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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旅行记》

内容概要

萨哈林岛是北太平洋上介于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之间的一个长条形岛屿，四面环水，俄罗斯帝国把
它当作是罪犯无法逃脱的天然监狱，从19世纪60年代起，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刑事犯流放到这里，
从事苦役劳动。
1890年，契诃夫决定前往萨哈林考察，虽然此时他已出现疑似肺结核症状，多次咯血，身体十分虚弱
；但是他坚持说“有必要”到这个“不可容忍的痛苦之地”，去研究苦役犯的生存状态。
他参观监狱、和苦役犯谈话，用卡片记录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的简况，甚至目睹了死刑和种种酷刑
，深受震动，“以致后来多次在噩梦中看见这些场景”。三个月后，他回到莫斯科，花了三年的时间
，写出《萨哈林旅行记》。
【编辑推荐】
村上春树盛赞
契诃夫毕生至为自豪的作品
拖着几近崩溃的病弱之躯，途经一万俄里的苦寒与荒凉，他踏进这“不可容忍的痛苦之地”，用文字
诊断俄罗斯。
经典译本全新修订，最全注释和更多详细资料。
“这世间苦难深重，他为岛上的苦役犯写了一本书，描述他们的故事，传达他们的声音。”——梁文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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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旅行记》

精彩短评

1、萨哈林原来就是我们称作库页岛的地方。俄罗斯流放之地，苦役犯的生存状态。
2、与其称之为旅行记，不如说是人类学研究调查报告，内容非常琐碎，所幸文笔过硬，才有了一定
可读性。
3、库页岛流放逃犯生活考察记
4、一开始看觉得还蛮新奇有趣的，但是慢慢就有点看不下去了，毕竟还是太严肃了。。。
5、探访被上帝遗忘的地方。
6、气候、自然条件恶劣的苦寒流放地，苦难深重的苦役流放犯。官僚主义的不作为、形式主义、弄
虚作假，没文化的看守者，荒唐、漏洞百出、一团混乱的管理体制，脑海中想起的是《西伯利亚理发
师》。苦役犯最终也只能取得定居西伯利亚的权利，真是可怜。喜欢契诃夫朴实简洁有力的语言。看
了之后想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死屋手记》、《1Q84》。
7、正是那些生活在困难的人 让我们得以正视生活 不再抱怨 而是憐憫和繼續勇敢地活著 珍惜所擁有 
后半部分写的出彩多了
8、刷新了认识啊，地理环境人口宗教民族考古历史动植物资源监狱劳役行政，契诃夫真民族志写作
好手。
9、让我再看一遍！！
10、流放远东 等同贬谪烟瘴之地 契诃夫视萨哈林 与李德裕视海南 如出一辙 内亚殖民有别于西欧之处 
皆在于此 而非所谓流民囚犯之类 
11、哪里是田野笔记了？
12、被书名所吸引，发现居然是契可夫所作，短篇小说家大抵都有难得的洞察力，这本看着像流水账
，但依然饶有趣味，也不失深刻。萨哈林、堪察加、高加索、贝加尔湖，这些地名看着就很想去北方
大国旅行怎么办？#总有一些你难以想象的人和事在发生#
13、大俄罗斯的良心。
14、我想去那儿看看
15、契诃夫以年迈且病弱的身体途径千万里到达萨哈林岛，又细致全面的记录了岛上居民的各项生活
，感觉像是一整部岛上居民社会生活考察报告。
16、满脑子都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17、介绍屯落部分有点枯燥
18、1535
19、有人说。契诃夫的小说里充满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或许是这样的。但小说里透露出忧郁、深
沉的感情是不是就说明小说作者也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很容易就爱屋及乌、推己及彼。这本萨哈林游
记里的契诃夫是异常冷静的、也是超然于事外的，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那么，我们又怎么能主观
地将作品和作者联系起来？或许这本游记可以呈现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契诃夫。然而要理解契诃夫的小
说，我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好吧，我本来以为这真的是本“游记”
21、2015年第46本。如我这样的都市人，能够接触的苦难往往限于猫猫狗狗和乞讨老人。媒体日日展
示的苦难，如桑塔格所说一点点提高了感知苦难的阈值。我可悲的发现，阅读这本地狱三部曲之一，
我的窥视欲远大于痛苦，无动于衷远胜过同情。经典文本烛照灵魂的作用便如是呈现了。
22、可读性不强，文学价值很强。找了一圈终于有出版社出这本了。
23、契诃夫的田野调查 我喜欢他的地方在于冷静的笔触 总觉得当医生的写文章都有这种特色 PS：其
实当年的沙皇俄国已经开始在意人权的问题了 可惜还是没有躲过历史车轮的碾压
24、内容不像书名那么美好，纪实库页岛上的流放犯人的地狱生活。对契诃夫心生敬意。
25、1q84里摘录的是最带怪异味道的部分，当时以为整本书都是写萨哈林土著的，其实主要是苦役犯
和俄国殖民情况。
26、库页岛已经没有什么中国的痕迹了
27、刚好看纪录片“对话索尔仁尼琴”，第三部分谈到这本书。的确书里写了太多数据，没有什么情
感，就像一份老老实实的报告。书背写了“在1Q84中，村上春树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萨哈林岛的原文
，以示尊崇与喜爱”。好玩，这是现在为推广书而写的话，体现了当下时代的特色。以后出版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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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旅行记》

知会写什么。
28、契诃夫以作家的身份介入历史，他的孤身赴险和这本纪实作品使其超越了作家本身，而萨哈林作
为特殊的一段时空和事件也由于契诃夫的介入而超越了本身的历史。在这个贫瘠苦寒的世界尽头，契
诃夫曾力图描绘的，不只是俄罗斯的苦难，也是全人类的苦难。
29、对素材的操作能力极佳，节奏感好，简练生动，《寄自西伯利亚》很好看。作家正直，努力，同
情心强烈，奋不顾身，可以做一名特别优秀的记者。这本书看了会很郁闷，似乎发生在一个荒唐的平
行世界，可惜并不是。不过，更多的感觉那一切几乎都是出于愚昧而非邪恶，这让人觉得很欣慰。而
且契诃夫在哪里都能找到爱和信仰，天哪。
30、苦寒之地，被流放的人们，在绝望和屈辱中如何相信上帝庇佑。俄国的许多大文豪一生在寻找心
灵的慰借，他们的伟大似乎不在于找明答案，而在于那对亲身体验的苦难以及人性深处的迷失最真实
的纪述。
31、极端的自然环境和依稀的文明痕迹在搏斗，这里有最坏的丧失与沦陷，也有一无所有的单调中的
牺牲与疼爱。
32、和《古拉格群岛》对比读，就会觉得沙皇时期哪叫坐牢、流放呀。
33、谢苗神父安慰苦役犯:“在造物主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34、略读了一下，真的是苦啊，尤其是女性，几乎沦为了稀缺商品。好奇当地流传到今天的民风是怎
样的
35、伟大的著作
36、“你在作弥撒，可是镣铐却在哗啦啦地响，人声嘈杂，锅里冒着蒸汽。这边是‘荣耀属于主宰一
切的圣主’，那边则是‘日你的娘’。” 浏览完毕 取个印象 
37、契诃夫连写萨哈林岛苦役地的考察报告都能写得这么好，这就是做什么都能做好的天才。《萨哈
林旅行记》就像是在教后来的人们该怎么写古拉格。
38、集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于一体，冷静平和的关切中带着幽默和悲悯。通俗易懂，渐入佳境，十分
精彩。注释很有看头。
39、旅行文学里最好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里最好的旅行文学。。。
40、要是有一幅地形图就好了！
41、"有些人逃跑，就是为了在外面游荡一个月、一个星期，有些人只要逛上一天就行。这就是自由
病"。满目萧索萨哈林，契科夫“散文衣橱”里一件“粗硬的囚衣”。土地永远没有错，地上的疮疤都
是人的恶。
42、如同一部人类学民族志，弥散一种荒芜绝望感，似乎也因此而些许迷人。
43、很详实的旅行笔记。
44、看到第十一章
45、作家的社会责任。
46、所有契诃夫的作品里，这大概是最特别的一部，比那些短篇小说更加沉重，虽然那些小说已经重
的令人窒息。中译本看到有三家出版社做过，但是译者却是相同的两位。比较喜欢黑龙江人民的封面
设计，但是已经买不到了。
47、译序介绍去萨哈林行程很详细。要是有幅地图就完美了。译文的“是”太多了，像春天发芽时剥
掉皮的杨树枝，沾手，涩。内封褪色。外封视觉体验出色。开本大，要是32开就棒多了。正文行距、
字距都也稍大了点，显得疏松。汝龙有译本，觉得本书不对劲的时候对比过几处。
48、江苏凤凰版，zhi113
49、里面描述的世界真的十分悲惨，是一种人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活着的可怕世界。
50、想起意大利史诗片一九零零和孤筏重洋。人类不能没有希望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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