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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想录》第三集编成，收《随想》三十篇，我也给这一集起了一个名字：《真话》。
　　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
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
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
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人家讲，就是讲真话。
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我钦佩最后那种说法。
让一切胡言乱语自生自灭的确是聪明的办法。
我家里有一块草地，上面常有落叶，有时刮起大风，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飞满天”。
风一停，落叶一片也看不见，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
以后我到草地上散步也就忘记了有过落叶的事。
　　我一向承认谦虚是美德。
然而我决不愿意看见我的文章成为落叶给扫进土沟里去。
但是文章的命运也不能由我自己来决定。
读者有读者的看法。
倘使读者讨厌它们，那么不等大风起来，它们早已给扔进垃圾箱去了。
　　我也曾一再声明：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
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
我也不认为我讲话、写文章经常“正确”。
刚好相反，七八十年中间我犯过多少错误，受到多少欺骗。
别人欺骗过我，自己的感情也欺骗过我。
不用说，我讲过假话。
我做过不少美梦，也做过不少噩梦，我也有过不眠的长夜。
在长长的人生道路上我留下了很多的脚印。
　　我的《文集》，我的《选集》，都是我的脚印。
我无法揩掉这些过去的痕迹，别人也不能将它们一下子涂掉。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
现在我的脑子反而比以前清楚，对过去走过的路也看得比较明白。
是真是假，是正是错，文章俱在，无法逃罪，只好让后世的读者口诛笔伐了。
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有感受，还能思考，还有是非观念，就要讲话。
为了证明人还活着，我也要讲话。
讲什么？
还是讲真话。
　　真话毕竟是存在的。
讲真话也并不难。
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
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
”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　　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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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金（1904－－2001）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四川成都人。
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
参加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
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来到上海、南京，进东南大学附中，并参加
了一些社会活动。
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
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亡工作。
和鲁迅有了交往。
曾任《文学季刊》编委，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与靳以合编《文季月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二至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
誉主席。
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 。
1982年获意大利国际但丁奖。
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奖。
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
1990年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
》、《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
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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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六一 三谈骗子六二 我和读者六三 悼念茅盾同志六四 现代文学资料馆六五 怀念方令孺大姐六六 《序跋
集》序六七 怀念丰先生六八 《序跋集》再序六九 十年一梦七○ 致《十月》七一 《序跋集》跋七二 怀
念鲁迅先生七三 “鹰的歌”七四 《怀念集》序七五 小端端七六 怀念马宗融大哥七七 《随想录》日译
本序七八 《小街》七九 三论讲真话八○ 《靳以选集》序八一 怀念满涛同志八二 说真话之四八三 未来
（说真话之五）八四 解剖自己八五 西湖八六 思路八七“人言可畏”八八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八九 
三访巴黎九○ 知识分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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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写完《序跋集》序，意犹未尽，于是写《再序》。
说老实话，我过去写“前言”、“后记”有两种想法：一是向读者宣传甚至灌输我的思想，怕读者看
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复说明；二是把读者当作朋友和熟人，在书上加一篇“序”或“跋
”就像打开门招呼客人，让他们看见我家里究竟准备了些什么，他们可以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
所以头几年我常常在“序”、“跋”上面花费功夫。
然而我的想法也在改变。
我因为自己读书不喜欢看“前言”、“后记”，便开始怀疑别人是不是会讨厌我的唠叨。
这样怀疑之后，我的热情就逐渐消减。
我仍然在写序跋之类的东西，但不再像写《爱情三部曲·总序》时那样地哕嗦了：一写就是两三万字
。
我越写越短，尽可能少说废话，少跑野马。
五十几年来，我一直记住一句“格言”：你实在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吧。
翻看几十年中间自己写的那些长长短短的序跋，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说了真话的。
我把能找到的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集在一起出版，并不认为那些“真话”都很正确。
完全不是。
所谓“真话”，只是说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真是这样见闻、这样感受的。
我的见闻、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很可能有错。
一九五七年编辑我的《文集》的时候，我删去了《死去的太阳·序》中的最后两行文字。
那两行是：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样地宣言道：“我要举手向天，我说：我的思想是永生的。
”这说明我的思想有变化。
一九三。
年我还认为我的思想永远正确，永不改变。
后来自己收回了这句大话。
我的思想明明在改变。
谁又能说自己的“思想是永生的”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年轻时候的“胆大妄为”。
今天翻看旧作，我还感到愧悚。
留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洗刷不掉的。
在“文革”期间它们是我的罪证。
现在它们又是我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上的脚印。
要批判我，论断我，否定我，都可以利用它们。
在我，自信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是总结的时候了。
我把自己有的东西陈列出来，让读者们讲话。
一定还有遗漏，但绝不是我有意为之。
不过我并没有搜集为非文艺译著写的序跋，心想编一本集子总得有个范围。
其实这也是一种框框。
可见解放思想并不是容易的事。
我近两年常常说要认真地解剖自己，谈何容易!我真有这样的勇气？
我想起来了。
去年四月四日我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里讲了自己五十年的文学生活。
讲话结束，我在门厅中等候车子，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对我说：“您批评了自己，我是头一次听见
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
”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却使我头上冒汗。
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马上又掉转身子，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
P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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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
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
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
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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