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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当中，小说的主人公拉斯

柯尼科夫杀死了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他成了一名杀人者，并

且最终难逃内心的自责而成了一个精神近乎崩溃的人，这时

候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又从一个被杀害的人转而变成了拉斯

柯尼科夫精神上的打杀者， 拉斯柯尼科夫反而成为了被杀

者，这种角色转换对于主题的突显无疑具有重大作用，并且

震撼人心，让人不自觉地联系到对自身以及社会的思考。 拉

斯柯尼科夫原本只是一个善良穷苦的大学生，当生活逼到他

实在无法忍受下去的时候，他唯有爆发，鲁迅先生说：“不在

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他并非是个杀人狂，只是选

择了爆发。 他可以爆发，但却没有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权力，于

是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良心的惩罚。 他的一个罪恶之举让他

从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杀人犯，于是

责罚是难以逃脱的，又成为一个“被杀者”。
如果说阿廖娜·伊凡诺夫娜是恶的代表，索尼娅是善的

化身，那么拉斯柯尼科夫则是集善恶于一体，陀思妥耶夫斯

基把这个人物毫不留情面地剖析给我们看，这就像鲁迅先生

所说的：“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 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
来试验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

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拉斯柯尼科夫因受传统观念与社会道德等的影响而体

现了善的一面，但是他的杀人罪行与有权杀人的荒谬理论却

又呈现了恶的一面， 这种激烈痛苦的善恶斗争使他经历了

“杀人者”向“被杀者”的角色转换。 他家境非常的贫寒，因为

交不起房租而整天像老鼠一样躲着房东，环境的不公逼得他

无法生存，由此激发了他的恶性，并且去证明自己的非凡，希

望可以像伟人那样杀人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且受到人

们的顶礼膜拜，在神殿上被戴上桂冠，成为人类的恩主，于是

他跨越了那条不可杀人的原则与善的底线，杀死了放高利贷

的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及其无辜的妹妹丽莎维塔，在他看来，
这个老太婆充满着恶，她没有理由活着，她是靠吸榨别人的

血液来维持她那不值一钱的生命， 是一只最为无用的虱子，
所以他觉得自己很有必要为民除害，用她的钱来做成千上万

件好事，为人类造福，因此他犯下了罪行，他成了实至名归的

“杀人者”。然而我们看到事实真如他所预想的那样吗？不，绝

对不是，这一行径非但没有改变周围的恶劣环境、得到人们

的认同，甚至还使自己陷入无望的境地，不自觉地割断了与

他人联系的纽带，于是他发现自己已经不能一如既往地爱自

己的母亲与妹妹，也不能与人们发生正常的联系，罪恶，使他

感到自己与一切人隔绝了，“他好像用一把剪刀将自己与所

有人和事都剪开了”， 善恶的交织使其内心成了激烈斗争的

战场，这一罪恶压迫他，致使他精疲力竭，出现幻象、热病、对

人陌生等一系列现象，精神几乎崩溃，当然这是他病变的必

然结果，这种现象比他杀人更可怕，他在举起屠刀杀人的同

时，也杀死了自己，他又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被杀者”，这种

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和普遍的，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

的一种内在联系，原因在时间上一定先行于结果，而结果总

是在原因之后，拉斯柯尼科夫杀人于前，后成为杀人者；因为

杀人，而出现善恶痛苦的煎熬，精神崩溃；杀人，使自己隔离

人类。
一种现象必然引起另一种现象。 本来拉斯柯尼科夫是一

个值得同情的对象，他是一个“被压迫者”，然而他的罪恶之

举却彻彻底底地让他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杀人犯，于是罪

责难脱。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虽然穷凶极恶，但是拉斯柯尼科

夫决不能单独为了行善去作恶，杀死她，就像索尼娅尼娅与

杜尼娅反驳的那样，“难道人是虱子”，“你是杀了人的”，很显

然，人的生命决不可能是虱子，无论他是怎么的无用、怎么的

有害、怎么的为恶，他都是最高等的生物体，做为一个人，每

个人都有生存权，不管你是否善或者有用，都一样的平等的

享有，正如何怀宏所说的：“任何人都是一个人，都享有一种

基本的、不可剥夺的生存权，优秀者有生存的权利，不优秀者

也有生存的权利，他们享有平等的生存权”。 拉斯柯尼科夫没

有权利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存权，这就像那位军官在听完了大

学生的话之后说的“这是天性，是自然。 ”是的，一个邪恶之

人，即便犯了罪，可以诉诸法律经过一定程序去惩罚他，制裁

他，但唯有一点，不可以自己当一个裁判者动手剥夺他人生

命，而一个并不违法的不道德的人，就更不可以这样去杀死

他了，为此，在他杀人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比外在刑罚

更为严酷的心罚了， 这种心罚让他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

“被杀者”，其实，不管是在他杀人前还是在杀人后，他也一直

在质疑自己，甚至到后来他也清楚地明白：“难道我杀死了老

太婆吗？我杀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一下子就把自

■文科指导 /语文

“杀人者”到“被杀者”
———浅谈《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尼科夫这个人物的角色转换

兰秀清

（福建省尤溪第一中学，福建 三明 365100）

【摘 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通过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的人物角色转换，不仅对突出小说的主题有重大意义，也
深刻、犀利地展示了作者对人类善恶因果主题的深度思索。
【关键词】《罪与罚》；拉斯柯尼科夫；角色转换；善恶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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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毁了，永远地毁了……”现实是残酷的，却又是如此警醒。
综上所述，与其说拉斯柯尼科夫是“杀人者”，不如说他

是“被杀者”，他杀人不仅不能让自己活的更好，反而让自己

活的更糟，生不如死，这就像索尼娅接连的反问“你怎么活下

去呢？ 你靠什么活下去呢？ 离开了人，怎么能活下去，怎么能

活下去呢！ ”是的，拉斯柯尼科夫活不下去，活着只会让他更

加的痛苦，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用恶的办法不可能导致善，仍

然只能产生恶， 他虽然杀死了罪恶昭彰的阿廖娜·伊凡诺夫

娜，然而这并没有与之出现理想的局面，反而使自己越来越

走向恶的深渊，恶性无限地膨胀起来，以致当他获悉斯维德

里盖洛夫知道这一秘密时，首先反映竟是要把他杀死，只不

过后来在行动上没有付诸于实践。 曾有人说过，人只有切身

经历过才会懂得，拉斯柯尼科夫杀人前后的经历，让他彻底

地懂得，并且能够审视自我，特别是内心的恶性，这就像果戈

里先生在遗嘱中说道的：“需要思索的不是别人的黑暗，不是

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拉斯柯尼科夫并非是个

杀人狂，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为别人无偿付出的善者，在大学

读书时，经济困难的他还去资助患肺病的穷同学，并且在其

死后代为照料其年迈的生病老父及其后事； 邻居房屋起火，
他不顾安危，勇敢冲进火场，救出两个小孩，自己却因此而被

灼伤；手头拮据，却又慷慨拿钱帮助街头醉酒少女，；又将母

亲来之不易的汇款全部捐给孤苦无依的寡母妓女等等，可是

他的善却不足以拯救自己，内心的黑暗占了上风，贫非罪，这

是事实，但是这贫却杀死他，让他丧失了自我，恶战胜了善，
力图以杀人来改变现状，内心的天平失衡了，他一方面行善，
一方面又为恶，因果互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

刻画的这一人物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显示了他对人类因果善

恶的深度思索，这就如鲁迅说的：“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

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
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 ”他一方面为恶

杀人，为此受到非人般的折磨，由“杀人者”变为“被杀者”，恶

招恶罚，冷峻而又深刻，另一方面为善助人，使他杀人之罪得

以被轻判，并且有机会使自己干涸的心灵得到滋润，使自己

从杀人者中被解救出来，从而走上新生复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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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一视同仁，符合妙玉佛家修行的静心雅意。品茶中见到

的是清代等级森严的阶级制度。
三、体己品茶微见性格人情

《栊翠庵品茶》原文中关于“体己茶”情节的篇幅并不长，
但在课文中作者却就此表达了大量的见解，其中尤以妙玉给

三位好友的茶器趣话和妙玉与宝玉的关系为精彩。这里教师

在 课 前 请 学 生 根 据 原 文 的 描 述 和 相 关 资 料 制 作 三 个 茶

器———颁瓟斝、点犀盉、绿玉斗，并请表演组的同学拿着茶器

进行角色扮演，扮演过后学生分成小组探讨妙玉分配三个茶

器的用意。 制作茶器的同学抓住了“斝”和“犀”的特点，分别

用半个绘上花纹和字样的葫芦，和随家人去草原游玩带回的

牛角杯来代替文中的茶器，虽不十分准确，但妙趣横生。斝是

葫芦器，上面还有“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

苏轼见于秘府”的字样，以收藏者的显贵身份来衬托宝钗的

出身富贵；而“犀”为犀牛角，实属难得，同时也有“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意思，妙玉将这个茶器奉与黛玉，暗示了妙玉与黛

玉的相似相通。一向过洁的妙玉因珍贵的茶器经刘姥姥用过

之后便要抛弃不用， 反而将自己喝茶所用的绿玉斗给予宝

玉，难道她不嫌脏了吗？ 年龄处于青春期的学生这时便会狡

黠地笑，宝玉一定是妙玉喜欢的人，与喜欢的人分享同一个

茶杯是一桩美事！
顺着活跃的课堂气氛，教师带领阅读黄裳先生对妙玉笑

嗔宝玉吃茶吃一海、宝玉乞红梅、妙玉投贴遥祝宝玉生辰及

妙玉知己邢岫烟有感而发等几段赏析，学生对作者“隐含在

小儿女口角中的微妙涵义”产生更深的理解。
众所周知，黛玉和宝玉是大家公认的“情侣”，那妙玉与

宝玉的人物关系又是什么？ 针对这个问题，教师联系到作者

对原文中妙玉冷嘲黛玉不识烹茶梅雪水的点评———“难怪有

人说妙玉是黛玉的影子，甚至说黛玉本是妙玉。 这中间是有

迹可循的”。 至此，小说《红楼梦》构建人物的“比衬”手法，帮

助学生理解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阅读文学经典《红楼梦》虽对职校学生有较大难度，但借

助黄裳先生的读书札记式赏析，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严密

的逻辑；既以情动人，又以理服人；融形、情、理于一炉。 通过

作者的丰厚学识带领学生走进名著的殿堂， 感受文学的浸

润，发挥高职语文的美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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