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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生于1904年，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
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目睹了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
“五四”运动使他打开眼界，树立起反对封建制度，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信念。
1927年赴法国学习，第二年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
1928年底回国，1931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鲁迅来往密切。
鲁迅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他的主要作品，大都在1927年以后的二十年间写成的。
包括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抗战三部曲》(又名《火》)，中篇小说《寒夜》、《憩园》，另有一批短篇小说、童话、散文
等。

    《激流三部曲》以五四运动后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地区为背景，描写了在新的革命时期的一个封
建大家庭(高家)走向崩溃的历史。
作品展开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生活的全部，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堕落和封建礼教的虚伪
残酷。
作者塑造了梅、蕙、瑞珏等封建家庭妇女的形象，她们的痛苦与惨死，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和旧礼教的
血泪控诉。
而鸣凤、倩儿等“下人”的死，则更深刻地揭露了阶级歧视和压迫的社会现实。
作品没有停留在暴露这个“家”的罪恶、揭示它必然崩溃的命运上，而进一步描写了以觉慧为代表的
觉醒的叛逆的一代。
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五四”时期的时代特色，“宣布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
”
    巴金作品的最大特色，是文以情生。
这一点与曹雪芹十分相似。
此外，巴金善于构筑鸿篇巨制，把众多的人物、纷繁的事件精巧地组织起来，情节波澜起伏，层层推
进，步步通近高潮。
作者还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剖析人物灵魂，有深度、有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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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金（1904～）现、当代作家。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
四川成都人。
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
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
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
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
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
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
》、《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 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
》、《忆》、《短简》等散文集。
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
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
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
《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
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
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
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全
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
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
代文学馆。
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
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
出版。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
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
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
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
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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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激流》总序家附录  呈献给一个人（初版代序）  初版后记  五版题记  关于《家》（十版代序）  新版
后记  重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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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巴金研究的细化和深化　　新时期的巴金研究是随着拨乱反正开始的，研究者要不断清除文革中
加在巴金身上的不实之词，恢复巴金的本来面目。
在对真实巴金的寻找中，不断丰富的研究资料使研究者在作家&ldquo;巴金&rdquo;之外，可以清楚地
认识多少年来一直遮遮掩掩或者只有别有用心者才谈起的、一个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的&ldquo;李芾
甘&rdquo;。
尽管还有许多忌讳需要不断克服，但是大家还是兴奋地深入到这个领域中来。
与此同时，对于《家》等巴金名作的研究也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对于《随想录》中所表现出的道德勇
气和人格魅力的研究，甚至空洞的赞美连篇累牍，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不论是对于某一时期创作还是对某一具体作品的研究，研究者的着眼点大都在于对其中思想倾向的关
注，特别是注意从巴金的作品中寻找与现实沟通的话语，比如经历了文革之后再次提出的&ldquo;反封
建&rdquo;与巴金五四前后的反封建联系起来。
然而与鲁迅研究等学科相比，巴金研究的实用性、功利性似乎还大于它自身的学术性，它还没有形成
自己稳固的、合理的学术结构。
因此，至少有两个极其重要方面的研究，即使不能说是忽略，起码也是没有深入展开。
一个是对文学家巴金的研究，另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问题是对巴金作品的艺术性的研究。
巴金是以文学家的面目进入今天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的，已经远离巴金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的今天的读
者如果还能与巴金对话，那也是通过具体的巴金作品为媒介而形成的。
因此，对于巴金具体作品乃至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的研究，决不是巴金研究中一个无关紧要的
问题。
而目前对于巴金的具体创作泛泛而谈的多，具体而微谈的少，特别是作品的艺术风格，似乎只是一样
的几句话：&ldquo;热情，充满激情，有青春气息&rdquo;，于是就完事大吉。
像对鲁迅作品细致的、多角度、全方位的艺术研究和分析，在巴金研究中并不多见。
这两个问题恰恰是辜也平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他的巴金研究的一个基点。
　　　　在《导论：关于巴金与巴金研究》中，作者从对巴金研究现状的考察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巴金是一位文学家，&ldquo;因此文学家的巴金才是整个研究的根本所在。
&hellip;&hellip;对于像巴金这样著作等身的作家，研究者如果不认真细致地感受、品辨、探究其作品的
丰富内涵，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把握作家本人&rdquo;。
&ldquo;而加强微观研究与文体精读对于目前的巴金研究，则显得格外迫切与重要&rdquo;。
&ldquo;在基本上宏观地把握了作者生活的时代、环境、经历与思想的今天，似乎该是回到文本，对巴
金的具体作品，特别是一些重要作品进行重新细读的时候了。
必须提倡以自觉的历史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面对具体的文本，注意文本之间及文本内部的&lsquo;锱
铢之别，淄渑之辨&rsquo;&rdquo;。
辜也平在他的研究中忠实地体现了这一观点，从这本专著由最初的选题设计到最终完成的不同面目也
可以看到他的苦心和追求。
据李存光先生为该书所作的《序言》透露，在最初设计中，上编是巴金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人格
精神、文艺观等创作主体研究，中编是巴金各时期重要作品的文本研究，而下编是国内外读者对巴金
的接受研究，结果定稿仅以两章就完成了上编和下编的内容，以10章的篇幅突出了中编的文本研究。
　　　　文本精读的具体操作也支撑了&ldquo;研究文学家的巴金&rdquo;这一观点。
可能是受巴金个人&ldquo;我不是一个文学家&rdquo;的说法的影响，长期以来不少人对巴金作品的文
学含量评价不高或者漠视巴金的艺术才华，而辜也平则以对文本的具体分析来阐释巴金的艺术魅力。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家》现存的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
对于《家》巴金曾做过几次较大的改动，留下了八个不同的版本。
辜也平追踪巴金修改的印迹，特别是关注巴金对觉慧甚至是陈姨太等几个具体人物的不同修改，在他
的耐心细致的分析中，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作家本人思想与时代的碰撞，也看到了巴金苦心孤诣的艺术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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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在一步步清除写作中的粗糙和幼稚，一步步向着完美和精益求精的路子上迈进，对此辜也平没
有吵吵嚷嚷地替巴金辩护什么，他只是冷静地把一个个样本拿到了显微镜下，以后的结论是在让大家
一清二楚之后做出的。
　　　　对文本细致入微的关注往往可使研究者不拘于习见，于平常中体味出新意，发现前人所未见
之物。
辜也平的这本书中也处处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比如对《灭亡》的分析，许多研究者都纠缠在它与巴金早期思想信仰的联系上，而辜也平在并不忽略
巴金思想信仰的背景的情况下，更注重从作品的微观上来把握巴金的创作动机和心态，来分析造成巴
金苦闷思想的原因和巴金是如何以小说的形式表达这种苦闷的。
尤为难得的是他不仅看到了巴金创作中所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这也是巴金本人和研究者一再强调的
），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巴金所受中国传统叙述模式和同时代作家影响的问题，比如《灭亡》中冷漠
地对待汽车碾死人的麻木群众和鲁迅作品中的&ldquo;看客&rdquo;大有相类之处，而如果不是建立在
对文本本身重视的基础上，是不会有这样发现的。
又如在对《爱情的三部曲》的研究中，或许是受李健吾（刘西渭）三十年代的观点的影响，不少有影
响的文学史都极力推崇《雨》的艺术成就。
辜也平却没轻易地接受这样的结论，他细致地对原作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了分析，并且
在对《雾》、《雨》、《电》三部作品进行认真具体的比较之后指出了《雨》的许多不足，如叙述缺
乏耐心和细致，大段抽象的议论代替具体的描写，开放式的结构致使笔墨分散情节不集中，等等，这
是对现有成果的反拨，也是研究的深化。
像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还不少，比如对巴金后期的《憩园》和《寒夜》两部小说，许多人盛赞其艺术成
就。
但是具体体现在哪里谈得却很皮相，辜也平却认真地分析了他们的叙事策略和现实主义技巧，以实证
来完成了早该有结论的东西，显得极有说服力。
　　对巴金创作作较为完整的考察是这本专著的另外一个特点。
除了对有影响的作品，辜也平对像《火》这样的&ldquo;失败之作&rdquo;也设了专章研究，对艺术成
就不太高的巴金十七年间的创作也有很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巴金文学创作图景
。
(周立民)　　　　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
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最初，是&ldquo;五四&rdquo;的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
兴趣。
从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家。
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ldquo;五四&rdquo;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帝反封建
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
平。
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目击封建大家
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压牺牲的遭遇，&ldquo;下人&rdquo;们的极为悲
惨的命运；这使他产生深切的激愤。
在&ldquo;五四&rdquo;浪潮冲击之下，他由最初朦胧的觉醒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
早年的这些生活和思想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反映。
一九二三年，他从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
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国，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
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理想。
后来，他曾经说过：&ldquo;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rdquo;(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
集&middot;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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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为，也使他受到鼓舞。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复杂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的印记。
　　　　巴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间。
当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
渊。
革命转入低潮。
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ldquo;先生&rdquo;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更
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
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
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所从事的种
种活动。
作者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残暴与不义，怀着很大的热情塑造了杜大心、陈真、吴仁民、李佩珠等人物
形象，赞美他们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这样的思想主题，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致的。
因此，作品在当时不资产阶级青年读者中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助于激发读者变革旧现实的热情；
而通过上述人物的失败和牺牲的命运，客观上也显示出了个人反抗的悲剧。
但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ldquo;救世主&rdquo;自居、脱离群众和狂热、偏激等毛病，他
们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视牺牲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他们
的弱点和错误。
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
思想。
在《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
作品从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各方面错综地描写了某小城市中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活动，着重写
了团体内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争和死亡。
虽然其中的阴郁气氛已较最早的《灭亡》等作品有所减少，但从这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团体的活
动中，却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点和生活方面的破绽。
这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凭着自己的热情
和勇敢就企图在残暴的反动统治下立刻打开一个局面。
作者对那种只是出于狂热，并不能给革命事业带来切实好处的单纯的献身精神，也采取赞美的态度。
这是一些瑕瑜互见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读者向黑暗现实展开斗争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消极的
影响。
　　　　在写作《爱情三部曲》的同一个时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个矿区生活了短时期。
两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写成《萌芽》(《雪》)，因遭禁，两度改名后自费出版。
前此的小说《砂丁》，已经写了矿工的苦难；而到《萌芽》，则进一步写出矿工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
望和团结一致地进行的斗争。
面对着新的生活题材，作者一时来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写得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些作
品中，作者不仅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现实的激情同对工人生活斗争命运的真挚关切
结合起来，表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内容。
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发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
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
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
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
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
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ldquo;五四&rdquo;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mdash;&mdash;四川成都为背景，真
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ldquo;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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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rdquo;(注：《〈激流〉总序》)。
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
腐朽龌龊，荒淫无耻。
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
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
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
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
，&mdash;&mdash;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
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ldquo;我控诉&rdquo;的呼声
。
　　　　然而这个家里的新旧矛盾，毕竟已发生在&ldquo;五四&rdquo;时代。
&ldquo;五四&rdquo;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
。
《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
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ldquo;作揖哲学&rdquo;和&ldquo;无抵抗主义&rdquo;，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
势力&ldquo;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rdquo;。
他的确是&ldquo;幼稚&rdquo;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ldquo;这旧家庭里
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
&rdquo;但基于&ldquo;五四&rdquo;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ldquo;
无可挽救的了&rdquo;。
他并不想对&ldquo;家&rdquo;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
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ldquo;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rdquo;。
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ldquo;确实忘了鸣凤&rdquo;，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
的家里时，才&ldquo;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rdquo;。
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
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
慧来对觉新的&ldquo;作揖主义&rdquo;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
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
影响。
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ldquo;新鲜空气&rdquo;的。
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ldquo;未知的新的活动&rdquo;，&ldquo;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
动&rdquo;；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
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
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
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
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
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ldquo;五四&rdquo;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
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
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
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觉新和觉民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别是觉新，作者对他所花的笔墨最多
，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
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
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ldquo;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
信&rdquo;，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
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
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通过觉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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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
所否定了。
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
，跨过了逃婚的斗争。
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争的前缘，不妥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
的成长。
在给觉慧的信中，他说：&ldquo;我现是在&lsquo;过激派&rsquo;了。
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lsquo;过激派&rsquo;，我便是第二个。
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lsquo;过激派&rsquo;。
&rdquo;这第三个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长和出走，是贯串在《春》里面的主线，而觉民的活动就为这件
事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
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而琴还正在觉醒的过程中。
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
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
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ldquo;春天是我们的&rdquo;这
话的意义。
《春》和《秋》中所展开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
在长辈们的虚伪与堕落的衬托下，《春》里面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为淑英性格
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
情节的开展比《家》来得迂缓，而精神仍是一贯的。
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
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明朗的气氛。
她最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ldquo;战斗的欲望&rdquo;，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
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的命运，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的机会的时候，淑贞就跳井自杀了。
这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
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
这些少女们的活动，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那些虚伪、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们，作者并没有把他们漫画化，却仍然投予了深刻
的憎恨和无情的诅咒。
从高老太爷和《秋》里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旧制度的卫护者们那种表面十分严峻而其实极端虚
伪和顽固的本质。
《春》里面作者更多地勾画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堕落的活动，他们的盗卖财物、私蓄娼优、玩弄
丫头奶妈等行径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们的放纵和影响下，觉群、觉世等小一辈品质的恶劣也已逐渐
成型，这正说明了这种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蛮和残酷。
《秋》里面所写的面更扩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围，周家和郑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周伯涛、
郑国光、冯乐山、陈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写，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的面貌是更
多方面地揭露出来了。
这就不只补充了对高家那些&ldquo;克&rdquo;字辈人物精神堕落状况的揭露，而且说明了这是一个制
度的产物，充分地显示了这些形象的社会意义。
另外一些庸俗、泼辣和愚蠢的女眷们的活动，例如陈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们的丑恶形象引起
了人们的深深的厌恶。
而通过一些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封建统
治阶级的&ldquo;吃人的&rdquo;面貌和作者的极端憎恶的感情就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秋》的最后，觉民说：&ldquo;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
&rdquo;作者曾说他&ldquo;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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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rdquo;，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决定&ldquo;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随的颜色&rdquo;(注：《〈秋〉序
》)。
这个预定的计划更接近于他在《爱情三部曲》或者《灭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过的艺术安排
；但在愿望给读者以乐观和鼓舞的情绪支配下，他终于改变了预定的计划，给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
的色彩。
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
小说关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虽然都还写得相当朦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够吸引读者憎恨那
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史岁月。
到了现代，在狂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连续打击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一面走向列亡
，一面继续虐待、摧残、杀害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封建阶级成员自身。
所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它曾激动
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
　　　　巴金还有《复仇》、《光明》、《将军》等短篇小说集，从更多的方面，反映动荡不安的社
会生活。
如《还乡》写乡民们反对恶霸乡长的尖锐的斗争；它的姊妹篇《月夜》描写了这个恶霸杀死了参加农
会的农民的惨象。
《煤坑》通过一个初下窑的矿工的感受，描写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
也有许多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识阶级》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
大学教授的卑劣行径和虚伪的丑态的。
《春雨》里则写了一个不满哥哥只求混饭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
此外，作者还根据自己广泛的经历和知识，写过好些篇取材于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
《马赛底夜》描写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豪华都市中的罪恶和荒淫。
《马拉的死》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
《神&middot;鬼&middot;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则写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虚的面貌。
《将军》描写流落在中国的白俄贵族的沉沦。
这些短篇一般都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或就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来写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较长篇广阔，
在构思和艺术表现的集中精炼上，也有它独特的成就。
有些作品，如《狗》、《幽灵》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笔法，描绘现实生活中严酷的矛盾和斗争。
这些短篇，处处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世间不幸和苦难的高度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不安和痛苦
，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们都是巴金短篇小说共同的思想特色。
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期里，巴金还有《忆》、《短简》、《旅途随笔》、《生之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
部分是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欢跟读者谈论自己的作家了，而且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
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
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中回荡，事实随着情绪的急流展开，虚实
相间，挥洒自如，写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抗战期间巴金写了长篇小说《火》，共分三部。
前两部描写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上海沦陷后由这些青年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所
进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情形，比较鲜明地刻划了其中一些成员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了
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愤慨。
第三部写于一九四三年，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情况给作者带来了阴随失望的情绪，因此它和
前两部虽然在故事情节上尚有一些联系，但气氛和情调却显然不同，而且通过一个基督徒来宣
扬&ldquo;人类爱&rdquo;，在思想上既有明显弱点，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
　　　　作者这种阴郁失望情绪也表现在他一九四四年以后所写的几部作品里。
在长篇《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短篇集《小人小事》中所写的故事，可以说都是生活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

在&ldquo;寒夜&rdquo;中的一些&ldquo;小人小事&rdquo;。
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都是通过那些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后果，表现了作者对
那个社会的悲愤的控诉和抗议。
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小引》中说：&ldquo;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
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lsquo;卫生&rsquo;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
&rdquo;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怀有不可抑止的愤怒，不过在早期作品中较多见的作家主观热情的宣泄，
已被对于社会生活的细致刻划所代替了：同样是对于旧世界的抨击，在表现手法上却有所不同。
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些平淡而悲痛的故事，虽然气氛比较低沉，但并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对
黑暗势力的揭露仍然相当有力。
　　在《〈沉落集〉序》中，巴金曾说他的作品都是在&ldquo;愤慨的情绪下写成的&rdquo;，而且自
述：&ldquo;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
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
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
我承认我在积极方面还不曾把这个时代青年的热望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在消极方面我总算尽了我的力
量：在剪刀和朱笔所允许的范围内，把他们所憎恨的阴影画出来了。
&rdquo;这段话大体上是可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的。
作者创作力量旺盛的时代是青年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也大致都是青年，而他的作品的读者主要也是青
年。
在《家》的《后记》中，他说：&ldquo;我始终记住：青年是美丽的东西。
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rdquo;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年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
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
这里显示了他创作的特点，也包含了他创作的弱点。
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勇敢，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赞美；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
虽然渴望进步，而出身和教育所赋予他们的缺点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这种进步
力量，引导他们克服自己的缺点，却往往站在同一水平来同情的原凉他们，这就不免带来某些消极影
响。
巴金的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品风格特色也是有密切联系的。
因为是青年人彼此间的热情的鼓舞和心灵的交流，所以它不需要含蓄或幽默，也没有余裕来从事艺术
的雕镂；它需要的是单纯、热情、坦白、明朗，这样才能够沟通彼此间的感情，打动对方的心曲。
加上巴金的语言流畅，就更容易使人很快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哀和欢乐所吸引，而且自然
地引起了人们的激动。
贯串在他作品中的那种对旧制度强烈的憎恨和热情地鼓吹反抗和变革的精神，鼓动了许多青年读者的
正义感和不满旧现实的激情，并引导他们走向反抗和革命的道路。
&ldquo;五四&rdquo;以后的新文学，就整体而言，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
读者对象的。
尽管如此，和其他许多作家比较起来，在与青年读者关系之密切、影响之广泛等方面，巴金的作品仍
然获得特殊的成就。
他一直是位深受青年喜爱的作家。
　　　　鲁迅曾经称赞说，&ldquo;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
的作家&rdquo;(注：《且介亭杂文末编&middot;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他在旧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下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时，巴
金还有大量的译作，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名著。
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编选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内中不少是青年作家的处女作。
他还编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
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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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巴金赢得世界声誉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家》、《春》、《秋》，合称为《激流三部曲》，有人
认为这是一部现代的《红楼梦》。
因为小说通过一个封建家庭的四分五裂，最终衰落，说明了历史的真理：罪恶的封建制度必然崩溃，
民主革命必将到来。
像觉慧这个高家少爷，由于民主思潮的影响，痛苦地感到：&ldquo;家&rdquo;是一个&ldquo;狭小的
笼&rdquo;，&ldquo;是埋葬青年人青春和幸福的坟墓&rdquo;。
他下决心不去做高老太爷们所期望的绅士，也不愿学忍气吞声的大哥，他要做自己的主人。
他敢于对抗高太爷的旨意，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编刊物，写文章，抨击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礼教
。
最终走出封建家庭，勇敢地奔赴光明的道路。
《激流三部曲》写了近百个人物，其中有封建家长制的代表高老太爷，有不敢冒犯尊长，懦弱而善良
的觉新，有敢于以死向封建专制抗议的丫头鸣凤，有温顺驯良默默忍受痛苦的梅芬，有善良厚道的瑞
珏，有荒淫秽无耻的冯乐山。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