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静静的顿河读书感悟(优质5篇)
心得感悟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心得感
悟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
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静静的顿河读书感悟篇一

《静静的顿河》是一本这样的书，他囊括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几段历史的历史与一个人的历史，但它不是一本历史小说，
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下里巴人——虽然作者从头到尾都是用最
通俗的话写作，但它是一本厚重的书——我相信，形式永远
只是装饰。

作者肖洛霍夫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经历了俄罗斯最有史性的
三个年代，经历了一个民族从生到死再到生的过程，经历了
史家所谓之乱世，经历了如笔下主人公葛利高里般矛盾的自
我斗争。

可以这么讲，没有哪部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是不具
有哲性的。如这本书，从哲学上的时间（一个人、一群人的
由生到死再而生）进而演进成为空间上之繁复的过程。我相
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金人译出的这四卷本《静静的顿
河》会带给每一个灵性的人以震撼。

金人的译本流传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准确地说，那是我
们的祖国和这本书的故事交叉的集合，一个集合包容了多少
相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能带给故事里的人以什么？翻译
永远都是再创作，他是拿着肖洛霍夫的笔，写他的事而孕育
着自己国土上河流的波涛。

主人公葛利高里不是英雄，他也没有办法成为英雄。他懦弱，
他简单，他空虚，他孤陋寡闻，他郁郁寡欢，他拥有一个平



凡人所有的一切弱点，然而永远是平凡人写就历史，作者也
许不太想告诉我们这一切，而葛利高里却一直在讲给我们听。

历史是站在高层建筑上的人玩弄的把戏。每一个偶像（或更
细致的称为“寄托”）的矛头指向何方，无数平凡的人便冲
向何处。死亡是一个人的历史，历史是一群人的死亡。这样
的一群人总以为在矛头指向的那个地方有着希望，然而希望
总为我们所知的那样“那有着幸福的地方，早就有人在那里
守卫……”

历史造就了一群人，也毁灭了一群人；政治解放了一群人，
而抛弃了更多的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在近一百年还有什么
更加现实意义的话，那么只在于它予作品以肯定，而肯定的
那些作品必然是政治娼妓后每一个“受难者”的产物。《静
静的顿河》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作者不敢于明言，因为他所
在的那个国家、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给每个平凡人以希望，
而希望是牢笼，是政治的宠儿，斯大林绝对明白这一点，可
他是玩弄把戏的那个人，同许多政治家一样（我们每个人都
无法摆脱干系），谁不想让马戏团里的动物仅且仅仅只作为
娱乐的“宠物”？诺贝尔奖在那个时代是囚笼里的一粒珍珠，
而《静静的顿河》把它向笼子的边缘推近了一步。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余华所谓的“活着只为活着本身
而活着”的论断，我不信了他，因为更高层次的“活着”同
样存在：你不可以吃不饱，而你吃饱了，你就不能像没吃饱
的人那样无休止地希冀食物的存在。所以人生而为之的意义
与价值，是在抗争的希冀中得来，是在失望的绝望中得来，
是在深思的顿悟中得来，但丁在他的地狱的门口放置了一个
令人深思的话语：“进入这个门，你就要放下一切希望”

《静静的顿河》讲述的每一个人都是罗丹的那个思想者，那
个坐在地狱门前赤身裸体的人，他的绝望与希冀只停留于哪
一瞬间，他向人赤裸的证明活着的价值：不在于过去，不在
于未来，而在于现在。



所有人都是迷茫的，在这本书里，在这本热烈的、沉郁的书
里，他们的绝望与希望如他们所热爱的河流一般飞腾在他们
的土地上。

这种希望与绝望是一种逃避，是对于政治的迷茫，他们关心
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个人的生活——这是多么质朴
与诚实呵！然而沙砾注定要顺河流而去，静静的顿河刷去了
几千年平凡人的生活的印记，伴随着人类的绝望与希望继续
流淌，直到不再拥有绝望与希望——他永远都是如此安静。

在我的这篇读后里并没有大段的讲述这部大书的内容，因为
那是投机者的行为，我认为，内容永远都是类同的，如果只
为了拼凑字数，我可以选择远离那些严肃的书籍。我没有把
这部作品当作一本小说来读，更懒于像某些“专家”那样字
斟句酌的“死”读。我可能某一天会忘记这本书的内容，甚
至现在我竟然忘去了这本书的主人公到底叫什么名字，但我
抛下这一切想法仅仅虔诚的阅读后，我想到我们的国家，我
毕竟是一粒沙，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大河中，同样的希望与
绝望让人在百年内生而死死而生的国家，我踌躇满志。

静静的顿河读书感悟篇二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想看这本书
想了好几个月了，放假回家时也一向在找。最终，还是在这
学期开学时到图书馆里找到了它们……那时候它们就这样静
静地躺在图书馆一个角落的书架上，我惊喜地发现了它们，
可是当时还是着实被它们“可怕”的厚度吓了个够；接下来
的日子几乎天天都有看它们。由于还有“繁重”的学习任务，
几乎是按着每星期一本的进度在看。之前我还没有在真正意
义上看过一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书籍，可是当我着手看这
书之后，发现这本书大大超乎了我的预料，超乎了我的预料
的好；在看过这部书之后，我想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
的热爱和平者。大概所有看过这部书的人，都会对战争有一
种清晰而可怕的印象。在小说的开始，也就是战争还没有打



响的时候，顿河的哥萨克们过着多么惬意的幸福生活。村里
的人民，虽然还是贫富有差，但都能自已自足地过着令自我
还算满意的生活。随着一战的爆发，井然的秩序被打乱了，
村子里的哥萨克越来越小，人们变得越来越穷，心也变得越
来越硬了……在这场持续了几年的战争里，我找不出哪一方
是明显的正义的，慢慢地，随着格利高里多次摇摆不定的足
迹，我明白了，在战争里，并没哪一方是所谓的真正的正义
的，也并没有哪一方就是邪恶的。真正的正义，永远属于人
民，属于那些善良的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存在；而真正的邪恶，
也并不是所谓的“敌方”，却是那些在战争中所有的对人类
存在以及礼貌和理性的践踏。真的，不看这本书，不会想到
这些……想一想，书里的多少哥萨克们，他们都只是些那么
普通的人，只可是想在这场战争中保住自我和家人的性命，
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得政治，更不明白自我的“权利”所在，
可是，这又怎能么样。他们和所有的人，不管是和贵族们，
士官生人，还和是苏维埃者们都一样，彻头彻尾的是人啊。
他们有权利在这个尽管可能不那么尽善尽美的世界上活下去
呀。母亲们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儿子；妻子随时可能失去丈夫；
孩子们则随时可能失去父亲。最不可理解的是，那些可爱的，
热爱生活的，大字不识的哥萨克们，在“白军（帝制政权），
红军（苏维埃政权），哥萨克队伍”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三头
天平之间来回摆动着。他们，如格利高里，也一度有过所谓
的人生梦想，有过明确的斗争目标，但都在这样一场残酷的
战争中变得荡然无存，最终剩下的，可是是对自我生存的渴
望和对自我家庭幸福生活的追求。政治在他们的心里，划上
了句号。由于这些最朴素的追求，他们在那个三头的大天平
上更迭着变成了战争不一样方的“砝码”，却由于历史的无
情，他们最终或死于不明不白之中，或活在无尽的恐怖回忆
里；我喜欢格利高里，喜欢他的野性，他的不羁，更重要的，
是他心中一向坚持的那份坚定的“人性”；我喜欢娜塔利亚，
喜欢她的温顺，她对感情无言的执着，更为她那颗容忍的心
敬佩不已。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这个动荡的历史年代中，



描述了顿河两岸哥萨克人在战争时期的生活和命运，葛利高
里是他们的代表。在战争中，他在红军和白军中间摇摆不定，
从一个单纯的孩子成长为暴躁偏激的军官。在经历了红军白
军的多次选择后，在经历了几次抗争和逃避后，这位平民英
雄变得凶残放荡，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

肖洛霍夫用他那炎炎的南方色彩，为我们描绘着从第一次世
界大战到苏联国内战争期间顿河两岸哥萨克人的生活画卷。
小说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以麦列霍夫的家庭为中心，反映
哥萨克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另一条则以布尔什维克小组
活动所触发的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斗争为轴心。两条线索，纵
横交叉，层层展开，步步推进，将读者带进了风起云涌的哥
萨克乡村生活，与书中的人物共尝悲欢。肖洛霍夫经历十四
年创作了这部卷轶浩繁的史诗式长篇小说。小说发表后，肖
洛霍夫声誉鹊起，并于1965年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作
品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样宏
大的构思，磅礴的气势；同样深厚的生活内涵；同样丰满多
样的人物；同样生动感人的描述，使这两部作品有着异曲同
工之妙。如果说《战争与和平》是以上层人士眼光来叙说的
史诗，那么《静静的顿河》无疑是以下层参与者感受来体验
的史诗。它残酷地剥开每一个英雄表面的粉饰，真实的告诉
我们，在伟人们挥斥方遒时，将有多少杯具发生，无论是历
史前进的代价，还是无谓地牺牲。大地上真正让人动容的是
来此最底层的咆哮。

该书是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一部力作。此书共分为四部，
从1928年开始直至1940年，共用了12年的时间才创作完成。
肖洛霍夫这部处女作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的瞩目，被
人称作“令人惊奇的佳作”，“苏联文学还没有遇到同它相
比的小说”。此书于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1965年肖洛霍夫
所以书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苏联作家。



静静的顿河读书感悟篇三

在秋天的下午阅读《静静的顿河》，每次抬眼都能望到阳台
外清爽的蓝天，刹那间的心思已经飞到了遥远的顿河边上，
我自己化身为头戴制帽脚蹬长靴的哥萨克，四下是如烟的大
草原，耳畔响着哥萨克的古歌：“不是犁头开垦出这沃野千
里，开出千里沃野的是战马铁蹄，千里沃野种的是哥萨克的
头颅，装扮静静顿河的是年轻寡妇……”这是读者阅读的造
化，也是小说家的造化，相信此刻如果能够与作者面对面，
那么在两个人的对视里必定都是会意的微笑。

顿河之美在于肖洛霍夫用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出的哥萨克世
界，这个世界不是高手匠人那样构建出来的，而是对土地与
人的情感宣泄。基于作者对顿河的熟悉，使得他对每一个细
节和人物的刻画驾轻就熟，几个主要人物的描写有浑然天成
之感，格里高力在白军和红军中的摇摆不定；阿克西尼亚对
纯真爱情的执着追求；潘捷莱性格暴躁一言持家但对亲人怜
爱交加，娜塔丽娅的善良美丽却性格刚烈。每一件相关事件
的发展，你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人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
而不应该是别的样子的。

哥萨克既是士兵又是农民，士兵在历史上通常扮演的是镇压
者的角色，农民则永远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而在哥萨克人
身上，这二者融合的是那么自然。马，酒，枪……这些元素
反复出现在小说中，成为哥萨克人的一部分，既是顿河画卷
中的点缀色，有时候又成为小说的主旋律。只有粗犷的民族
才于这些词汇连接在一起，当这些词汇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
符号时，读者就会感知到这个民族的成长之路是从血与火中
走来的。这些人物和事物从开篇起，就像山巅初融的雪水，
每个哥萨克都是一颗微小的水滴，组合为一体时就迸发出巨
大的感染力，读者在阅读时会被这缓慢但不可阻挡的力量推
动着，尽情体会哥萨克的粗鲁野蛮、单纯幽默，保守和卑微，
会认识一群奴隶的后裔，一群不屈的战士，一群小农意识支
配下的农民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性的魅力贯穿全篇，使



得小说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

按照镜头构建法的分析，《静静的顿河》中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算是近景，人物所处的战火烽烟是中景，在这一切的背后
的远景，则是绚丽所彩气象万千的顿河风景画，从春天到冬
天，肖洛霍夫不厌其烦地描绘着那片博大的土地，每一朵顿
河的浪花，每一片草原上的草叶，每一朵苍穹上的繁星，还
有春水泛滥中的鱼群，麦浪翻滚中的大雁……只有在俄罗斯
民族那样宽广的土地上才能诞生这样的情感，只有这样的土
地才能诞生这样的作家。一个蜷缩在城市胡同中作者永远不
可能有博大的心胸，他不可能体会到草原之美的，他也永远
弄不懂，为什么有的作家会痴迷于描写高天上的流云和草地
上的蝴蝶。

有人说过，老舍先生的《茶馆》有一点非常厉害，那就是剧
中人物往往只有之言片语但读者却能从这片刻的出场中窥见
此人的性格，肖洛霍夫同样具备这样的神来之笔，在顿河中
有时候仅仅是一个简短的感叹，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速写。
俄罗斯小说家一向是擅长对话描写，肖洛霍夫的《顿河》也
不例外，在这里我想说到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妥斯脱耶夫斯基，
与之相比较，妥斯脱耶夫斯基推理式的对话就显得拖沓和枯
燥。肖洛霍夫出身乡村，对乡村俚语方言的运用，大量的哥
萨克歌谣穿插其间，或悲或喜，信手拈来，神韵自成。因为
作者的心属于那片土地，因为作者爱那片土地，所以，无需
取巧，一切尽在掌握中。而读者应该感谢的除了肖洛霍夫，
还有译者。王小波说，最好的文章是译文。我深以为然。我
先后买过两个版本的《静静的顿河》，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
的显然不如漓江出版社这一版，漓江版的译者力冈，据说是
翻译俄文的权威，单从这本书的翻译上来看，权威是肯定的。
他译出了小说的神韵，也译出了哥萨克人的灵魂。

我一直认为，当小说脱离了土地，脱离作者所赖以生存的根
基，脱离民族性，地域性，脱离了作者的本体性，那么，小
说就已经死亡。一篇中国人的小说读起来像美国人写的，一



个日本人的情感看上去更像一个印度人的，这这样的小说是
失败的。人本小说根本上讲是对小说的背叛，一个人从降生
时起，他就不可能没有国籍，没有地域性，对于一个中国作
家来说，他（她）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人，泛人性论同
样是对人性的亵渎。

美有内在统一的本质，又以千姿百态的表象展现出来，雨打
芭蕉是美，金戈铁马也是美。当然，这取决于读者主观的审
美情趣，审视一种风格的文字，宛如看风景，比如大漠黄沙，
一个旅行者看到的是发自内心的赞叹：浩瀚、苍凉、雄浑等
等，而一个生活在沙漠中的土著，必然抱怨自己所处的穷山
恶水，这不是矛盾，只是观看者所用的角度不同。我姑且把
自己当成一个顿河边上的旅行者。

诚然，《静静的顿河》一书使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在它获
得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中，瑞典人也提到：“肖洛霍夫在艺术
创作中并没有什么创新……现实主义这一手法，与后来的小
说创作艺术出现的一些模式比显得简单而质朴……”我以为，
小说的终极目的在于表现小说家想表现的思想，传达小说家
想传达的观点，讲述小说家想讲述的故事。当小说最终产生
了力量，使读者产生了共鸣，让作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那
么创作这个小说所用的艺术手法就是成功的，就是胜利的，
无所谓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小说是表达思想，宣泄情感，
而不是买弄技巧，以金庸小说里的人物为例，黄药师武功的
奇巧华丽可以成为大师，郭靖的敦厚凝重也可以自立一家。

现实主义过时了吗？没有，每一种现代主义离开了现实主义
都会成为无根之水，成为空中楼阁。小说不是隐藏，不是让
读者在迷宫里晕头转向，也不是让读者赞叹建筑迷宫者有多
么高超的手艺，更不是小说家躲在斗室中的孤芳自赏。作为
小说家任性的肆意妄为和心血来潮，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实验，
这些实验令人尊敬，但到今天，没有一种小说手法的成就能
够超越现实主义，也没有一种现代技巧能够构建起《顿河》
这样一部宏大的哥萨克史诗。



瑞典老人们对《顿河》获得诺贝尔奖的决定时指出，“肖洛
霍夫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
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在六十年代的前苏联，今天，我
们回过头来审视处在那个时代那个国家中的作者，在那时，
能够不娇柔不做作不掩饰，能够以正直的决心和正直的良心
来描写真实的人性之美，站在与《日瓦戈医生》《古格拉群
岛》的同等意义上，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理应获得读
者更多的尊敬。

当一个作家从内心归属于一片土地时，他的血液里就流淌着
那片土地的精神、传奇、风采、历史及其崇高的形象，而那
片土地所传达给他的某种特殊启示，将凝聚成这个作家毕生
赖以表达的字符，在他的这些字符里所传达出来的，是那种
最擅长抒发心灵和情感之美的语言，他不是从世界文学的潮
流中，不是从书架上的字纸堆里，而是从炎热的夏天、寒冷
的冬天、长葡萄的平原或积雪的高山之间获取灵感，获取文
字的力量和决心，只有对土地的眷恋和心有所属，他的文字
才能如此从容不迫和富有个性。

静静的顿河读书感悟篇四

《静静的顿河》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全书共四部，
长达一百五十万字。比《战争与和平》还要长。我个人觉得
是最长的一部名著了。而且这部小说以记叙为主，没有多少
议论。这一点很像中国的古典小说。情节紧凑，人物众多。
这样复杂的小说，是特别难写的。既耗费人的精力，又很难
构思。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以作者的生命来写的。所以我特
别喜欢这步小说，读得特别仔细。小说的情节给我很深的印
象与震撼。

小说描写的是哥萨克人在战争中的表现。开始写顿河两岸的
哥萨克的生活。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哥萨克在保卫
祖国的战争中表现非常突出。不久，苏联国内战争爆发。红
军与白军的战争中，哥萨克由于受旧势力的欺骗，而加入了



白军。哥萨克曾三、四次动乱，小说很好的描写了苏联国内
战争的情景。

小说人物众多，主要描写的是葛利高里一家人。父亲、哥哥，
都是哥萨克中的英雄。小说以这三个人为主要线索，描写了
鞑靼村的哥萨克，描写了地主阶级、无产阶级的一些人物。
小说还写了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尼亚、娜塔莉亚的爱情。下面
我想写一写这部小说的几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小说描写顿河两岸的生活特别出色。顿河两岸
的农村，人们生活质朴，勤劳勇敢。作者将农村的生活写的
是淋漓尽致。中国的善于写农村生活，但是与《静静的顿河》
比都要稍逊一筹。可以说这部小说将农村的生活写“尽”了。
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农村的一草一木，农村
的房屋、田地，农村的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被描写了出来。
小说开头二百页都是描写顿河两岸的农村的生活的。可以说
这二百页是全书最精彩的二百页。

第二个优点是描写战争。全书除了开头二百页描写平和的农
村生活，其余全部是描写战争的。这在世界名著里是少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国内战争，哥萨克的三、四次动乱。
小说虽然长，而且都是描写单一的战争，但是小说不枯燥。
这与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是分不开的。小说在描写战争的同
时，还描写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战士的形象。小说有点像
《红楼梦》，主要人物、次要人物都有表现的舞台。这样每
人人物都栩栩如生。战争场面的描写也是我很佩服的。像攻
克碉堡、骑兵作战、小队人马相遇战、对待战俘等等，写的
是栩栩如生，印象深刻。

第三个优点是，描写哥萨克。描写哥萨克的作品很多，托尔
斯泰的《哥萨克》、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美术作
品中也有很多关于哥萨克的作品。《静静的顿河》是描写最
成功的一部。哥萨克人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形象、性格
都描写出来了。哥萨克生活中憨实、豪迈，战争中勇敢。同



时作者也指出了哥萨克太过实在，被白军欺骗了。我读了这
部书，对哥萨克人产生了好感，觉得他们实在、勇敢。

这部书还有许许多多的优点。我读完这部书，感觉像是读了
哥萨克乃至俄罗斯的历史。因为这部书包括的内容实在是太
多了。小说的每一个情节都可以让人津津乐道几个世纪，这
是难能可贵的。

静静的顿河读书感悟篇五

毋庸置疑，《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好作品，是经得起时代的
验的文学经典。然则值得注意的是，这部长篇小说是苏联主
流文学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文学现象。这部作品居然被苏联官
方接受和认可，并且还竟然一度被官方视为主潮文学中的一部
“红色经典”，显然是有一定的不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关于
这部作品问世过程中的蹊跷已有许多考证文章进行了论证。

让人惊讶的是，该小说无论从哪种角度去看，都是对斯大林
时期苏联主流文学中的乌托邦情愫的颠覆，其反乌托邦情感
是异常明显的。将这部史诗性巨著当做“红色经典”去阅读
着实是许多年来苏联和中国读者的“荒谬逻辑”，颇具讽刺
意味的是，倒是在“___”期间，当肖洛霍夫在中国“反修防
修”运动中“不幸”沦为“最反动的作家”，他的《静静的
顿河》也随之成为最大的“毒草”时，中国人才阴差阳错、
歪打正着地看出了这部作品对苏联30年代主潮思想的颠覆。

这部史诗般的巨著真实地表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
争结束这个动荡的历史年代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和斗争。他
们的心酸、苦楚、旺盛的原始生命力、对土地的眷恋、蛮性
与善良相交织的质朴的本性，均在男主人公葛利高里和女主
人公阿克西妮娅、娜达莉娅身上体现出来。他们的痛苦与悲
哀，欢乐与幸福均来自他们真实的人性。而小说主人公葛利
高里·麦列霍夫在红军与白军之间的犹豫选择和最后的迷茫，
隐含着社会的悲剧和历史的荒诞性。小说一方面出色地描绘



了哥萨克人本真的生活。

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沃土上，劳动、恋爱、繁衍，纯朴
而焕发着生命的激情。葛利高里与他的情妇阿克西妮娅之间
的情爱，正体现了他们生命力的旺盛与冲动。另一方面，小
说刻画了布尔什维克们的残酷与冷漠。小说中对布尔什维克
党员彭楚克和柯谢沃依的描写，突显了他们身上的残酷无情。
他们在作家笔下成了革命的机器，成了政治原则的化身，他
们的自觉性与葛利高里的本真性成了鲜明的对照。布尔什维
克领导的红军将革命风暴带到了宁静的顿河草原上。自由自
在地生活着的哥萨克农民们被迫迎来了历史的变动。葛利高
里在这场残酷的动荡中必须做出人生的选择。

他选择的标准其实很朴素：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只要谁能
使他自由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想吃什么就种什么，想爱哪
个姑娘就去追求，无拘无束地过日子，那么他就跟谁。葛利
高里是个自由纯朴的哥萨克，他在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徘徊正
是出于这种朴素简单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此简单的要求，
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也无法实现。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
都无法满足葛利高里这一最基本的生活愿望。最后，他也只
能抱着冤死的阿克西妮娅的尸体，缓缓走向没有出路的未来。

革命究竟给普通的哥萨克农民带来了什么？从小说悲剧性的
结尾中，似乎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某种暗示。小说对苏联国家
乌托邦主义的颠覆是相当明显的。也正因为这部小说所具有
的鲜明的反乌托邦性，使得它在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主流文学
中显得十分特殊。然而，应该说，这部身份可疑的主流文学
作品，在客观上为斯大林时期并不景气的苏联主流文学写下
了最精彩的一笔。

小说对哥萨克人生活的真实到位的描写，对他们情感世界的
准确深入的展示，对历史悲剧性的深刻把握，均显示出作者
第一流的笔法。这对于年仅20多岁的作者来说，更显得难能
可贵。而肖洛霍夫在他以后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再也没有



了如此出色的艺术概括才能。的确，将60年代那个颐指气使
的挥舞意识形态大棒的文坛政客肖洛霍夫与《静静的顿河》
的作者联系在一起，着实也容易引起人们的疑惑。这也许成
了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这部巨著的作者权产生争论的重
要诱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