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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普加乔夫暴动始末》 

李玉君[1] 

 

   【内 容 摘 要】： 

普希金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著名的作家，同时还是杰出的历史学家，1834

年他出版了历史研究著作——《普加乔夫暴动始末》。促使他在文学创作的同

时开展历史研究的主要原因，是他对祖国的热爱和责任感，是他对历史的认识

和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从该书可以看出，普希金反对普加乔夫起义，

主张对起义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但同时他也给予了普加乔夫以一定的肯定评

价。 

   【关 键 词】：普希金 历史研究 普加乔夫暴动 

 

普希金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著名的作家，同时还是杰出的历史学家，1834

年他出版了一部历史研究著作——《普加乔夫暴动始末》。出于对普希金作品

和思想的关注，笔者将他的这部著作翻译为中文（该书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年3月出版）。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有几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普加乔

夫暴动始末》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是怎样想到要研究历

史、写一部关于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著作的？身为贵族又对沙皇专制统治持批

判立场的普希金怎样看待普加乔夫起义？下面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个人的一

些认识。 

一 

关于普希金写作《普加乔夫暴动始末》的背景，苏联以及其他的国家都有

学者进行过探讨。苏联史学家是从法国七月革命影响的角度来认识的①，法国

著名传记作家特罗亚则认为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因素②。笔者认为，从大的方面

来讲，普希金主要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责任感，以及出于对本国历史的认识

和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从具体的方面讲，结婚后的普希金在经济上十

分困难，他需要靠更多的写作来维持家庭生活的开支。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进

行论述。 

热爱、珍视祖国历史的强烈感情和责任意识推动普希金在文学创作的同

时，进行历史研究。普希金生活的时代是俄罗斯敞开国门大力向西方学习的时

期，从18世纪起，西方文化就开始大量涌入俄国，到19世纪，西方文化已经影

响到了俄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建筑设计完全模仿西方，贵族的生活方式以

追随西方为时髦，法语、德语成为上层社会的流行语言，18世纪时甚至连俄国

科学院俄国史的研究也由德国人垄断。在汹涌的西方文化浪潮面前，俄罗斯民

族意识觉醒，进步知识界加强对本国史的研究。一些学者、科学家积极投身于

俄国历史研究，如俄国著名科学家罗蒙诺索夫（1711-1765）完成了《古代俄

罗斯史》、《俄国简明编年史》的写作；大作家卡拉姆辛（1766-1826）出版

了12卷本的《俄罗斯国家史》，连沙皇也关心本国史研究，《俄罗斯国家史》



就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下历时二十六年完成的。诗人普希金继承了前辈的

这一传统。普希金是在西方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非常喜欢西方文化，但

他更对祖国历史和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他永远不会因为喜欢其他任何

民族的历史而舍弃俄罗斯历史”[1]（299页）。普希金在皇村中学读书时便以俄国

历史为题材进行了文学创作，在南方流放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俄国历史，成

为精通俄国历史的诗人。1827年，针对卡拉姆辛的历史巨著《俄罗斯国家

史》，普希金评论说：作者在“谈到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夫时，怎么竟写得

如此枯燥无味。这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啊。我一定要写一部彼得大帝

史……”[2]（198-199页）。普希金不仅自己想要研究历史，后来还“不止一次地

劝说有才华的俄国人写回忆录” [3]（492页），建议人们写历史“一定要描写当

代的事件，以便人们能引证我们的话” [2]（199页），因为俄国现代史是“压根

儿还没有开垦过”的一个领域，“除了我们俄国人，谁也无法从事这一工

作！” [4]（58页）对祖国历史的热爱和责任感使普希金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

在完成了《普加乔夫暴动始末》后，普希金在《前言》中就写到：“这一页载

有叶卡捷琳娜、鲁缅采夫、帕宁兄弟、苏沃洛夫、比比科夫、米赫利松、伏尔

泰和杰尔扎温等人姓名的历史不应被湮没而不为后人所知。” [5]（1-2页）。 

“英雄史观”是普希金历史观的基本出发点。普希金对历史的认识深受卡

拉姆辛思想的影响，认为历史是由伟大人物创造的，伟大人物的生活经历就是

一个国家的历史。同时，普希金对历史的研究也深受他的文学创作活动的影

响，对人性、人的本质的思考与对人的美好、善良品质的追求也影响了他对历

史的研究。因此，普希金非常关注“俄罗斯历史上破坏性的巨变”的事件[1]

（293页）和“具有坚强性格、高尚激情和事业心的人” [3]（427页）。普希金把俄

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拉辛、普加乔夫和彼得一世相提并论，同视

为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普希金认为彼得一世是具有“历史的创造精神”的

沙皇，他“用独断专行的手”在俄国传播了文明，扭转了历史的乾坤，使祖国

之舟“乘风破浪，飞速前进” [6]（312、390页），认为斯杰潘·拉辛和普加乔夫

这些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充满了向往自由、平等的豪情和勇敢精神，他们领

导进行了反抗专制压迫的斗争。普希金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斯杰潘·拉辛和普加

乔夫发生了兴趣，在南方流放期间，曾让其弟邮寄关于两人的有关资料，并曾

为拉辛写过诗句，还称拉辛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富有诗意的人物”[7]（293

页）。普希金为自己的历史研究确定的任务就是为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撰写

专题著作。 

思想的成熟、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使浪漫诗人普希金把目光转向历史，

从20年代后期起普希金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和思考。1824年11月，普希金阅读

了刚出版的卡拉姆辛的两卷《俄罗斯国家史》，惊奇地发现历史和现实有着惊

人的相似之处，这愈加激发了他对研究历史的兴趣。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

起义的参加者——普希金昔日的好朋友、俄罗斯最优秀的青年，或被杀，或被

流放，普希金在愤怒、痛苦和失望中成熟起来，他比以往更加多地思考现实的

社会政治问题。普希金寄希望于沙皇，希望尼古拉一世能像历史上的彼得大帝

那样，顺应历史潮流，为俄国建功立业，但他后来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准尉的

东西，而彼得大帝式的东西却不多”[8]（166页）。普希金思考人民在历史上的

作用，1825年写了历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1832年写了小说《杜布罗夫斯

基》。普希金思考最多的是俄国的贵族和贵族与人民的关系问题，1826年写了

《论国民教育》，1830年写了《论贵族》等文章。普希金继承了俄国古老贵族

的传统观念，认为贵族应该是劳动人民的保护者，应该和劳动人民和睦相处，

普希金对已经没落的世袭贵族给予很高的历史评价，而对势力强大的新贵族则

抱以鄙视的态度，普希金希望“贵族中间会出现农奴的解放者” [3]（379页）。

在此期间，普希金听到了一个关于18世纪俄国的贵族军官什万维奇投身到普加

乔夫起义军方面全力效忠普加乔夫的真实故事，它引起了普希金的注意，加之

普希金这时正在阅读有关18世纪的历史资料，他感到多年来一直想围绕普加乔



夫时代创作一部小说的想法可以实现了。 

1831年普希金结婚了。结婚的巨大花费，孩子的接连出生，妻子的大量花

销，令年俸只有5000卢布的普希金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四处借钱、筹钱、贷款

几乎成了普希金婚后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普希金更加勤奋地工作，尽力不放

过任何一个靠自己的写作可以赚钱的机会。1831年普希金开始了《彼得大帝正

史》的写作准备，他每天“钻进档案馆去”查找资料，在做这项工作的同时他

发现了很多关于普加乔夫的资料。普希金后来说:“我曾经打算写一部关于普

加乔夫时代的历史长篇小说，但是由于发现大量材料，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

便写了一本普加乔夫暴动史” [3]（457页）。由此缘起，就有了普希金的第一

部，也是唯一一部历史著作。该书的出版使普希金得到了2万卢布的稿酬。 

二 

《普加乔夫暴动始末》于1834年底出版。为了写作该书，普希金查阅了大

量的档案资料和当时所能找到的一切与普加乔夫相关的书籍和文章，还亲自到

起义的发生地进行了考察，访问了尚健在的起义目击者。该书出版送审期间，

尼古拉一世提出不能为骗子撰写历史，改书名为《普加乔夫暴乱史》。苏联时

期恢复原名。 

《普加乔夫暴动始末》全书共八章，我的中文译本包括《关于暴乱的评

注》、《附录》等内容，共约17万字。纵观全书，普希金以简练的文笔非常客

观地讲述了普加乔夫起义从发生到结束的整个过程，描述了起义军攻打要塞、

夺取城镇及政府军围剿起义军的战斗场面。该书虽然只是对事件的叙述而没有

专章对起义进行评价，但从字里行间和不多的评论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

到普希金对普加乔夫起义的态度。 

首先，普希金非常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反对普加乔夫起义。普希金从维护

国家的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角度，从主张改良，反对暴力的观点出发，反对这场

起义。他认为起义是一场“可怕的动乱”[5]（42页），造成了无数人的流血和

死亡，“状况惨不忍睹”，起义使城市和乡村变为一片废墟，许多地方“都已

无人管理，百姓不知道该听谁的”[5]（84-85页），起义使国家的安全受到了威

胁，吉尔吉斯-凯萨克人趁混乱“穿越未设防的边界”，到俄国打家劫舍；土

耳其“挑唆”俄国边境各民族起来骚乱；“某些欧洲大国也想对俄国当时所处

的困难处境加以利用”[5]（42页），因此普希金主张对起义进行坚决的、严厉

的镇压。 

其次，普希金虽然反对普加乔夫起义，但不是单纯地站在贵族的立场上谴

责这场起义，他关注起义何以会发生，又何以会演变成为波及俄国东南60万平

方公里、成为有各民族民众参加的人民大起义的问题。普希金对起义的发生进

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起义的爆发与沙皇政府官员们的压迫有密切关系。普希

金指出，雅依克哥萨克原本过着他们固有的自由平等的生活，归顺俄国后他们

“顺从地”按照莫斯科的规定服兵役，但是政府在军队中设立的办公厅的官员

们对他们施行各种压制，哥萨克不甘遭受压迫，起来抗争，先是向上级、甚至

向女皇控告，在长达十多年的抗争中，雅依克哥萨克也多次进行过起义，结果

是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遭到报复、镇压和迫害，被发配到遥远的地方

去服兵役[5]（5-6页）。在这种情况下，雅依克哥萨克决心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

“非好好治一治莫斯科不可”[5]（8页）。普希金指出哥萨克的控告是“公正合

理的”，是官员们“不能够或者不想使他们满意”[5]（6页）。 

对于起义迅速发展，规模迅速扩大的原因，普希金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民众

中存在着“普遍的愤怒情绪”[5]（48页），“所有的平民百姓都拥护普加乔

夫”[5]（158页），众多的哥萨克、老爷们的农民、工厂的农奴、鞑靼人、巴什

基尔人、卡尔梅克人等都投奔普加乔夫；另一方面是由于“官长们不可原谅的

玩忽职守”[5]（93页）。普希金认为民众的不满是由于官员们的压迫引起的，

而官员们玩忽职守，未能及时制止起义的蔓延，是由于他们有的人贪生怕死，

放弃职责，有的畏首畏尾，优柔寡断，有的推诿扯皮不服从命令。总之，普希

 



金认为在起义的爆发和迅速蔓延这个问题上，沙皇政府的官员们负有重要的责

任。 

第三,普希金对普加乔夫起义军，对普加乔夫本人的评价，采取的是两分

法。普希金既认为普加乔夫起义军是由哥萨克、起来造反的农民、逃跑出来的

苦役犯、各种各样的流浪者、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等这样一些杂

七杂八的人组成的乌合之众[5]（26页），同时也认为普加乔夫起义军充满了生

命力，指出它虽然一次次地被击溃、被打散，但它又一次次地强大起来；普希

金既认为起义军是到处杀人放火、行凶作恶的盗匪，是愚昧无知的人们；但同

时又明确地指出起义军所到之处只杀贵族和当官的，只“抢劫官府的钱物和贵

族的财产，但是他们却不动农民的财物”[5]（27页）。 

对于普加乔夫本人，普希金给予了更多的肯定，甚至可以说还有几分赞

赏。普希金认为普加乔夫具有善良的本性，他“下令禁止砍杀百姓”[5]（162

页），“严厉禁止”鞭打俘虏，虐待妇女、儿童[5]（71页），当被俘士兵为其仁

慈的长官向他求情，他甚至能够改变主意，免其一死[5]（37页）；他指出普加

乔夫具有勇敢的精神，打起仗来身先士卒，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5]（52

页）。普希金欣赏普加乔夫面对死亡的无畏气概，指出普加乔夫坐在押运的囚

车里，“心情平静”，“一直很快活”；回答政府官员的审问时，从容不迫，

戏谑有加，即使被用铁链锁在墙上无法施展威力的情况下，“依然让人望而生

畏”，其“如炬的目光和威严的声音”甚至吓昏了许多前来观看的妇女。普希

金还指出，在断头台上普加乔夫频频向围观的人们鞠躬，并说如果他“有什么

地方得罪了”他们，请求他们原谅[5]（89-92页）。普希金把普加乔夫和起义军

的某些残暴行为区分开来，认为“普加乔夫并不能大权独揽”，有些事情“首

倡作乱的雅依克哥萨克”事前并未“征得他的同意，有时甚至违背他的意愿”

[5]（27页）。有理由认为，普希金最看重的恐怕还是普加乔夫反抗专制压迫，

反对农奴制奴役，追求自由的精神，因为这也是普希金的一贯追求。如果考虑

到普希金写作该书时，当时所有的书籍、文件都把普加乔夫称之为“贼”，

“野兽”，“欺骗者”，“残忍者”，把普加乔夫说成是“一个脱出自然法则

生成的恶魔”，“本性之中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善，没有一丝一毫使有理性的人

有别于无理性的动物的那种善良因素和精神”[5]（181页）的情况，应该说普希

金给予了普加乔夫以相当多的肯定评价。 

三 

研究了普加乔夫起义，普希金对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认识，

即18世纪后期贵族和人民的利益已经是彻底相对立的。普希金在带有总结性质

的文章《关于暴乱的评注》中指出，在起义中，贵族完全和政府站在一起，而

所有的平民百姓都拥护普加乔夫。普希金也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对新贵族是缺少

世袭贵族所具有的那种自尊、独立、勇敢等高贵品质的看法，普希金指出，有

“好多”非世袭贵族出身的军官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投降变节“参加了普加乔

夫帮伙”，而世袭贵族——“真正的贵族”中只有什万维奇一个这样做了。普

希金进一步指出，祸福倚伏，叶卡捷琳娜政府本应进行“多项”改革，但实际

上实质性的改革几乎没有进行。 

《普加乔夫暴动始末》真实地记录了普加乔夫起义和起义发生的那个时

代，为后人研究18世纪的俄国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普希金也因他对普

加乔夫起义及彼得大帝时期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被苏联科学院认为，

是俄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 

 

 

注释： 

 

①苏联史学家布洛克指出，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俄国社会所有的进步分子都热烈响应这个

革命及随之而起的比利时等国的革命高潮，而贵族地主都以恐惧的心情谈论俄国出现“第二



个普加乔夫事件” 的可能性。就在这种特别紧张的政治环境里，普希金的《普加乔夫暴动始

末》问世了。见：《文史哲》1951年第1卷第3期，第25页。 

②特罗亚指出，当普希金为了写《彼得大帝正史》在皇家档案馆查阅18世纪的资料时，普加

乔夫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有意无意地开始留意起普加乔夫来。见：《普希金传》亨利·特

罗亚著，张继双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62页。 

[1]李玉君，女，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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