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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戰爭與和平》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戰爭與和平》從出版之日起就受到熱情贊揚。俄國文壇承認它是托翁最優

秀的作品。此後，雖然他一再寫出新的名篇，但人們對這部作品的高度評價卻沒

改變。這裏就須要把這部作品和托翁的整個創作結合起來評說。 

 

第一節 俄國的出版情況 

 

俄國評論界一般都把托爾斯泰的創作與俄國解放運動相聯繫。因為作家出現

的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已是反對農奴制的呼聲高漲時期，他本人的民主主義思想

也和解放農奴制相符合。而在他看來，解放農奴又是俄國的出路之一。所以他把

從事創作也看作是參與解放農奴的活動，用筆來喚醒人們的良心和理智。寫出《戰

爭與和平》，無疑也是他參與社會活動的見證，他在書中正是訴諸人民，喚醒民

眾的自覺。 

試看書中主人公安德烈．保爾康斯基和皮埃爾．別祖霍夫思考時代的問題，

企圖在自家田產上解決農民問題的試驗以及他們在戰爭中親近下層人民，依靠百

姓等等，都是托翁現實思想的反映。 

難怪，這部小說立即從思想和藝術水平上被奉為第一流的作品。並得到大量

的出版。 

舊俄時代的出版情況我們沒有資料以統計數字，但從十月革命 1917年起至

1952年近半個世紀內，他的作品就用蘇聯各民族的73種文字印行，總數近四千

八百萬冊。 

1952年以後的出版數更增長，因資料不全，無法精確統計。不過，如果說零

散的單行本不便於計算，那麼大型的作品集至少有四種造成廣泛的影響。 

一、是托爾斯泰《文學作品全集》，十五卷，出版於1928－1930年，裏面附

有詳註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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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托爾斯泰百年誕辰紀念版《托爾斯泰全集》九十卷，另加一卷總目錄，

共九十一卷，從1928年開始出版。至1958年出全。這是迄今最為宏大的版本，

收入作家的全部作品、日記、信函，並有編者所作的學術性註釋。據北大教授李

明濱先生講課介紹。這種珍貴的版本，目前在中國大陸也才存有兩套完整的書

籍。一套在南京，一套在上海。 

三、為只收入托翁文藝作品的《托爾斯泰文集》十四卷，於 1951－1959年

印全。所收入的文藝作品均有學術性注釋，係採自百年紀念版的文藝作品部分。 

四、此外，還有在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出版的一種二十卷的《托爾斯泰

文集》○1 

所有這些版本中自然都含有《戰爭與和平》。 

 

第二節 俄國的研究歷史與現況 

 
托爾斯泰逝世於1910年，七年以後發生了十月革命，從1917年起，列寧就

重視號召向托爾斯泰學習，他自己前後寫過七篇文章論托爾斯泰，如《列夫．托

爾斯泰和他的時代》、《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等。 

列寧的七篇文章，主要分析了托翁作品和時代、社會、人生的關係，尤其側

重在作品的思想內涵，那正是本論文研究的重點。 

列寧認為，托翁是個「激烈的抗議者，憤怒的揭發者和偉大的批評家。○2 」 

他大膽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3 」，「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湧激蕩的偉 

大的人民的海洋○4 」。他代表災難深重的俄國人民，在最黑暗的年代裏，發出了

痛徹心腑，然而又是充滿矛盾的呼喊。 

此外，俄國現代大作家高爾基也在所著《俄國文學史》等書中，一再評論到

托爾斯泰。他盛讚托翁云：「托爾斯泰是個囊括整個俄國和一切俄國東西的偉大 

────────────────── 

○1 資料據蘇聯貝奇科夫著《托爾斯泰評傳價》，吳均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2 《列寧全集》第 16卷，第 323頁，人民出版社。 

○3 《列寧全集》第 15卷，第 178頁，人民出版社。 

○4 《列寧全集》第 16卷，第 321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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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5 」。 

又說：「他告訴我們的俄羅斯生活，幾乎不下於全部俄國文學○6 」。托爾斯泰

是屬於全世界的。 

學者的評論比較集中的有1939年出版的兩期《文學遺產》，係第35－36期 

合刊和第 37－38期合刊。其中有幾篇論及托翁的這部名著：如維諾格拉多夫的

《論 50－60年代托爾斯泰的語言》，艾享巴烏姆的《戰爭與和平以後的托爾斯

泰》。○7  

影響大而且流傳廣的有以下四本研究論著： 

一、古謝夫的《托爾斯泰生活與創作年表》，1936年。 

二、艾享巴烏姆的專著《列夫．托爾斯泰》，1928年。 

三、古德濟的《托爾斯泰評傳》，1948年。 

四、貝奇科夫的《托爾斯泰評傳》，1954年。 

以上第３、４本已有中文全譯本，資料豐富，論述細膩，足夠初學者參考。 

俄國評論界雖有爭論，但將近一個世紀裏，基本達成共識，認為托爾斯泰是 

偉大的作家，但其作品中的思想內容是複雜和矛盾的，兼有長處和短處兩個方面。 

 

第三節 我國翻譯托翁作品的歷史與現況 

 

托爾斯泰作品最早譯成中文的是《托氏宗教小說》（1907）。係香港禮賢會出

版的單行本，由英文轉譯的。1913年才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馬君武譯的《復活》

（書名為《托爾斯泰評傳》）。這算是首次譯出的托翁名作之代表。 

至於另一部名著代表作《安娜．卡列妮娜》的翻譯出版時間，則要晚三年，

在191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陳家麟、陳大鐙合譯，書名為《婀娜小史》。同年在

該社出版的還有另一部名著《塞瓦斯托波爾故事》（朱世湊譯，書名《克里米亞 

血戰錄》）。 

────────────────── 

○5 《高爾基論文學》第 16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 

○6 高爾基《俄國文學史》第 503頁，1957，新文藝出版社。 

○7 資料據蘇聯貝奇科夫著《托爾斯泰評傳價》，吳均燮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主題思想研究 

10 

此後在 1918年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名翻譯家林紓（林琴南）和陳家麟合譯

的《童年．少年．青年》（書名為《現身說法》）。○8  

可見在早期，尚無《戰爭與和平》的譯本。 

據不完全資料統計，從那時起至1980年，托爾斯泰作品譯成中文的，包括 

出版的單行本作品和雜誌發表的單篇作品，共有819種（篇）○9。如若加上近20 

年來發表的幾百篇算，估計總數當在1000種（篇）以上。 

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中文本《托爾斯泰文集》二十卷，

於1981年－1989年出齊。 

  在托翁作品大量的中譯本中，《戰爭與和平》僅佔很少的一個數字，因為 

部頭大，很少有人能潛心譯出全文。 

  最早的譯本是郭沫若譯自德文版的《戰爭與和平》，1934年出版，只譯了 

一半就中輟了。 

  後來陸續有幾種全譯本出現： 

一、高植譯《戰爭與和平》，平明出版社，1951年出版。 

二、董秋斯譯《戰爭與和平》四卷本，轉譯自英文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出版。 

三、劉遼逸《戰爭與和平》四卷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係譯自俄文，

被認為最完善的直接譯本。有李明濱作的序。 

四、加上草嬰的新本，實際上也只有 4種。 

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版本有多少種，過去眾說紛紜。由於兩岸都有人 

從其他文字轉譯，且有改成各種選本者，使得這個問題更顯複雜。為了廓清全貌，

筆者最近特為托人查詢北京的版本圖書館，據云： 

        在 2001年 7月間就有記者信口開河，說是從某書城進貨記錄來看，《戰 

爭與和平》版本竟有 34種之多。人所周知，《戰爭與和平》這部史詩性的皇皇鉅

著，是托翁對風起雲湧的 1812 年俄國對抗拿破崙侵略的時代之社會生活寫照，

是揭示歷史向前發展的記錄。讀這部名著並不像一般流行的通俗小說那麼輕鬆。

筆者最近為寫論文就得反覆讀了不止四遍。 

────────────────── 

○8 均據李明濱《中國與俄蘇俄文化交流誌》第223-224頁，上海人民出版，1998年。 

○9據《托爾斯泰創作研究》附錄統計，該書第 716－769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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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也不可能有炙手可熱的賣點而引起出版社競相出版，固而大量不同 

版本的出現是不可能的。 

        據向版本圖書館調查了解○10，《戰爭與和平》一書半個多世紀以來，中         

譯本只有高植、董秋斯、劉遼逸、草嬰四位翻譯名家的 4種全譯本。加上盛震江、

周煜、師偉和佑強的譯本(在哈爾濱等地出版)，也不過只有 7種。如果把各種選

擇本、縮寫本統統算上，充其量也不過 15種。 

 

第四節  我國對《戰爭與和平》的評論與研究 

 

早期，為了推介托爾斯泰，常常把俄國蘇聯的論文譯成中文，及時發表。隨

後中國人寫的評介文章才逐漸多起來。因而這類研究文字又可分為譯文和著文兩 

種。 

一、有關托翁生平及其著作研究的。 

自二十世紀初至1980年統計，○11約157種。（按，近20年來因無資料統計，

暫缺）。其中影響較大重要論著有如： 

列寧《論托爾斯泰》，在1947、1952、1953、1960年一再出版和重印。有的 

版本在篇幅上略有增加。 

巴金譯《托洛斯基論托爾斯泰》，《東方雜誌》25卷19期1928年10月。 

    陳燊譯《歐美作家論托爾斯泰》見《外國文學研究》1981年第 2期。後於

1985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了全譯本。 

朱筌譯，【蘇】古德濟著《托爾斯泰評傳》，時代出版社，1959年。 

吳均燮譯【蘇】貝奇科夫著《托爾斯泰評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上述最後兩本書的作者古德濟和貝奇科夫均為蘇聯著名的托爾斯泰研究專

家，其著作在蘇聯享有聲譽，一向為中國學界所重視。這兩本著作流傳時間也長，

我們在80年代的出版書目中，還能看其重新印行的消息。 

這些俄蘇學者寫的文著中都有章節論及《戰爭與和平》。 

────────────────── 

○10程力：《出版業：拒絕媒體的不實報導》，《出版參考》(網路版)2001年 7月 19日。 

○11據《托爾斯泰創作論集》第726－757頁統計，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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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文，中國作者寫的論著和文章。 

自二十世紀初至1980 年統計約有234篇○12但論《戰爭與和平》的，僅佔19 

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序戰爭與和平》（1934），茅盾的《世界文學名

著講話（內有評《戰爭與和平》的章節）》（1943），呂熒的《論戰爭與和平的藝

術歷史哲學》（1952）。而論析這部名著的作者中，文章最多的則是李明濱，計有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1979）、《＜戰爭與和平＞的藝術成就》（1981）、

《＜戰爭與和平＞中譯本序》（1994）、《＜戰爭與和平＞導讀》（1991）、《俄國近

現代文學經典．＜戰爭與和平＞》（1998）、《托爾斯泰及其創作．七＜戰爭與和

平＞》（2001）等六篇。 

中國作者評《戰爭與和平》的文章中，多數是肯定和贊揚這部鉅著，只是略 

為指出作品的思想內容方面有消極和不足之處。最早發現這方面問題的是魯迅。

他批評了托翁的「不抵抗主義」、「不抗惡」的思想。例如下列的兩段文字： 

其一，魯迅生動而具體地指出了托翁的思想矛盾，尤其「不抗惡」思想是怎 

麼形成的，他說：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講人道主義，反對戰爭，寫過三冊很厚的

小說──那部《戰爭與和平》，他自己是個貴族，卻是經過戰場的生活，他感到

戰爭是怎麼一個慘痛。尤其是他一臨到長官的鐵板前（戰場上重要軍官都有鐵板

擋住槍彈），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見他的朋友們，很多在戰場上犧牲掉。

戰爭的結果，也可以變成兩種態度：一種是英雄，他見別人死的死傷的傷，只有

他健存，自己就覺得樣了不得，這麼那麼誇耀戰場上的威雄。一種是變成反對戰

爭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爾斯泰便是後一種，主張用無抵抗主義來消

滅戰爭。他這麼主張，政府自然討厭他；反對戰爭，和俄皇的侵略欲望衝突；主

張無抵抗主義，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執法，審判官不替皇帝裁判，

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沒有人捧，還成什麼皇帝，更和政治相

衝突。○13 

其二，魯迅風趣地指出了它是不可行的：「俄國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之所

以不能實行，也是這個原因。他不主張以惡報惡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們去當

兵，我們不去當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劊子手去殺，他不去殺，大家都 

────────────────── 

○12據《托爾斯泰創作論集》第727－767頁統計。 

○13魯迅：《集外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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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聽皇帝的命令，他也沒有興趣；那麼做皇帝也無聊起來，天下也就太平了。然

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聽皇帝的，那就不行。」○14  

今人評論《戰爭與和平》者，以北京大學教授曹靖華主編，張秋華、岳鳳麟、

李明濱為副主編的高等學校俄文系通用教科書《俄國文學史》和南開大學教授朱

維之、趙澧主編的高等學校中文系通用教科書《外國文學簡編》最具權威性。 

在曹主編的《俄國文學史》，涉及的一個論題是：探索社會焦點問題的出路，

領悟到應依據歷史的經驗，寄希望在人民、小說也就突出表達了「人民的思想」，

成為「歌頌人民的史詩」。 

曹氏說：「1816年農奴制改革遠未從實質上的解決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

階級鬥爭形勢愈演愈烈。托爾斯泰面臨動蕩不安的局面，思想探索十分緊張，他

既反對革命民主主義者，又不願苟同於自由主義的西歐派。他企圖尋找另一支解

決俄國社會問題的力量。這時，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轉向與 1812 年緊密聯系的

十二月黨人運動，即作家所理解的，感興趣和親切的那個貴族階級的黃金時代」。 

○15  

曹靖華在《俄國文學史》中特別分析了托氏《戰爭與和平》成書的經過，他

說：1861年托爾斯泰在寫給赫爾岑的一封信裏寫道：「四個月以前我構思了一部

長篇小說，其主人公是流放歸來的十二月黨人」，並徵求赫爾岑的意見。這裏指

的是後來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十二月黨人》。由於種種原因，作品只寫了三章。

這構思說明托爾斯泰想寫一部以先進貴族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但以後經過反覆

思考，認識逐步深入，最終完成的《戰爭與和平》已是與最初構想迥不相同的一

部人民史詩。《戰爭與和平》的主人公雖然仍是 19 世紀初 20 年的俄國貴族，但

由於托爾斯泰逐漸理解造就就貴族階級一代先進人物的 1812 年衛國戰爭所具有

的人民性，小說大大突出了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決定歷史進程

的是人民群眾這個「人民的思想」。小說也就成為了一部歌頌人民與人民戰爭的

氣勢雄渾的史詩。羅曼．羅蘭說：「《戰爭與和平》使整個歷史時代、人民運動和

民族鬥爭復現－它的真正的主人公是人民。」○16  

────────────────── 

○14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關於知識階級》 

○15《列夫．托爾斯泰論藝術與文學》第一卷，第 374頁，1958，國家文學出版社，俄文版。 

○16曹靖華主編《俄國文學史》第 533－53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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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維之、趙澧主編的《外國文學簡編》同樣是從歷史和社會學分析的角度，

論及小說中人民的作用，以及人民和貴族的關係。 

一、 人民的作用 

朱、趙指出：小說肯定了 1812 年俄國人民反拿破崙入侵戰爭的正義性質和

人民抗戰的英雄氣慨。他們在保衛莫斯科和鮑羅金諾戰役中士氣昂揚，民團穿上

潔白的襯衫，準備為祖國捐軀。在斯摩棱斯克，商人、農民寧可把東西燒掉，也

不留給敵人。敵後游擊戰爭廣泛展開，農民齊杭。謝爾巴  村長的妻子華西里莎

都以勇敢殺敵而威名遠揚。小說為人民建立了歷史風碑。 

二、 人民與貴族的關係 

1、 朱趙說明托翁肯定了愛人民的將帥： 

小說把俄軍統率庫圖佐夫同拿破崙的形象相對立，拿破崙把人民作為滿足個

人野心的工具，而庫圖佐夫則熱愛人民，接近士兵，善於觀察士氣。他的觀察力

和軍事才能，在鮑羅金諾戰役中得到了突出的體現。作者認為任何傑出人物在歷

史進程中都應該服從人民的意願。 

2、朱、趙認為，《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批評了遠離人民的貴族： 

作者對於遠離人民、不關心祖國命運的宮廷貴族進行了無情的揭露。他們在

權奪利，制造陰謀，進行黨派之爭。他們公開稱讚拿破崙，嘲笑人民的愛國熱情，

他們以講法語為榮，對祖國毫無感情。庫拉全家是貴族道德淪喪、精神墮落的典

型。家長華西里公爵為爭奪別祖霍夫的遺產，明爭暗鬥，設置圈套，女兒海倫是

個沒有靈魂的「美麗的動物」，兒子阿那托里卑鄙無恥。 

3、朱、趙還指出，托翁讚許親近人民的貴族，說他並沒有否定整個貴族的 

階級。 

羅斯托夫和保爾康斯基兩個家族就是理想化莊園貴族的代表。老羅斯托夫為

人忠厚，善良好客；他的兩個兒子積極參加衛國戰爭，幼子彼嘉英勇犧牲；女兒

娜塔莎在莫斯科撤退時迫使雙親放棄財產，騰出車輛去運送傷兵。老保爾康斯基

在戰時毅然組織民團抗敵，叮囑參軍的兒子安德烈要注意愛護榮譽，他自己因國

難憂傷而死。女兒瑪麗雅是家族中愛國傳統的繼承人。在解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時，托爾斯泰歌頌人民，美化莊園貴族，譴責宮廷顯貴和上流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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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突出描寫了三個中心人物，寫安德烈．保爾康斯基、皮埃爾．別祖霍夫

和娜塔莎．羅斯托夫，通過他們探索俄國貴族的命運和前途。○17  

因為這三位貴族都是熱愛人民，與人民休戚與共的。 
至於台灣出版的書，只有 2000年由貓頭鷹出版社出的草嬰從俄文翻譯的中

文本《戰爭與和平》，分成上、中、下三冊。這也是首次在台灣出版直接譯自俄

文的托翁作品。書中附有譯者草嬰的序和王兆徽的導讀文字，體現了台灣學術界

的評論水平，尤其政大王兆徽○18教授的評論： 

《戰爭與和平》和一般的歷史小說不同，它不但處理拿破崙、亞歷山大一世

等風雲人物鮑羅金諾會戰、莫斯科大火等歷史事件，更進而詳細地刻劃出俄國社

會的生活百態，上自貴族名流士紳、大家閨秀、軍人、學者，下至農夫、農婦，

在作者的生花妙筆下，均描寫得栩栩如生書中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錯綜複雜，

真不愧稱為當代的「伊里亞」，是一部偉大的敘事詩。 

十九世紀俄國小說的主要特徵，是遵循由普希金及果戈里等巨匠所奠定的寫

實主義的主流，描寫與作者同時代所發生的事。而托氏所描寫的 1812年戰爭卻

不是他同時代的事，因為托翁於 1828年出生。不過這部大作卻百分之百發揮了

寫實的手法。據傳記所載，托氏花了六年創作，連同蒐集資料、作各種查證，所

用的功力恐怕遠超過六年。所以這部小說是寫實主義下的作品。托氏在《戰爭與

和平》中到處都發揮他的戰爭理論。照他的看法，戰爭完全決定於民心、士氣的

意願，他否定歷史上所稱「英雄」「偉人」的價值。他認為把歷史上的大事件、

戰爭冠上某帝王等名字，只不過是一種商標記號而已。由這一點來看，他是一個

英雄否定論者。他擔心寫的不夠詳盡，又在跋語中反覆申論。他認為真正的英雄

是心地善良、思想純正、默默地承受苦難安排的千千萬萬士兵和老百姓。○19  

────────────────── 

○17朱維之、趙澧主編《外國文學簡編》第 310－31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18據介紹，王兆徽教授(1922－)係台灣資深俄文學者，從事教職50餘年，在國立政治大學當過6

年俄文系主任，培養學生無數，桃李滿天下，著作豐碩，如專著《俄國文學論集》、《現代俄語

語法分析》、《現代俄語無人稱句用法研究》等以及論文 50餘篇。  王教授的名聲不但在俄文

學界具有權威性，而且已超出俄文界，貓頭鷹出版社首次推出的直接從俄文翻譯之托翁名著《戰

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妮娜》，都請他作序，就是為藉名家之推荐而拓寬銷路，擴大影響。 

○19王兆徽《戰爭與和平》評介，《戰爭與和平》上冊第5頁，貓頭鷹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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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王氏略指小說不足之處，但總體上還是肯定的： 

《戰爭與和平》在內容上很少受到批評。不過由於結構稍嫌雜亂，不

調和，而受到許多批評，其中以德國布克奈教授為甚。但大多數俄國作家

的批評則不然。一八八０年屠格涅夫寫道「沒一個地方可更改，歷史人物

（如庫圖佐夫等）的特徵將傳諸久遠，這是偉大作家的不朽，他寫的才是

道地的俄國。」克魯泡特金曾說：「我不知道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看

這本書的感想？曾經有位頗有教養的英國紳士對我說：「這本書乾燥無

味」。但對有教養的俄國人《戰爭與和平》的每一部分，都會給人帶來難

以言喻的快感。我和許多俄國人一樣，我也看了，讓我說哪一部分最好，

我也舉不出來。」正如羅曼羅蘭所說：「看不見的統一」是本書的性質。○20  

歐茵西○21的評論著重在藝術手法上，計有七個方面，在台灣，難得有這樣詳

細評論托翁的書，故特為逐項摘引如下： 

一、寫實的對比 

歐教授說：托爾斯泰在形容人物或東西時，往往採用對比、對照的手法，而

且是具體，寫實，不抽象，不誇張的。《戰爭與和平》裏，他在老保爾康斯基姿

色平庸的女兒瑪麗雅身上使用了這樣的對比： 

       如一盞花紋質樸而笨拙的吊燈，突然面對光采奪目的美女。只要點燃 

起燈光，瑪麗雅平凡的容貌霎時更見清晰。 

統計和研究將托爾斯泰作品中所有的對比或對照作的方式，歸結出，這種將瑪麗

雅的臉與雕刻的燈作比較，是他最常採用的方式；他不會在這些比較上，投以詩

意的色澤，因為托氏認為，他的責任並不在將這個被說明、也就是被比較的事物

變成一種理想的物體，沒有必要以不清楚、不易確定的美麗想像或意境，使它超

越原有的狹窄意義。所以托爾斯泰不將瑪麗雅的臉藉「突為星光照亮的夜晚」或

「被照耀在新雪上的陽光驅走的寒冬」來作說明，而與平淡無奇的吊燈對照。 

────────────────── 

○20王兆徽《戰爭與和平》評介，《戰爭與和平》上冊第6頁，貓頭鷹出版社1999年。 

○21歐茵西，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博士，主修斯拉夫文學，副修東歐歷史，曾任文化大學俄文組主任，

先後在政治大學、師範大學、文化大學、淡江大學、台灣大學任教，現為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俄國文學面面觀》，《皮薩列夫的文學觀與社會觀》，《俄國文學》，《阿布洛莫夫

的結構》，《布寧作品中的主題與思想》，《托斯泰泰的文學技巧》，《索忍尼的文學觀與歷史觀》，

《奧斯托洛夫斯基與契訶夫》與《蘇聯文壇的一線生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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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求兩對照物之有數學性的一致。他在文字的表達，也必須絕對忠於事實的本色。 

不過，他也不全然採用像吊燈這種無生命的靜物來作對照。在《戰爭與和平》 

中，他這樣描寫攜帶大批搶掠自莫斯科城的戰利品逃竄，情況卻越來越狼狽的法

軍： 

像一隻猴子，伸手探入花生瓶罐中，因為不肯鬆開抓滿花生的拳頭，

拔不出手來，只好坐以待斃。 

在這裏，他以一個虛構的事實與真正的事實對比。他之選擇可笑的、貪婪的

猴子，當然也有刻意蔑貶法軍的作用；他以這種方式嘲諷人和物，但卻不以對比

方式，使書中人物理想化。這種寫實、具體的對比是托爾斯泰文體最重要的精神

之一。 

二、反譬喻的風格 

歐氏繼續論道：托爾斯泰作品中，對人物的一致性，精確性的要求，極為講

究，所以他很少用譬喻的、寓意的修辭和語調。固然，譬喻字眼可以使文字更活

潑，使靜物世界更有生氣，同時能使文字的意義生動物體的本質鮮明。譬如屠洛

涅夫的散文中，會寫及「金色的樹」，或者，「綠色的河水歡悅地流動」，以及「碩

大的白楊樹輕輕細語」。這些「金色的」、「歡悅地」以及「細語」等等都具有抒

情的作用。它們在這裏代表的意義已經與它們原有的意義不同，因為樹不會是金

的，水也不可能歡悅，而白楊更不會說話，我們不過是將字義想像的界線拭去，

可是托爾斯泰非常反對這種筆法，他曾經針對此點說了下面幾句話：     

       有人說，當他注視美麗的大自然時，就不由自主的思及造物主的偉大

和人類的渺小。另有人說，戀愛中的人會在水裏看見情人的臉。還有人說，

山脈告訴他這個，樹葉對他訴說這事、那事。我怎能理解他的意思呢？要

我體會他的想像，得費多大力氣呀？．．． 

  對托爾斯泰來說，這種寓意性的解釋不過是一種矯飾，他不屑為之。他有自 

己獨特的方法：以最具體、最適當的名字來稱呼他的物體。他的俄文字彙之豐富 

實在驚人，能夠對一樣東西的各個小部分都冠以恰當的名稱。他作品中的自然景

致，就因為無與倫比的豐富詞彙而顯得非常貼切真實。不過，因為他不喜歡使用

譬喻字眼，那種百科全書式的詳細描繪，有時候會將描寫對象罩上並不十分適當

的面具。譬如有一次他以「肚皮」代表一般人極可能採用的「肉體」這個字，因

為當時的確也是只指軀體的的這一部分；對即將做母親的人，他並不總稱之「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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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而經常用比較粗俗的「懷妊者」。在《戰爭與和平》中，他言及一根被俄國

人奪得的法軍元帥權杖時，也只稱它作「拐杖」（同時還加上一句：這根拐杖─

─天曉得！怎麼會被稱為元帥權杖？）在純邏輯的觀點上說，托爾斯泰是對的，

因為他使文字恢復本來面目，表現出真實性，可是這種原則就容易使他的整個文

體變得過分嚴謹，使小說缺少、甚至沒有一點浪漫，更遑論中充滿音韻之美，而

從文字變化中產生幻想。屠格涅夫的文字既富感情且詩意，在一篇散文裏他這樣

描寫夏夜： 

小巧的花園，沐浴在銀灰月色中，沉湎在馥郁花香與露珠裏，空氣充

塞著溫馨與芳香，像被落葉碰觸的水波，輕輕震顫，向四方擴散。 

  讀者在這種韻律中逐漸忽略了字面的意思，而為柔和情意的情調所吸引色彩

浪漫，引人入勝。屠格涅夫不啻是位撥弄文字琴絃的藝術家。 

可是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我們就找不到這種技巧，他並未想讓讀者純粹藉

美妙的音調來體會他的意思，所以他的散文絕無譬喻色彩，也不注意俄文重音與

無重音節的排列；對他來說，白話與詩的界線迥然分明。如果他寫夏夜，不會寫

成一個抽象的、美妙的夜晚，而是一個具體、不加修飾、溫暖的夏季之夜。 

三、中性的文字 

   歐茵西教授說：當然，這種反譬喻的風格直接影響了章法，除了極少數的例

外，我們根本無法從他的作品中找到詩詞性的字眼，或悽惻感情的流露；也沒有

暗示語句，沒有叫人迷惑的倒裝句法。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文字結構跟一般學

術性語言無大區別。為了力求文字真實、精確，他就經常忽略了傳統的章法規格，

使文體產生粗糙之感。譬如他經常在一個主句之後，帶上好幾個副句，不停的「為

了⋯，藉之⋯，於是⋯，即⋯，因此」，翻譯時特別吃力。或許，托爾斯泰的本

意就是藉此強調對文字真實性的重視。 

    歐教授認為，托爾斯泰能夠以貼切的文字表現描寫的對象，當然與他深刻的

感受力，以及驚人的表達能力有直接關係，而這兩種能力都出自他對「真實性」

的重視與追求。當他描寫人物、事件或大自然時，總是將這個對象拆為各個小面，

小個體，並且花很長的時間去研究他們；然後儘量藉最忠實、屬於中性的文字將

它們介紹給讀者，也就是說，儘量避免寓意性和修飾性的字句。所以他描寫季節

時，不會去注意它們的情調，像蓬勃的生氣啦，成熟的喜悅啦，或者死亡的寂靜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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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娜．卡列妮娜》裏，他這樣描寫夏天： 

這是夏天─── 一個盤算收成的季節，一個新播種計劃的開始。黑

麥穗在空中飛揚，黃莖燕麥參差地伸出地面，堅硬的休耕地又已墾妥，散

發著肥料氣味．．． 

  這是典型的托爾斯泰大自然描寫法。雖然沒有象徵語句，沒有內在的季節氣

氛，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卻是一幅逼真的仲夏圖案。 

四、緩慢的情節 詳盡的描寫 

  歐茵西特別評論到：托爾斯泰作品中的故事情節進行緩慢，因為他對各個

人、事、物使用了許多詳盡的描寫，而這些描寫，大都沒有具體的情節。在這點

上，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相較，最為明顯。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極具戲劇性，令

人興奮緊張；比較起來托爾斯泰的小說就很缺乏情節，托爾斯泰沒有戲劇化的天

才，而且他那些細小情節之間，也不一定有密切關聯，有些甚至「根本不必要」

的感覺。如果我們將《戰爭與和平》中的各個細節都看成與故事主線的前因後果

有關的話，就根本沒法系統地向別人轉述這部小說了。譬如《戰爭與和平》裏，

他如此說及老保爾康斯基上床的情形： 

他蹙皺眉頭，為脫解罩衫和長褲的費力動作煩躁慢慢地，他終於脫下

了衣服，沉重地坐上床沿，沉思地注視自己那雙又瘦又黃的腳。事實上，

他什麼也不想，腦子裏一片空洞，不過是在把這一雙腳擺上床之前，略作

躊躇而已．．．他緊閉嘴唇，艱難地完成第二萬次這個動作，躺到床上．．． 

  短短的老人脫衣過程，就包含了這許多經過仔細觀察的細節。讀者從瘦小的

雙腳，緊閉的嘴唇，失神的眼睛，看見一個蒼白的老人，透視入他的心靈。因此，

有人將這種文字藝術稱作「肉體的透視」。他使讀者自己由可見處深入不可見處 

外表走進內在，從軀體探及精神。這種描寫方式在托爾斯泰小說中，不論長篇，

還是短篇，都處處可見。他仔細觀察 外表上的特徵，加以運動性的觀察（他們

如何走路，站立如何躺和坐），加上聲學的研究（如何說話），再將這些忠實寫出

來，自然就塑造成功一個生動的人物。托爾斯泰眼光銳利感受力細膩，思想清晰，

作品中的小故事雖多與主要情節無大關係，描寫雖繁，卻往往生動自然為讀者所

樂於接受。 

五、此外，歐氏詳述了托翁的直接與間接的性格描摹手法： 

  不過對重要角色性格的描寫，托爾斯泰使用的方法不同。對次要的角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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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跟對自然界一樣，只做表面描摹。《戰爭與和平》中的阿那托里．庫拉金就

是個好例子： 

           他不是天生賭徒，至少，對他而言，賭博時贏不贏，並不重要；他不

虛榮，人們對他持什麼看法，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熱中功利，他敗壞自

己的事業機會，輕視獎勵，氣煞老父；他不吝嗇，從不拒絕別人借債；不

過，他喜歡享受和女人，他認為這種愛好沒什麼不對，也不管它對旁人會

產生什麼傷害，所以他自認是個正人君子。 

這裏我們看到的是一段嚴謹、冷靜的性格描寫。一再重複的「他」，如同教

科書裏的章節符號。簡直像是托爾斯泰伸出手指頭，一根一根地撥數這些特性似

的。可是這種概括性的形容，並不能塑造出生動的角色。托爾斯泰自己很清楚這

層道理，所以他將小說中主要人物的個性分裂為許許多多細小特點，將它們散佈

在整部作品中，分別予以烘托或說明。如果上面所寫的不是阿那托里．庫拉金，

而是一個較重要的角色，那麼他很可能安排一場賭博，表示出他沒有賭徒劣根

性；或者藉另一場合，表現他的安分，再在另一事件中看出他的慷慨大方，然後

在引誘娜塔莎時，顯示對女色的愛好，讀者也是到這個時候，才突然覺得他也有

重要之處。 

換句話說，托爾斯泰避免直接的心理分析，而寧願將那具代表性的性格持

點，逐一間接描寫。他安排各式場合，各種情況，日常生活小節，以及一些小史

或趣事來表現這些性格特點。而他的每一部長篇小說中都總有成打重要人物，每

個人都需要這許多素材，所以精密的觀察和安排能力是很必要的，而且我們因此

可以看出，托爾斯泰小說結構的原素和陀斯妥也斯基不同。前者作品的原素不是

故事情節，而是人物個性，是這些個性引出了情節，並影響它的發展。 

六、歐茵西這位台大教授尤為重視托翁對人物特徵的描寫，她說： 

可是，這其中存在有一種危險性，讀者容易在這成群人分散各處的說明和描

寫中，覺得難以有效把握各個人的特性。為此，托爾斯泰使用了一種獨特的技法：

予每個角色以持別標誌。這個角色一出現，他就重複強調讓標誌。經過十次、二

十次、三十次的強調，那個標誌就發生顯著的作用，使讀者容易在眾多角色中認

出某人來。這標誌可能與外型──耳朵、眼睛、鼻子、下巴有關，也可能與某一

件事有關。在《戰爭與和平》中，托爾斯泰每在瑪麗雅上場時，強調她平庸臉龐

上閃閃的眼睛和經常泛紅的雙頰；而皮埃爾的太太海倫．庫拉金，大理石般的雙



第二章 《戰爭與和平》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21 

肩就是標誌。在《安娜．卡列妮娜》裏，作者提到卡列尼時，必定也說起他那嘓

喇作響的手指關節和長而軟的耳朵。安娜給讀者的印象細白的皮膚和略略斜視的

眼睛。托爾斯泰像個魔術師，可以隨時替每個人點出特徵的標誌，而加深角色個

性的鮮明度和真實感。 

也就是說，這種人物標誌的作用，不僅是外在的，也是內在的。因為托爾斯

泰不願、也不擅長對內在的心理作直接描寫，只好藉外表的描摹，讓讀者作細膩

的想像。譬如瑪麗雅閃亮的眼睛和經常泛紅的雙頰，代表她的善良和羞澀；卡列

尼嘓喇作響的指頭，代表心靈的空虛；卡丘莎細白的皮膚，略斜的眼睛，以及常

掛嘴邊的「妙！」，代表一個性感的女性。 

七、最後，歐氏說明，托翁很注意保持個性一致的原則： 

托爾斯泰還有一個原則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相反。後者專門描寫錯綜複雜的個

性，分裂、軟弱、多變的人格，而托爾斯泰筆下的人，不論做什麼事，情節如何

變化，他們始終忠於本質。《戰爭與和平》中尼古拉．羅斯托夫在尚是年輕小伙

子時，在上戰場時，在成為瑪麗雅的丈夫時，都是位正直、自然的人物，他的個

性像是寫在額頭上，非常明顯。他妹妹娜塔莎也是如此，雖然她輕易忘卻少年時

代的愛侶保里斯，崇拜安德烈．保爾康斯基，不久又為風流倜儻的阿那托里所迷

惑，最後卻傾心肥胖的皮埃爾，可是她純潔動人的氣質一直沒變。我們可以說，

他的人物都相當「頑固」。陀斯妥也夫斯基就不同了，他書中的角色可以由於一

條細心安排的線索，以任何一種或一句話，突然表現另一令人吃驚的新個性。而

托爾斯泰緩慢進展的情節中，卻是在一再說明各角色前後一致個性而已。而且托

爾斯泰偏愛心理正常、健康，而非陰沉、複雜、叫人難以理解的人，所以他的作

品不會像陀斯妥也夫斯基那樣緊張得像偵探小說。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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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歐茵西《新編俄國文學史》，第158－166頁，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