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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篇小说《罪与罚》的视角下解读真实而富有深意的俄罗斯灵魂

杨爱琳

阿穆尔国立大学 语言学与文学教研室，俄罗斯 布拉戈维申斯克 692162

摘　要：《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作之一，十九世纪中叶伴随着长篇小说的问世引起国内外文学界一片称赞。作

者以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及犯罪后受到良心和道德惩戒为主线，展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害放高利贷老太太及老

太太的妹妹后矛盾复杂的情感世界和内心感受。作者在作品中不仅强调宗教哲学对个人命运产生的影响，而且展示出索菲

亚在积极救赎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一过程中的人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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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认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伟

大的作家之一。西方学者认为，如果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

斯文学的广度，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

深度。作为俄国著名文豪，作家一生创作数十部俄罗斯经典

文学著作，十余部长篇小说，其文学艺术成就令人赞叹。《罪

与罚》作为世界十大经典文学读物之一，作者借助文学作品

反映了俄国从农奴制晚期走向资本主义早期的动荡历程，不

仅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巅峰之作，更是十九世纪俄国进入

社会转型时期普通阶层的真实写照。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及其文学创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作为当代俄国著名作家，于 1812

年出生于俄国一个普通医生家庭。父亲虽为医师，但生活并

不富裕，年轻时工作于圣玛利亚济贫医院。俄罗斯地广人稀，

而父亲工作的医院恰好处于俄罗斯荒郊野岭，周围有很多精

神病院、公墓群及许多进行宗教仪式的教堂。这种生活环境

与生俱来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提供很多环境写实素

材，童年真实的环境记忆为作家今后创作提供现实主义灵

感。青年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去花园散步，通过倾听医院

病人们的故事了解到更多俄国农奴制社会背景下的普通人

民的生活状态，其作品的社会价值意义得到众多俄国现实主

义作家的认可。

青年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历长达十年的流放生涯

后，于 1860 年返回圣彼得堡，次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被

侮辱与被损害的》。这部文学经典被看做是作家流放时期的

过渡作品，即刻画出对历经社会苦难底层民众的真实描述，

又具备东正教形象下宗教概念和哲学意识形态。作家在流放

期间世界观产生改变，他认为，贵族与平民在农奴制社会制

度下无法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普通群众也没有参加革命的

基础及实力，目前解决俄国的问题的方法只有忍耐、救赎及

借助传统信仰，于是作者自发皈依东正教，成为一位虔诚的

宗教信徒。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致力于爱情，他与安娜的婚姻成

功之处在于妻子从不过度干预作家工作内容及日常生活，两

人即在精神层面产生共鸣，妻子“不干预，不影响”的原则

并不是对丈夫漠不关心，而是出于对其的信任与理解，增加

主观自由感。但“理解式”的爱情有时会产生矛盾心理，安

娜默许丈夫工作不顺利时出去赌博，借此激发创作热忱，最

终因欠下赌债使原本幸福家庭背负一生的债务。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苦难的一生。贫穷、困苦、

疾病、流放等种种磨难使作家的精神层面得到一定程度上升

华，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对农奴制社会下底层社会的关注及同

情，敢于揭露当时贵族社会的不公与剥削，他的杰出之处在

于对“人心世界”的洞察与描述，作家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在

“爱”与“恨”、“善”与“恶”的矛盾下即显示出“人性化”

自然的一面，又展示出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真实内心情感

世界。

2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特点分析 -- 以《罪与罚》为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之所以打动读者，主要原因之

一是大多数故事情节取源于真实素材，即便是作者虚拟描绘

出的人物，在现实社会也不难找到真实人物形象。他的作品

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同时关注普通大众的内心世界，长篇

小说的上下文语境无不流露出俄罗斯普通民众内心的“善”，

即使在生活环境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然怀揣着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追求。

《罪与罚》(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是一位普通平

民的社会悲剧，也是一部解析犯罪者内心世界的心理小说。

拉斯柯尔尼科夫受到无政府主义毒害，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在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妇人及其无辜的妹妹之后，制造了连环

凶杀案。作者在描写主人公内心世界时采用了众多笔墨，小

说使用大量的心理手法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失手杀死老

太太的妹妹莉扎唯塔后的惊恐与纠结，他本想“为民除害”，

只杀死剥削穷人阶级的坏人，却不成想也失手杀害了一位无

辜的好人，这种情况下无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作家用简洁

精炼的短句将主人公的内心折磨与精神痛苦刻画的淋漓尽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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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的心理描写给予

极高评价，在《罪与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活动过

程，作家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独树一帜地刻画了主人公的内

心分裂与双重人格。借助失手杀人后瞬间产生的心理变化和

无意识行为回归小说人物本身的特质。《罪与罚》虽是长篇

小说，但有些情节描写文笔简洁、简单叙述。这些情节是在

作家灵感触发后，即兴创作的，而这些即兴发挥的作品情节

与十九世纪俄国心理学、宗教学、哲学紧密相连，成为俄国

乃至世界文学艺术界的传世经典。

3 农奴制社会下底层小人物的矛盾和困苦

1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命运悲歌

拉斯柯尔尼科夫出身平凡，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

依靠母亲和妹妹省吃俭用的钱艰难度日，这种现实生活处境

使主人公整日陷入痛苦而激烈的思想斗争。某一天，他的内

心深处萌发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即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

的“圣人”。这种虚无缥缈的想法间接的将主人公引入歧途，

正如小说中的内心独白：“我经过反复思索，现在下定决心

想做一件事，却又总害怕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尽管拉斯柯

尔尼科夫此时的内心处于“正”与“邪”、“善”与“恶”

的两面矛盾中，但沉重的生活压力不由自主地促使其“善念”

消失不见，反复思索后，他下定决心要使那些经常欺负平民

百姓的贵族受到惩罚。

整部小说最打动读者的部分就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在

杀人之后内心世界的真实描写。他在杀害故意放高利贷的老

太太之后虽惊慌失措，但并未产生过多的自责与懊悔，如果

说哪个情节触动了主人公的敏感神经，即是老太太的妹妹在

无意中发现主人公杀害姐姐之后，自己惊慌失措无法面对眼

前场景之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又对其进行伤害。主人公本不

想杀害这位勤劳善良的妇人，她是那么地可爱可亲，经济本

不宽裕的她借助自己的微薄之力时时刻刻救济比自己更困

难穷人，他震惊了，他无法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在这里作

者运用简单精炼的笔触刻画出一个失手杀害本质善良之人

后的自责与恐慌，他的痛苦、纠结、悔恨、难过似潮水扑面

而来，他的内心仿佛刻上了枷锁，凝固在这一瞬间。

拉斯柯尔尼科夫因“罪”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

在索菲亚的劝说下最终选择自首，在步入警察局的那一刻他

的内心得到了真正的洗礼，作者写“罪”的部分仅仅占据了

全书的前几章，而“罚”则贯穿整部作品，这里的“罚”不

单单指是身体的惩罚，更严厉的是道德上的惩处。小说的终

篇以拉斯柯尔尼科夫流放西伯利亚而结束，也许法律只是惩

戒有罪之人的一种有效途径，而法律至上这种“内心深处”

的谴责，在一定程度上会伴随“有罪者”一生，并不会随时

间的流逝而渐行渐远。

2 索菲亚的宽慰救赎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浓厚宗教仪式的作家，通

透刻画女主人公索菲亚的形象，相信人可以通过宗教得到心

灵救赎，索菲亚虽处境艰难，但高尚纯洁的心灵却始终与上

帝同在，她相信拉斯柯尔尼科夫勇敢承认过错，才是对自己

唯一的解救，在她的影响下，主人公承认了一切，得到了心

灵的解脱与宽恕。

作家借助刻画索菲亚这一底层人物形象来突显俄国普

通女性的心灵之美，索菲亚家境贫寒，出身卑微，为了一家

人的生计不得不出卖自己，虽然自己从事的职业遭到贵族社

会的嘲讽与歧视，其灵魂却代表至高无上的圣洁与庄严。索

菲亚身上拥有很多美好品质，美丽善良、谦和忍让、甘愿吃

苦又具有牺牲精神，面对众人的指责与羞辱，她没有为自己

辩解，而是选择宽恕与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西方传

统文化所提倡的博爱精神与济世救人的美学思想，与博大精

深富有深意的东方思想在理论实践上不谋而合。

在小说结尾处，主人公听从索菲亚的建议选择自首，

索菲亚作为“上帝的使者”，她救赎了“有罪之人”；而作

为一位普通女性，她拯救了一个男性的命运。索菲亚的女性

形象被“升华”及“神化”了，文中最后描写道：“索菲亚·谢

苗诺夫娜，您是我们温柔可亲的母亲。”可以看出，索菲亚

体现出的伟大的人格魅力，无关个人财富，无关社会地位，

作者将农奴制传统社会下俄罗斯女性地位上升到一定的高

度。《罪与罚》中的普通女性完成了从被压迫、反抗到解救

他人的完整历程。

4 结语

《罪与罚》作为十九世纪中期一部伟大的社会心理文

学作品，故事情节基于小人物的现实生活，创作手法基于作

家即时的创作灵感。俄国经典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将人文

理念与现实主义相结合，人物性格特点的描绘伴随着小说的

情节发展走向丰满，小说的思想内涵随着故事情节的走向不

断深化。可以说，《罪与罚》不仅传承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

内在思想，也是我国学者了解外国经典文学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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