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优质7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一

我觉得，我有必要写一篇读后感，因为这才不枉读一部著作。
当然，我必须声明：兹部世界名著是列夫·托尔斯泰写的，
他是俄国的作家。

如果按照我的想法，我会先读《战争与和平》，再读《安
娜·卡列尼娜》，之后可能就是《复活》。因为这是一个作
家的写作风格与世界观念成长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变化
的历史进程。只因兹著是较廉价的（180阅饼），于是在代金
券支付73阅饼的基础上，通过支付宝支付了1.07元。

再看一个译本也是如此，我于是不得不认为她是个打酱油的。
但是越到后面越是像把作者狠狠地揪出来，无情地拷问一番，
再歇斯底里地臭骂一顿。后来，当参看第三部译本时，才
知“安娜·卡列尼娜”的全名是“安娜·阿尔卡迪耶夫
娜·卡列尼娜”。是在人物表上知晓的。这才释然。

但纵观全书，先是“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后来是“安娜.
卡列尼娜”，最后又反为“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没有全
名就算了，当你译错，没想到还错来错去。无语！（特别声
明：间隔号与原文同；“芙”与“夫”也与原文同。）

我学到了什么？最明显的就是，一个人说的话（在书面上），
被引号括住的，可以为若干段落。发现作者惯用“平心静
气”，就像三毛惯用比喻句“就像一个世纪那么长”一般。
一个段落很长，所以要时刻注意指称框架中的首要主语，记



住他，直到另一个语篇中另一主语框架的出现。这样有助于
明晰是谁说的，避免小句的蒙蔽，而使自己感到混乱。一个
篇章，若干段落中，会有一段小段落是观点语篇，需要以作
者的口吻来读，因为那可能就是作者的心声。比如兹著人物
的一些话语可以看作是俄国文坛状元列夫·托尔斯泰的话。

如果说，一个人的生活需要什么来使之充实的话，我选择阅
读。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二

世上没有完全幸福得称心如意，十全十美的婚姻。安娜的不
幸是制度造成的，不允许离婚，女人在婚姻权上无权利造成
的。更是自身造成的。不论任何社会制度下，遵守社会秩序
规范，活在有序社会中。人受限制才有幸福。幸福不是随心
所欲的，是要不以牺牲别人的幸福自由，而保障自己幸福的
自由。自由的幸福是有限制的保障。

安娜离开曾经幸福的婚姻又组建了家庭就幸福了吗？生活又
是先幸福，过着过着就不幸了。任何一个通过婚姻组成的家
庭起始幸福，否则不会有婚姻。在长久新鲜变熟悉之后，彼
此再熟悉不过。优点缺点尽现。优点也不优，缺点是缺点。

人与人，哪怕夫妻，由陌生到熟，由熟又到陌生。人就像过
日子做工作总需有新意，对婚姻也难保也厌倦。但日子是总
这样，白天黑天，规则不可变，改变的是自身过日子方式，
使日子有声有色。任何行业规律也都如此。

婚姻的七年之氧也靠夫妻双方共同努力，共同面对时间给婚
姻带来的问题。显然安娜未意识自身是家庭主角的变化，自
己该做的事情。她丈夫忙于官场业务也无暇顾及，是他根本
未考虑到有变化。安娜的错误在于年轻，不成熟，顺应了她
的心思，而违备社会秩序。背叛家庭，投入新生活。无限制
的自由得到的幸福以为幸福。不满足生活，欲望强烈。



人是社会一份子，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家庭是社会构成
的一部分，幸福在家庭之中，也在社会之中。社会是有序的。
脱离社会正常秩序的家庭在社会上便会引起维护有序世界人
的反感。

安娜新家庭承受不了众人的眼光，脱离不了身为社会一分子
的生活。人不可能永远禁锢家庭之中。家庭是家人的栖息地，
但人不全是为家庭而存在。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的社会性，
价值性。人是家庭属性与社会属性共存共生的。二者不能绝
立存在，一旦分割，必有悲剧。感情不是一个人的全部，不
是幸福的全部来源。

朋友，亲情，公共事物，不可或缺，少了一部分，生命不完
整。想以感情为全部幸福寄托的安娜即丧失了对家庭的失望，
对幸福的全部希望。她所以为的一落入现实融化了。她缺乏
对人生命角色，社会性，生存，生活，家庭之间的相联性，
之所以幸福的根源认识。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三

合上这本厚重的小说，我闭上眼睛慢慢进入了无意识的状态。
在这个深秋的午后，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在梦里，出现俄
国上流社会的舞会，金碧辉煌的大厅，幻彩流光的各色华丽
服饰，人头攒动的一派热闹但又极具风度的舞会。一个身穿
黑色低胸礼服的少妇，小巧精致的脸上有着白皙紧致的皮肤，
温柔婉转的神情，顾盼生姿。镜头切换，她正在和一个英俊
高大身着笔挺军装的男人跳华尔兹——是swan lake waltz(天
鹅湖华尔兹)的曲调。军官温柔的目光像一张柔软又黏人的蛛
网，一丝一丝将少妇裹入爱情的巢穴……我挣扎了一下，但
是怕惊扰这美丽的一刻，瞬间我来到了一片白桦树林，一个
留着八字胡的中年贵族男子在和一个农民模样的老实人交涉，
他们说话声音不大，我能看到他们的嘴唇在翕动，最后，那
个中年贵族应该已经顺利地出售了这片属于他的茂盛的白桦
树林并且卖了个好价钱。他缓缓地回过头，我依稀看到他饱



含沧桑的脸上浮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感觉仿佛是找到了永
恒的生命意义。

书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句颇有宗教色彩的话：“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从这句话里我读到了源于古希腊神话中无奈又
崇高的“命运”观，渺小的人类将所有的不幸寄托于上帝，
相信上帝会公平公正的处置让人冤屈的罪恶，惩罚违背基督
教徒精神的人类。由此可见《安娜·卡列尼娜》这本小说所
探讨的不仅仅是俄国上层社会女性摆脱社会伦理的束缚寻求
真爱，更是由此衍生出来更加深刻的主题：在历史不断前进
和发展的过程中，整个人类命运的归属，和个人生命的自我
救赎。

读完整本书，我最想探讨的就是女主人公安娜的命运中两个
关键词：爱情与幸福，以及列夫·托尔斯泰想要诉说的真理。

首先在小说中，有两条主要的线索贯穿全篇：安娜冲破与卡
列宁长达八年的婚姻，与年轻军官弗伦斯基陷入热恋并与之
结合，最终难以背负社会舆论压力卧轨自杀。而另一条是俄
国贵族农奴主列文和公爵小姐基季一波三折后终成眷属的爱
情故事，以及列文作为地主对时下农奴制度的不满与改革的
憧憬，但是囿于现实又止步不前的困窘。

两条线索，代表了两段不同的爱情，以及两种不同的思想火
花，两种不同的命运。

安娜，在整本书中最饱满鲜明的形象，被列夫·托尔斯泰赋
予了非凡的浓墨重彩。她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她
有情欲也有理想，她既有聪明理智的头脑又有丰富热情的情
感，她既扮演好了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又无法克制爱情之火
的燃烧，她既是坚强又执着的反叛者，又是脆弱又无助的众
矢之的。

她与卡列宁的婚姻是包办婚姻，他们之间是没有爱情可言的。



安娜在大他二十岁的卡列宁身上寻求爱情和生活的存在感是
徒劳，因为卡列宁醉心政治，不解风月。安娜活力的生命在
这个冰冷无生气的家庭一点点地被平静的消耗掉，这算是一
种安稳的“幸福”，优越的物质条件，尊贵的社会地位，是
上流社会才貌双全的宠儿，有一个听话可爱的儿子谢廖沙。
可是当安娜在莫斯科的火车站偶然遇见渥伦斯基的那一刻起，
她身上无处安放的“过剩的精力”终于找到了归宿，一个同
样有着俊美外表，过人才智，善良正直的军官一下就抓住了
安娜的心，他有安娜所喜爱所想要的一切，这才是真的爱情。
而渥伦斯基对这段感情从最初的虚荣心到后来端正态度，原
意为这段恋情开枪自杀，祈求卡列宁的宽恕，以及后来抛弃
升官加爵的远大前程带着安娜离开俄国私奔到意大利，渥伦
斯基是深爱安娜的，可是他却不能带给她永久的幸福，安娜
的生活也不断徘徊在爱与痛的边缘，经历进退两难的艰难时
刻之后，最终她熬不过被逝去爱情击垮的灵魂，她唯有选择
将生命结束在两人相识的车站，她希望得到主的宽恕从而得
到最终的解脱。

在安娜与渥伦斯基的这段爱情里，安娜的性格、形象逐渐的
饱满，散发出内在的张力。及至此时，她已经不在顾忌名声
甚至可以抛弃心爱的儿子，成为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因为她
找到了生命的真谛——爱情，跟渥伦斯基在一起才是她应有的
“幸福”生活。可惜这段幸福的生活是短暂的，因为这是全
部建立在“爱情”上的“幸福”，“爱情”作为基础，又是
脆弱不堪一击的，没有责任感的约束，渥伦斯基的逃离将安
娜拉至痛苦的边缘。

而另一条主线，基季和莱温的结合代表了列夫·托尔斯泰理
想的幸福家庭。其实书中有写到，莱温和安娜是同一种人，
走的不同的道路却是向着一个方向。我思索了一下，安娜和
莱温所追求的都是人类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所追求的先进文
明的思想观念，而二人结局的不同是因为安娜将个人命运的
斗争付诸脆弱的爱情，而莱温则用劳动和探索，预测到了贵
族阶级即将灭亡的历史步伐，在经历了得不到爱情的抑郁期，



最终视野豁然开朗，他明白了理想的幸福——带着理性的头
脑和悲悯的良心顺应自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最终还是不能超越底线还幸福的活着，这也是列夫·托尔
斯泰认为安娜只能毁灭的原因。经历过无数日夜痛苦探索的
莱温最终寻得了活下去的勇气，他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人生
不过就是一首交响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乐章，有不和谐的
音符也有优美动听的旋律，就像四季更替，周而复始，当冬
天来临，春天也不会太遥远。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四

安娜·卡列宁娜，总体来说，是一个怯弱而又勇敢的人。下
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供大家参
阅!

合上书本，印象最深刻的是列文。可是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
选择安娜作为主人公，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对自由恋爱
的提倡，还是上流社会的讽刺批判，抑或是对女性不忠的宗
教审判?但为什么描写安娜的时候又着重描述了列文的生活、
思想。我总觉得列文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列文的成长是作者
自己思想的成长的缩影吧。

这样，值得吗?究竟爱是什么?

我欣赏为爱，义无反顾;但不赞同。一切以爱的名义的自私、
背叛，都是不负责。爱是责任!

安娜是俄国上流社会的迷人贵妇，这种贤妻良母类的女人，
让人感到一种慈祥的安宁。但是，她接下来与渥伦斯基邂逅
之后的事情，以及她最后走的极端，让人感到深深怜悯。

她是一个懦弱的，一直在劝慰自己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任何



过错，是一种没有羞耻感的人。在社交界，她是一种美丽的，
慈祥的，任何人都喜欢的形象，可是，当她疯狂之后，为爱
情所忙碌，以名誉和儿女为代价的这种行为，让人困惑和不
解。

在这场与列文、吉蒂、卡列宁、渥伦斯基等人的多角恋与各
自婚姻的爱情的对比下，安娜无疑是可怜的，她选择独自承
担了无望爱情的全部后果。列文无疑是成功的。他在婚姻的
道路上，窘迫，失落过。但是经过蜕变，与自己心爱之人喜
结良缘，并接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米佳。而安娜与渥伦斯
基婚外情，是最让人所不齿的。他们有了在自己罪恶的结合
下的牺牲品：女儿安妮。

其实，最后害死安娜的，不是别人，是安娜自己。她走上了
条极端的路，没有自制力其实是种可怕的东西。嘴上说着，
我可以压抑一切的感情，可是心中却不这么想。是安娜的心
口不一害了自己。明明是来促成渥伦斯基与吉蒂的婚事，却
将自己搭了进去。表面上，压抑着，那真实，又是什么?因为
自己成为了导火索，所以引发了后来的一切。渥伦斯基的逐
渐冷淡和抛弃，卡列宁的渐渐折磨、后来的卡尔塔索夫夫人
的公开羞辱以及文章最后她的卧轨自杀。一切的前因后果，
都在于此，都在于她的不安于本分，心中的自制力不高。这
是一场悲剧，由她亲手导演，演员最后全部走光之后，又由
她自己，最后终结。

这部以死亡而收场的戏剧性悲剧，却成就了安娜·卡列宁娜
的形象。这种对自己婚姻不贞，背叛家庭，抛弃自己的儿子，
又担心被自己的儿子看不起的女人，是被世人所厌恶和不耻
的。私通在上流社会并不少见，可是少见的是，安娜·卡列
宁娜的勇于承认，虽然最后得到的结果是被上流社会抛弃。
但是，在这种列夫·托尔斯泰近乎苛刻的描写下，安娜·卡
列宁娜的缺点，也正是她的闪光点所在。这突出了一个叛逆
的女人，和敢于与现实社会对抗的形象。这句话有褒有贬吧，
可是谁又去管她呢?在婚姻中，上流社会对待不贞夫妻的惩罚



是不同的，而丈夫近乎变态的宽恕，对安娜产生了一种精神
上的折磨和无形的压抑感。安娜在别人眼里是怯懦的，但是，
她的真正的形象，却是光辉的，作为一个对比人物，她最后
的往铁轨上的一卧，成就了她的勇敢，反叛的精神女性。也
许正如现在的人所说：自杀的人，是勇敢的，因为，很少有
人有勇气去自杀。

“真不愧是个卑贱的女人，连选择的死法都是那么卑贱。”
公爵夫人鄙视的说。其实我认为不然，她并没有权利去评判，
真正的评论权，是掌握在当事人的手中。

安娜·卡列宁娜，总体来说，是一个怯弱而又勇敢的人。可
以说，最后的卧轨，不是她的本意，她想要站起来，却无能
为力。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五

历经3月，我终于将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大作——《安娜·卡
列尼娜》看完。在上书的那一刻，仿佛一世纪的光景在我眼
前瞬逝。现在，我来谈谈对于女主安娜的一些小看法。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之
一。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却在卡列宁的虚伪、冷漠
和弗龙斯基的自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落得卧轨自杀、
陈尸车站的下场。庄园主反对土地私有制，抵制资本主义制
度，同情贫苦农民，却又无法摆脱贵族习气而陷入无法解脱
的矛盾之中。矛盾的时期、矛盾的制度、矛盾的人物、矛盾
的心理，使全书在矛盾的漩涡中颠簸。这部小说深受我国读
者喜爱，它是新旧交替时期紧张惶恐的俄国社会的写照。

小说中，女主安娜的人物形象着实令我被震撼，她18岁时嫁
给前途无量的政治家卡列宁，后诞下一子，过后便是的平淡
而充实的生活，在离开儿子前往莫斯科，她会感到孤独与思



念——她过着就是这样的普通生活。然而，弗龙斯基的出现
点燃了她的欲望，对于爱情的追求。自此，她的童真一去不
复返。

弗龙斯基高大帅气，风度翩翩，他对安娜执着的追求，使安
娜坠入了爱情的深渊中；他的温柔体贴，使安娜放下了最后
一道防线。为此，她不惜付出自己的名誉，家庭来换取这份
她想要占有的情感。

但是，安娜纵身一跃，不顾一切追求所换来的不是王子与公
主的爱情故事，而是无尽罪恶的深渊。

她与弗龙斯基在一起后，弗龙斯基的温柔体贴消失殆尽，带
来的，是无尽的争吵与痛苦。甚至连她处在的上流社会，也
对她赋予无尽的嘲笑。

弗龙斯基与安娜不同，他的欲望不仅有安娜，还有赛马，事
业。安娜只是他欲望的一部分，当欲望得到满足时，厌倦油
然而生。但是安娜不一样，安娜的内心中，只有弗龙斯基一
个人，弗龙斯基的厌倦与安娜愈发强烈的爱发生冲突，最后，
在对于生活的绝望以及对爱情战争胜利的追求下，她决定惩
罚弗龙斯基，在铁轨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幸的女人。

安娜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所想所思，她勇敢而又直率，从来
不做违心的事情。就像她说的一样：“我不能不跟着我的心
走。”她迷恋弗龙斯基，爱他，渴望他，所以她宁愿灭亡，
也要占有他的爱。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弗龙
斯基在安娜死后精神一蹶不振，失去了人生的全部意义，负
罪感让他选择不再去实现欲望，而要将自己的生命已经毫无
价值的生命，挥洒在残酷的战场上。



而安娜的人生，在悲剧中，落下了帷幕。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六

在经历了一场奇怪的感情历程以后，为了让自己静下来，准
备看几本小说，滋养一下心灵。最近刚看完安娜卡列尼娜，
又犯了爱入戏的毛病，夜里辗转反侧，揣摩书中的人物，闭
上眼睛，头脑中雪亮一片，全无睡意。

对于安娜这个人物，即是可爱又是可怜的。男人纷纷为之倾
倒，连沃伦斯基的母亲也忍不住说“我都爱上您了”，足见
安娜的可爱。但安娜品尝到爱情的'甜美和幸福后，整个身心
仿佛被唤醒了，尊严、教养、理性、地位，甚至母亲的职责
都成了让她痛苦的桎梏。人性里有有真善美，也有自私和欲
望，假如人可以退去光鲜的面具和外衣，彻头彻尾的真实，
人心里的魔也会无所畏忌的冲出来，让人失去内在的平和，
走向精神崩溃和自我毁灭。虽说安娜在不懂得爱情的时候就
嫁人生子，虽说卡列宁比不上沃伦斯基玉树临风、风流倜傥，
醉心仕途，循规蹈矩，死要面子都让安娜不称心，甚至厌恶，
也都不是安娜出轨的有说服力的理由。和很多生气勃勃的人
们一样，安娜性格里有一股不安分，不惜代价获取成就感的
力量。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贵妇，实在缺乏获得成就感的途
径，那么拥有一场空前绝后的爱情，正好满足了这份缺憾。
从安娜在火车站上与沃伦斯基第一次邂逅的回眸，在吉提家
舞会上妩媚动人的打扮，都能看到她心里的魔。以及小说快
到尾声处，安娜对爱人疑神疑鬼，心态失衡，见到吉提的丈
夫列文时的那段描写，她那么清楚自己的魅力，貌似不经意
地魅惑着男人，然后一转身又把他们完全忘了。后来还在吉
提面前刻意提到与列文的见面，强调自己很喜欢他。她心里
的魔就这样在“追求真实”的召唤下，被引诱出来，扰乱了
她的心智，脑子里充斥着妒忌、报复和自我毁灭。这种性格
的女人可爱又危险，即使第一段婚姻还算如意，也会因为追
求完美且不能自制而早晚要出轨。



爱情能当饭吃吗？安娜就是那种把爱情当饭吃的人，爱人就
是生命，就是一切。她不能接受爱人的心里除了她还放下其
他的人和事，她在爱人“因为爱而牺牲了一切”“为爱差点
杀掉自己”这些表象中获得无上的满足和爱的高潮感。但这
正是女人的天真和愚蠢的所在。男人是不能仅靠爱情而活的。
双方需求的不对等最终会导致悲剧的结局。安娜得到了爱情，
却没能好好把握。她要的太多，要的太不理智。但如果她理
智，也就不会出轨了。她的爱情来势汹汹，压倒一切，有疯
狂的成分。男人们梦想得到女人疯狂的爱，但得到了也就满
意了。疯狂的必不持久。

另外我想说，小说中展示了俄国19世纪贵族们的生活场景，
主人们头脑发热，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写成神秘的纸条，让
仆人、车夫们穿梭传递，穷苦人跑断了腿也没人可怜。假如
安娜、沃伦斯基都是平头百姓，工薪族，每天朝九晚五，工
作忙得四脚朝天，每天算计着如何付房租，还房贷，柴米油
盐……是否还有时间谈这个轰轰烈烈的婚外恋吗？轰轰烈烈
的超凡脱俗的爱情是奢侈品，只属于有闲有钱的人们啊。我
等穷人，还是在大学毕业刚工作的那几年里在同学同事朋友
里，找个谈得来看着顺眼的，然后结婚生娃，好好工作好好
过日子，为人类做点有益的事，培养个质量合格的下一代，
有空去游历下大好河山，没事微信上晒晒美食。什么初恋、
什么安娜，一切都随风去吧！

安娜·卡列尼娜读后感篇七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
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节里这样写到。
而书中的安娜的生活，却由虚伪的幸福演化成了意料之中的
不幸。

关于安娜这个形象，自其诞生以来，古今中外，众说纷纭，
不同阶层不同世界观不同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安娜是
一个性格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的形象，有她积极、进步的方



面，也有她消极、落后的一面，今天如何全面深入地分析她
的性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仍具有很深刻的意义。

在文章中，女主人公安娜，在自己的少女时代就嫁了人，嫁
给了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高级官员卡列宁。安娜过着衣食无
缺的生活，可又有谁知道安娜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小说中
描绘出的安娜，是一个美丽善良，温柔的少女，花一样的少
女，就像那人们花园里的花朵，渴望得到自己所渴望的空间，
自己所渴望的幸福生活。在丈夫面前，安娜是一个善良而又
贤惠的妻子，在儿女面前，她又是一个温柔美丽的母亲。但
是这并不是安娜所渴望的幸福空间，并不是她所渴望的美满
幸福的生活，因此，她总是郁郁寡欢，强把自己对生活的渴
望深深地埋在心灵深处。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娜邂逅了
渥伦斯基，一个近卫军军官。渥伦斯基对安娜展开了疯狂热
烈的追求，而安娜也陷入了情网。他俩不顾社交界人们的非
议，公然同居，而安娜也怀了渥伦斯基的孩子，却在分娩时
差点死掉。

虽然因为这件事情安娜得以和自己的丈夫和解，但最终她仍
和渥伦斯基一起逃到意大利，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间。在
这虚掷的光阴里，两人的生活极为空虚。后来安娜回到俄国，
又走入她所熟悉的社交领域，但物是人非，人们不再像从前
那样对她，不再欢迎她，用冷言冷语将其拒于千里之外。与
此同时，渥伦斯基也弃她而走，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庄园，并
置身于新的农业经营。两人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的
隔阂而逐渐疏远，变得冷若冰霜。安娜也很清楚的意识到，
自己虽然依旧美丽，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幸福的空间或
是什么幸福的生活。最终，生活的苦闷，无人支持了解。最
终，安娜带着自己那美丽纯洁的追求和梦想，结束了自己空
虚的生活，卧轨自杀，了结了自己在空中飘忽不定的短暂生
命。

《安娜·卡列尼娜》写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农奴制度改革
已过了10年，新的资本主义秩序刚在建立，新旧交替，导致



了原先建筑在封建制度基础上的家庭，婚姻，伦理道德，宗
教信念等一系列的混乱，动摇和崩溃。托尔斯泰怀这极度不
安的心情紧张地思考和探索着俄国社会的出路问题。她在这
部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俄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几乎是
并行的。能如此迅速而真实地通过长篇小说反映社会现实，
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小说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塑造了在俄国文学史上独具风采的女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安娜是一位追求资产就、阶
级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她的全身心洋溢着热情与活力，却
受到封建的传统观念，道德规范，法律条文，宗教教义的束
缚与压抑。她对真正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追求，虽然以失败告
终，但她的行动确实是对贵族阶级的一个勇敢的叛逆，她的
死不愧是对黑暗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反抗，这种叛逆和反抗是
正义的，并且在世界进步人类中赢得了广泛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