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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

刘 文 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是一部文学杰作，也是一座思想丰碑。它是“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
映”，是赫尔岑个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历史的写照；它是对１９世纪中期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所思所想、所作所
为的形象再现，揭示了“思想”在俄国成为一种“力量”的历史场景；它也是赫尔岑本人思想一个集大成式的表

达。《往事与沉思》的思想史意义还有待我们去作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赫尔岑；《往事与沉思》；俄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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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随想”还是“沉思”

　　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沉思》的俄文
原题为“Былоеидумы”，在我国一般译为《往事
与随想》。这个译名的最早使用者巴金，据说是

接受了翻译家臧仲伦的建议［１］４。巴金先生后在

《往事与随想》第一卷后记中还提及：“回忆录的

书名《往事与沉思》，我便是根据他（指臧仲

伦。———引者按）的建议改为《往事与随想》。从

这里我得到启发，我为我晚年的主要著作《随想

录》找到了名字。”［１］４巴金先生所谓“明明是随时

的感想”，当然是准确的，是对赫尔岑这部回忆录

写作方式和文体风格的准确把握，但问题在于，俄

语中的“думы”较之于汉语中的“随想”似乎还是
要持重、厚实一些；不是说“随想”就不具有深刻

的思想，巴金先生自己的《随想录》就给出了最好

的答案，但问题在于，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是由

散篇合成的思想著作，而《往事与沉思》则是一部

结构完整的“编年史”和“自传史诗”；对于一部文

学作品而言，“随想”的译法的确比“沉思”更有效

果，但问题在于，我们若自思想史的角度对赫尔岑

的这部作品作更多、更细的阅读和理解，便或许仍

会倾向巴金先生最初的选择，即“沉思”，因为这

个译法能使我们更为强烈地意识到赫尔岑这部回

忆录的思辨分量和思想史意义。辛未艾先生在其

所译《赫尔岑论文学》中也译“沉思”［２］５。

　　我们再来看看赫尔岑本人在该书《序言》中
给出的“题解”：“这与其说是札记，不如说是自

白，因此，在其周围才聚集起了这些自往事撷取来

的回忆以及这些由沉思积淀下的思想。”［３］在这

里，赫尔岑在“札记”、“自白”、“往事”和“沉思”

这４个单词上都加了着重号（斜体），其中的“往
事”和“沉思”２个单词还以大写字母开头。他给
出了几对比照，即“札记”和“自白”，“回忆”和

“思想”，“往事”和“沉思”。他既是在说明此书

的体裁性质和写作风格，同时似乎也在强调此书

的内容特征和思想意义，其中的“由沉思积淀下

的思想”一句最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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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看在这句话最权威的两种汉译。
将书名也译为《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家项耀星将

这段译文处理为：“本书与其名为见闻录，不如说

是自白书。正因为这个缘故，来自往事的片断回

忆与出自内心的随想，交替出现，混杂难分。”［４］１

“随想”之译名的使用，使得这位赫尔岑的杰出中

译者只好采取一种“换位”手法，实际让原文中的

“думы”译成了“内心”，而将“мысли”译成了“随
想”，因为，通过“随想”获得“随想”，通过“随想”

获得“思想”，这就成了同义反复。巴金和臧仲伦

的译本则译为：“这与其说是笔记，不如说是自

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

片断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５］为了

与“随想”呼应，俄语中的“мысли”也只好被处理
成“思绪点滴”。显然，在有意无意之间，这两种

译法都不约而同地对“思想”（мысли）一词有所
回避。这一翻译上遣词造句的小问题或许也折射

出了我们在阅读和解读赫尔岑《往事与沉思》一

书时的某种特殊心态，即我们有可能在更大程度

上将它视为一部纯文学作品，我们有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低估了其强大而又厚重的思想内涵。

　　二、“家庭苦难的墓碑”和“思想史的丰碑”

　　１８５０年，赫尔岑拒绝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
要他回国的命令，从此成为一位政治流亡者。１９
世纪５０年代初，欧洲大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出现
深重的思想危机，恰在此时，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

了不幸和灾难，他的夫人娜塔莉亚·亚历山大罗

夫娜与德国诗人黑尔韦格的暧昧关系引发了一场

家庭风波，而赫尔岑的母亲和小儿子又在一场海

难中死去，经受不住打击的妻子于次年去世。悲

愤交加的赫尔岑写道：“一切全都倾塌了，无论是

共同的事业还是个人的事业，无论是欧洲的革命

还是家庭的庇护，无论是世界的自由还是个人的

幸福。”［６］为了摆脱噩梦，赫尔岑开始写作《往事

与沉思》。他怀着一种“叙述近年生活的可怕历

史”的愿望，要为自己和自己家庭的过去“立一块

墓碑”，要将“听到和看到的一切”、“带来疼痛和

苦难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在孤独和失望中清理

思绪，试图通过写作来淡化内心的悲伤，同时也想

借这个机会来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清算一下

个人的生活”，在“沉思”中回首“往事”。

　　《往事与沉思》的写作过程持续了近 １６年
（１８５２—１８６８）。《往事与沉思》的大部分章节在

赫尔岑生前即已面世，它们陆续在《北极星》和

《警钟》上刊出，后又在伦敦、日内瓦等地出版多

种单行本，但直到去世，赫尔岑并未最终编完《往

事与沉思》，此书现今的“全本”结构为后世学者

和专家之编纂。

　　《往事与沉思》在俄国思想史上的意义首先
就在于，这是１９世纪中期一位俄国知识分子思想
家心路历程的典型显现，或者用赫尔岑自己的话

来说，就是“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往事与沉思》的第二部《监狱和流放》曾被
加上《伊斯坎德尔的札记片断》的副标题于１８５４
年在伦敦出版，赫尔岑在这一“伦敦版”的序言中

写道：“我决定开始写作；可是，一段回忆又唤起

千百段回忆；一切陈旧的、处于半遗忘状态的东西

全都复活了：少年时期的幻想，青年时期的希望，

青春岁月的豪迈，监狱和流放，———这些早年的不

幸并没有在我心中留下任何苦涩，它们却像春天

的雷雨一样冲刷了年轻的生命，使之变得坚强起

来。”［７］８－９《往事与沉思》是一部回忆录，赫尔岑要

通过此书的写作来让个人的生活接受历史的审判。

为此，他完整地回顾了自己的青春时代，自己的人

生态度和社会理想的形成，在俄国和西方的生活经

历和政治活动，与朋友的争论，与敌人的斗争，他试

图弄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中究竟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误的。用赫尔岑在此书另一版本（１８６６
年日内瓦版）序言中的话来说，《往事与沉思》“不

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历史在一个偶然踏上其道路

的人身上的反映”［８］。“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

映”，这是赫尔岑对自己这部回忆录的定性，它同时

也十分确切地说明了此书的价值和意义。

　　赫尔岑曾有些担心《往事与沉思》的“个人色
彩”过于强烈：“非常有可能，我过于夸大了它的

价值，在这些轮廓模糊的特写中，含有许多仅对于

我一个人才有意义的东西；也许，我从中读到的东

西，要远胜过我写下的东西；写下的东西唤醒了我

的梦境，成为只有我一个人才能读懂的象形文字。

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听见，在此书的字里行间

有一颗颗灵魂在跳动……也许，但正因为如此，此

书对于我而言才愈发珍贵。多少年来，它代替了

我的亲人和逝去的一切。”［７］９－１０但是，个人注定

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而伟大的个人则更是会与

历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对历史产生这样或

那样的影响，《往事与沉思》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

历史伟人，这就使得他的生活经历绝不仅仅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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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体的发展历史。在自己最初的自传试作

《一个年轻人的笔记》（写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末、
４０年代初）中，赫尔岑就曾认为，个性化的经历中
都程度不等地含有历史的折射和渗透。他还在这

书里引用了海涅的一段话：“每个人都是一个世

界，和他一起生长、跟他一起死亡：在每一座墓碑

下都埋葬着一整部世界史。”［２］１２９而《往事与沉

思》中的“历史”，既是赫尔岑个人的成长史，也指

赫尔岑所经历的那些重大事件所构成的俄国大历

史，如１８１２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
人起义，４０年代俄国知识界的思想论战，１８４８年
的欧洲革命，俄国农奴制的废除，６０年代的民粹
派运动，等等。赫尔岑自己无疑也是一位“历史

人物”，他的大贵族出身，他显赫的革命家身份，

以及他后来在欧洲政治流亡界的中心角色，使他

与欧洲各国的政要显贵、文化名流和职业革命家

都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１９世纪中期俄国和欧
洲的历史对于他来说仿佛是身临其境的。于是，

我们在阅读《往事与沉思》的时候，就不仅能够了

解到赫尔岑作为一位大思想家的人生经历，还能

够目睹１９世纪中期俄国和西欧思想界的整体风
貌，通过赫尔岑这一“个体”和“个案”，窥见１９世
纪中期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进程。赫

尔岑一部俄文版文集的序言作者将《往事与沉

思》定义为“一部精神生活的艺术百科全书”：“赫

尔岑是世界文学中思想生活最伟大的表达者之

一，这一点最好的例证，就是他的天才作品《往事

与沉思》，这部作品是一部俄国精神生活的独特

的艺术百科全书。作为俄国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同

倾向、不同时期之代表的各种人物，组成了一道无

比丰富的画廊，背衬着历史、人民生活、政治、文化

和风土人情的广阔背景。”［９］

　　在《往事与沉思》中，赫尔岑在坦诚地展示其
个性发展史的同时，也将更多的笔墨用来阐释他

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正如此书的中译者之一项耀

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作为历史见证人写

他的回忆录的，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他

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描

绘一切，评价一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不是简

单的编年史和大事记；它有着统一的出发点，那就

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深切关怀和对进步社会思想

的热情探索。”［４］４这样一来，一部个人的自传体小

说，同时也就成了一部鲜活的个体精神史和群体

思想史著作，阅读《往事与沉思》，我们似乎时刻

可以听到普希金在致恰达耶夫的一首诗中所言的

“熟悉的逝者那活的话语”；这样一来，赫尔岑所

竖起的这座“家庭苦难的墓碑”，也就成了一座

“俄国思想史的丰碑”。

　　三、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对峙的生
动写照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是１９世纪俄
国社会文化生活中一个最为醒目的现象。作为当

时俄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最重要成员之一，赫尔

岑自然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回顾并反思两个派

别、两大阵营的思想论争。他自己后来说，《往事

与沉思》中写得最好的篇章，就是关于４０年代思
想斗争的那一部，即《莫斯科—彼得堡—诺夫哥

罗德》。这一部记录了赫尔岑１８４２年结束流放生
活回到莫斯科到他１８４７年出国这五年间的经历
和活动，这段时间或许是赫尔岑个人生活和思想

历史中最重要的五年，而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

社会和创作活动，或许就是他作为西方派的代表

人物之一与斯拉夫派展开的论争。

　　通过《往事与沉思》中关于１９世纪中期俄国
思想界、知识界的那些极具文学色彩、饱含怀旧情

感的记述和描写，我们能获得一份关于当时那场

思想论争的十分感性的印象，这里有具体的场景

和鲜活的描写，也有深刻的思考和理性的评判。

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成了赫尔岑的文学速写对象，

随着赫尔岑的娓娓道来，他们纷纷步出历史的灰

暗背景，将其生动的、富有个性的神情展现在我们

面前。赫尔岑虽然是作为一位西方派来再现这段

历史的，但他毕竟是在十几年之后来回顾这段

“往事”的，因此，当年可能具有的小集团情绪无

疑已有所淡化；再者，赫尔岑当时是在境外写作此

书的，这又使得他的回忆可能更超脱、更自如一

些。所有这些，都使这段生动的思想史料具有了

某种“中性”、“中立”的意味，因而也可能就是更

为可信、更为权威的历史记录。

　　赫尔岑是在欧洲大革命后“市民化”、“世俗
化”的西欧写作《往事与沉思》的，是在“家庭悲剧”

连续袭来后的伤感中重温青壮年时期的社会和思

想活动的，因此，他才分外眷恋、欣赏１９世纪中期
俄国他那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谈到他那一

代人时不无自豪地写道：“这样一群天才的、有修养

的、全面发展的、纯洁无暇的人，我后来在任何地方

都不曾遇见，无论是在政界的精英中间，还是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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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界的当红人士中间。我到过很多地方，经历过各

种生活，革命还把我带到了这些最为发达的国家，

但是，我还是会问心无愧地重复我的这个意

见。”［１０］１１０当时俄国文人的活动场所除杂志和大学

讲坛外，主要就是沙龙等社交场合，斯拉夫派和西

方派的论争基本上都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沙龙

中进行的。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的说

来，莫斯科当时刚刚步入智性的觉醒时期，由于无

法谈论政治问题，文学问题便成了生活问题。一本

好书的出现就构成一个事件；批判和反批判的文章

都会受到十分仔细的阅读和阐释……人类活动的

其他所有领域都遭到压制，这使得社会中受到教育

的成员只好步入书籍世界……”［１０］１５２思想的论争

是通过文学进行的，激烈的对峙往往是在温文尔雅

的社交场所展开的，这就是赫尔岑为我们归纳出的

当时俄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两大外在特征。

　　当时活跃的俄国大知识分子们在赫尔岑的回
忆录中纷纷亮相，得到了十分传神的描写和刻画。

“思想的疯人”恰达耶夫静静地站在莫斯科的沙

龙里，构成一个“阴郁的谴责”、“否定的化身”和

“活生生的抗议”；腼腆而又虚弱的别林斯基，体

内“却隐藏着一股强大的、角斗士般的力量”，“一

旦有人触犯了他那些珍贵的信念”，“他就会像只

雪豹一样扑向对手，把对手撕成碎片”；格拉诺夫

斯基作用于同时代人的思想武器，则是他“正面

的道德影响”、“持久而又深刻的抗议”和“独立的

思想方式”。那些被赫尔岑称为“友好的敌人”和

“敌对的友人”的斯拉夫派思想家，自然也同样会

出现在《往事与沉思》中。让人感觉惊讶的是，赫

尔岑在写到斯拉夫派的那些代表人物时，笔端所

流露出的也同样是亲切和眷念的情感，虽然其中

稍稍多了一些讥刺和调侃。他这样谈起斯拉夫派

的首领霍米亚科夫：“这是一个大脑十分聪明、灵

活的人，他能力很强，又不择手段，他广闻博记，想

象敏捷，他终生都在热烈地、不懈地争论。这个不

知疲倦、从不歇息的斗士，时刻在触及和刺杀，进

攻和追踪，引经据典，挖苦讽刺，威胁恐吓，直到把

人逼进森林，要是不求饶就甭想走出那片密

林，———总之，他会让那些为信念而战的人放弃信

念，为逻辑而生的人丢开逻辑。”［１０］１５６在以往的俄

国文学史中，霍米亚科夫往往只被视为一位二流

诗人；由于斯拉夫派及其文化历史意义长期没有

得到充分的认识和估价，霍米亚科夫在俄国思想

史中的地位也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读一读

赫尔岑在《往事与沉思》中的相关描写，可以帮助

我们更为具体地认识历史真实环境中的霍米亚科

夫以及其他斯拉夫派人士。在为纪念另一位斯拉

夫派重要人物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而写的一篇

文章（作于１８９１年，原载《警钟》，被引入《往事与
沉思》一书）中，赫尔岑最终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

的思想对峙作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总结：

　　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
我们有着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

　　无论是在他们的心中还是我们的心中，从很早
的年纪开始，就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自觉的、炽

烈的、与生俱来的情感，他们将这一情感视为回忆，

而我们则将其当作预言，这种情感就是：对俄罗斯

民族、俄国日常生活和俄国思想方式的无限的、全

身心的爱。我们就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看着不同

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同一个［１０］１７１。

　　阅读《往事与沉思》中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一个个生动的场景，１９世纪中期发生在俄国的那
场激烈、严肃的思想论争似乎就像一场精彩纷呈

的戏剧，历历在目地呈现于我们眼前。赫尔岑笔

下的这些俄国知识分子，的确是俄国文化史上一群

真诚而又可爱、坚韧而又富有个性的思想者。赫尔

岑自豪地写道：“试问，在当代西方的哪个角落里，

你们能看到这样一群思想的隐修士、科学的苦行僧

和信念的宗教狂？他们的头发已经斑白，可追求却

永远年轻。”［１０］４２“思想的隐修士”、“科学的苦行

僧”和“信念的宗教狂”，这便是赫尔岑为斯拉夫派

和西方派的活动家们归纳出的共同特征。

　　四、“思想成为一种力量”和“思想的力量”

　　《往事与沉思》在俄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或许
还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生动、

概括地展示了在１９世纪中期的俄国“思想成为
力量”的场景和过程；另一方面，它也是赫尔岑本

人“思想的力量”之集中、具体的体现。

　　在赫尔岑看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对峙是
俄国社会思想史上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阶段，因为

此前发生在俄国的两个历史事件已为这场思想论

争准备了前提。这两大历史事件就是：１８１２年抗
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和１８２５年的十二月党人起
义。１８１２年，俄国人民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战胜了
欧洲霸主拿破仑，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

意识空前高涨，但随着战后与西欧交往的增多，专

制统治下的俄国与相对自由的西欧之间的巨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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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却激起了一部分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

满，引发他们的深刻思考，并进而导致了十二月党

人的起义；而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以及沙皇政府对

这场起义的残酷镇压，又在俄国社会激起了新的

抗争。赫尔岑曾自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后代”，这

个称谓其实也可以用来指称与赫尔岑同时代的那

一代俄国知识分子，而这一代人的思想成熟就出

现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其标志就是斯拉夫派和西
方派的思想论争。从 １８１２年的卫国战争，到
１８２５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再到４０年代初的思
想论争，———这就是赫尔岑勾勒出的１９世纪上半
期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在将１８１２年之前
的莫斯科与１９４７年（赫尔岑出国的那一年）的莫
斯科进行比较之后，赫尔岑激动地发现：“我们取

得了惊人的进步。当时只有一个不满者的圈子，

那是些离职的人，被贬黜的人，被辞退的人；而如

今存在的却是一个由具有独立意识的人构成的圈

子。”［１０］６９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中，赫

尔岑也曾这样谈到他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我

们大家尚要参加十二月十四日，实在太年轻了。

被这个伟大日子所惊醒的时候，我们已经只看到

死刑与流放。我们被迫沉默，抑制住眼泪，我们深

自韬晦，已经学会仔细思考自己的思想———这是

些怎样的思想呀！这已经不是启蒙性的自由主义

的观念，进步的观念了，———这是怀疑、否定、充满

狂怒的思想。”［２］６８在１８２５年之后，被赫尔岑称之
为“历史的萌芽”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因这

些孩子而惊愕的俄国也开始醒悟过来”［１０］３５。

　　赫尔岑在写到恰达耶夫时所发出的一个感慨
是意味深长的，他写道，恰达耶夫这个人既不富

有，也无高位，还受到沙皇等人的公开迫害，被目

为“疯子”，可是渐渐地，在当时的俄国社会，上到

大贵族和高官，下到小市民和军人，却都对他趋之

若鹜，把他的只言片语拿来到处传诵，津津乐道于

他的每一件生活琐事。从这一看似荒谬的社会现

象中，赫尔岑敏锐地意识到，正是在这一时期的俄

国社会，“思想已成为一种力量，已享有其可敬的

地位”［１０］１４２“思想成为一种力量”，于是，在当时的

俄国便迅速涌现出了一群为思想而生、为思想而

活并试图用思想来影响社会和历史的人。

　　赫尔岑的一生是一位杰出作家的一生，更是
一位伟大思想家的一生，在他身上，有一种很早就

被别林斯基发现被推崇的“思想的力量”，这种力

量及其表达方式在俄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都留下

了深刻的痕迹和深远的影响。就像高尔基所指出

的那样，赫尔岑一个人“就代表整整一个领域，就

代表一个思想饱和到惊人地步的国度”［１１］。伯林

称赫尔岑为“１９世纪中叶的伏尔泰”［１２］２２２，或许
也是就这一意义而言的。《往事与沉思》虽然不

是一部纯理论著作，但其中无疑也积淀着赫尔岑

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赫尔岑思想学说的集大成

者，因为，赫尔岑是在自己的晚年回顾、反思自己

一生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比如，通读完《往事

与沉思》，我们便能清晰地梳理出赫尔岑“俄式社

会主义”的演进过程，从莫斯科大学时期对圣西

门社会主义学说的迷恋，到１９４８年欧洲大革命失
败后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悲观，再到他在其“友好

的敌人”斯拉夫派之理论影响下在俄国“村社”传

统中发现了社会主义的根基，从而在恰达耶夫之

后再次强调俄国的“后发优势”，即跨越西欧的资

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这

一理论对后来的俄国民粹派运动、列宁的国家学

说乃至我们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比如，赫尔岑的个体自由学说也在此书中
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伯林断言，赫尔岑与巴枯宁

“一致以个体自由的理想为思想与行动中

心”［１２］９８，在赫尔岑这里，“自由———特定时地之

实际个体的自由———是一种绝对价值；起码的自

由行动范围对一切都是一种道德性的必

需”。［１２］１０２伯林如今已被公认为一位自由主义哲

学家，但在牛津大学教授杰瑞·史密斯看来，伯林

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能就源自赫尔岑，而他们两人

之间的中介或许就是俄国文学史家斯维亚托波尔

克－米尔斯基。米尔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
中写道：“赫尔岑始终更像一位政治家而非社会

学家，其思想的核心也始终是自由而非平等。很

少有俄国人能如赫尔岑这般强烈地意识到个性的

自由和人的权利。”［１３］史密斯写道：“米尔斯基关

于赫尔岑启蒙自由主义的分析无疑对以赛亚·伯

林本人关于赫尔岑的阐释产生过影响，伯林关于

赫尔岑的阐释则是他对俄国思想所做阐释的基

础”［１４］。赫尔岑的“个体自由”还影响到了另一

位俄国大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成为后者构建其哲

学大厦的基石。在阅读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

时，我们往往会暮然感到，这整部回忆录其实不正

是在向我们展示一个精神自由的个体之诞生、发

育和成熟的过程吗！换句话说，赫尔岑的个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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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识不仅体现于《往事与沉思》的字里行间，而

且也见诸于它的表达方式。

　　《往事与沉思》是赫尔岑一生创作的顶峰，因
为，无论是作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赫尔岑还是作

为一位杰出文学家的赫尔岑，在这本书里都得到

了充分的展示。《往事与沉思》是一部不朽的杰

出自传，它在俄国文学史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对高

尔基、阿·托尔斯泰以及其他许多作家的同类体

裁作品都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伯林在谈到此书时

曾不无机智地称赞说：“也许因为他手撰的自传

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他至今没有一部

好传记。”［１２］２１９然而，《往事与沉思》又不仅仅是一

部传记，即便只就体裁意义而言，它的容量也远远

超出了一般的回忆录或自传，这里有对历史和现

实人物的特写，有日记和书信，有理论文章和政

论，其作者是一个兼小说家、政论作家、哲学家和

思想家于一身的大师。《往事与沉思》是一部俄

国文学名著，同时也是一部具有厚重思想史意义

的文学名著。在一部新近出版的《俄国哲学百

科》中的“赫尔岑”词条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说

法：“任何一位研究１９世纪中期俄国哲学思想史
的学者都不得不援引赫尔岑的自传史诗《往事与

沉思》，甚至连弗洛连斯基这样具有深重宗教感

的思想家，在对１９世纪哲学生活的各种现象进行
评价时也要援引赫尔岑，将赫尔岑当作最高权

威。”［１５］正是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赫尔岑不仅

再现了“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同时还生动

地展示了“思想俄国”的生成和发展，还对自己一

生的精神世界和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借助这部

巨著，赫尔岑也把自己的伟岸身影投射在了俄国

历史的大背景中，别林斯基在赫尔岑刚刚开始发

表作品时就作出的那个大胆预言无疑是正确的：

赫尔岑不仅将在“俄国文学史”中占据要位，而且

还将在“卡拉姆津的历史”中占有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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