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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尔斯泰理想主义的核心就是平等博爱精神!具体表现为&不以暴力抗恶'和&全人类普遍的爱'!是善
良(爱和自我牺牲" 它是评价生活的道德标准和生命的意义所在" &托尔斯泰理想'实际上是人类对美好的生活的
企盼!只是由于有了它!尘世生活才获得了自我超越的精神动力" 短篇小说-舞会以后.表现了托尔斯泰对&人'的
深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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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舞会以后,无论从篇章
结构&故事情节乃至人物形象等方面都无法与他的
三部扛鼎之作+战争与和平,&+安娜3卡列尼娜,&

+复活,比肩而论.男主人公伊万绝对不需要像聂赫
留朵夫在追寻自己的道德精神复活的历程中付出那
么复杂艰苦的努力-女主人公瓦莲卡更没有安娜那
跌宕起伏的爱情&绝望的痛苦以及悲剧的命运-而贯
穿全文的主线既不拐弯抹角#也不曲折深奥#一切都
那么简单而清晰% 然而#+舞会以后,被视为托尔斯
泰晚期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它的意义与作用是不
容忽视的% 学界公认托尔斯泰对现实尤其是对当时
的俄国社会现象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与淋漓尽致的揭
露#他的作品从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勾勒出)无与伦
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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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他对俄国现实的
热切关注% 列宁评论托尔斯泰为)最清醒的现实主
义*#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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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
文学做出的著名总结#是那一代人理解托尔斯泰文
学思想的一把钥匙% 从此#)托尔斯泰主义*&)不以
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

'A("G Z@A等成了托尔斯泰
的世界观及艺术思想的代名词#同时它们也成为人

们竟相评论的焦点#有时甚至成了遭受强烈批评的
对象%

如果说三部巨著体现托尔斯泰精神由形成逐渐
成熟#代表托尔斯泰思想探索的全过程#那么+舞会
以后,不仅与托尔斯泰思想一脉相承#更是托尔斯
泰思想探索的结晶% 小说短小精悍#简明扼要#直观
地展示了托尔斯泰成熟而稳定的思想% 它没有曲折
的情节#累赘的说教#有的是主人公极为冷静与干脆
的选择与行动% +舞会以后,是托尔斯泰对心灵作
彻底探究后的宣言与告白.世界秩序的核心就是爱#

人类就应该)不以暴力抗恶*#应让)全人类普遍的
爱*大行其道% 事实上#当人类满足自身肉体需要
之后往往会陷于精神的荒漠中#而且人是有灵性的
生命#不可能长久生活在这令人窒息的荒漠里#他需
要灵魂的生活#正如同他需要物质的生活一样#何况
大师托尔斯泰% 大师在像我们普通人天真生活的同
时#他的情感触觉早已延伸到那理性世界#那世界向
他索取的不是枯燥乏味的理性#而是活生生的情感
和真诚的信仰% 他的情感与信仰#简单说来#就是动
人的理想主义光辉#这种理想主义的中心便是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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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怀% 这不仅不应当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反
之#还应成为人们努力追寻的目标% 它是值得人类
思考与关注的有关人生基本终极的问题%

托尔斯泰的好些文学作品直接借鉴了发生于现
实生活的真实故事% 比如#+复活,的主要依托是友
人检察官科尼讲的一件真人真事#另一件真人真事
则是律师卡拉布切夫斯基提供的% 同样#+舞会以
后,也是托尔斯泰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
的#他的哥哥谢尔盖和驻军长官女儿的恋情成了短
篇小说+舞会以后,几乎没什么大的增添与删减的
情节#只不过托尔斯泰用他独特的视角和笔触将整
个事件渲染得极富感染力和震撼力% 贵族青年伊万
在不到一天的短短时间内经历了两个完全截然不同
的场景$$$舞场和刑场#托尔斯泰以细腻而现实的
描写完成两个鲜明对比的场景转换#让主人公经历
了视觉感官上的巨大反差#同时读者身临其境地分
享伊万反差巨大的感受% 伊万的爱情之火熊熊燃
烧#足以融化一切冰霜#这是和谐产生的美#亲情产
生的美#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产生的美% 就在伊万还
沉浸在无限幸福&无限喜悦的时候#他已不知不觉置
身于对鞑靼士兵行夹鞭刑的刑场#伴随耳旁的不再
是舞会一遍又一遍的舞曲#而是另一种生硬的&难听
的音乐#那是刑场乐队不停地重复着)那支令人不
快的&刺耳的老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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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已经体无完肤#浑身
抽搐#不停告饶% 令伊万感到震惊的是#监督执行这
一暴行的竟是刚刚结束的舞会上瓦莲卡那亲切慈祥
的父亲#而让伊万更难以承受的是#上校认出他后不
仅没有回避#反而当着他的面继续呵斥并亲自出手
击打对鞑靼逃兵手下留情的士兵% 这时的上校愤怒
残暴#判若两人% 虽然与舞会比较#刑场的描写只有
寥寥几笔#可是托尔斯泰通过舞会的铺垫让伊万像
只幸福的小鸟迅速飞上了快乐的云霄#又用刑场酷
刑使伊万霎时从云霄跌下% 从舞场到刑场的巨大反
差让伊万有了强烈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他震惊&羞
耻&作呕#像做了一件最可耻的事被人揭发似的#匆
匆逃离现场% 从此#伊万对女主人公由热恋转变为
隔阂和冷淡#最终与瓦莲卡分道扬镳%

以往的评论认为#从舞会上温文尔雅的上校变
成舞会后残酷暴行的监督者#托尔斯泰似乎以此揭
露俄国沙皇军队的残暴&统治阶级的伪善&俄国专制
制度的罪恶-或者说作品表现了托尔斯泰对沙皇制
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与不满% 笔者认为#大家将目光

集中于此#从而忽略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过程及成
因#忽略了托尔斯泰究竟想说什么% 文章要突出的
恰恰不是仇恨#而是一个核心#那就是爱#可以说#整
篇故事散发着浓浓的爱意% 托尔斯泰一方面通过对
伊万心理变化的细腻描写#着重烘托出伊万的爱在
舞会前后的突变-另一方面#其简明的结构使一切清
晰明亮如一面镜子#更为直截了当地传达着一代大
师)不以暴力抗恶*而要以爱抗恶的思想情结% 这
不仅不是所谓的托尔斯泰在革命面前的宗法制农民
的懦弱&软弱&不成熟#恰恰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
精神% 正因为此#+舞会以后,与大师的巨著一样具
备艺术震撼和冲击力#成为托尔斯泰后期的一篇公
认的佳作%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不论世俗生活还是宗教生
活#西方人的思想武器都来自两个绵亘千年的传统#

)古希腊的人文精神和原始基督教的人格理
想*

'!(A"!

#伊万正是深受这两种文明影响的典型人物
形象% 伊万在舞会前后泾渭分明.他从舞会前所谓
)兽性的人*升华为舞会后)精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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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
睹刑场前#伊万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体验幸福带来
的快乐#心中充满的爱是一个凡人所拥有的普通情
感#一名青年男子对一名妙龄女子的情爱#这时的伊
万就像天真&乐观的奥林匹斯众神一样无拘无束地
享受着现世快乐% 而看到鞑靼士兵惨遭鞭刑#存在
于他心中的基督精神立刻复苏#他根本就没有考虑
这个士兵的罪行或过失#他对这个鞑靼士兵表现出
了无限的同情和仁爱#因为怜悯和)爱*#他直接就
从心里宽恕了这个罪人#而对上校的暴行则持极其
反感的态度#对整个执行场面怀着敌对的情绪% 伊
万的灵魂在行刑场得到了净化#伊万最初的凡人之
)爱*得到了升华% 情爱已经在这里发生质变#伊万
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伊万#为着至高无上的人格理想#

他最终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纨跨子弟在仁爱&自我
牺牲的教义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此时的伊万就
像为着人类幸福和罪孽自甘牺牲的普罗米修斯或耶
酥基督的化身#他的行为不再荒唐滑稽#他猛然显得
圣洁而高大% 托尔斯泰曾这样写道#)人身之中存
在着动物性的生命#动物性的生命不能算是人的生
命*#)人的生命是动物性生命和上帝生命的组合#

而且这个组合越向上帝的生命靠近#就越有生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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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做一个尽情歌舞&饮酒作乐&享受激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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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是容易的#而选择唯灵主义理想&禁欲主义生
活态度的基督徒是困难的% 然而#追求美好理想生
存境界对于生活在任何文化环境中的人来说是具有
共性的% 在西方#这种愿望就体现于维护和坚持福
音书提出的人格理想#即爱人如己#以平等之心对待
所有人#怜悯孤寡贫弱者#宽恕犯有过失或罪行的
人#为维护崇高信念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最宝
贵的生命% 这一思想的核心被概括为)爱*或)博
爱*#就是说#感性的现世生活笼罩在惨淡凄楚的罪
孽阴影之中#理想的彼岸世界无比灿烂辉煌#只有经
历了痛苦磨难的灵魂抛弃现世世界时#它才能够最
终进入光辉澄明的理想境界% 学界普遍认为#两希
文明对欧洲文化及其特定的观念形态产生有着极其
深远的影响#而他们的影响力跨越千年时空继续渗
透社会意识迄今不衰% 托尔斯泰自然也不例外% 托
尔斯泰青年时代对宗教曾一度怀疑#认为基督教及
其教义完全是骗人的无稽之谈% 随着对现实的了
解#对宗教意义和作用的进一步认识#他不再简单的
否定宗教#而是取其精华#认为解决人的苦难和罪恶
问题#靠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爱*% 他关注人生
的目的和生活的意义也基于基督教的合理内核$$$

博爱精神% 在托尔斯泰看来#爱真的可以拯救社会#

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这在托尔斯泰大量的文学作品
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 比如+战争与和平,中出现
了这样一个奇迹#当残忍成性的法国将军达乌审讯
别祖霍夫时#两人相视了几秒钟#)在这相视的目光
中#一切战争与法庭的条件都消失了#在这两人之间
建立了人与人的关系#他们两人此刻都模糊地感到
无数的事物#理解到他们俩都是人类的子孙#他们俩
是兄弟*

'"( H!

%这就是)爱*的超人力量#它可以超越
阶级差异&善恶差异#达到平等% 于是苦难与罪孽消
亡#人类恢复了原始状态#到达了幸福的彼岸% 同
样#+舞会以后,伊万的爱在刑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
突变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伊万的爱在刑场前后的这种蜕变#或者说
托尔斯泰对人生中最高层次的爱的诠释早在舞会当
中就已经出现苗头#)我不但愉快和满意#甚至感到
幸福&陶然#我善良#我不是原来的我#而是一个不知
有恶&只能行善的超凡脱俗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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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巨大的
人生舞台上#伊万的爱已经上升到了一个至善至美
的境界% 他把自己不断升华的爱比作大股大股往外
倾泻的热流#)我心中对瓦莲卡的爱#也把蕴藏在我

内心的全部爱的力量释放出来了% 那时我真是用我
的爱拥抱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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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刑场#伊万顺理成
章地拥抱了那名即使在平常人眼里都必须受到严惩
的犯了大错的士兵#为着本不该他承受的痛苦和过
错#为着这罪人#他选择了牺牲爱情来表达他的普渡
众生的理想% 就像将全人类的苦难都承担于一身的
殉道者基督#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抽象精神凌空而
起% 小说的高潮与感人的部分就是伊万在刑场的决
定与选择% 我们一旦懂得托尔斯泰关于)全人类普
遍爱*的理想#就会忽略主人公那略显得有些幼稚&

草率&甚至显得懦弱胆小的行为#明白伊万与瓦莲卡
真的再也无法逾越刑场这道障碍#明白瓦莲卡在他
心目中的可爱形象会瞬间荡然无存#最终为他的行
为与牺牲而感动% 深受基督教浸染的托尔斯泰没有
选择处处展现着令人羡慕感性魅力的希腊诸神的生
存态度#却钟情于灵性生命的基督教理想世界% 于
是#在+舞会以后,里#托尔斯泰旗帜鲜明地高举
)爱*的大旗#具体体现就是要爱人#不以)暴力抗
恶*% 由此#伊万出于至高无上的)爱*宽恕并原谅
了那个罪人士兵#并对上校以暴力抗恶表示了极大
的愤怒与谴责#最终以牺牲自己的爱情承担两人的
罪行% 伊万的行为简单明了地印证了)托尔斯泰主
义*.以基督教)博爱*思想为基础#鼓吹不以暴力抗
恶#个人在道德上自我完善#以及向宗教寻求出路%

列宁从当时的社会需求出发#评析托尔斯泰一
方面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政府的暴虐&

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可笑# 另一方面却痴呆
地鼓吹0不用暴力抵抗恶1#并因此认为托尔斯泰对
革命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他尖锐揭露和抨
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革命的斗争方式#

否定社会主义革命"

% 照此思路#以往文论往往质
疑和批评)托尔斯泰主义*#认为+舞会以后,的批判
力量是强大的#然而同时却宣扬了)不以暴力抗恶*

的所谓)消极思想*#认定托尔斯泰不能对)恶*持正
确的态度% 首先是士兵犯下的罪行#触犯的军纪#显
然是)恶*#应受惩罚#杀一儆百#以正军威% 但主人
公的态度泾渭分明#对上校的暴行感到可耻和恶心#

对士兵采取的是原谅和宽恕-面对他们所犯下的
)恶*#伊万没有表示出坚决的抗恶的行为#没有谴
责#有的只是逃避和怯弱#并因此可笑地波及到无辜
的瓦莲卡乃至自己甜蜜的爱情% 当然#在以暴力统
治为基础的社会里#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理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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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们所误解#会为他人所不以为然% 托尔斯泰自
己对此也曾指出.)当我警告人们#说依照基督教的
训诲#决不可以用暴力去抵抗罪恶#应该用爱去连根
带叶消灭它的时候#人们答道.0我们不愿意听他说
的话% 他是傻子-他劝我们不要抵抗罪恶#让罪恶来
压倒我们%1*

#但是#依笔者的理解#+舞会以后,传
达的)博爱*精神一点都不幼稚可笑#相反#它是人
类理想世界里的珍宝% 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

的宗旨就是.谴责使用暴力#提倡以爱抗恶#要爱人-

因为暴力本身是恶#现实的暴力是现实的恶#而以恶
制恶的后果通常是带来更大的恶即仇恨&灾难和不
幸-以恶制恶实际是人类的悲剧#是不理性的无奈之
举% 因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暴力#也旗帜鲜明地主
张不以暴力对抗暴力#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恶#而不
是向恶屈服#助让恶的孳生蔓延%

无论是体现着托尔斯泰思想走向成熟的三大作
品#还是短篇+舞会以后,#这些作品并不能证明作
者对)恶*的软弱&退缩&逃避% 反之#我们感受到一
代大师伟大的人文情操% 姑且不论这是不是托尔斯
泰从基督教义提取的主旨#主人公伊万看似消极&被
动的行为隐含着的理想是当代社会也应提倡的一种
人道主义精神% 作品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人类最真
挚&最虔诚的关怀#这是人类永恒的可贵精神#体现
着最值得肯定的人类价值% 托尔斯泰对他的)不以
暴力抗恶*的理想至死不渝#他去世前在给甘地的
信中仍写道.)在我强烈感觉到死亡临近之时#我越
想告诉他人我特别强烈感受到的是什么#和我认为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什么#亦即什么是不抵抗主义#但
是实际上这就是虽然被多加错误解释#却依然保持
原样的关于爱的教导%*

$他还指出.)人的一生不过
是一场不断地跟罪恶斗争#用理性和爱来跟罪恶作
战的一生%*

#真正可以根除暴行和罪恶的是理性和
爱#人类应用爱来彻底消灭暴力-以爱抗恶#而不是
向恶妥协与屈服% 所以#+舞会以后,并非是鼓励人
们不去抗恶#而是强调以爱制恶% 伊万看似被动&消
极地行为却隐含着人类最崇高的爱% 爱恰是彻底根
除暴力的唯一途径#当然这个爱是基于神性生命的
爱#纯洁无私的泛爱#超越尘世的真爱% 这种爱与人
的现实利益无关#而是与人的信仰和理性联系在一
起的% 托尔斯泰在+我不能沉默,中将他关于爱的
理解做了清楚地阐释.)人类之爱是人人相爱#是爱
一切人#像爱神的儿子因而也爱弟兄一样*

'@( H"H

%那

么#伊万对瓦莲卡的爱理所当然要让位于那)普天
下之爱*了#因为有了这爱#人类才能得以拯救#回
归到美好的原初世界%

一切从爱出发#人类相亲相爱#一个道德完善&

没有暴力&和谐美好的大同世界就会实现% +复活,

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奔走上诉的悔罪过
程的描写#尤其突出地表现了)不以暴力抗恶*&要
以爱救人的思想% 而聂赫留朵夫诚挚的爱最终感动
了玛丝洛娃#她从此有了生活勇气&重新做人的决
心% 这就是)宽恕一切人*的力量#这是爱与善的伟
大力量% 然而#要实现这爱的理想#人们就得准备向
聂赫留朵夫&伊万等这些鲜活的人物学习#学习他们
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生活里选择道德精神生活#达
到为了他人&为了)全人类普遍的爱*能放弃形式上
的爱甚至勇于牺牲自我的圣徒境界% 这个人生的终
极目标在兽性人的尘世生活里似乎无法企及% 既然
如此#为什么托尔斯泰要吃力不讨好地去追求他的
理想$$$这种存在于彼岸的爱2 答案是简单的#因
为他至始至终坚信#这爱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希望世
界上的人们因爱而能和睦友好#与人为善#共同拥有
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并且他认为#只要乐于努力与
行动#人们能够接近这一理想% 托尔斯泰曾说.)人
们只有逐渐地日益摆脱参与暴力&使用暴力和对暴
力的习惯#才能接近于这一理想*

%

%

正是由于经历了漫长暴力统治的历史#人类才
逐步以理性的眼光体悟真善美的道理#体悟生命的
价值与意义#呼吁人类之爱$$$爱自己当然也爱他
人% 托尔斯泰有着这样关于)爱*的理想和浪漫情
操#与他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爱*密切相关#或者
说#托尔斯泰对生命意义的执著探索&深刻理解都源
于他童年充满爱的经历% 这种爱的经历一直珍藏在
托尔斯泰心里#直到B)岁以后#托尔斯泰还这样感
慨.)关于0蚂蚁同胞1亲爱地彼此相依的这种理想#

我一直没有改变过#不过现在不是在两把用围巾遮
起的靠手椅下面#而是全人类互相依傍在广阔的苍
穹之下%*

'B(A*他相信#爱能消灭人间种种罪恶#为人
类造福的真理% 托尔斯泰终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和
目标-或许#这理想与现实的确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但对于我们来说#托尔斯泰理想的真正含义并不在
于它是否会奇迹般的实现#而在于它对人类精神的
感召作用% 托尔斯泰理想实际上是人类对一种更美
好的生活前景的企盼#只是由于有了它#尘世生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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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自我超越的精神动力% 因此#+舞会以后,体
现于伊万身上的托尔斯泰理想$$$)博爱*&)不以
暴力抗恶*#体现着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对人类本质
的探索#对道德规范以及找寻解决社会问题的新的
出路的思考#它植根于人的道德本性和情感需要的
人性基础之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超越历史时空的
高度和界限% 契诃夫认为#)托尔斯泰永远也不会
陈旧% 语言会陈旧#可是他会永远年轻*

%

% 而在批
评家勃兰兑斯看来#托尔斯泰能以稀有的)预见的

才能*现实主义地描写生活&

% 托尔斯泰毕生苦苦
追寻人生的意义#于平凡的生活中体验生命的价值#

这些应当是伴随着人类成长并属于人类终极目标的
东西#永远是人类社会肯定&赞扬的精神价值导向%

批评家莱辛有言.)人的价值不在于占有或自以为
占有真理#而在于他为探寻真理所作的真诚的努
力%*

'*(AH#笔者认为#用这句话来概括真诚又勇敢的
探索家托尔斯泰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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