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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wo famous novels. One is Chinese novelist—Ba Jin’s novel called “Cold 
Night”; the other is a novel written by Anton Chekhov, named “The Death of Small Civil Servant”. 
These two novel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realistic literature. The famous modern 
Chinese writer Ba Jin created the long novel “Cold Night” in 1940s, during the period of an-
ti-Japanese war. As the author said, “Cold Night” is written for “nobody”, who is struggling in pover-
ty. Ba Jin’s writing style changed from the passive one which is full of energy to the society, to a new 
one, that is, more realistic, negative but tells the tragedy of poor people. This shift seems to follow 
the Russian outstanding realistic writer—Anton Chekhov’s stlye. According to the Chekhov short 
story “The Death of Small Civil Servants”, we find many things in common between the two fabulous 
novel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ll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novels, and will also 
demonstrat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novels and the two great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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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巴金40年代创作的反映抗战时期平民生活的小说《寒夜》是其写“小人物”形象的巅

峰之作。小说一改作者过去多写青年革命者和封建大家庭的题材，把笔触投向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描

写他们的悲剧人生。在这种风格沉闷化的转变中，我们似乎听到了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

式的叹息。本文以契诃夫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和巴金被誉为“掌握了契诃夫现实主义精髓”的《寒

夜》为例，比较分析两部同样叙写了“小人物”悲鸣与哀叹小说的相似点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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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巴金受契诃夫创作的影响，风格发生了转变之后的的长篇小说——《寒夜》，描绘了一幅灰暗、苍

白的家庭琐碎生活，叙述了一个知识分子汪文宣的的懦弱及悲惨命运。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

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

化”的学堂。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银

行当“花瓶”。汪文宣的母亲赶来操持家务，但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

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经理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

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返回，但已物是人非，一个普通的家庭就这样在

压抑寒冷的氛围下破裂了。 
阅读《寒夜》很容易联想到契诃夫于 60 年前创作的的《小公务员之死》。尽管故事不同，但是主人

公却是相似的。契诃夫以简洁幽默的语言叙写了《小公务员之死》写一个小公务员由于在打喷嚏时溅到

一位将军的脑袋上，从此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便一命呜呼的故事。 
这两部伟大的小说，主人公都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人”，形象相像，基调相似，更重要的是都写了

小人物在等级社会中的悲剧命运和无奈的忍耐。但是两部作品在写作风格和表现方式等方面又有着很大

差异，有着很强的比较文学的意义，但是前人鲜有人把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就从不同方面具

体分析契诃夫对巴金的影响和两部文本的异同。 

2. 感情的触动与共鸣——契诃夫对巴金创作的影响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被誉俄国短篇小说巨匠的契诃夫的作

品，因着深沉而含蓄的风格，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受到了几十年的忽视之后，终于在 20 世纪 40 年

代历史抉择已明朗之时，被经历了“长期的生活”的人们发现并细细咀嚼之后，懂得了他的“冷漠与疲

惫的背后，始终渴望捕捉到一丝能让世界晾起来的清凉光辉”的深意[1]。 
“现在的我是一个契诃夫的热爱者…我走过了长远的路才来到这里，我穿过了旧社会的庸俗、虚伪

和卑鄙的层层包围才来到这里。我也曾跟那一切的庸俗的势力斗争过，在斗争中我更痛切地感觉到它们

那种腐蚀人灵魂的力量，同时跟庸俗斗争了一生的契诃夫的面貌也更加鲜明地在我眼前展现出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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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 20 年代“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作者契诃夫讲些什么”和 30 年代“怀着一种永远不能够熄灭

的热情，拿起笔要呼唤和自己一样的青年人起来斗争，因此把描写冷峻的契诃夫看做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的两个阶段之后，终于真正的理解了契诃夫“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的失望”背后“真正仁爱的心”。 
契诃夫所生活的俄国，在废除了农奴制这一崇高的革命理想实现之后，却是政府的腐败，愚蠢的审

查，残暴的风气世界已经分裂为丧失理智的侩子手和逆来顺受的牺牲品，但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冷漠自

私和狭隘。人们等待着作家说出这种庸碌，不含憎恶愤怒，只含深切的同情---契诃夫在此时，应运而生。

他创作了《苦恼》、《草原》短篇《套中人》等一系列小说揭露了中产阶级生活庸俗又无可改变的现状。

当几十年后的巴金，在经历了年少的激情与抗争之后，在所谓的革命之后，看到了相似的社会状况，反

动统治压得人透不过气，看到到处是契诃夫所说的“霉臭”，人们哭着叹息着悲鸣着跟着周围慢慢崩溃，

巴金自然会想到遥远的契诃夫，因为他曾对那些“被人生缓慢而痛苦的缠裹而在无意识中死去的人”呼

唤着：太太先生们，你们的生活是庸俗的！改变吧，否则就灭亡。同样残酷的社会现实，正如俄国作家

米哈尔科夫所指出的：契诃夫的惊人天才在于，当他讲自己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这也是在说我们。巴

金从中感受到的是感情上极大的共鸣，仿佛斥责是对他发出，这就促使巴金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显著地转

变，与激流三部曲等作品中那种“火一样的文字”，“属于青春时代的活泼向上的激情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模仿契诃夫《第六病室》创作的《第四病室》中的死气沉沉和《寒夜》中的沉闷悲哀的压抑”[3]。 
另一方面，契诃夫生于苦难，对于底层的小人物，他不带有自上而下的同情，而是真的站在他们身

边，体会他们无情和悲惨的残酷生活。与之相似的是，巴金虽然出身封建大家，但他一直关心家里的仆

人等，和他们站在一起。同时契诃夫用对时代和人民有独特敏感的心灵，以冷峻的目光叙写他们的悲剧

生活，但他始终相信“这一切会彻底改变”，而在 40 年代的俄国，契诃夫伟大的预言已然实现。巴金因

此也逐渐把视角转向小人物，而不是青年人和封建家族内部斗争。巴金的转变是由激情澎湃的新青年，

到中年以深刻冷静的笔触揭示人世百态。 
由以上分析可见，契诃夫的一系列小人物形象和冷峻的写作基调与写作主题，使巴金产生强烈的感

情共鸣，从而触发其创作风格的转变。下面就从相同点和不同的分析文本异同。 

3. “小人物”的哀叹和悲鸣——比较两部文本的相同点 

1) 写作主题的相似性——揭示宏大背景下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之所以被称为“人学”，是因为文学对人的关怀，乃至对人性的揭示

与指导。契诃夫曾说过：“写苏格拉底要比写小姐或厨娘容易许多：那是因为事物越是平，就要求作家

的眼光越敏锐，越能从平常中抽出不平常的东西来。”因此，对于“生活在人民之间”的契诃夫自己来

说，这篇文章的目的正如俄罗斯诗人霍达谢斯维奇宏大的历史画卷之下，选取在社会底层为了活着抗争

的小人物的小情节和小情节下的生活真相，同时又看到隐藏于真相之下的雄阔的历史轨迹和现实走向。 
《小公务员之死》写一嚏之死的荒唐之事，并没有直接描写俄国当时社会的全部状貌，却从一个平

凡的小人物入手，影射了整个俄国社会的黑暗。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是一个处处谨小慎微，时时警

惕防范的胆小鬼，他不会并且也没有散肆地昂首挺胸地打喷嚏。他是在弯下腰，又略停了一下才打了喷

嚏的。显而易见，打喷嚏的唾沫星子根本不可能嚏到文职将军的身上，更没有嚏到他的秃顶和脖子上。

于是就出现了之后 3 天 5 次频繁荒唐的道歉。可是读者在感受到切尔维亚科夫的胆小怕官的奴性之后，

却又会觉得他的死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性格，契诃夫不仅仅是在塑造这样一个荒唐搞笑的人物，他的死背

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小说中提到，主人公的妻子在听明白事情的始末之后，知道卜里兹查洛夫是在

‘别的’部里任职以后，就放心了”，但还是坚持要让切尔维亚科夫去赔个不是，其理由是“要不然他

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中举动不得体了”。大师在这里借妻子之口，巧妙地暗示读者，切尔维亚科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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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五次的道歉绝非故作媚态，如此怕文职将军也并非偶然，都是有其社会背景的。由此可见，契诃夫描

写一个普通人物的生活，却揭示了整个宏大背景。 
巴金在《寒夜》中所体现写作主题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他曾在后记中提到，“我写汪文宣，写《寒

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

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

司机。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风起云涌的政治环境，战事激烈的抗日战争，巴金都没有直接描述。他只是写了一个“一些耳闻目睹的

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4]，写了汪文宣从年轻时

的满腹理想，到被现实所迫，忍耐疾病，忍耐不公，家庭不和，妻子离去，最终肺结核死去的压抑寒冷

的故事。 
由此可见，契诃夫和巴金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没有描述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

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人物”，他们并没有直接描述历史全貌，却都自觉地为“小人物”立言，描写他们的

悲剧命运；并且，人物虽然是虚构，但正如巴金所说，“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
故事却是真实的。他们所揭示的都是宏大背景下小人物的真实生活。可见两部作品写作主题的相似性。 

2) 写作特点的相似性——化平凡为深刻 
两部作品虽然都只写了一些平凡的日常生活，但他们却不因题材的普通而显得平庸，而是深人开掘，

在平凡琐事中蕴含深刻。 
正如高尔基在某一个时期对契诃夫的评价，契诃夫首先谴责的并不是个别的主人公，而是产生他们

的社会制度；他悲悼的不是个别人物的命运，而是整个民族——祖国的命运。的确，契诃夫在温和而冷

漠的叙写小人物命运悲剧的背后，是对这些小人物“不带恻隐之心，不带偏好之情，只含深切同情”的

深厚情感[5]。《小公务员之死》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普通人物的普通命运，他用着一种冷静淡漠的笔

调抒写主人公切尔维亚科夫的人生悲剧，但他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公务员的奴性等弱点而愤怒嘲笑，而是

在这平凡淡漠的叙写之下，用一个司空见惯的小事作为主题，利用契诃夫惯有的对社会的洞察力表达出

对社会弊端批判的深刻主题。 
同样，巴金在创作回忆中曾说：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

的人，“我有意把结果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

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汪文宣的悲剧是一幕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它“是在宣判旧社会，

旧制度的死刑”。巴金是写汪文宣的人生悲剧，但又不仅仅是在写他一个人，而是展现给我们那种制度

对人性的毁灭和一步步拉人走入寒夜的深渊的时代悲剧。在这一创作特点上，巴金对契诃夫可谓是一脉

相承。 
两人在以朴素的语言叙述所创造人物的人生悲剧时，都对他们的人性弱点进行解释，但又寄予深切

同情，最根本的，是都把矛头指向了万恶的社会制度，指出它对于人性的异化、摧残和扭曲，对它统治

下的社会作了直接的揭露和抨击，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的意味，从而于琐事中抒控诉，化平凡为深刻。 
3) 人物形象的相似性——悲剧的忍耐和怯弱 
除以上两方面外，两部小说在人物在性格和悲剧命运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寒夜》的主人公汪文宣

是报社的一名编辑，与切尔维亚科夫同样是一名小职员，生活在高一级的官员或“主任”之下。“他隐

隐约约地看见周主任那对凶恶的眼睛(周主任刚刚从外面回来)……他想吐痰，便走到屋角放痰盂的地方去。

在十几分钟里面，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去第三

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他只好咽在肚里。他居然忍耐住把剩下的十多页校样看完了。”汪文宣看见上

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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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

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最后犹豫再三，“只有

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同时，他对现实不满，对不公有怨言，他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却从来不敢喊出来，只是默默忍耐，这也是他最大的性格特点。例如文中的一段：“谎话！谎话！”他

不断地在心里说，但是他不得不小心地看下去，改正错的字，拔去一些“钉子”。 
汪文宣胡思乱想的变态心理和怯弱忍耐的性格与切尔维亚科夫有着共同之处。切尔维亚科夫凝神看

戏的时候，他突然打了一个喷嚏，然而这个生活中极寻常的喷嚏，却引起了他的一番思考和行动。他往

四下里看一看：他的喷嚏究竟搅扰别人没有，至此切尔维亚科夫的谨小慎微己跃然纸上。当他发现身边

是将军之后，“压下自己的胆怯”“喃喃地”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务

请您……”，以重复的话语最终激起将军的愤怒。小说中 3 次用到“嗫嚅”这个词，表现出小职员胆小

怕事的性格。这一点正如同巴金在《寒夜》中多次提到汪文宣的“忍耐”。“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

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这样的情节出

现数次。汪文宣对上司的不满从来没有中断过，但又从来没有爆发过，只是默默地在心里忍耐着。这与

小公务员的“老好”的怯弱是一样的。切尔维亚科夫和汪文宣最终的结局都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和其他原

因的“鞭策”最终走向了死亡，结束了伴随着“作揖主义”的奴性的悲剧的一生，这也可以说是二者结

局的相似之处。 

4. 风格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比较两部文本的差异性 

有人说《寒夜》是中国的《小职员之死》，但是尽管巴金吸取了契诃夫“小人物”形象和创作基调

的一些特点，却仍然具有很大的独创性，在表现力度和叙述风格等方面都自成一家。 

4.1. 叙述风格的差异 

冷峻和幽默是契诃夫作品总体的风格。契诃夫在叙述方面，始终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对小公务员进行

冷静的描述，幽默滑稽的情节---让读者对因为一个喷嚏溅到长官竟郁郁而终的小公务员的死亡感到荒唐

可笑，在这里，契诃夫以冷漠的态度淡然地写了小公务员可笑却又悲剧的人生，但其实正如海子在诗中

所写“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契诃夫也一样，看似冷酷无情的揭露小公务员的奴性，但其实他一直关心

着人类，并怀着极大的同情关注着小人物艰难的生和无声无息的死。但总体来说，《小公务员之死》中，

作家站在旁观者的“零度叙述”角度，不加一句感情色彩的评论，风格是幽默而冷峻的。 
巴金则不同。他曾说“横贯全书的悲哀是我自己的悲哀”。他把自己对这些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写进

了书里面，他不像契诃夫一样“不带任何偏好和情感”，而是替他们呼号，替他们愤恨。字里行间就可

见得巴金的同情怜悯。小说中多次借汪文宣和母亲之口，“我们没有偷人，抢人，杀人，害人，为什么

我们不该活？”还有汪文宣死去前的痛苦挣扎，“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哪怕他已经接近死亡，

也没有人来照顾他。“我要活，”他还在叫，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他究竟在向谁呼吁呢？他说不出。”

巴金始终不能真正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叙述，“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

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

巴金亲眼看见了那些被血痰折磨的人，他无法以荒诞幽默的风格写汪文宣的悲剧，其实也是他朋友、亲

人的悲剧。因此，他怀着深切的同情，想替那些默默死去的人申诉，但是却没有办法。在汪文宣身上他

寄托了哀怜，“我想活”，这是病重的汪文宣心里想的一句话。巴金的这种哀怜又随着人物的悲剧性命

运外化为强烈的惜恨。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我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过旧社会，他们都在追求幸

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6]。全书的基调都是沉闷压抑的，像石头一样压住人的心。可见，《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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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风格始终是沉重的，压抑的，苦闷的。两部作品的风格差异是很明显的。 

4.2. 不同的含量和深度 

从篇幅来看，《小公务员之死》仅有 2000 多字的篇幅，因此内容含量相对较少，紧凑、短小精悍，

故事简单，人物、场景少，时间跨度只有短短几天。题材较小，格调幽默、调侃。而《寒夜》是长篇小

说，对于小知识分子汪文宣被黑暗社会步步紧逼直至死亡展现的更加完整，叙述完整，笔调凝重、深刻，

字字带血。在内容方面巴金对于社会生活的表现力度也更深，因为有更大的篇幅详尽描写汪文宣理想破

灭到走向死亡的历程。同时对那个时代的家庭生活、社会、工作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有着更

全面的描写，例如《寒夜》中不但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和母亲的形象，还写了一直帮助关心他但最后

霍乱死去的钟老，还有势力的小潘等一系列形象，内容完整。 
但是《小公务员之死》也具有《寒夜》所没有的语言描写优点，前者语言的精练简洁和朴素是一大

特色。因为描写了生活的一个片断或插曲，所以短篇小说讲求不讲赘语。高尔基说：“契诃夫能用一个

字就足以创造一个形象，用一个句子就足以写成一篇短篇小说，一篇使人惊叹的短篇小说。”《小公务

员之死》没有只介绍了他的身份，对于家庭只讲了他有个妻子。至于推动故事发展最重要的“道歉”，

契诃夫也只是对每次道歉的话语和道歉后主人公的反应进行了描写， 
通过以上的异同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在“小人物”的塑造方面对巴金后期创作有着重

要的影响，《小公务员之死》和《寒夜》也有着主题和人物等多方面的相似性，然而巴金的《寒夜》又

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他在“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之后”，掌握了契诃夫现实主义的精髓，并根据自己

的所见所闻创作出了属于中国的形象，在创作风格和表现方面有着自成一家的特点。 
契诃夫生活的 19 世纪的俄国，风起云涌的革命和黑暗政治的压抑两相交织的情形下，曾说，“如果

我的一生，我就得又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就应该生活在人民中间”[2]。同样的，

巴金也说，“无论什么时代，那些陷在沙发上写唧唧歪歪文字的人，都没有任何资格于握着一支冰冷的

笔，紧锁着眉头，写尽人生的悲凉与真实，有责任有但当的真正的作家们相提并论。”[2]而从《小公务

员之死》和《寒夜》中，我们看到了两位作家崇高的艺术良心，对被压抑的小人物的深挚情感，以及各

成一家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但更让我们叹服的，是契诃夫和巴金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对一个大时代里

平凡小人物的沉默生死那种俯下身躯眼含热泪的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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