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战争与和平读书心得(模板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战争与和平读书心得篇一

我很想谈谈那位性格深沉而坚毅的安德烈公爵，这位时常默
默不语，时常又冷言冷语，深沉而坚毅的男人，与皮埃尔的
宽厚善良形成巨大反差。但两个人却是至交好友，两人都愿
望做对民众和国家有意义的事。区别在于皮埃尔希望做得好，
但是效果不佳。安德烈从没说过希望，但是却在切切实实地
解放着农奴。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位光彩夺目、散
发人格魅力的安德烈公爵却突然间地死掉了。他死于战争时
期的伤口感染，这个意外事故让我们这些拥有发达医学的现
代人感到十分地不能理解。

我也很想谈谈那位性格随和善良的皮埃尔伯爵。他是位宽厚
善良、乐于施舍、不修边幅的好人。我们看到了他婚姻的曲
折，看到了他在内心深处的思考，看到了他贯穿始终对周围
人和事的细微地观察。作者把他写得如此重要，让我一度认
为这是作者本人的化身。

我也很想谈谈那些几乎一闪而过的人物。杰尼索夫，骠骑兵
军官，尼古拉的好友兼青年时期的榜样。是个意气风发的人
物。冲动地向朋友的妹妹求婚，同样，又冲动地带领自己的
士兵（为了不至于挨饿）抢夺军需官的粮食。于是，因为抢
夺粮食这个原因他消失了，他在半途中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他可能入狱，也可能在医院中死掉。于是我们为他的命运感
到十分不平，这绝不应该是这为平民英雄应有的命运。然而



造化弄人，在抵抗拿破仑入侵的前夕，俄军总司令的府邸，
又出现了这位英姿飒爽的军人的身影。

严厉的、正派的阿莫罗西莫娃，快乐、热闹的罗斯托夫伯爵
一家人，克制内敛、温柔贤淑的玛丽亚公爵小姐，这些都给
我们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

然而，我决不能忘记谈一下库图佐夫，这位指挥俄军抗击侵
略者，一度败退于拿破仑的俄军总司令。他始终如一地认为
看似失利的鲍罗金诺会战是促成敌人灭亡的胜利的会战，而
并非像其他的当事人，仅仅因为俄军的撤退和古都莫斯科的
被放弃就断定这是一场失败的会战。事实证明，法军在僵持
几个月后莫名其妙地撤退了，随后又近似疯狂地溃败了，老
将军库图佐夫终于如愿地，让“急于回家”的法国人不得不
在严寒中“吃马肉”去了。

读到文章的最后，越发地感受到库图佐夫的人格魅力。他少
有激动的一面（除了在战前激动地要侵略者去“吃马肉”这
一段），大多数都是一种疲倦和接受的状态。他不参与谈话，
也不发表意见，任何激昂煽情的言论在他面前都没有表现的
余地。他不置可否，很少发表评论；但是他贯穿始终的言行，
体现的是一个强大的坚韧的人格力量。

有时候自己受到别人误解和攻击的时候，想想书中的库图佐
夫，便会觉得眼前的一切不过滑稽可笑。于是便能淡然处之。
——因为真正实在的东西，不是那些表演，而是我们的作为；
决定事态发展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意愿，而是事情本来就是
那样。——这样的性格与命运，正印证了中国一句古
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

战争与和平读书心得篇二

给了我很多东西，包括宇宙万物运行的真相，生命的灵感，
精神的慰藉。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皮埃尔，在精神上把他



当作知己。他性格随和，心地善良，豪放不羁，贪图享受，
却没有贵族老爷的架子。他经常沉浸在精神世界里，以至于
他似乎疯了。这些特点都让我觉得亲切。娜塔莎很可爱，但
略显轻浮，所以她放弃了对安德烈曾经的爱，阿纳托利引诱
了她。经过战争的洗礼，娜塔莎稳定成熟多了，但同时也失
去了从前的活泼和快乐。安德烈是另一种性格。他冷酷、聪
明、善良、敏感，但在遇到困难时，往往缺乏皮埃尔的宽容，
所以常常后悔。很遗憾安德烈去世了，但除此之外，我们找
不到更好的'结局来安排他。毕竟他死的时候就意识到了。

中有很多精彩片段，值得我们咀嚼回味。例如，当罗斯托夫
一家因战争而搬出莫斯科时，娜塔莎向皮埃尔告别。娜塔莎
把头伸出窗外，看见皮埃尔匆匆走过，向他打招呼。他们简
短地谈了谈。皮埃尔之所以粗心，是因为他迷恋娜塔莎，考
虑到自己的处境。最后，他向娜塔莎挥手告别：“明天，不！
再见，再见。”立刻停下来，倒在马车后面。娜塔莎把头伸
出窗外好一会儿，对渐渐远去的皮埃尔露出亲切而幸福的微
笑。

这段话让我特别感动。虽然他们之间的谈话很平淡，几乎没
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但我仍然能感受到战争阴影下人们之间
真挚的感情。尤其是皮埃尔的那句：“明天，不！再见，再
见。”更有价值。他似乎觉得这种差异再也见不到娜塔莎了，
战争即将来临，明天也不确定，所以说了这样看似不经意却
极其痛苦的话。

战争与和平读书心得篇三

1805年，拿破仑集结军队继续向西挺进。俄国受到了威胁，
遂与奥地利签订盟约，共同抵抗法军。

虽然到处都是人心惶惶，但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被打乱，贵族
们依旧举行盛大的舞会接待客人，依旧和朋友们聊天玩乐。
在莫斯科，人们生活平静，在另一边库图佐夫却在带领军队



抵抗法军的入侵。皮埃尔的父亲去世了，他从一无所有变成
了俄国首富，姑娘们都对他另眼相看;安德烈公爵参军了，公
爵夫人为他生了一个胖小子，但公爵夫人死去了;尼古拉还一
直在追求着索丽娅。没过多久，安德烈向娜塔莎求婚，可娜
塔莎同时爱上了阿纳托里。过了一段时间，战争打到莫斯科
来了，人们纷纷离开，逃往别处。战争进行得很激烈，双方
伤亡惨重，安德烈也在战役中牺牲。拿破仑似乎很有胜
算。1812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俄军胜利了。从那以后，
生活恢复了平静。娜塔莎与皮埃尔结婚生子，玛丽亚和尼古
拉也结婚了，人们都生活得很幸福。

从文章中我体会到卫国战争中，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伟大的力量。人民都愿意参军为国牺牲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们不怕死亡，随时随地做好准备战斗，只要国家用得上他
们，他们哪怕是死也要完成任务。文章中许多平民出身的士
兵和军官就拥有这种精神：朴实英勇、藐视死亡，他们都很
有英雄气慨。文章中的库图佐夫遇事沉着冷静，脑子很灵活，
每一步都思考得很详细、很周到，是人民智慧的体现者。在
战争中俄罗斯能以少胜多，他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小说中
的三位贵族优秀青年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和尼古拉公爵，都
曾英勇地投身到卫国战争的最前线。安德烈公爵不仅是库图
佐夫的好助手，还是人民心目中的勇士。他为国捐躯，人们
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现在人们的好日子都是用那些英勇献身
的勇士们的鲜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他们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在战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士兵们都
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战斗。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退缩，只想着怎
样才能胜利，才能让子子孙孙们幸福地生活，他们从来没有
为自己想过。那些被法军抓走的俘虏们，他们就算死也不屈
服，也不出卖国家和人民，与胆小怕死、傲慢自负的拿破仑
相比较，他们显得多么伟大、多么高尚。虽然他们很平凡，
但是他们所做出的是令人尊重、敬爱的事，我们要向他们致
敬，也要向英勇的将军、士兵、统帅等等一些人致敬，感谢
他们所付出的一切!



战争与和平读书心得篇四

结构安排方面，要处理好这样一部浩瀚的作品原本是非常困
难的，托尔斯泰却能够凭借自己的艺术天才，在战争与和平
之间穿来插去，井然有序，分毫不乱。而且，托尔斯泰似乎
特别擅长描绘那种高难度的大场面，战争、舞会、宴席，他
可以用极简短的话把每个人的性格及心理和盘托出，却从无
顾此失彼杂乱无章的感觉，这是其他任何作家都望尘莫及的。

语言方面，《战争与和平》始终保持一种质朴大气且与众不
同的风格，它并不旗帜鲜明，但内蕴深邃，使人一看便知是
托氏文字，比起莎士比亚的雕章琢句来，要强出许多。

人物性格方面，《战争与和平》也有其高超过人之处。首先，
书中几乎每一个人物，包括那些并不重要的配角，如伊波利
特、莫特玛、小尼古拉等，都有他们自己的性格（要做到这
一点是比较困难的，其它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也
有类似成就）。其次，书中许多人物的性格，都在不断变化。
如皮埃尔，从单身到结婚、从私生子到继承人、从海伦到娜
塔莎、从雅各宾派到共济会、从战争前到战中到战后、从贵
族老爷到俘虏再到释放、从初出道时的年轻气盛到后来的好
学深思，他的'性格一直处于一种无法停止的状态，每经历一
件事情，他都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并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自
身的转变。

再如安德烈，他的一生经历过很多大的变故，从军、负伤、
丧妻、对娜塔莎的爱情及娜塔莎的变心、还有死亡。相比皮
埃尔而言，他的性格的变化是比较突然的，这与他所处的环
境及自身特点有关。娜塔莎的变化最大，尤其是与皮埃尔结
婚后，她由原来那个活泼、快乐、爱唱爱跳的小姑娘变成了
一位不修边幅、甚至有点吝啬的母亲，以至杰尼索夫再次见
到她时，竟会大吃一惊。但，无论这些人物的变化多么不可
思议，我们都会觉得它合情合理，提不出任何异议，似乎一
切事情就应该这样。而且，无论他们怎样变化，皮埃尔还是



皮埃尔、娜塔莎还是娜塔莎、安德烈还是安德烈，他们天生
具有的根本性特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就是托尔斯泰的高
明之处，他总是能够站在一个客观的高度，从客观上描述并
观察人物的性格，而不因为任何主观因素来刻意创造。

表面上看，这种旁观者的白描手法似乎缺乏情感，太过冷峻，
但如果往深处挖掘，你便会发现，托尔斯泰其实在他笔下的
人物身上寄寓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世界上最为深沉的感情
和悲悯。也正是这种最深沉的感情，才使得托尔斯泰与他所
热爱的东西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可以客观地评判，却很
难一厢情愿地投入。记得高尔基在致契可夫的一封信中
说：“您可知道，在您的戏中，我觉得您处理人物比魔鬼还
要冷酷，您对待他们像雪，像风雪一样的冷。”可就是《万
尼亚舅舅》这部戏却使高尔基感动得哭了。读《战争与和平》
也让我有类似的感受。

战争与和平读书心得篇五

有人说畅游书海是一种享受。是的，但想让自己的心灵得到
充实，想让自己的人生得到完善，并不用这样。俄国作家巴
别尔曾说：“人一生其实不用读太多的书，有个七八本便足
矣。”而《战争与和平》无疑是那其中最该读的几本之一。

在和平中体会战争，是因为环境不同而无法理解？还是能脱
离现实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一切都有可能，回顾中华五千
年，还是1805—1820年这一动荡时期，有多少太平盛世，又
有多少战火纷飞。我忽然悟到了：五行虽相克却能相生，战
争与和平不也是如此？战争能造就以后的太平，长久的和平
底下却隐藏着毁天灭地的灾难；和平的时间越久，战争就越
骇人。相反，战争的规模越大，和平的时间也越久。但与其
说是我悟的，倒不如说是千万人消失于历史的画卷前告诉我
的，还有一句话：“这是大自然的平衡。”

《战争与和平》紧紧围绕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



与华西里这四大贵族家庭展开，描绘一幅恢弘壮阔、精彩纷
呈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画卷。为何说《战争与和平》是部巨
作，经典之处就在于托尔斯泰刻画人物与叙事的高明。就比
如在小说开头的安娜和舍勒家进行的上流社会聚会：安娜
的“引导人”身份十足有趣，比如介绍“甲”给“乙”认识，
或把正在和“丁”交谈的“丙”插进“戊”与“己”的争论
之中，为此，她忙得不亦乐乎；后来，托尔斯泰在聚会上通
过人物的对话一针见血地点明当时拿破仑蠢蠢欲动、大战前
夕的历史与时代背景。据说，为了描写这场战争的起、经、
果，托尔斯泰引用了大量材料，拜访了卫国战争的参加者，
还考察了当时的波罗金诺战场，足见托尔斯泰的认真付出，
也因此造就了这一鸿篇巨著。

关于《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自己曾经说过：“它不是传
奇，不是长诗，尤其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只是作
者想借以表达和能够在其中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的一本小
说。”那他想表达什么？首先，全书重点歌颂俄国人民保家
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次，托尔斯泰创作时只有37岁，正
是一人最为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黄金盛年，所以他在这部
巨著中倾注着烈火般的爱国热情。我想到，我们不是也和托
尔斯泰一样是意气风发的青年，虽然年龄还有点差别，但健
壮的身心是一样的；我们也和他一样有颗要让自己国家强大
的心，虽然国籍不相同，但那一颗心是一样的。

读过此书后，我知道了，不论是和平的花园，还是战争中的
战壕，不论是丰满的沃土，还是平瘠的沙地，我们，都要把
属于中国红色的鲜花遍布，使它绽放出自己最耀眼的光芒！

战争与和平读书心得篇六

我常泛舟在浩瀚的书的海洋里，领略到了书的无穷魅力。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富有自己
的思考、感情。他的《战争与和平》这一部名著，共分上下



两册，主要记叙了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之间为争国土、输赢的
持久战争。在这部书中，托尔斯泰是有爱有恨的，他并不单
单表示自己对哪一路人马的支持，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记叙并议论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也适时地做了一些批评，
称赞，或只是一些简单的个人感受，但这所表现出来的令人
振奋的感觉是极其巨大的。

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到之处无不受人们的热烈欢迎和爱
戴，但与之相同的是，亚历山大也受到了他的国民的支持，
这些足以证明，一个时代的成功或是灭亡，取决于这个时代
的统治者的影响力。

记得托尔斯泰这样说过：“认为苹果之所以落下是因为细胞
组织衰退分解的植物学家和那个认为苹果落下是因为他想吃
而祈祷结果的树下小孩一样都是正确的。”这确实是一段极
富寓意的话，如果将它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妨可以这
样理解它：说拿破伦去莫斯科是他愿意去，他的毁灭是因为
亚历山大希望他毁灭，这二者同样无法判定谁对谁错。

其实，这历的每一个有名的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魅
力而让人们记住的，而是由于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件或几件
让世人为之振奋或震撼的事件，所以人们才记住他们的。从
历史角度来看，他们都是不能自已的，因为他们的所有行为
都与历史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早就注定的了，他们的
自以为是通过世人允许而表现出来的。

《战争与和平》这本书，给我们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或
友好的关系，展示了人性，它是本值得赏读的书!

战争与和平读书心得篇七

用人间的爱去爱，我们可以由爱转为恨;但神圣的爱不能改变。
无论是死还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够破坏它。它是心灵的本质。
这一句话，是《战争与和平》中的经典句。列夫·托尔斯泰



的这本巨著，用极其平和的语调，流露出了对时代和人们的
悲悯。

“我倒下了么……我只知道，我再也不用举着旗子奔跑……
再也不用为战争而烦恼了……”安德烈公爵静静地躺在地上。
这是战争，为了信仰而有的战争，也许帝王以为这只是一场
有关荣辱的如同过家家般的战争的话，那么就错了。如果只
是认为受了屈辱，而不和拿破仑议和的斗争，就不是战争了，
别人在战场上流血牺牲，而帝王却很无耻的说上一句，“我
将准备酒肉。你们准备战争。”这一点，是最令人痛惜的。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那么，真的是吗?别人在牺牲，他可
以说出这种话。

“桥炸掉了吗?”军官发问。“当然。”另一个军官洋洋得意
地说。“代价是多少?”“不值一提，两伤一亡。”军官无所
谓的耸耸肩。看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有这样把
生命当做是儿戏一样吗?但是转念又想，这不就是战争吗?死
伤是肯定要有的，可是，这种将生命当做儿戏，漠不关心他
人死活的事情，不就是只有军官阶级的人才做得出来的么?今
日，在战场上，你冲锋陷阵，明天的今时，你就有可能沉睡
在这个洒满了鲜血的修罗场。

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的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
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呢?我认为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
有错。已经是为了信念组成的不是战斗的战争，再谈到美好
的东西，正是抵触的东西。但是，我又认为，在这时候，谈
谈这些美好的东西没有错。说实话，本人是很佩服彼埃尔的。
在任何情况下，温和却不懦弱。他看上去，是一种美好的结
合。在最危难的`时候，想到的不是绝望，而是美好的余辉。
摇身一变成为别霍斯夫公爵的他，人生充满了戏剧性。

战争与和平读书心得篇八

《战争与和平》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是一部人



民战争的英雄史诗。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保尔·康斯基、
别组霍夫、罗斯托夫、华西里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展开的。
场面壮阔、结构清晰、人物形象鲜明，有一种大海般恢弘开
阔的美。同时，小说时代感强烈，虽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
却反映了农奴制后俄国前途和人民作用的问题。因此，《战
争与和平》当之无愧地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书中包括
俄奥联军同法军在奥斯特里茨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莫斯
科大火、拿破仑军队溃退等。描述了历的真实人物拿破仑、
库图佐夫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表现了战士们的爱国主义
和英雄主义精神，歌颂了俄国人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和震惊
世界的伟大胜利。

书中刻画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如：性格内向、意志坚定
的安德烈，有较强的社会活动潜质；心直口快、易动感情的
彼埃尔，缺少实际活动的潜质，侧重于道德理想的追求。女
主人公娜塔莎则是个情感丰富，生机勃勃，热爱大自然，接
近人民，具有民族精神的女生。他们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得
到了锻炼和成长。而以库拉金为代表的宫廷贵族的贪婪、虚
伪和堕落的`个性，也被赤裸裸地刻画出来，并进行了无情的
鞭笞。

在各个国家，军人都是崇高和伟大的，都受到了人民的尊重。
但军人也是人，也有阴暗和脆弱的一面，部队中也有喜怒哀
乐，也有争权夺利和勾心斗角。

我向来是不喜爱看历史题材的书籍，但是，《战争与和平》
是我第一本喜爱的历史题材的小说。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一方面融入书中情节中，体验书中主人公的思想变化，另一
反面也不禁的发人深思：和平的重要性。

《战争与和平》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即使是
平凡的人物也能写的让我们对其充满了敬佩。战争是残酷的，
但在战争时期却会让我们更加盼望和平。现身在一个和平的
年代，我们是否就应珍惜此刻温馨的生活呢？难道非要等到



失去后才追悔莫及？不，就应从此刻开始把握！

我们反对战争，但是，我们绝不惧怕战争。当战争来临时，
我们也同样会拿起武器，去保卫自己的家园！去保卫自己的
安静、和平的生活！

战争与和平读书心得篇九

终于看完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很想写一些感
想。

最初看的时候，我想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呢，战争与和
平就如同生与死一般对立，为什么会要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呢。
有了战争就没有了和平，整本书看完，我改变了看法。在列
夫托尔斯泰内心的世界里，战争与和平从来就不是对立也不
是孤立的。在和平的环境中，人类心中的战争从未停止过，
看书中那些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的人追求自我的荣
誉;有的人追求权利;有的人追求金钱;有的人追求情欲。追求
的愈加紧迫和疯狂，内心的战争就愈发惨烈。就如同生与死
一样，有些人活着就如同死了一般，有些人死了，他的灵魂
却还活着。列夫托尔斯泰不就是鲜明的例子么?他早已经死了，
可是他的灵魂和意识还活着，激荡着后人的心灵。拜读完
《战争与和平》，我觉得列夫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
学家，更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是一位大彻大悟的智者。于是对他的无限喜爱与崇敬之情让
我有这冲动和勇气去记录一下自己浅薄的感想。

看完整本书，闭上眼睛，脑海里却只有那么少数的几位让我
无法忘怀。这几个人物如此真实和鲜活地印在我心里，列夫
托尔斯泰笔下的他们代表着几个非常典型的人物类型。这几
个人物贯穿整本书的情节，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思想和性格，
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都经历了一场身心战争与和
平的洗礼。



我忍不住想说说安德烈这个人，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也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人物。单纯，正值，善良，也固执。这个
人物贯穿整本书，他的成长经历让我纠结、心痛、惋惜、也
温暖过。安德烈是一个悲情人物，他的一生只有在即将死的
时候才真正得到了幸福，生的时候活的压抑，自我，冷漠，
自闭。义无反顾的参军，面对怀孕的妻子的挽留与想念的无
动于衷等等都为安德烈后来的悲情人生拉开了帷幕。安德烈
这个人物性格的巨大转变发生在两次死亡面前。第一次面临
死亡之前的那段岁月，安德烈一心只想出人头地和夺取荣誉
并且被认同。在和平的表像下，安德烈内心的战场早已硝烟
四起，内心战争的导火索不是拿破仑，而是对于自我荣誉的
疯狂追逐。他只向往荣誉，出名，向往受人爱戴，只向往这
一切，活着也只为这一切，除了这一切他什么都不爱。死亡，
受伤，家破人亡，没有任何东西是他觉得可怕的，父亲，妹
妹，妻子，等等这些他生命中最珍贵的人，不管是多么可亲
可爱，但是，只要能够得到片刻的荣誉，出人头地，能得到
不认识的，而且也不会认识的人对他的爱戴，不论看起来多
么可怕，多么不近情理，他都可以将这些全部割舍。他时常
想象一场会战，会战的伤亡，集中在一个地方的大搏斗，他
带领的一团人，一师人，独自一人打了胜仗，一切胜利和荣
誉都属于他一个人，总司令被撤职，他得到任命。也许就是
这略微扭曲的思想让安德烈处于一个相当疯狂的内心世界。
这一切思想在那可怕而惨痛的`一刻开始转变：战争中被敌人
一棍子打晕，他什么都看不见，在他的上面，除了天空什么
也看不见，高高的天空无限高远和静静漂浮的灰色的云彩，
这些安静肃穆庄严地云彩，完全不像他那样在奔跑夺取某些
东西，不像他们那样在呐喊，搏斗，也不像法国兵和炮兵那
样满脸带着愤怒和惊恐互相厮杀，他在想为什么以前没有见
过这么高远的天空?他是那么幸福，终于看见天空了，除了广
阔的天空，什么都是空虚的，一切都是欺骗。除了安静，肃
静，什么都没有，他想起了与妻子恋爱时的甜蜜和未出生的
儿子，想起了父亲，摸着妹妹在参军之前挂在他脖子上的保
佑他平安的小金像。在这个时刻，安德烈得到了内心的和平，
不是吗?不是经历过死的痛楚，他难道不会真正地认识自我



么?其实，战场中受重伤的他得到过崇拜的英雄拿破仑的称赞，
这不是安德烈一直想要的么?拿破仑说躺着的安德烈死的英勇，
可是那时的安德烈听到这些话就好像苍蝇嗡嗡叫，不仅不感
兴趣，而且不放在心上。他的头像火烧似地，他觉得血就要
流干了，他又看见了突然让他有幸福感的天空，这遥远高高
永恒的天空和他的心灵与拿破仑相比起来，拿破仑是那么的
渺小和微不足道。当死里逃生的安德烈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中
却目睹了妻子带着责备怨恨的眼神死在产房里的时候，安德
烈从此进入了一个自闭的世界，与世无争，远离世事，时常
走不出妻子临死前那眼神的世界，除了不再夺取那虚幻的荣
誉感之外，他没有变，依旧高傲固执和以自我为中心。这种
内心表面的平静真的是列夫托尔斯泰想要传达的和平么?我想
一定不是的。第二次面临死亡之前的那段岁月，安德烈终于
走出了亡妻的世界并且想要重新选择新的爱情时而突然受到
情人的背叛，我想是安德烈人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坎坷，
这一其实是无心的背叛又成了安德烈点燃内心战争的直接导
火索，他又固执地变成了一只刺猬，又一次用刺把自己紧紧
地包裹起来，他固执地不愿意去理解更不愿意去原谅。现在
看来，至少安德烈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只爱他自己的人，他还
是只在意自己的荣誉感，不论是对于事业还是对于爱情，个
人的荣誉感至高无上。所以，当安德烈第二次与死神相遇和
抗争的时候，安德烈勇获新生的艰难历程才真的让人感动和
震撼，当安德烈在战场上看到自己一直想要决斗的情敌被炸
断了一条腿的时候，他突然开始不只爱自己了，开始真正领
悟爱的含义和真谛。爱这个东西，不是对某种东西，某种目
的或者由于什么原因的爱，而是在他要死的时候看到自己的
敌人却依然爱他的那一种情怀，因此他突然开始学会原谅并
且体会到了强烈的幸福感。他又激动地想起来娜塔莎---那个
他深爱过却坚决抛弃的未婚妻，不是只想起了她喜悦迷人的
面容而是第一次想起了她的灵魂。于是他明白了她的感情，
痛苦，耻辱和悔恨，第一次明白了他的拒绝和决裂是多么的
残忍和无情。于是在与死抗争的过程中，安德烈好想再见娜
塔莎一面，于是上帝安排他们相见了。想想当时那个第一次
死里逃生之后活在自己世界中的安德烈，虽然躯体活着可是



思想却死了，过着孤独和半昏迷状态的生活的时刻，他越不
自觉的摒弃那尘世的东西，与世无争，其实他越发离这个世
界远了，对于活着这件事情，他认为是无所谓的。而这次，
安德烈祈求上苍给他一次活着的机会，重新爱身边的人。上
苍果真把深爱的女孩送到了他面前的时候，对一个女人的爱
情默默潜入他心中，又使他依恋人生了，对娜塔莎的爱情唤
起他对生命的珍惜，他想活。我忘不了两个相爱的人相聚时
敞开心扉说出的真实而动情的语言：安德烈第一次对娜塔莎
大胆地表白：我爱你!娜塔莎说：原谅我!安德烈说：原谅什
么?娜塔莎说：原谅我之前所做的。安德烈说：我比先前更爱
你，更知道怎样爱你了。安德烈这样一个曾经只爱自己的人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内心真正的得到了和平。可以说
安德烈才是列夫托尔斯泰心中战争与和平最好的化身与诠释。
只是，这次，安德烈没有幸运的再次死里逃生。也许剧情只
有强烈的冲突感时，才会让人感动。人生有了太多的阴差阳
错才会让人铭记住什么，安德烈第一次知道应该去爱的时候，
他的妻子死了，他的爱没处给了;第二次懂得怎样去爱的时候，
他也被爱的时候，他死了，让别人的爱没处给了。也许这人
世间只有爱情这东西才会让人神伤和痛彻心扉，但是安德烈
就是在这爱情的世界中得到永生和纯粹的幸福，尽管最终，
他死去了。

和安德烈一样，还有皮埃尔，娜塔莎，玛利亚这些人物也是
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由死到生，从战争到和平过程中经典的人
物形象。和安德烈一样，他们最终都是幸福的。只是这幸福
都来得都太过艰辛。

皮埃尔的人生扮演着太多的角色，私生子、首富，情场浪子，
官场可怜的政治工具，公益者，战争俘虏，侵略者的朋友，
好丈夫。这个单纯善良和正值的男人最终获得了幸福，也得
到了内心永远的和平。皮埃尔这样一个在上流社会过着衣食
无忧但却混沌不堪生活的贵族，他竟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幸福。皮埃尔被关到棚子里当法国俘虏的时候，悟出了一个
道理，这不是从理智上，而是用他整个身心，全副生命懂得



了人被创造出来时为了幸福，幸福就在他本身，就在于满足
人的自然需要，而一切不幸福并不在于缺少什么，而在于过
剩;但是现在，在三个星期的行军中，他又认识到了一个新的
令人欣慰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世上没有哪
个环境是人在其中过的完全幸福和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
环境人在其中过的不幸福和不自由的。他还认识到，痛苦有
一个界限，自由也有一个界限，而且这个界限非常近;一个人
为了他的锦绣被褥折了一个角而感到苦恼，也正如他现在睡
在光秃秃的湿地，一边身子冷一边身子热而苦恼一样;从前他
曾为穿紧脚的无邪而感到痛苦。他认识到，当时他以为出于
自愿和妻子结婚，并不比现在关在牛棚里更自由。他的境况
越艰苦，前途越可怕，就越与他的境地无关的在他心中出现
那些令人快乐的思想，回忆和想象。在我看来，这一切的一
切是多么的神奇和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