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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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一生创作浩如烟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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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分为三个阶段：童年、少年、青年。

　　本书是作者的自传体三部曲，内容描写了主人公尼古连卡的成长过程。
故事主要在乡村和莫斯科展开，书中描绘了瑰丽的俄罗斯大自然的景色，描写了贵族家庭的生活，讲
述了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批判了农奴制度的黑暗和腐败，揭露了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
在艺术上，三部曲忠实于现实生活，语言风格清新明快，质朴而淡雅，心理描写极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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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他以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
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巅峰之作，被誉为“19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罗曼·罗兰
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它是“一首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美好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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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教师卡尔·伊凡内奇一八××年八月十二日，也就是我满十岁生日、得到许多精美礼
物后的第三天，早晨七点钟，卡尔·伊凡内奇用糖纸绑在棒上做成的苍蝇拍在我头顶上方拍苍蝇，把
我弄醒了。
他动作笨拙，碰到了挂在栎木床架上我的守护神，还让死苍蝇一直落到我的头上。
我从被子下露出鼻子，用手扶住还在摇晃的圣像，把死苍蝇扔到地上，又睡意蒙咙而怒气冲冲地瞪了
卡尔·伊凡内奇一眼。
卡尔·伊凡内奇身穿一件花哨的棉睡袍，腰束一条同样料子的腰带，头戴一顶红色的毛线带缨子小圆
帽，脚穿一双山羊皮靴，一直顺着墙壁走来走去，瞄准苍蝇就拍。
“就算我年纪小，”我想，“他凭什么吵醒我？
他为什么不在伏洛嘉床边打苍蝇？
瞧，他那边有多少！
哼，伏洛嘉比我大，我比谁都小，所以他就欺负我。
他一辈子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嘀咕说。
“他明明看到我被他弄醒，吓了一跳，却装作没有看见⋯⋯这家伙真是讨厌！
他的睡袍、小圆帽、帽缨，没有一样不叫人恶心！
”我心里这样恨着卡尔·伊凡内奇，他却走到自己床前，望了望床头上方那个台座上镶玻璃珠的挂钟
，把苍蝇拍挂到钉子上，心情愉快地向我们转过身来。
“起来，孩子们，起来！
该起来了，妈妈已在饭厅里等着了。
”他和颜悦色地用德语大声说，走到我床边坐下，又从口袋里掏出鼻烟壶。
我假装睡着了。
卡尔·伊凡内奇先嗅了一撮鼻烟，擦擦鼻子，弹弹手指，再来对付我。
他笑着搔搔我的脚后跟，说：“喂，喂，懒骨头！
”尽管我很怕痒，我仍不起床，也不理他，只是把头往枕头底下钻，两脚乱踢，竭力忍住不笑出声来
。
“他这人多好，他多爱我们，可我却把他想得那么坏！
”我恨自己，也恨卡尔·伊凡内奇，我又想笑，又想哭，心情很激动。
“哦，别碰我，固卡尔·伊凡内奇！
”我含着眼泪叫道，从枕头底下伸出头来。
卡尔·伊凡内奇大为惊讶，放下我的脚，焦急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做了噩梦？
他那和善的德国脸型，他竭力要弄清我流泪的原因，这种关怀使我哭得更伤心了。
我感到害臊，我真弄不懂，一分钟之前我怎么会不喜欢卡尔·伊凡内奇，甚至讨厌他的睡袍、小圆帽
和帽缨？
现在，正好相反，我觉得他的一切都非常可爱，连他的帽缨也表明他这人十分善良。
我对他说，我哭是因为做了噩梦，我梦见妈妈死了，她被抬去埋葬。
其实这都是我瞎编的。
我一点也不记得夜里做过什么梦。
但卡尔·伊凡内奇却被我瞎编的故事所感动，连忙安慰我。
这时，我仿佛觉得真的做过噩梦，而我流泪则是由于别的原因。
等卡尔·伊凡内奇一走，我就从床上抬起身来，把长统袜往小脚上穿，我的眼泪减少些，但由那场瞎
编的噩梦所引起的阴郁心情却一直没有消除。
男仆尼古拉走来，他身材矮小，外表整洁，做事认真仔细，待人彬彬有礼，是卡尔·伊凡内奇的好朋
友。
他给我们送来衣服和鞋，给伏洛嘉送来靴子，给我送来我当时很不喜欢的带花结皮鞋。
我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哭，再说朝阳正喜气洋洋地从窗子里照进来，伏洛嘉站在洗脸盆旁模仿玛丽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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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诺夫娜（姐姐的家庭教师）的动作，笑得那么快乐、那么响亮，连那站在旁边、肩上搭着毛巾、
一手拿肥皂一手拿脸盆的严肃的尼古拉都忍不住笑着说：“好了，伏洛嘉少爷，您洗脸吧。
”我快活极了。
“你们快准备好了吗？
”教室里传来卡尔·伊凡内奇的声音。
卡尔·伊凡内奇的声音很严厉，已不是使我感动得落泪的那种语气。
在教室里，卡尔·伊凡内奇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是个十足的老师。
我赶快穿好衣服，洗好脸，手里还拿着刷子，边抚平湿漉漉的头发，边应声走进教室。
卡尔·伊凡内奇戴着夹鼻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门窗之间他坐惯的地方。
门左边有两个书架：一个是我们孩子们的，另一个是卡尔·伊凡内奇私人的。
我们的书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书：有教科书，也有课外读物，有些竖着，有些平放着，只有两大卷红
封面的《游记》整整齐齐地靠墙竖着，然后是大大小小、长短厚薄不等的书，有的有封面，有的没有
封面。
每当课间休息前，卡尔·伊凡内奇总是吩咐我们整理图书馆（他就是这样把书架夸大为图书馆的），
我们就胡乱把书往那里塞。
卡尔·伊凡内奇的私人藏书册数虽没有我们多，但种类却五花八门。
我还记得其中的三本：一本是没有硬封面的德文小册子，内容是讲大白菜的施肥方法；一本是羊皮纸
精装，但烧去一角的《七年战争史》；另一本是《流体静力学》教程。
卡尔·伊凡内奇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因此伤了眼睛。
但除了这些书和《北方蜜蜂》外，他什么书也不读。
卡尔·伊凡内奇的书架上有一件最使我难忘的东西。
那是一小片圆形纸板，下面支着木腿，可以利用几根小钉子移动。
圆纸板上贴着一张图画，画的是一个贵妇人和一个理发师。
这件东西，卡尔·伊凡内奇做得很精巧，是他自己设计的，用来遮住强烈的光线，保护自己视力很差
的眼睛。
我至今仿佛还看见卡尔·伊凡内奇：瘦长的个子，身穿棉睡袍，头戴小红帽，帽子下露出稀疏的白发
。
他坐在小桌旁，桌上竖着画有理发师的小圆纸板，圆纸板的阴影就落在他脸上。
他一只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搭在安乐椅扶手上，面前放着一个钟面上画着猎人的钟，还有一条方格手
帕、一个圆形黑色鼻烟壶、一个绿色眼镜盒和一把放在小托盘里的剪烛花的钳子。
一切都整整齐齐，井井有条，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卡尔·伊凡内奇是个心地纯洁、襟怀坦白的人
。
有时，我在楼下大厅里玩够了，就踮着脚尖悄悄上楼，往往可以看到卡尔·伊凡内奇独自坐在安乐椅
上，神态安详端庄地读着一本他喜爱的书。
有时遇到他不在读书，眼镜低低地架在大鹰钩鼻上，那双蓝色的眼睛半开半闭，现出一种特别的表情
，嘴唇上浮着忧郁的微笑。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见他均匀的呼吸和那座画有猎人的时钟的嘀嗒声。
他往往没有发现我，我就站在门口想：“老头儿真可怜，真可怜！
我们人多，一起玩呀，乐呀，可他孤零零一个人，也没有人安慰他。
他说他是个孤儿，这是事实。
他的身世真是不幸！
我记得他给尼古拉讲过这方面的事，真是可怜！
”我非常可怜他，常常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说：“亲爱的卡尔·伊凡内奇！
”他喜欢我这样称呼他，总是抚摩我，心里显然很感动。
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地图，破得很厉害，但被卡尔·伊凡内奇精心修补好了。
第三面墙中间有一道门通向楼梯，门的一边挂着两把尺：一把刀痕累累，是我们的；另一把完好无损
，是他私人的，但多半被他用来训诫人，难得用来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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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另一边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用圆圈表示我们大的过错，用十字表示我们小的过错。
黑板左边的角落是我们被罚跪的地方。
这个角落令我终生难忘！
我记得那个炉门、炉门上的通风口，以及转动它时发出的响声。
有时，我跪着，跪着，觉得腰酸背痛，心里想：“卡尔·伊凡内奇把我给忘了，他准是舒舒服服坐在
柔软的安乐椅上，读他的《流体静力学》，可是我呢？
”为了使他想到我，我就轻轻地把炉门打开又关上，或者从墙上挖下一块灰泥，但要是有块太大的灰
泥嘭的一声落到地上，我心里那份害怕啊，真是比什么惩罚都难受。
我回头望望卡尔·伊凡内奇，可他依旧捧着书在那里读，仿佛什么也没有察觉。
房间中央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一块黑色破漆布，窟窿里许多地方露出被铅笔刀划出道道的桌子边
缘。
桌子周围放着几张凳子，凳子没有漆过，但因为使用久了磨得发亮。
剩下的一面墙上有三扇小窗，窗外的景色是这样的：正前方有一条大路，路上每个坑洼、每颗石子、
每条车辙都是我早就熟悉和感到亲切的；过了大路就是一条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菩提树林阴道，透过林
阴道可以隐约看见几处篱笆，林阴道之后有一片草地，草地一边是打谷场，另一边是树林，树林深处
有看林人的小屋。
从窗口向右望，可以看见凉台一角，午饭前大人们常坐在那里。
当卡尔·伊凡内奇批改听写卷子的时候，我常常往那里看，我能看见妈妈的黑头发和谁的脊背，并隐
约听见那里的谈话和笑声。
我不能到那里去，总感到很气恼，心里想：“我几时才能长大，不再念书，不再死读《会话课本》，
而同我喜欢的人坐在一起呢？
”气恼变成悲伤，天知道我怎么会这样想得出了神，连卡尔·伊凡内奇发现卷子上的错误发脾气我都
没有听见。
卡尔·伊凡内奇脱下睡袍，穿上他那件肩上有垫肩和打褶的藏青燕尾服，在镜子前理好领带，这才领
着我们下楼去向妈妈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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