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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反映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于一九四五年出版后，受到苏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次年获得苏联国家奖。
一九五一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本，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更高的统一。
　　一九四二年七月，顿巴斯矿区的小城克拉斯诺顿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当地未及撤退的青年，
以共青团员为核心，在地下区委的领导下，组成了&ldquo;青年近卫军&rdquo;，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
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克拉斯诺顿收复的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部分成员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这就是小说《青年近卫军》所根据的事实基础。
　　小说通过&ldquo;青年近卫军&rdquo;组织、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伏罗希洛夫州游击队和红军正
规部队的对敌斗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画卷，歌颂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展现了战争的
宏伟规模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凶残本性，表明了正义战争必胜的真理。
　　小说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的苏联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塑造
了&ldquo;青年近卫军&rdquo;总部领导人奥列格、万尼亚、邬丽亚、谢辽萨、刘巴等青年英雄的光辉
形象，同时也着力描写了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区委书记刘季柯夫等年长一辈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
斗争，显示了他们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忠诚。
小说以感人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ldquo;青年近卫军&rdquo;
力量的源泉，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
　　小说开始时，一群姑娘在河边嬉戏，忽然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敌机轰鸣声，美好的和平生活
霎时间中断了。
悲剧的场面出现了，人们背井离乡，炸毁矿井。
州委指挥疏散，建立地下组织。
然后是以奥列格为核心的青年组织逐渐形成，并得到了以刘季柯夫为首的地下区委的领导。
激动人心的对敌斗争不断展开：散发传单，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和谎言，传播红军坚守莫斯科和在斯大
林格勒反攻的消息；绞死伪警福明，警告卖国求荣的叛徒，杀死敌人警卫，解救被俘的红军战士；高
插红旗，庆祝十月革命节，鼓舞人们的斗志；武装袭击敌人，破坏交通运输；炸毁&ldquo;职业介绍
所&rdquo;，挫败敌人强迫苏联人民到德国去服苦役的阴谋。
同时，地下区委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由于叛徒的出卖，区委领导人之一舒尔迦和参加地下斗争领导工作的井长瓦尔柯最早被捕牺牲。
普罗庆柯领导的州游击队遭受挫折，化整为零，配合正规军的行动，迂回作战，节节胜利。
最后还是由于叛徒的出卖，&ldquo;青年近卫军&rdquo;和地下区委先后被破坏，几乎全部被捕，形成
了悲剧的高潮。
但是，通过老少两代的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反法西斯战争必胜、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却有力地鼓舞
着人们。
　　在小说中，青年们的形象鲜明突出，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奥列格谦虚谨慎，甚至有些腼腆，偶然还表现出稚气，但考虑问题周密而又果断，在斗争中日臻成熟
，迅速成长，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家。
邬丽亚充满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战火即将烧到跟前的时候还在河底摘下百合花插在头发上，后来在
严峻的斗争环境中愈来愈深沉、稳重，并且严于责己，使同伴们看到她就会产生一种信心。
谢辽萨刚强勇敢，渴望丰功伟绩，富于冒险精神，斗争中最危险的任务都是由他去完成的。
刘巴热情洋溢，无忧无虑，天不怕地不怕，可是智勇双全，意志坚强，出色地完成了情报员的工作。
在学校被称为&ldquo;教授&rdquo;的万尼亚勤奋好学，爱好诗歌，自己也写诗，但做事严肃认真，他
是&ldquo;青年近卫军&rdquo;的传单与文告的起草人。
指挥员杜尔根尼奇在部队里受过战火的考验，有军人的风度，办事严格，一丝不苟。
总之，&ldquo;青年近卫军&rdquo;的成员都各有自己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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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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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九四二年七月，顿巴斯矿区的小城克拉斯诺顿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当地未及撤退的青年，以共
青团员为核心，在地下区委的领导下，组成了“青年近卫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
打击，使人民受到巨大的鼓舞。
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克拉斯诺顿收复的前夕，由于叛徒的出卖，大部分成员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这就是小说《青年近卫军》所根据的事实基础。
 
    小说通过“青年近卫军”组织、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伏罗希洛夫州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对敌
斗争，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画卷，歌颂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展现了战争的宏伟规模和广
泛的群众基础，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凶残本性，表明了正义战争必胜的真理。
 
    小说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的苏联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塑造了“
青年近卫军”总部领导人奥列格、万尼亚、邬丽亚、谢辽萨、刘巴等青年英雄的光辉形象，同时也着
力描写了地下州委书记普罗庆柯、区委书记刘季柯夫等年长一辈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他
们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忠诚。
小说以感人的艺术力量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青年近卫军”力量的源泉
，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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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法捷耶夫（1901—1956）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作家。
他出身革命家庭，幼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就同布尔什维克接近，十八岁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
和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
两次受伤后，到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
后来调去做党的工作。
这些经历都在他以后的写作活动中起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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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谢辽萨&middot;邱列宁、他的朋友维佳&middot;鲁基扬庆柯、他的姐姐娜佳以及老助理护士鲁莎，
在几个小时里就给七十多个伤员在城里各区找到了住处。
不过还是有四十来个伤员无处安排：谢辽萨和娜佳、鲁莎大婶、维佳，还有那些给他们出力的人，都
不知道还可以向什么人提出这个请求，同时也不愿意使整个事业冒着失败的危险。
　  这一天是个很奇怪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只有梦里才有。
部队穿过城里在远处大路上行进的声音和草原上的战斗声，昨天就都停止了。
城里和四周整个草原上，都是异样地寂静。
大家都以为德国人眼看就要进城，但是德国人没有来。
机关和商店的门都开着，里面空荡荡，谁也不走进去。
各个工厂里都寂静无声，也是空空荡荡。
炸掉的矿井上面还冒着细烟。
城里没有政权，澄有民警，没有交易，没有劳动&mdash;&mdash;什么都没有。
街道上冷冷清清。
偶然有一个单身妇人跑到自来水龙头跟前或是井边取水，或是跑进菜园去摘两三条黄瓜，随后重又是
静悄悄的，又是阗无人迹。
家家户户的烟囱都不再冒烟，谁家也不做饭了。
狗也不叫，因为没有外人来惊扰它们的安宁。
只是偶尔有只猫儿跑过街道，接着又是一片冷落景象。
　  伤员们是在七月十九日夜里分别安排到各家去的，但是谢辽萨和维佳已经不参加这件工作了。
这一夜，他们把&ldquo;干草场&rdquo;仓库里的燃烧瓶搬到&ldquo;上海&rdquo;来，埋在峡谷里的灌木
丛下，每人在自家的菜园里还埋了几瓶，以便在必要的时候用起来凑手。
　  德国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谢辽萨的全部感觉是那样的紧张，他的全副精神是那样的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所以窗上遮着黑
纸这个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并没有使他改变决定。
他在窗子旁边至少坐了两个钟头。
城里的一切都寂静下来。
大厦旁边的活动也停止了，但是里面的人还没有睡。
谢辽萨这是根据从黑纸边上透出的光线看出来的。
但是后来二楼的两扇窗子里熄了灯，里面的人先打开一扇窗，又打开了第二扇。
谢辽萨虽然看不见那个人，但是感觉到那人是在黑暗中站在窗口。
楼下一些窗子里的灯光也熄了，这些窗子也打开了。
　  &ldquo;那边是谁？
&rdquo;从二楼的一扇窗里发出了一个完全是长官口吻的声音，谢辽萨隐约地辨得出有一个侧影从窗口
探出身来。
&ldquo;那边是谁？
&rdquo;这个声音又问道。
　  &hellip;&hellip;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年近卫军>>

编辑推荐

　　《名著名译：青年近卫军（插图本）》是一部反映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业绩
的杰出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于一九四五年出版后，受到苏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次年获得苏联国家奖。
一九五一年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本，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更高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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