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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一生创作浩如烟海，他的俄文版全集初版九十卷，后又扩大为一百卷
。
全集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自传体小说、剧本、哲学论文、文艺论文、寓言、故事、政论、书
信、日记，以及大量作品的异稿。
    在托尔斯泰作品中，小说无疑占主要地位。
而托尔斯泰成为世界文化巨人，影响最大的也是小说。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
的瑰宝。
除了三部长篇小说，托尔斯泰还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和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
这些小说，即使不包括以民间故事形式出现的作品，至少也有六七十篇。
    托尔斯泰的小说大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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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我们仿佛置身于当时的俄国环境，真可说是身历其境；接触各种身份和个性的
人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时随同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自然而然地对他们的遭遇产生强
烈的共鸣。
    文艺作品主要是以情动人，阅读优秀的文艺作品，也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有益的熏陶，并由此
产生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
    托尔斯泰的一生主要是关心人。
同情不幸人们的苦难，思索怎样使人间充满人与人之问真诚的爱，也就是宣扬人道主义精神。
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感动了并在不断感动着全世界一切正直人的心。
难怪他的作品在全世界被译成最多种文字，在经典著作中印数始终占据首位。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
《复活》早在一九一三年就出版了中译本，改名《心狱》；接着在一九一七年又出版了《安娜·卡列
尼娜》的中译本，译名《安娜小史》。
这两本书都由林纾译出，但林氏不懂原文，完全靠别人用中文口述，再由他用中文写出。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译本不能算翻译，只能说编写。
    以后我国陆续有人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但大多由英文和日文转译，直接从俄文翻译的很少。
新中国成立后，托尔斯泰的作品介绍过来的多了，而由俄文直接翻译的也增加了不少，但通常都是你
翻译一本，他翻译一本，很难保留托尔斯泰作品风格的一致性。
    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五十年代主要翻译肖洛霍夫小说。
我的翻译工作因“文革”中断了十年。
“文革”结束后，我开始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八年，前后花了二十年工
夫把他的三个长篇、六十多个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翻译过来。
我翻译托尔斯泰作品，主要是想让我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他的人格，欣赏他的艺术，充实我们的精神生
活。
    巴金极其崇敬托尔斯泰，称他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
他多次鼓励我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还把他珍藏的俄文版豪华插图本提供给我。
这套托尔斯泰作品集出版于一九一六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前，其中有两百幅精美插图，全都出自俄
国名画家之手。
这套作品集在中国只此一套，真正称得上是海内孤本，其中大部分插图在中国都没有介绍过。
现在，《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中译本出版，这些精美的插图都用在这套译文集里。
我想，中国读者一定会跟我一样对巴金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草婴    二○○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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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一生创作浩如烟海，他的俄文版全集初版九十卷，后又扩大为一百
卷。
全集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自传体小说、剧本、哲学论文、文艺论文、寓言、故事、政论、书
信、日记，以及大量作品的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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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夫·尼占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
出身贵族。
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少
年·爵年》，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等。
此外还创作有剧本《活尸》等。
托尔斯泰的创作长达60余年，作品深刻描绘沙皇俄国的社会生活，反映出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农民世
界观的矛盾，对世界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草婴（原名盛峻蜂），1923年3月生，浙江镇海人。
1941年开始翻译俄苏文学，20世纪50年代翻译尼古拉耶娃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肖洛霍
夫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顿河故事》等。
60年代后翻译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全部小说
。
2003年著有《我与俄罗斯文学》。
1987年获苏联“高尔基文学奖”，2006年获俄罗斯“高尔基文学奖章”，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
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1年获“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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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1七月十二日，赫洛波夫大尉佩着肩章，带着马刀（我来到高加索以后还没见过他这样装束）
，走进我那座泥屋子的矮门。
“我是直接从上校那儿来的，”他用这话来回答我疑问的目光，“我们营明天要开拔了。
”“到哪儿去？
”我问。
“到某地去。
部队奉命到那里集结。
”“到了那里是不是还有什么行动？
”“可能有的。
”“向哪方面行动？
您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
让我把知道的情况告诉您吧。
昨天晚上有个鞑靼人骑马送来将军的命令，要我们的营随身带两天干粮出发。
至于上哪儿去，去干什么，去多久——那些事啊，老弟，谁也没问。
命令你去，去就是了。
”“不过，要是只带两天干粮，那也不会待很久的。
”“哦，那倒不一定⋯⋯”“这怎么会？
”我摸不着头脑了。
“这有什么稀奇！
上次去达尔果，带了一星期干粮，结果待了差不多一个月！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行吗？
”我停了一下问。
“要去也行，可我劝您最好还是别去。
您何必冒这个险呢？
”“不，对不起，我不能听您的忠告。
我在这儿待了整整一个月，就是希望有个机会亲眼看看打仗，您却要我放弃这个机会。
”“哦，那您就去吧。
不过，依我看，您还是留在这儿的好。
您不妨打打猎，在这儿等我们，我们去我们的。
这样挺不错！
”他的语气那么具有说服力，以致开头一会儿我也觉得这样确实挺不错，可我还是坚决表示不愿留在
这地方。
“您去那边有什么可看的？
”大尉继续说服我，“您是不是想知道仗有哪些个打法？
那您可以读一读米哈依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的《战争素描》这是本好书，什么军团摆在什么地位
，仗怎样打法，里面都写得详详细细。
”“不，那些事我可不感兴趣。
”我回答说。
“那么，什么事您感兴趣呢？
您是不是光想看看人怎样杀人？
⋯⋯对了，一八三二那年，这儿也来过一个不在役的人，大概是个西班牙人吧。
他披着一件蓝色斗篷，跟着我们参加了两场战役⋯⋯这好汉到头来还是送了命。
老弟，在这儿谁也不会把您放在眼里的。
”大尉这样误解我的动机，虽然使我感到委屈，我却不想分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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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么样，勇敢吗？
”我问。
“只有天知道。
他老是骑马跑在前头，哪儿交锋，他就赶到哪儿。
”“这样说来，他挺勇敢哕？
”我说。
“不，人家不要你去，你却去凑热闹，这算不得勇敢⋯⋯”“那么，依您说，怎样才算勇敢呢？
”“勇敢吗？
勇敢吗？
”大尉重复说，现出困惑的神色，似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该怎样行动，就怎样行动，这就是勇敢。
”他想了想说。
我记得柏拉图给勇敢下的定义是：“知道什么应该害怕和什么不应该害怕。
”大尉的定义虽然笼统，不够明确，他们两人的基本观点倒并不像字面上那样分歧，甚至可以说，大
尉的定义比那位希腊哲学家的定义更加准确，因为大尉要是能像柏拉图那样善于表达自己的意思，他
准会这样说：“该怕的怕，不该怕的不怕，这就是勇敢。
”    我很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尉。
我就说：“我认为，每逢危险关头，人人都得做一番选择：出于责任感的选择，就是勇敢；出于卑劣
感情的选择，就是怯懦。
因此，一个人出于虚荣、好奇或者贪婪而去冒生命的危险，不能算勇敢；反过来，一个人出于正当的
家庭责任感或者某种信仰而避开危险，不能算怯懦。
”我说这话的时候，大尉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神情瞧着我。
“哦，那我可没办法向您证明了，”他一边装烟斗，一边说，“我们这儿有个士官生，挺喜欢发表高
论。
您可以去跟他谈谈。
他还会作诗呢。
”我是在高加索认识大尉的，但还在俄罗斯本土就知道他这个人了。
他的母亲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赫洛波娃是个小地主。
她家离我家庄园只有两里地。
我在动身来高加索之前曾去访问她。
老太太听说我将见到她的小巴维尔（她就这样称呼头发花白、上了年纪的大尉），可一以把她的生活
情况告诉他（好像“一封活的信”），还可以替她带一小包东西去，高兴极了。
她请我吃了美味的大馅饼和熏鹅之后，走进卧室，拿出一只用黑丝带吊着的黑色护身大香袋来。
“喏，这是庇护我们的火烧不坏的荆棘的圣母，”她说着画了个十字，吻吻圣母像，这才把它放在我
的手里，“先生，麻烦您带去给他。
您瞧，那年他去高加索，我做过祷告，还许了愿：他要是平安无事，我就订这个圣母像给他。
哦，十八年来圣母和圣徒们一直保佑他：他没有负过一次伤，可是什么样的仗他没有打过呀！
听听那个跟他一块儿出去的米哈依洛所讲的情景，可真把人吓得汗毛都竖起来。
说实话，他那些事我都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
我这个宝贝儿子，自己写信从来不提打仗的事，他怕把我吓坏。
”（到了高加索之后，我才知道，大尉负过四次重伤，但也不是从他本人嘴里知道的，他也确实从没
把负伤、打仗那些事告诉过他母亲。
）“让他把这圣像挂在身上吧，”她继续说，“我拿这圣像为他祝福。
但愿至高无上的圣母保佑他！
特别在上阵打仗的时候，您叫他一定得挂上。
亲爱的先生，您就对他说：是你母亲叮嘱的。
”我答应一定完成她的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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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您准会喜欢他的，会喜欢我的小巴维尔的，”老妇人继续说，“这孩子心眼儿实在好！
说实话，他没有一年不寄钱给我，对安娜，我的女儿，也帮了不少忙。
可他这些钱全是从自己的饷银里节省下来的！
我一辈子都要感谢上帝，因为他赐给我这样一个好孩子。
”她含着眼泪把话说完。
“他常常有信给您吗？
”我问。
“难得有，先生，大约一年一封，只有寄钱来的时候写几句，平时是不写的。
他说：‘妈妈，要是我没写信给您，那就是说我平安元事；万一有什么意外，他们也会写信给您的。
”’当我把母亲的礼物交给大尉时（在我的屋子里），他问我要了一张纸，仔细把它包好，收藏起来
。
我把他母亲的生活情况详详细细告诉他，他不做声。
等我讲完了，他走到屋角里，不知怎的在那里装了好半天烟斗。
“是的，她老人家实在好，”大尉在屋角里说，声音有点喑哑，“不知道老天爷是不是还能让我再见
她一面。
”从这两句简单的话里流露出无限热爱和伤感。
“您干吗要到这里来服务呢？
”我问。
“一个人总得做点事啊，”他十分肯定地回答，“何况对我们穷哥儿们来说，双薪也很有点儿用处。
”大尉生活俭朴：不打牌，难得大吃大喝，抽的是便宜烟草（不知怎的他把它称为“家乡土烟”）。
我早就喜欢大尉了：他的脸也像一般俄罗斯人那样朴实文静，看上去使人觉得舒服；而在这次谈话以
后，我更对他产生了衷心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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