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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想录选集》收文九十八篇，依内容和话题，分为五辑：辑一为“文革”批判、反思类；辑二为现
实触怀、社会感言类；辑三为忆旧谈往、追念故人亲友类；辑四为文学自述和文坛感怀类；辑五为国
际文化交注类。
另附录序言、后记等九篇，以见作者当年写作时的时世背景和民态用意。
如此以同类、同题聚合原则，冀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效，希望便于读者观照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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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汉族
。
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散文集《随想录》。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
。
　　1927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1931年在《时报》上
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
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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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说真话丙论说真话三论讲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军真话探索再谈探索探索之三探索之四
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解剖自己我的噩梦纪念“毒草病”“遵命文学”“长官意志”“豪言壮语”
“深刻的教育”“紧箍咒”“样板戏”人道主义“牛棚”十年一梦二十年前绝不会忘记“文革”博物
馆知识分子再说知识分子“创作自由”再说“创作自由”要不要制订“文艺法”？
“鹰的歌”“再认识托尔斯泰”？
“人言可畏”发烧思路小人、大人、长官官气衙内可怕的现实主义小骗子三谈骗子大镜子买卖婚姻幸
福愿化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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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怀念鲁迅先生也许上海滩没有哪个人经受过那么多磨难、孤寂与苦衷；而现代中国更没有哪个人遭受
过那么多曲解、亵渎、诽滂与围剿。
政府要通缉他，同仁在嘲讽他，战友狂轰滥炸他，甚至枪口对准了他。
鲁迅是这座大都市挺立在暗夜风雨中的一棵精神之树。
今天，一千个读者心目中就有一千个鲁迅。
而评说他的人，未必是认真读过他的。
凭照中学语文课的印象或者随便翻翻就来评判鲁迅的是与不是，当然容易立异和出新，而鲁迅却是“
旧”的。
轻薄鲁迅和神话鲁迅都是简化鲁迅，而鲁迅却是丰富的。
这里，且让我们追寻他的行迹和心迹，走进他、倾听他、怀念他⋯⋯尽管先生希望自己能尽早被后人
忘记，但我们却不能做到。
因为，忘记鲁迅，就忘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因为，不了解鲁迅，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
怀念萧珊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
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
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
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
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
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 “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
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
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
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
，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
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
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
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
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
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 “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
”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
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
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
死者的名字。
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
我想，这是多不公平！
她究竟犯了什么罪？
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
究竟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
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
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
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
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
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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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
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
。
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
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
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给人当作“罪人”和“贼民”看
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
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
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
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
我唤她，她也唤我。
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
” 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
”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
” 或者再加一句： 　　“坚持就是胜利。
”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
写思想汇报。
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
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
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
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
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
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
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
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
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
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
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
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
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
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
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
怎样能使它平静！
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
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
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进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进南湖路口，快到我们家，
她总是抬不起头。
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
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
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 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
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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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当头一棒！
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
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
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
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
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
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
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
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
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
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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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用真话敲打麻木不仁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历时八年完成
了150篇。
合订结集的《随想录》出版后，在思想界和读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被誉为是一部“讲真话的书”，巴金先生也因此被誉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陈丹晨说：“巴金一生追求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做人要正义、互助、自我牺牲。
因此，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这些烙印。
”以李辉的理解，是因为有了《随想录》，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格才最
后以这种方式得以定型，并且与他早年希望成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实现的努力，
有意无意之间形成一个完美的连接。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
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随想录选集>>

编辑推荐

《巴金随想录选集》从1904年到2003年，穿越整个二十世纪的巴金，作为一个世纪的见证和经历者，
其经历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人生际遇，其文字、其人生与社会变迁息息相通。
读解巴金，无异将是读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他代表了一种文化价值，更是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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