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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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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
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
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
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
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本书是《随想录》第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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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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
》），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
短篇小说以《神》《鬼》《人》为著名。
　　出于对客死他乡的巴恩波同学的纪念，写了一个“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
1958年3月，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
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
　笔名应有两个字组成，得再加一个字，用什么字好呢？
正颇费踌躇时，詹剑峰走了进来，见李尧棠似在思考什么，便询问原因。
李尧棠如实相告，并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
詹剑峰是个热心人，见桌子上摊着李尧棠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半真半假地指指
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
”巴金爽快一点头:“好，就叫‘巴金’，读起来顺口又好记。
”随之在‘巴’字后边写了个‘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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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谈《望乡》二  再谈《望乡》三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四  “结婚”五  怀念萧珊六  “毒草病”七  
“遵命文学”八  “长官意志”九  文学的作用一〇  把心交给读者一一  一颗桃核的喜剧一二  关于丽尼
同志一三  三次画像一四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一五  小人·大人·长官一六  再访巴黎一七  诺·利斯特先
生一八  在尼斯一九  重来马赛二〇  里昂二一  沙多一吉里二二  “友谊的海洋”二三  中国人二四  人民
友谊的事业二五  中岛健藏先生二六  观察人二七  要不要制订“文艺法”二八  绝不会忘记二九  纪念雪
峰三〇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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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
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
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
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
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
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
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
义祖国。
⋯⋯”    我不想现在就谈曹禺。
我只说两三句话，我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许久，头两场写得多么好，多么深。
孙美人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许多事情。
还有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过一个戏(《桥》)，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回来
后也没有续写。
第二幕闭幕前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我
希望他，我劝他把《桥》写完。
    我呢，自己吹嘘也没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认我不是艺术家，今天我仍然说：“我没有才
华。
”而且像某某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所说我写的都是破烂货，只有在解放后靠“文艺黑线”吹捧才出了
名这一类的话，还可以作为参考。
不过有一点得说明：事实证明所谓“文艺黑线”是“四人帮”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文艺黑线”根
本不存在。
我的《文集》也曾被称为“邪书十四卷”。
这不足为怪，因为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视，就是不“正”的东西。
靠了读者的保护，“破烂货”居然“流传”下来，甚至变成了《文集》。
有人把它们当作“肉中刺，眼中钉”，也是理所当然。
再说集子里的确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是毒草。
我不只讲过一次：我今后不会让《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种单行本我倒愿意。
不印的书是我自己认为写得不好，艺术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等等，等等。
但它们也绝非毒草。
    我一再提说“毒草”，好像我给毒蛇咬过看见绳子也害怕一样。
二十年来天天听说“毒草”，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
    P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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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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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想录》（第1集）是第1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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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