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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上册)》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前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1924年
，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物理数学系
，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因酷爱文学，他还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攻习文学。
苏德 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作者在东
普鲁士的前线被捕，因为他同一个老朋友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
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
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
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
反响。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
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
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8年，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
欧发表。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
学奖。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
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
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
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
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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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上册)》

精彩短评

1、不读此书，不算读过书
2、有些压抑，看了几集卖肉动漫，被治愈了
3、体制。但除了体制可以说更好的么？
4、“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
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5、从图书馆借出，看得人不寒而栗
6、没必要这么细长。太注意事情本身却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像个读过很多书的中学生。
7、亦苏联，亦中国
8、体制如何把普通人变成狗⋯⋯
9、我没有读完，其实。
10、应当一读
11、作为与前苏联有着相似经历的中国人，我们应该好好看看这本书。
12、给苏共的挽歌，特意从图书馆找了这本2000页的厚书回来读。——“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13、只看了第一部，幸好只看这一部，不知有没有勇气看另外两部。
14、巨著
15、俄国的国家概念完全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裁者与国家为了完成自己的计划与
目的，对完全被动的社会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态度不断鞭策，继而形成了人类史上最集权最野蛮的
专制主义 
16、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17、这也太长了吧⋯⋯当初看《夹边沟》的时候：这么好的文章，再长点，再长点；结果《古拉格群
岛》加到这么长⋯
18、在学校的图书馆找到借来读的，当年发行的时候身份是内部资料⋯⋯没打五星是因为有删节。
19、比恐怖小说更恐怖的真实。是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多么大、多么大的直面苦难和抵抗遗忘的勇气
，才能直面与记录如此的真实呵。
20、除了力荐，还是力荐。从某一天开始，看这一类的书籍或电影，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看
完了上，继续中和下。
21、写的很幽默
22、哎，人性啊，这个世界，到底是大同！
23、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看一看。。。
24、那个年代，一个女大学生说“监狱里坐牢的全是优秀人物，我这么平庸的人进不了监狱，哎”一
年后的动乱，她也被抓紧去，实现了和优秀人物一起“生活”的梦想
25、的确不怎么样，如果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政权反对者与揭露者而有名的话，这位（怎么称呼。。作
家？）实在不能称之为作家。连反讽纪实小说都算不上，一味地讽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么？
26、人性的毁灭  ，“逮捕流量”，用尽所有你想像不到的手段摧毁人。
27、我很难想象在那样的年代那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人们在面对这样强权和迫害时，是如何挣扎
如何隐忍的，因而这是一部沉重的书，更是一段沉重的历史。人性与荒诞，无知与无畏，极权需警惕
。
28、除了太长 没有其他缺点。。。。。
29、血和泪的诉说，厄运、监牢折磨和死亡，可以摧毁一切，但却无法夺去人们内心的自由
30、“至于我描写得不够成功之处，有些地方可能重复或显得松散或不当”确实，在这本书里没有完
全出现我所期望的文字，虽然很多事实，但有一些事实被用来证明同一个论题，而且里面很多发牢骚
的话语让读者莫名其妙，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让人以为颠倒是非的地方，作者所倡导的文明，却未能在
书里表现文明，作者希望走向一个理想的境界，自己却在一片混乱之中，纯粹的批评性文字，而没有
可靠有力的证据，如果说那些事实就是证据的话，这不是一贯性的，只能用来列举，而非证明
31、在那个整齐划一的国家里，只有逮捕人的方法充满创意
32、百忙之中看完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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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上册)》

33、全书七部、三本，我用kindle看了几个月，利用一切旅途、休息时间阅读。原来几十年来在国内发
生的悲剧，不过是近100年前在前苏联土地上发生过的灾难的翻版和演变。任何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推荐读读这本书，想想在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一切，跟书中的故事一比，都微不足道。
34、可以当小说看。。史实上面老感觉有点水分。。但是。。就是要打五分就是要打五分。。。
35、花了两年⋯⋯才读完⋯⋯
36、历史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我能不能偷偷的说，我期待那个XX的时候。。。
37、像一块生铁钝钝地砸在人的良知上，正是我想象中的俄罗斯文学，苦难中的不屈不挠，dry humor
，真实的逃跑故事比肖申克的救赎精彩10倍
38、上中下各600页哦，实在太厚了，上部看得认真点，后面几乎都是翻过去的。作者用戏谑式的语言
述说那段沉重的历史，似乎不太合适，但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写得下去呢，又怎么看得下去呢。人类
的兽性发作起来，比所有的动物都要可怕⋯⋯
39、没读完
40、图书馆里可怜巴巴的书啊 社会预防...敏感词也算其中之一吧

41、是他 让我掀开一角幕布 看见戏剧在表演
42、老Mao真是向史达林同志学习了不少
43、“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44、俄国人好热血+1 前半段冗余太多，从“灵魂与铁丝网"开始熊熊燃烧
45、内容太沉重了
46、这个时代的羞耻在于忘记，忘记不只是背叛，而是种下返场的种子，多少次重演，从没有人如此
犀利直白地戳中要害，那是前苏宣部的耻辱，却是俄罗斯民族的幸福。真因为有了那些对于苦难的追
溯，才有了人性赤裸的表露，让后人更清醒地人性的卑劣之处。政治异化，有时不过是托辞。暴力寻
租，在很多场合都有，
47、长，真长。
48、连滚带爬终于读完了估计这辈子也不会再看一遍吧！这是史料，要艺术性的话还是索君的小说好
看... 虐炸

49、是这位诺奖大师最重要的作品。
50、我老记成古格拉群岛。。whatever，看到了开头就猜到了结局。你看过1984这个就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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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上册)》

精彩书评

1、《古拉格群岛》与《窃听风暴》是最近看的两部作品。可以说震惊，也可以说预料之中的事情。
历史的亲历者，分别是作者与主演，所以演绎得丝丝入扣，让人不寒而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名号一
出，甚至无须酷刑，便把人的意志压弯折断粉碎。《古》不是小说，也说不上传记。它是只是一种记
录，零星的，无从考证的，却又让人不得不信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弥漫尸腐，透出哀号。52种令
人发指的酷刑，几千万人的荒唐冤狱，异议分子——神职人员——知识分子——富农——少数民族—
—党政军领导。         《THE LIVES OF OTHERS》的故事发生在地狱崩塌的最后几年。黎明前的黑暗，
格外浓。德意志人那种特有的严谨，被充分地引入歧途。对于任何人的窃听，可以达到几十年只字不
留的程度。不同于《古》的直白，在近乎诙谐的情节后面，恐怖匍匐期间。睡梦中的喃喃，几乎确凿
无疑的可以成为枪毙的原由。记得德国一位著名歌手曾称自己在冷战结束后设立的管理所中查阅到自
己从15岁之后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不禁后怕啊，当初如果有任何一句哪怕戏言，自己将永远的蒸发，
不留任何痕迹。文艺作品带来的唏嘘，转瞬之间也就忘在脑后了吧。毕竟自己的生活距离那些太远。
每天朝久晚五，领导同事父母家人男女朋友，事情那么多，AB团——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反右
——文革——1990的前一年，哪个年代的事啦？是不是真有还另说，谁有空管它呀。再说了，谁真见
过身边有人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可不是嘛，所以何必在意那些主义什么的，经济开放，自由竞争，自
己能管自己的事情，那不就结了吗？所以，《古》甚至已不能成为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窃》除了人
文关怀这一层偶被精英们提级，也不曾有更多。为什么呢？40年，20年，可能真长到离开人的记忆的
程度，那3年呢，1年呢？1年不是很长吧？有谁还记得广州汕尾的农民？有谁还记得北京四环旁的东庄
？不强求什么，真的。看看东欧就知道，某种程度上讲，异议分子们所争取的，就是更多人没有信仰
的权利。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已然达到目的。毕竟谁也不想成为希腊城邦里那种公民。可是，这
一切真实吗？就在昨天，睡梦正酣，一阵猛烈地拍门声，是来查户口的。这房子从已故的外婆起我家
已经领取产权证后合法居住了14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与上海市市民的历史，外公有55年零2个
月14天，母亲有54年零2个月14天，我有22年零2个月14天；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条款在3年之前经全国人
大批准通过；物权法在今年全国两会已经正式通过。那么，是谁，给了这些人，在只有夜枭才出没的
时间闯入公民合法居住的场所，进行只适用于正式批准逮捕人员的盘问？宪法吗？法律吗？党吗？国
家吗？谁能出来说句话吗？没有，永远也不会有。唯一能做的，只有乖乖掏出证件。这一夜，突然感
觉不寒而栗。我们并没有离开古拉格群岛，我们的生活也仍然可以是某些人眼中“别人的生活”。只
是，獠牙被收藏得更加隐蔽。而在过往的历史中支撑着善良人们等到曙光降临的那两样东西——信念
与良知，我们还保存着多少呢？激进风潮的摇篮——大学中，那几个城管完全是多余，这里再不会诞
生民主女神，有的只是GRE、斗地主和online。新东方那句口号，在这种时候，竟然开始给我力量：在
绝望中寻找希望，未来终将辉煌⋯⋯
2、什么样的人容易被痛苦魅惑？这其实是个问题。因为痛苦既不是一种良性的情感，被吸引也不是
一种良性的倾向。但是你究竟不能阻止一些人这样做。他们只可惜自己过着过于平淡的生活，内心深
处对创伤和烈焰的渴望却时时抓挠着波澜不惊的表面。他们不由自主地把个人的失意包裹上苦涩的糖
衣，在默默舔舐中沉溺于被侵蚀的美好，不管是否是虚幻的;他们四处探究深刻的亘古的议题，在无解
的困扰中穷途末路，内心深处却暗暗惊喜于矛盾的壮丽。可是，你能指责他们为赋新词强说愁么？这
不是他们的错。没有人应该为别人的经典受到谴责。而别人，已用尽了情节和主题。他们用尽了东欧
大地的广袤，用尽了西伯利亚的严寒；他们用尽了帝国的骄傲，用尽了君主的尊荣。他们用尽了贵族
徽章上繁复的花纹，那古老的城堡中精美的装饰，华美的衣衫，明晃晃的宴会烛火，胡桃木家具反光
的釉色，陈年的芳香。用尽了世家培养出的骑士和诗人气质，和这些气质喷薄出的激昂诗句和恢弘交
响乐。他们的笔触和琴弦划过的每一寸空气都可以因为热烈而熊熊燃烧。这是俄罗斯历史不绝的长河
，是绚烂群星深沉的夜幕。可惜啊，都被他们用尽了。他们还用尽了独裁者的暴虐，用尽了刽子手的
冷酷；用尽了勤劳者的朴实，用尽了投机者的钻营；用尽了高贵者的高贵，用尽了卑鄙者的卑鄙。从
一九一八俄国内战到一九五六苏共二十大，甚至于更长的时域，古拉格群岛作为秘密逮捕、虚假审判
、劳改营和流放制度的形态存在。索尔仁尼琴对它的描写已经用尽了我对苦难的所有观察和想象。而
这些苦难淬炼出的结果又用尽了我对高尚的所有理解和悲悯。恐惧，无辜，伤痛，疲惫，饥馑，奴役
，反抗，残忍，背叛，希望，死亡，团结，毁灭。所有的，所有的情节和主题！作者说过，高尚的心
灵不需要改造，苦难的锤炼只会让清者熠熠闪光，浊者迅速堕落。我并不是悲剧的鼓吹者，但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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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上册)》

人力不可控的因素发生过的苦难因此留下了多么宝贵的财富。历史既已发生，那么，“任何一种残酷
的行为都不会白白过去而不给我们留下后果。” 不再重演就变成了深刻的职责。闪烁于过去的痛苦因
此在平凡的生活之上长久散发着魔力。===========================有一种说法叫“想了解一
个人，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可是贝利亚为什么在领导大清洗十五年之后迅速大赦
政治犯，停止反犹运动？可是赫鲁晓夫为什么在拼命鼓吹斯大林路线近二十年之后立即轰轰烈烈去斯
大林化？为什么一方面放宽文艺一方面收紧经济？看他们做的看不懂啊，谁来告诉我这怎么一回事啊
？
3、本书创作於1962年至1973年间，於1973年在西方出版。在苏联公开出版本书的1989年之前，本书一
直作为地下出版物在苏联流传。而古拉格作为一种过时的经济模式在1950年已经彻底解散了。我想问
一句，豆瓣的诸位文青读书的时候一个都没有注意到这本书的副标题代表什么意思吗？
4、我想收藏这部书，但是现在买不到啊，咋办呢？有gg jj推荐的话给我留言，我的手机：13301882062
5、“至于我描写得不够成功之处，有些地方可能重复或显得松散或不当”确实，在这本书里没有完
全出现我所期望的文字，虽然很多事实，但有一些事实被用来证明同一个论题，而且里面很多发牢骚
的话语让读者莫名其妙，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让人以为颠倒是非的地方，作者所倡导的文明，却未能在
书里表现文明，作者希望走向一个理想的境界，自己却在一片混乱之中，纯粹的批评性文字，而没有
可靠有力的证据，如果说那些事实就是证据的话，这不是一贯性的，只能用来列举，而非证明所以，
在这篇巨著里---它显然是巨著，140万的文字---我承认我没有完全认真仔细的阅读下去，而是中间用
速读的方法大略浏览，但至少这篇巨著里面反映了当时的写作状态仍然处在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角落
，作者不能够用系统的论证来推翻一个制度的基石，更不能瓦解它，因为这些观点和论据是片面的，
这多少减轻了它的说服力。很遗憾，而且更加遗憾的是，全篇并没有传承它在开篇时候那种写作状态
的一贯性，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很过瘾”但越到后面就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很多地方甚
至是有枯燥的单纯罗列，单纯情绪上的发牢骚，这让文章走向了它期望的反面。---April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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