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日瓦戈医生 日瓦戈医生的读书心得
(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日瓦戈医生篇一

《日瓦戈医生》是苏联当代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
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留给世人的一部经典。

尤里·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小便被父亲遗弃。
10岁丧母成了孤儿。舅父把他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
教授一家待他很好，让他同女儿东尼娅一起受教育。日瓦戈
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东尼娅结了婚。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十
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他欢呼苏维埃政权
的诞生：“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
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
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但革命
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
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
夫·日瓦戈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尔去，在那儿至少不至于饿
死。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东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
诺村去。这里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日瓦戈感到心情沉闷。他
既不能行医，也无法写作。他经常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
馆去看书。他在图书馆里遇见女友拉拉。拉拉是随同丈夫巴
沙·安季波夫到尤里亚金市来的。巴沙·安季波夫参加了红
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他躲避
拉拉，不同她见面。



日瓦戈告诉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是旧军官出身，不会得到
布尔什维克的信任。他们一旦不需要党外军事专家的时候，
就会把他踩死。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他在游击
队里呆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市。他岳父和妻子东尼娅
已返回莫斯科，从那儿又流亡到国外。随着红军的胜利，党
外军事专家已成为镇压对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斯
特列利尼科夫，他已逃跑。拉拉和日瓦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他们躲到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去。坑害过他们两人的科马罗
夫斯基律师来到瓦雷金诺，骗走了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也
到这儿来寻找妻子，但拉拉已被骗走。斯特列利尼科夫悲痛
欲绝，开枪自杀。瓦雷金诺只剩下日瓦戈一人。他为了活命，
徒步走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又遇见弟弟叶夫格拉夫。弟弟
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日瓦戈上班的第一天心
脏病发作，猝然死在人行道上。

《日戈瓦医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史诗了，1905年革命、一
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日瓦
戈医生》里所涵盖的这一切历史事件似乎都可以满足企图领
略历史沧桑的人们的渴求。难怪美国人埃德蒙·威尔逊会喜
不自禁地把它同《战争与和平》这部巨作相提并论。读完
《日瓦戈医生》，可以发现，在其字里行间浸透着强烈的批
判意识。在的年代里，对文化操守的坚持是最可贵的，它对
人类一切功利的思维与行动都具有一种透彻的批判意识。这
种坚持文化操守的批判意识往往会被人扣上“保守”的高帽。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对法国大革命的表现可谓是充满
了“感伤的保守主义情绪”，高尔基这只呼唤暴风雨的海燕
也在暴风雨真正到来之际又突然变得顾虑重重，还有我们的
鲁迅，亦曾被年轻一代斥为“封建余孽”。然而，当我们后
辈人经历了历史的荒诞性的“洗礼”之后，难道没有理由钦
佩这些文化先哲们深远的目光吗？对鲁迅，甚至对高尔基的
那些指责如今似乎都成为我们的笑谈了，难道40多年前对帕
斯捷尔纳克的非难就不是荒唐的吗？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超
越了普通政治层面的思考，这种克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和政治功利主义情绪，以人类最广泛的'永恒的、共同的情感



为旨归的批判与超越意识，是文学经典的重要特质。

日瓦戈医生篇二

人得骨子里总有一种向往未来的精神，即使在狂热的年代，
在颠簸的岁月里，它依然花满枝桠，尽管不在春天。我想，
它应该叫“日瓦戈精神”，因为它所具有的坚强，正是日瓦
戈———这位苏联医生最好的诠释。

公尤里·日瓦戈是出于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
《日瓦戈医生》。

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战地医生，却将遵循医德，救死扶伤
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战争面前，人的存在感很弱，生命就像
草芥，在狂潮中沉浮。但在日瓦戈眼里，在渺小的生命也必
须要维护，曾经上过战场的他，面对白军的冲锋，却一直瞄
准一棵枯树射击，博爱之心不言而喻。

诚然，命运不会因生命的渺小而放弃指引它前行，但挫折与
失败仍会不安分的掐丝，直至聚合与离散。日瓦戈的命运也
亦如此。日瓦戈丧失双亲，寄居在舅舅好友家中，同托尼娅
生活在一起。医学专业毕业有同托尼娅结婚，只惜此时祖国
已处于巨变之时，沙皇俄国被推翻，苏维埃成立，谁能料想，
随之而来的不是和平与希望，而是战乱与饥荒。日瓦戈一家
被迫迁往西伯利亚瓦雷金诺，在那里他又被错误得抓去做奴
隶，囚禁在游击队中。一年半以后他回到住处却发现家人已
流亡国外，家也没有了。生活在动乱时期的他并没有因生活
的窘困而放弃所有的期盼。

书中有一个片段令我印象深刻：日瓦戈在逃到孤僻的瓦雷金
诺的日子里，他每天坚持愉快地写作。即使他一无处可逃，
但每望到远方茫茫的雪海，他就相信会有光明的未来。就这
样，他为自己赢得了两段可贵的爱情，他反对政的斗争，反
对狂热的革命，谋求安稳的生活与永恒的和平。



《双城记》开篇有句话“那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那是一个
最糟糕的年代。”糟糕在每个人有必须在夹缝中徘徊，挣扎，
美好在善与爱总在那一瞬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日瓦戈的一
生虽然坎坷，迷茫，但百年之后重新擦拭那一颗心，它依然
热忱与鲜活。日瓦戈精神经岁月的洗礼，依然不御铅华自生
音。又想到另一位苏联作家笔下的保尔，在战争面前，保尔
与日瓦戈一样，想战士一般秉持人性，肩负重任，为祖国的
和平奋斗不息。

人是渺小的，但也是伟大的。有一种追寻未来的精神叫“日
瓦戈精神”，有一种生命，即使脆弱，也会掷地有声。

看完之后第一感觉就是《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巨
作，帕斯捷尔纳克是真正的大师。与其说它是一部作品，更
不如说它是一幅画，一幅巨大的社会图景。它的时间跨度非
常大，讲述了那个社会的变迁，人们疲倦的心。以日瓦戈医
生为线索，他的一生就是那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他是一个真
正的人，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灵魂。看完电影后日瓦戈医
生的身影一直挥之不去，这本书赋予了这个角色以生命，给
了他灵魂。

帕斯捷尔纳克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心灵在观察那个时代，
观察社会。《日瓦戈医生》刻画了1905年革命、一次世界大
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这段时期近45年的历
史。它描写了社会的动荡和人们生活的无奈和生不由己。我
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就是那个医生，他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立
场。他不支持革命，也不反对革命。他像日瓦戈医生一样渴
望拯救世人，医生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他不管他的病人是
红军还是白军，也不管他的病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
他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人，一个有权利获得生命的人。只要是
人，就有生命的权利，就有追求自我表达自我的权利，不管
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不应该牺牲掉个人的尊
严，牺牲人性来成全所谓的进步。医生爱写诗，可是那个年
代连写诗都能牵扯到政治，写诗都有罪。一个人连表达情感



的自由都没有，那真的是太压抑太残酷了。《日瓦戈医生》
揭露了社会的动荡带给人们的悲剧，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声
音被遗忘。它的视角不是放在社会的进步，也不是放在革命
的进步意义，而是放在人身上，放在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情
感上。

任何文学作品都不缺乏凄美的爱情，《日瓦戈医生》也不例
外。腊拉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女子，就像一朵绽放在沙漠中的
曼珠沙华，经历风霜，依旧妙曼多姿;医生是乱世中救死扶伤
的人。他们两本来是两条平行线，是战争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可也是战争把他们分开。他们的爱情就像是黑色夜空中的一
道流星，如此短暂的相守，可是绚烂，在心中永远盛开。在
那么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心惶惶，恐怕只有如此完美的
爱情才能使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吧!他们的爱情太美好，
更显得以后的生活是那么的残酷。冬妮娅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医生从小青梅竹马的伴侣，直到最后分别那一刻都深爱着医
生，即使知道可能永远不会再相见，她也会永远爱他。战争
中，他们聚少离多;最后，还是因为政治原因，永远地分离。
巴沙，那个狂热的革命分子，深爱着妻子腊拉，可是他更爱
自己，更爱革命，最后不得不选择自杀。医生最后娶了邻家
女，他最爱的人腊拉也被送去集中营，下落不明;最爱他的人
冬妮娅和他已经永远的分开，医生也在某天下了电车之后死
亡。

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悲剧，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个人的不幸
也是这个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

小说纪录了主人公尤里?日瓦戈颠沛流离，命途多舛的一生，
充满了悲剧色彩。日瓦戈毫无疑问是个极为出色的人，作为
一名医生，他善良，仁慈，救死扶伤，毫无偏见。作为一名
知识分子，他关心祖国的命运，有责任心。可惜时代的动荡
注定了个人的幸福难以实现，日戈瓦医生一生经历也就是那
个时代寻求救赎之路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写照。



战争的残酷让日瓦戈痛恨暴力，流血，痛恨腐朽的沙皇统治。
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为新政权的建立而欢呼欢呼雀跃，
但事实上革命后的俄罗斯并不是那么美好，物资的严重不足，
革命后的遗留问题使人民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更可怕的是，
动荡还远未终止，革命揭示了人性丑陋的一面，打着革命的
名义实施的各种暴行，肆无忌惮的践踏人的价值。一直以来，
我们习惯于背诵书本上十月革命诸多重要的历史意义，却忽
略了对于当时的人民群众革命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或许，
我们该学会更为客观全面的审视这一段历史。

小说中日瓦戈先后经历过三段感情，在我看来，他与妻子托
尼娅的爱是青梅竹马，水到渠成;他与拉拉的爱情，是最纯粹，
最真挚的。拉拉是日格瓦在精神上的共鸣者，寄托者，尽管
由于时局的动荡与家庭的责任使他们最终分开，但在日瓦戈
的心里，拉拉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他与玛琳娜的结合则是历
经磨难后平淡如水的归宿。

日瓦戈医生让我觉得很有《白痴》里面梅什金公爵的影子，
仁慈善良，极具自我牺牲精神，保守又先进，是极度矛盾的
综合体。感情方面，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拉拉毫无保留的爱
让他陷入对妻子的背叛和愧疚以及对孩子的责任的深渊;职业
方面，作为一个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为了拯救更多的人，
他必须游走在敌我双方之间，时而是忠臣时而做叛徒，更甚
至在紧要关头还不得不亲手结束了一条生命;信仰方面，作为
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无法挽住时代的狂澜，但能够坚持
自我，没有迷失在革命的狂热中，始终忠于自己，即使微弱
也一直呼唤着自由与独立。

“马车夫载着戈尔东经过了许多被毁的村庄……在这些被战
火夷平的村庄里，有如置身于寸草不生的沙漠中，从这一头
可以一直望到那一头。那些劫后余生的老年妇女，每人都在
自己的废墟中间搜挖着，翻拨着灰烬，不停地把一些东西收
藏起来，似乎周围还是墙壁，所以外人看不见她们。



相对于对战争的抵制态度来说，就革命而言，日瓦戈医生持
乐观的态度，“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生活中的一切他都能
得到，亲人都能找回来，都能和解，什么都能想到并表达出
来。”现实却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新政权并没有为他、
为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他甚至一度徘徊在濒死边缘。这也
许就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天性，医者仁心，他对生活、
生命所持的更是一种感性和善意，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
的'理性思维。但作者却不一样：“他们的凶残被视为阶级意
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被当成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
能的典范。”拉拉的丈夫——坚定的革命战士安季波夫，一
个单纯又真诚的革命信徒，却在赢得了数次胜利后被划入了
革命的清理对象，而最终走向了自我了断的悲剧。满腔热血
值得歌颂的话，那盲目的热情也许就并不尽然了。急于求进
可以毁掉一个人，更能够毁掉一个社会。社会的发展需要倾
听每一个人的声音，而不是为了主旋律的乐谱，简单粗暴地
划掉不和谐的某些音符。

总的来说，我觉得作品的主题并不在于反对，不是反对战争、
反对革命，而是反思。无论是在和平岁月还是动荡年代，每
一声音都值得去倾听，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少一些盲
目，多一些思考，偏执的所谓信仰远比不上自由与救赎的力
量。

“时代并不买我的账，而是随心所欲地强加于我。”这句话
不仅说出了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笔下的日瓦戈医生的心声，也
说出了很多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的条件所经历的磨难和艰险。
很喜欢这本小说，假期有时间一定重新细细地再读一遍。

小说另外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是对尤里和拉拉之间爱情的
看法。虽然大家看来背叛了原来的伴侣，但是，并不能说他
们这是背叛了爱情，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对“爱情”本身的
一种忠诚。

他们的爱情可以算得上是波折连连的，开始的几次碰面都没



有机会真正认识了解，而后又因各自的婚姻备受阻扰，尽管
其后屡次相遇，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爱情只能深深藏在心里。
但是缘分让注定的爱情无法避免，无论彼此是否都已成家已
婚，无论战争让世道变得多么混乱不堪，无论经历几次分别，
爱情依旧在彼此心中熊熊燃烧。可怜的拉拉只能在心中自
问：”难道人们相爱，就要受屈辱吗?”

日瓦戈医生篇三

人得骨子里总有一种向往未来的精神，即使在狂热的年代，
在颠簸的岁月里，它依然花满枝桠，尽管不在春天。我想，
它应该叫“日瓦戈精神”，因为它所具有的坚强，正是日瓦
戈———这位苏联医生最好的诠释。

公尤里·日瓦戈是出于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
《日瓦戈医生》。

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战地医生，却将遵循医德，救死扶伤
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战争面前，人的存在感很弱，生命就像
草芥，在狂潮中沉浮。但在日瓦戈眼里，在渺小的生命也必
须要维护，曾经上过战场的他，面对白军的冲锋，却一直瞄
准一棵枯树射击，博爱之心不言而喻。

诚然，命运不会因生命的渺小而放弃指引它前行，但挫折与
失败仍会不安分的掐丝，直至聚合与离散。日瓦戈的命运也
亦如此。日瓦戈丧失双亲，寄居在舅舅好友家中，同托尼娅
生活在一起。医学专业毕业有同托尼娅结婚，只惜此时祖国
已处于巨变之时，沙皇俄国被推翻，苏维埃成立，谁能料想，
随之而来的不是和平与希望，而是战乱与饥荒。日瓦戈一家
被迫迁往西伯利亚瓦雷金诺，在那里他又被错误得抓去做奴
隶，囚禁在游击队中。一年半以后他回到住处却发现家人已
流亡国外，家也没有了。生活在动乱时期的他并没有因生活
的窘困而放弃所有的期盼。



书中有一个片段令我印象深刻：日瓦戈在逃到孤僻的瓦雷金
诺的日子里，他每天坚持愉快地写作。即使他一无处可逃，
但每望到远方茫茫的雪海，他就相信会有光明的未来。就这
样，他为自己赢得了两段可贵的爱情，他反对政的斗争，反
对狂热的革命，谋求安稳的生活与永恒的和平。

《双城记》开篇有句话“那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那是一个
最糟糕的年代。”糟糕在每个人有必须在夹缝中徘徊，挣扎，
美好在善与爱总在那一瞬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日瓦戈的一
生虽然坎坷，迷茫，但百年之后重新擦拭那一颗心，它依然
热忱与鲜活。日瓦戈精神经岁月的洗礼，依然不御铅华自生
音。又想到另一位苏联作家笔下的保尔，在战争面前，保尔
与日瓦戈一样，想战士一般秉持人性，肩负重任，为祖国的
和平奋斗不息。

人是渺小的，但也是伟大的。有一种追寻未来的精神叫“日
瓦戈精神”，有一种生命，即使脆弱，也会掷地有声。

看完之后第一感觉就是《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巨
作，帕斯捷尔纳克是真正的大师。与其说它是一部作品，更
不如说它是一幅画，一幅巨大的社会图景。它的时间跨度非
常大，讲述了那个社会的变迁，人们疲倦的心。以日瓦戈医
生为线索，他的一生就是那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他是一个真
正的人，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灵魂。看完电影后日瓦戈医
生的身影一直挥之不去，这本书赋予了这个角色以生命，给
了他灵魂。

帕斯捷尔纳克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心灵在观察那个时代，
观察社会。《日瓦戈医生》刻画了1905年革命、一次世界大
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这段时期近45年的历
史。它描写了社会的动荡和人们生活的无奈和生不由己。我
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就是那个医生，他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立
场。他不支持革命，也不反对革命。他像日瓦戈医生一样渴
望拯救世人，医生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他不管他的病人是



红军还是白军，也不管他的病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
他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人，一个有权利获得生命的人。只要是
人，就有生命的权利，就有追求自我表达自我的权利，不管
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不应该牺牲掉个人的尊
严，牺牲人性来成全所谓的进步。医生爱写诗，可是那个年
代连写诗都能牵扯到政治，写诗都有罪。一个人连表达情感
的自由都没有，那真的是太压抑太残酷了。《日瓦戈医生》
揭露了社会的动荡带给人们的悲剧，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声
音被遗忘。它的视角不是放在社会的进步，也不是放在革命
的进步意义，而是放在人身上，放在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情
感上。

任何文学作品都不缺乏凄美的爱情，《日瓦戈医生》也不例
外。腊拉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女子，就像一朵绽放在沙漠中的
曼珠沙华，经历风霜，依旧妙曼多姿;医生是乱世中救死扶伤
的人。他们两本来是两条平行线，是战争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可也是战争把他们分开。他们的爱情就像是黑色夜空中的一
道流星，如此短暂的相守，可是绚烂，在心中永远盛开。在
那么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心惶惶，恐怕只有如此完美的
爱情才能使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吧!他们的爱情太美好，
更显得以后的生活是那么的残酷。冬妮娅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医生从小青梅竹马的伴侣，直到最后分别那一刻都深爱着医
生，即使知道可能永远不会再相见，她也会永远爱他。战争
中，他们聚少离多;最后，还是因为政治原因，永远地分离。
巴沙，那个狂热的革命分子，深爱着妻子腊拉，可是他更爱
自己，更爱革命，最后不得不选择自杀。医生最后娶了邻家
女，他最爱的人腊拉也被送去集中营，下落不明;最爱他的人
冬妮娅和他已经永远的分开，医生也在某天下了电车之后死
亡。

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悲剧，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个人的不幸
也是这个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

小说纪录了主人公尤里?日瓦戈颠沛流离，命途多舛的一生，



充满了悲剧色彩。日瓦戈毫无疑问是个极为出色的人，作为
一名医生，他善良，仁慈，救死扶伤，毫无偏见。作为一名
知识分子，他关心祖国的命运，有责任心。可惜时代的动荡
注定了个人的幸福难以实现，日戈瓦医生一生经历也就是那
个时代寻求救赎之路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写照。

战争的残酷让日瓦戈痛恨暴力，流血，痛恨腐朽的沙皇统治。
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为新政权的建立而欢呼欢呼雀跃，
但事实上革命后的俄罗斯并不是那么美好，物资的严重不足，
革命后的遗留问题使人民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更可怕的是，
动荡还远未终止，革命揭示了人性丑陋的一面，打着革命的
名义实施的各种暴行，肆无忌惮的践踏人的价值。一直以来，
我们习惯于背诵书本上十月革命诸多重要的历史意义，却忽
略了对于当时的人民群众革命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或许，
我们该学会更为客观全面的审视这一段历史。

小说中日瓦戈先后经历过三段感情，在我看来，他与妻子托
尼娅的爱是青梅竹马，水到渠成;他与拉拉的爱情，是最纯粹，
最真挚的。拉拉是日格瓦在精神上的共鸣者，寄托者，尽管
由于时局的动荡与家庭的责任使他们最终分开，但在日瓦戈
的心里，拉拉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他与玛琳娜的结合则是历
经磨难后平淡如水的归宿。

日瓦戈医生让我觉得很有《白痴》里面梅什金公爵的影子，
仁慈善良，极具自我牺牲精神，保守又先进，是极度矛盾的
综合体。感情方面，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拉拉毫无保留的爱
让他陷入对妻子的背叛和愧疚以及对孩子的责任的深渊;职业
方面，作为一个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为了拯救更多的人，
他必须游走在敌我双方之间，时而是忠臣时而做叛徒，更甚
至在紧要关头还不得不亲手结束了一条生命;信仰方面，作为
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无法挽住时代的狂澜，但能够坚持
自我，没有迷失在革命的狂热中，始终忠于自己，即使微弱
也一直呼唤着自由与独立。



“马车夫载着戈尔东经过了许多被毁的村庄……在这些被战
火夷平的村庄里，有如置身于寸草不生的沙漠中，从这一头
可以一直望到那一头。那些劫后余生的老年妇女，每人都在
自己的废墟中间搜挖着，翻拨着灰烬，不停地把一些东西收
藏起来，似乎周围还是墙壁，所以外人看不见她们。

相对于对战争的抵制态度来说，就革命而言，日瓦戈医生持
乐观的态度，“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生活中的一切他都能
得到，亲人都能找回来，都能和解，什么都能想到并表达出
来。”现实却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新政权并没有为他、
为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他甚至一度徘徊在濒死边缘。这也
许就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天性，医者仁心，他对生活、
生命所持的更是一种感性和善意，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
的'理性思维。但作者却不一样：“他们的凶残被视为阶级意
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被当成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
能的典范。”拉拉的丈夫——坚定的革命战士安季波夫，一
个单纯又真诚的革命信徒，却在赢得了数次胜利后被划入了
革命的清理对象，而最终走向了自我了断的悲剧。满腔热血
值得歌颂的话，那盲目的热情也许就并不尽然了。急于求进
可以毁掉一个人，更能够毁掉一个社会。社会的发展需要倾
听每一个人的声音，而不是为了主旋律的乐谱，简单粗暴地
划掉不和谐的某些音符。

总的来说，我觉得作品的主题并不在于反对，不是反对战争、
反对革命，而是反思。无论是在和平岁月还是动荡年代，每
一声音都值得去倾听，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少一些盲
目，多一些思考，偏执的所谓信仰远比不上自由与救赎的力
量。

“时代并不买我的账，而是随心所欲地强加于我。”这句话
不仅说出了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笔下的日瓦戈医生的心声，也
说出了很多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的条件所经历的磨难和艰险。
很喜欢这本小说，假期有时间一定重新细细地再读一遍。



小说另外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是对尤里和拉拉之间爱情的
看法。虽然大家看来背叛了原来的伴侣，但是，并不能说他
们这是背叛了爱情，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对“爱情”本身的
一种忠诚。

他们的爱情可以算得上是波折连连的，开始的几次碰面都没
有机会真正认识了解，而后又因各自的婚姻备受阻扰，尽管
其后屡次相遇，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爱情只能深深藏在心里。
但是缘分让注定的爱情无法避免，无论彼此是否都已成家已
婚，无论战争让世道变得多么混乱不堪，无论经历几次分别，
爱情依旧在彼此心中熊熊燃烧。可怜的拉拉只能在心中自问：
”难道人们相爱，就要受屈辱吗?”

日瓦戈医生篇四

在医学院时，尤利日瓦戈的一位教授提醒他：“细菌在显微
镜下或许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们却对人类做些丑陋的
事。”

日瓦戈的理想和原则信仰站在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_革命
和接下来的_内战)所带来的残酷和恐怖的对立面。书中有很
大的部分在描述理想主义是如何的被布尔什维克、叛军和白
军所摧毁。尤利必须在那_的时代亲眼目睹食人、分尸和其他
无辜平_所遭受的恐怖事件。甚至于他一生的挚爱—拉拉，都
从他身边被夺走。

他对于战争可以把整个世界变得无情、把之前和平相处的人
们变得水火不容而深思良久。他那横跨_的旅程可以说是有种
史诗的感觉，因为他所经历过的世界是那样的不同。

他渴望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可以逃离这一切，这驱使着他横跨
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最终回到莫斯科。鲍里斯帕斯捷尔纳
克隐约的批评了苏联的意识形态：他不同意“锻造一个新
人”，因为这违反了人性。这也是这个小说的主体思想。



重视个性价值和自由并非主张仅仅关心自己，而是意味着尊
重每一个人，爱别人，特别是不幸的人。作品中日瓦戈的这
种博爱思想，同样是从韦杰尼亚夫那里接受的。从少年时代
起，他就感觉到舅舅总是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

他曾在冬妮娅母亲的病床前说：“在此人心中存在的人，就
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一生当中赖
以呼吸、营养以至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
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

日瓦戈与拉拉之间的爱更是一种舍己的、带有自我牺牲性质
的爱。尽管日瓦戈知道拉拉如其本人所说是“心灵受了创伤
的人”，却仍然无私地爱着她。两人感情愈深就愈关注对方
的幸福，都鼓励对方回到自己的亲属身边去。

冬妮娅在即将同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境前夕给日瓦戈的信中则
这样写道：“不爱是一种叫人多么难堪的无情的惩罚!……不
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日瓦戈冒着生
命危险解救并放走了那个还是少年的白卫军士兵谢廖沙，在
危难中把无家可归的乡村孩子瓦夏带到了莫斯科，设法把他
送进工艺美术学校学习，也是他的博爱精神的体现。

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真正的人永远活在别人之中，早在自
传随笔中他就有言：“只有在我们能爱别人，并且有机会去
爱的时候，我们才成为人。”

日瓦戈医生篇五

“时代并不买我的账，而是随心所欲地强加于我。”这句话
不仅说出了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笔下的日瓦戈医生的心声，也
说出了很多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的条件所经历的磨难和艰险。
很喜欢这本小说，假期有时间一定重新细细地再读一遍。

小说另外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是对尤里和拉拉之间爱情的



看法。虽然大家看来背叛了原来的伴侣，但是，并不能说他
们这是背叛了爱情，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对“爱情”本身的
一种忠诚。

他们的爱情可以算得上是波折连连的，开始的几次碰面都没
有机会真正认识了解，而后又因各自的婚姻备受阻扰，尽管
其后屡次相遇，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爱情只能深深藏在心里。
但是缘分让注定的爱情无法避免，无论彼此是否都已成家已
婚，无论战争让世道变得多么混乱不堪，无论经历几次分别，
爱情依旧在彼此心中熊熊燃烧。可怜的拉拉只能在心中自
问：”难道人们相爱，就要受屈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