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争与和平(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战争与和平(上下)》

13位ISBN编号：9787020017775

10位ISBN编号：7020017770

出版时间：1989-7-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俄] 列夫·托尔斯泰

页数：1036

译者：刘辽逸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战争与和平(上下)》

内容概要

小说以库拉金、罗斯托夫、鲍尔康斯基和别朱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情节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
了19世纪初到20年代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品中心主题则是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贯穿全书
的主要人物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他自私贪婪、虚伪堕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仍争权夺
利、寻欢作乐。在小说中，库拉金是官痞，儿子阿纳托尔是恶少，女儿艾伦则是荡妇。另一类是彼埃
尔·别朱霍夫、安行烈·鲍尔康斯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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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上下)》

精彩书评

1、我怎么忘得了这个书面呢，又是一本厚书，不过在暑假的时候，没人陪我玩，然后自己就看了这
本书，我居然都不谈内容的，汗～
2、前言：托尔斯泰大概在我整个青春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在那动荡不安的年少岁月里滋养了我，
让我得到了安慰。---《战争与和平》始终保持一种质朴大气且与众不同的风格，它并不旗帜鲜明，但
内蕴深邃。《战争与和平》有三个主要人物：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其中安德烈、皮埃尔这两个
人物都有托尔斯泰本人的影子，皮埃尔的思想并不一定比安德烈肤浅，但他却永远是个思想者，不善
于付诸于行动。他随和、善良、落拓不羁、贪享受却又没有贵族老爷的架子，常常沉浸在精神世界里
以至于显得魂不守舍，这些特点都让我们感到亲切。最终他终于抛弃了“为什么”这个人生意义的桎
梏，坦然地面对新生。皮埃尔跟《安娜卡列妮娜》中的列文是比较接近的一个人物，在精神上可以把
他当作一个知心朋友来对待。而安德烈总体是个有点阴郁的人，冷峻、聪明、善良、敏感.但他遇事会
缺乏皮埃尔的那种宽容气度，所以常常后悔。妻子去世后，他怀着对妻子的深深内疚和对个人命运的
深深失望，心灵很久不能平复。直到他遇到了娜塔莎，唤起了他自身生命的热力，他又重新燃起了生
命的热焰。后来娜塔莎由于过于热烈的生命所犯的错误差点与一个放荡的年轻军官私奔，这让他的心
灵受到重创。不久安德烈又上战场了，安德烈是不幸的，他又一次倒下了，最后他在死前又遇见了娜
塔莎，他在娜塔莎的看护中死去。最后他宽恕了娜塔莎并且灵魂得到了升华。但总体上安德烈是个行
动者，托尔斯泰以后在他自己的庄园所实施的改革其实就是安德烈的写照。我很喜欢安德烈这个人物
，他的“死”深深地感动了我。关于娜塔莎，她所犯的错误也是她本身不是思想者，她就是生命本身
。她就是青春、就是快乐、就是阳光。而即便一个阴郁的生命也是要寻找阳光的，一个严肃的生命也
是要追求快乐的。她被许多人爱、被人喜欢：家人、客人、多年的朋友，乃至只是过往的路人。甚至
古板的军人杰尼索夫、势利的鲍里斯、放荡的阿纳托利也被她吸引。她想爱所有的人，也希望被所有
的人爱。她也是和平，她是和平时期的主人公。她热爱美，在一个美丽的月夜，她站在阳台上，向往
着抱紧自己的胳膊飞翔起来。经历了战火洗礼后的娜塔莎沉稳多了，成熟多了，同时她又失去了以往
的活泼与快乐，但她已能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她受过两次重创，一次是因她自己的过错而导
致与安德烈废除婚约；一次是安德烈的死。但她又复苏了。是她强大和青春的生命力本身使她治愈、
使她复苏，因为她就是生命。因为有女性，生命才不致被男人过于好斗的激情摧残和毁灭，也不致被
过于沉重和严肃的思索所掩盖或变得暗淡无光。---引用书中安德烈对娜塔莎的心理活动，我很喜欢，
摘录几句：“她是那么单纯又那么智慧，那么善良又那么坚毅，心灵那么平静，为人处事却那么富于
活力；体态、声音、举止，永远始终如一，永远亲切温柔。”“我爱她那内在的精神力量，她那真诚
，她那由衷的坦率、爽直，她那仿佛和肉体融为一体的灵魂；正是这样的灵魂，我爱的如此强烈，如
此幸福。”“第一次想到她的灵魂。于是我明白了她的感情、她的痛苦、耻辱和悔恨。”“我仍然爱
她的那种，我所体会到... ”---娜塔莎让安德烈原谅她，安德烈说：“我原谅你什么呢？我比以前更爱
你了！” ---《战争与和平》也给了我许多东西，包括宇宙万物运行的道理、人生的启发以及心灵上的
慰籍。从下面这些字句中大致也就能感受到托尔斯泰的对于爱、人生智慧和宗教情怀的体察与感悟
。---------最难做的，但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即使受苦也要热爱生命；因为生命就是一切，热爱生命就
是热爱上主。是的，爱，但不是那种爱，即因为什么东西，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因为什么缘故而爱，
而是这种爱，即当我临死时，我看见了我的敌人却仍然爱他的时候我第一次所体验到的爱。我体验到
那种爱的心情，它是心灵的本质，它不需要对象。我现在也体验到了那幸福的心情。爱邻人，爱仇敌
。爱一切——爱有着各种表现的上帝。爱亲爱的人，可以用人间的爱；但是爱敌人，只能用神圣的爱
。因此当我觉得我爱那个人的时候，我感觉到那样的快乐。他的情形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用人间
的爱去爱，我们可以由爱转为恨；但神圣的爱不能改变。无论是死还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够破坏它。它
是心灵的本质。 基督徒的爱，对于别人的爱，对于仇敌的爱，比起一个青年的美丽的眼睛在像您这样
诗意的多情的少女心中所能引起的情感，更有价值，更甜蜜，更美丽。（安德烈的妹妹玛丽亚写给她
的朋友尤丽的信。“爱”大概在托尔斯泰的思想里面分两种。一种是情感之爱，如夫妇之间的爱以及
日常我们一贯所宣传的那种爱；另一种则是我们生活中很少考虑到的，并且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
人特别是很讲求实际价值的中国人所不承认存在这种类型的爱。即玛丽亚小姐所表述的这种类型的爱
。这种类型的爱是高尚的，相信它的人也是高尚的，如迷惘的托氏、悲天悯人的雨果、热情澎湃的罗
曼·罗兰等。）---------最高的智慧只有一种科学——整体的科学，这科学解释整个宇宙，以及人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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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上下)》

宙中的地位。要自己获得这种科学，就必须清涤并革新自己内心的“自我”，因此，在认识之前，必
须信仰，并使自己趋于完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在我们心里放进了上帝的光，它叫作良心。历史事
件的原因是一切原因的总和，这是唯一的原因。只有在我们完全放弃了在个人意志中探求原因的时候
，才可以发现这些我们不知道的规律，正如同只有在人们放弃了地球不动的概念的时候，才可以发现
行星运动的规律。好的统帅不但不需要天才或任何特殊品质，他所需要的，是缺少人类最高尚、最好
的品质——爱，诗，亲切，哲学的、探究性的怀疑。他应该是克制的，坚决地相信他所做的是很重要
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是一个勇敢的统帅。上帝不许他有人性，不许他爱什么人、同情什么人，
想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你要死了——一切都要完结了。你死了，你就知道一切，或
者停止发问了。死亡是一种醒悟，如此简单。假使每个人只为他自己的信念去打仗，就没有战争了。
为什么从未留意到这高高的天空呢？不过，如今总算注意到了。我真是幸福，没错。除了这辽阔的天
空外，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虚都是欺骗，除了这天空外，任何东西都有不存在。生命、生活，只有在这
个时候才能被人感觉出它的美好的，在平时往往被人忽略的内涵。其实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够自由
地享受阳光，森林，山峦，草地，河流，在于平平常常的满足。其它则是无关紧要的。  在他头上，
除了天，崇高的天，虽不明朗，然而是高不可测的，有灰云静静地移动着的天，没有别的了。“多么
静穆、安宁、严肃呵，完全不象我那样地跑，”安德烈公爵想，“不象我们那样地奔跑、喊叫、斗争
；互相争夺炮帚，——云在这个崇高无极的天空移动着，完全不象我们那样的哦。为什么我从前没有
看过这崇高的天？我终于发现了它，我是多么幸福啊。是的，除了这个无极的天，一切都是空虚的，
一切都是欺骗。除了天，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但甚至天也是没有的，除了静穆与安宁，什么也没有
。谢谢上帝！⋯⋯”（这种体验并非仅仅是看破红尘，而是对一种永恒的礼赞。对一种宁静，安详，
辽远的憧憬，是对幸福的终极定义。庄严、蔚蓝色的、宁静而悠远的天空，超脱于人类所有痛苦、欢
乐之上的永恒和安宁，只有它才是我内心深处真正的精神寄托。）（部分内容选辑）
3、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三部小说&lt;&lt;战争与和平&gt;&gt;,&lt;&lt;安娜.卡列尼
娜&gt;&gt;,&lt;&lt;复活&gt;&gt;, 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极为璀灿的三颗宝石.我相信,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
科学如何进步,这三部巨著将始终是人们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精神食粮.很早的时候,我就希望能阅
读&lt;&lt;战争与和平&gt;&gt;这部小说,直到最近,才终于如愿. 和许许多多的小说家不同,托翁写的这部小
说,不是为了单纯地写而写,不是为了名誉,金钱而写,若你仔细读完这部巨著,深刻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
你会惊讶地发现,他是在为他的信仰而写,他是为自己归信的主----上帝而写,是为了见证和荣耀上帝而
写,也是为了把上帝对全人类的启示,通过残酷的战争和人们平时的实际生活,通过各色各样活生生人的
言行,包括心理活动,生动具体地表现出来.在这部小说里,托尔斯泰并不是在简单地写战争题材,或描述和
平时期的事情,他是为了表现一个突出主题,.这个主题乃是世界上每个人都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什么是
人生幸福?” “如何才能拥有人生幸福?”,以及另外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死亡是什么?” 这是他竭力
要通过小说,通过他笔下人物的一系列表现和最终的命运来告诉读者的..在&lt;&lt;战争与和平&gt;&gt;这
部气势磅礴,场面恢宏,人物繁多,描写精彩,文字奇美的巨著中,托尔斯泰着重刻画了五个主要人物: 安得
烈,皮埃尔,尼古拉,玛丽和娜塔莎.    一                                                                           托翁笔下的主人公,常常让读
者感到竟是如此真实,似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一定可以找到具体实例.安得烈便是托翁塑造的这样一
位人物.他出身于名门望族,聪明善良,坚强勇敢,有理想,有抱负,无论是在军界,还是在政界,他都能够大有
作为,若不是战争残酷过早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他在仕途上一定会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安得烈在小说
中是继主人公皮埃尔之后出场的,是在声名显赫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利尔(她是当时的皇太后
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的心腹)举行的招待贵族名流的盛大宴会上首次露面的.他一出现就表现得十分傲慢,
不加掩饰地对客厅里所有的人持不肖一顾姿态,觉得他们 “索然无味”, “连看他们一眼或者听听他们
说话都感到不耐烦.”那么,有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困惑,像这样连大面儿都不顾的人,如何称得上 “聪明
”?如何能不被社会排斥呢?再接着读,我们就会知道,原来安得烈有非常优越的家庭背景,其父曾是俄罗斯
陆军总司令, 在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时代,就已经成为深受叶皇宠臣波将金重用, 一位年轻有为的将军.在
未从戎之前和刚从戎之时,安得烈满脑子想的是,脱离上流社会那种使他长期感到痛苦,早已被他厌倦了
的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骄奢淫逸生活,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像他心目中的偶像----如同当时如日中天的
法国皇帝拿破仑那样,建功立业,被世人,被自己所不认识的人所景仰和尊崇.他是如此想的,也是如此努力
的.然而,命运使他在尚未施展才华,崭露头角的时候,便第一次负了重伤,且成为敌军----法国人的战俘.与
另一位主人公尼古拉相比,安得烈在战场上从来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任何畏惧和惊恐,相反,当他看见
身边的俄军纷纷弃甲溃逃,在总司令手足无措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身先士卒地高举着战旗,奋不顾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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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上下)》

带头向敌阵冲去⋯...就在他倒在血泊中,在与死亡相遇的时刻,他的良知苏醒了⋯⋯.这个时候,他从前的
世界观,从前的理想抱负统统成了不切实际,毫无意义的东西,连他一向崇拜的偶像---拿破仑本人,也已不
再引起他任何的兴趣.在法国人清理战场的时候,他已负伤倒下很久,拿破仑碰巧在后来走到他身边,甚至
关心他,问候他,他始终无动于衷,因为在他的心目中, 这时拿破仑的形象已变得十分渺小.二安得烈伤好之
后,本来要开始新的生活,爱自己的妻子,补偿从前对她的亏欠, 开始与她一起好好过日子,却不料,美貌,善
良,无助的妻子却因难产,永远地离开了他.于是,他专心疼爱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埋头庄园事物,开始了告
别仕途,与世无争的生活.直到好友皮埃尔来庄园造访⋯..这时,皮埃尔已是共济会成员.他用自己的信仰
说服安得烈:“⋯⋯.活着如果只是为了不作恶,不悔恨,那还不够.我曾经这样生活过,为自己而活,却最终
毁了自己的生活,只有现在,当我为他人而活,至少尽力为他人而活的时候,我才明白生活的所有幸福.”“
⋯⋯..人类最大的幸福就是努力追求真理和美德.我们要好好生活,要有爱心,要相信,我们不仅今天生活
在这一小块土地上,而且过去和将来永远都生活在那里,生活在整个宇宙中.”如果说,从前安得烈的妹妹
玛丽公爵小姐曾屡屡向他介绍自己的信仰,推崇基督精神,与皮埃尔的信仰其实并没有大的差异,但他从
前却始终没有引起重视,没有认真进行过思考,而这次当他亲眼看到一向懒散,愚钝的好友皮埃尔本人精
神面貌发生有巨大变化的时候,再倾听他介绍的这一切,使得这位曾经过死亡并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的
安得烈,心灵里产生了巨大震撼.托尔斯泰为了形象地描述安得烈思想的转变,描述他人生历程新的开始,
这时传神地引入了一棵橡树,通过这棵橡树在安得烈观感上的变化,神奇地揭示了安得烈在皮埃尔造访
以后和他去罗斯托夫府上回程时心灵深处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棵老橡树已经面目一新,它展
开天蓬般苍翠欲滴的枝叶,全神贯注地站在那里,在夕阳的余辉中轻轻摇摆.无论是多节的手指和岁月的
疤痕,还是昔日的怀疑和悲伤,都已全然不见.透过粗硬的百年老树皮,在没有枝条的地方竟然钻出一簇簇
嫩叶,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这样一棵老树还会披上绿衣.”皮埃尔的影响,再加上深深打动安得烈心灵的娜
塔莎,一个纯真,活泼,快乐,善良,充满生机,对生活,对他人充满热爱的少女,点燃了安得烈的生命之火,唤醒
了他心灵深处一直沉睡着的对生命的热爱,对美好的渴望和追求.所以,他不但在自己的庄园里,解放了属
下的农奴,进行了一连串有益的改革,还积极主动地参与了相关的社会政治活动,力求为国家尽自己的一
份力量.与娜塔莎的订婚,更使得安得烈的生命焕然一新.在妹妹玛丽公爵小姐的眼中, “他看上去快活,温
和,亲切,⋯..很久没有见到他这副样子了”.然而,老父亲对他婚事的干涉和反对,特别是后来阿纳托利对
未婚妻娜塔莎厚颜无耻的勾引,以及天真的娜塔莎竟不辨真伪,盲目愚昧的背叛,使得刚从心灵深处获得
新生,对人生满怀憧憬的安得烈重又陷入黑暗.他这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无论找到天涯海角,都要向这位破
坏了自己一生幸福的情敌报仇雪恨.他第二次重返部队,正是带着这一目的.三第二次负伤,使他经历了生
命的又一次转变.这一次他负了致命伤,也为此送了性命.像第一次负伤一样,在生命处于如此特殊时刻, 他
良知中善的力量重新被唤醒了,妹妹一向宣扬的基督爱和饶恕精神也开始在他身上起了显著作用.当他
在伤痛中遇到自己发誓要找到的情敌阿纳托丽的时候,他却心甘情愿地选择了爱和饶恕.不但彻底饶恕
了他,还对他产生了爱和深深的怜悯.从而使安得烈这个人物的品德趋于高尚完美.我相信,即使阿当时没
有负伤,安得烈也同样会饶恕他.所以,在以后遇到悔恨的娜塔莎的时候,安同样饶恕了她,并和她重又产生
了美好的爱情.接下来是安得烈面对死亡的描写.受好友皮埃尔和妹妹玛丽公爵小姐深信不疑的信仰的
影响,安得烈坚信自己的生命已与造物主的生命相连,已经在宇宙中有了永恒的生命.所以,当他知道自己
不久人世,不久就将与自己心爱的娜塔莎和自己的亲人,在人世间永别的时候,他没有惧怕,没有眷恋,而是
静静地听从命运的安排,从容地迎接死亡.在掩卷沉思的时候,我想到了德兰修女的爱和美好高尚的一生,
想到了为中国人献身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等人,我对托尔斯泰以及人类历史上的这些先贤们和他们确立
的共同信仰,满怀着崇敬之情.关于饶恕,我也想到了许许多多的实际例子.虽然其中的一些人没有如此崇
高的信仰,也竟然能做到饶恕,可见饶恕并非是难以做到的普世尊崇的美德.那是北京某顶尖高校的一位
大学教授,文革前是校内某系的系主任.文革中,在一次批斗会上,他横遭本系两名教师的严重羞辱打骂,文
革后被 平反,且被任命为该校校长.后来,学校有关部门根据该两名教师文革中的品行,意在将两人定性为 
“三种人”,结果这位校长坚决地予以了阻止,从而使两位教师免除了政治上的”死刑”.事后,人人都敬
佩这位校长,因为他选择了饶恕!愿爱和饶恕的光辉,照亮中国!照亮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灵!(待续)
4、因为读这书的时候还比较小，对里面冗长的战争描述都直接跳过去了，而只喜欢看里面和平的那
部分。。。现在回想，之所以叫《战争与和平》，“战争”的戏份自然是领会其中神韵所不可缺少的
部分，而自己却恰恰给忽略过去了。以后还会读。
5、很惭愧地觉得自己好懒啊，好久没写东西，总是找理由，说什么看到别人写的太好言尽于此，无
须我再重复叨叨；或者说看看别人的精神活动都来不及，output时间多了ｉｎｐｕｔ就相应少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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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轻自贱文笔贫弱，看高手后胡乱觉得没有斗志制造相对低下的产品。。。当然全部都是bullshit，孤
独成长的时间固然重要，但减缓output的同时智力活动减退的疑虑也出现了，因为写文貌似也不是单
纯的输出，在过程中很可能就发生了未能预料的认识深化。所以经过总结，科学的成长规律应该更接
近于孤独-输出-孤独。也写了很多零碎的东西，在别人的菜地上刨了很多槽子，不亦乐乎地发表和交
流见解。现在也是理理思路，树立自信，自己写点东西的时候了。翻了下从前觉得枯燥的《战争与和
平》，精妙，赞叹。作为最一流的作家中的一员，托尔斯泰基本涵盖了男女作家的关注内容，既有男
性宏大的视角和叙事风格，也有女性化的细腻描写和心理活动（虽然更加基于男性视角），大概这就
是伟大心灵的共性吧。当然他也有缺陷，但作为一个人类的个体考虑，创作上趋于完美。与题材局限
的现代作家相比，古典作品的土在于“十九世纪就比较流行全知视角，那时人的思维惰性，接收信息
也比较老实。现在的读者口味刁的很，非得写成侦探小说一样，一点点喂给他们，吊他们的胃口才行
”。全知视角内功要求过于深厚，对生活的洞察力和人性哲理的思考深湛可畏。现代派们只能在技术
上下苦功，“如果依赖情节，太窄了。就好像手头只有胡萝卜和青菜的厨师，只好在装盘，配色和刀
工，调味上下苦功了。”古典派也需要技术，但技术和真心并不冲突。古典作家描写人类古已有之的
感情和人性，在人人都会的东西上取得全胜，自然高妙非常。《战争与和平》作为托尔斯泰相对初期
的作品，主要人物是如此的鲜明美好，纯洁可爱，奥黛丽赫本在电影中饰演的形象几乎可以和娜塔莎
重合。人物那样可爱写的又那么绝妙，在一派老式作风的作品中，跃然而出，如同土土的《中央车站
》里那个又肥又丑却把我感动的一塌糊涂的老女人。所以，伟大的东西不在于够新够有劲。如果《罗
马假日》没有奥黛丽赫本和格利高里派克，就是一个缺乏新意的二流爱情片。大批人们不看散发着霉
味的老土经典，它们就像凯瑟琳赫本或朱丽叶比诺什，在外形上无法和Elizabeth Taylor这样的标准美女
匹敌。但在相貌平平的她们身上，倏忽即逝的火光透过眼睛、面部表情和整个身姿闪现出来，折射出
暗影下绚丽的灵魂瑰宝。说起《中央车站》，作为严重视觉系的我从来没想过被一个又肥又丑的老女
人折服。impossible is nothing啊，这事还是发生了。经过实践，发觉自己还是不想写东西，就赖倒做了
。脑子动了，意思太难表达，放自己一码。h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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