面逛荡，往往要深更半夜才回家，这时，他们的衣服撕破了，满身泥泞和
尘土，脸上带着挨打的伤痕，可他们还要夸口自己怎样用拳头猛揍对方，有的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时
怒气冲冲，或者流着屈辱的眼泪，露出可怜巴巴的样子，可又满嘴酒气，既令人怜惜，又令人讨厌。
有时候，父母亲不得不出门寻找自己的儿子，他们在路旁围墙底下，或者某处小酒店里发现了他，小
伙子已醉得不省人事，他们大声责骂儿子，强行将儿子拉回家，好歹照料他们睡下，因为第二天一早
，当汽笛在空中怒吼起来的时候，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老一辈人尽管痛骂和痛揍自己的儿子，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年轻人喝酒、打架，完全是一种正常现
象，——因为他们年轻时也同样酗酒、斗殴，也挨父母的打。
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像一条不可测度的浑浊河流，平稳而缓慢，年复一年地不知向什么地方
流去。
全部生活都是被陈年的积习牢固套住的，人们的所想所做全按一成不变的模式，谁也没有改变这种生
活的愿望。
有时候，也有些外路人到工人区来，起初，他们只是由于自己是陌生人而受人注意，过了一些时候，
他们身上的新奇的魅力消失了，这些人的故事使他们知道，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一样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
但有时候，陌生人中也有人讲到一些工人区从未听过的事情。
大家对于这些稀奇古怪的谈论，只是将信将疑地听着，不敢表示自己的态度，更不愿与谈述者争论。
如果发现陌生人身上有什么超越常规的地方。
这些工人区的人们长久不忘记这一点，并且对待这种与自己不同的人怀着戒心。
他们仿佛害怕这人会把什么东西带进他们的生活中来，以致打破他们无聊的生活常规，生活尽管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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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算平稳。
人们不指望生活变得略微好一点，认为任何变化都是以暴易暴，他们所受的压迫将会更残酷。
一个人这样活到五十来岁——就死去了。
[二]米哈伊尔·弗拉索夫也过着这样的生活。
他是个钳工，毛发浓密，脸色阴沉，生着一双细小的眼睛；他是厂里最好的钳工，工人区数他的力气
最大。
但他对上司态度粗鲁，所以挣钱很少。
每逢假日，他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害怕他。
有人也想打他，但弗拉索夫只要看见有人走拢来，想向他动武，他便捡起石头、木板或铁块，宽宽地
叉开两腿，一声不吭地等着对手。
他那从眼角直到脖子长满黑胡须的面孔和毛茸茸的两手，使人见而生畏。
尤其令人害怕的是他的那双眼睛——细小而且锋利，好像钢锥一般刺人，不管是谁，只要和他的目光
相遇，都会感到面前这个人有一股无所畏惧的蛮劲，随时准备毫不留情地殴打别人。
“喂，给我散开，畜生！
”他闷声闷气地说道。
人们受到威吓，各自走开，但嘴里还胆怯地咕哝着一些骂人话。
“畜生！
”他朝着人们背后短促地骂了一声，然后，他挑衅似的昂着头，跟在人们后面走去。
他平常脸色愠怒，沉默寡言，“畜生”这两个字成了他的口头禅。
他这样称呼警察和工厂里的上司，也用这种字眼招呼妻子。
他的儿子名叫巴维尔，有十四岁了，弗拉索夫有一次想揪住头发打他，可猛不防巴维尔随手抄起一把
分量挺重的铁锤，简短地说：“不准动手⋯⋯”父亲盯着他看了一会，把一双毛茸茸的手藏到身后去
了，一面冷笑着咕哝道：“好哇⋯⋯”然后他重重叹了口气，添上说：“咳，你这个畜生！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就对妻子说：“以后不要再跟我要钱了！
巴什卡可以养活你了⋯⋯”“那你想把钱拿去喝酒吗？
”她壮着胆子问。
“这你不用管，畜生！
我去找姘头⋯⋯”他并没有去找姘头，但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死为止，几乎两年光景，他不再理会
儿子，也不和他讲话。
他喂养了一条狗，狗像他一样，长得壮实而多毛。
那狗每天伴随他到工厂，到了傍晚，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
每逢休息的日子，弗拉索夫就到几家小酒店闲逛。
那狗整天跟着他跑，垂着一条长毛大尾巴。
他在酒店里喝得烂醉，回到家里，坐下吃晚饭，用自己的盘子盛食喂狗。
他不打它，不骂它，但从来也不爱抚它。
吃罢晚饭，如果妻子收拾餐桌稍微慢点，他就把碗碟一股脑儿从桌上摔到地下，然后取出一瓶烈性酒
，摆在桌上，自斟自饮起来，他背靠着墙，闭着眼，张大嘴巴，用一种喑哑低沉的令人忧伤的声音哼
起小曲来。
歌词没人能听懂，字音拉得挺长，简直像冬天的狼嚎。
他一直喝到酒瓶倒空为止，然后侧身倒在长凳上，一觉睡到清晨汽笛声响。
那条狗就一直卧在他的身旁。
他死于疝气病。
死前四五天，他全身发黑，在床上滚来滚去，两眼紧闭，牙咬得咯咯直响。
他有时对妻子说：“拿耗子药来，把我毒死吧⋯⋯”医生吩咐给他做热敷，并且说要动手术，病人当
天就得送进医院。
“见你的鬼去吧，——我自己会死！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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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声音喑哑地喊道。
早上，正当汽笛呼唤工人去上班的时候，他死了。
给他送葬的除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外，只有那条狗以及被工厂开除的小偷和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科
夫，当然，还有几个工人区的乞丐。
他的妻子低声呜咽了不大一会儿，巴维尔没有哭。
棺材埋好后，人们都故了，而那条狗留下不走，蹲在新掘出的泥土上，长久地，默默无声地嗅着这坟
地。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母亲>>

编辑推荐

《母亲》是高尔基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渗透着对历史进步的坚强信念，体现了在革命的发展中表现现实的创作原则。
列宁最初看到《母亲》的手稿时，就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坚持真理。
本书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在列宁和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这一主题主要是通过小说中的两个代表人物——巴威尔和母亲尼洛芙娜的成长，以及群众的觉醒来表
现的。
其次农民雷宾的形象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也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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