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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四爸巴金》一书，在巴老进入百岁之际，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以此书作
为百岁礼物献给巴老和热爱巴老的读者。
现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推出增订本。
李致的父亲李尧枚是巴金的大哥。
在与巴老多年的接触中，李致对巴老的为人有不少的感受。
巴老曾在给李致的信中说：“我离开世界以前，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
你可能理解我多一些。
”为了倾诉自己的感情，李致从多方面写出他心目中的巴老。
到目前为止，李致写了约二十万字的随笔和日记，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文学报》、海外中文
报刊以及四川、北京、天津、吉林等省市的报刊上。
这次增订，并配有百余幅新老照片。
　　对李致写巴老的散文，评论家吴野写到：“由于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人物传记、辞
典一类文体难以涉及的生动细节，因而早己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　　作家马识途在题为《情深文自茂》一文中谈到李致，他说：“巴金的人格力量，无疑在他身上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不是这样，要写出这样的文章是困难的。
”　　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读了李致的近作，挥毫录清人张问陶诗句“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
工纯始自然”以赠李致。
　　《我的四爸巴金》有较高的阅读和收藏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四爸巴金>>

作者简介

李致（1929- ）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嘉兴。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任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
省出版总社社长，第六届省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15岁开始学习写作，1949年前曾在成都、重庆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一百多篇习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往事随笔”为总题，先后出版《往事》《回顾》《昔日》《我与川剧》《终
于盼到这一天》等散文随笔集，并编选《巴金的两个哥哥》《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等
书。
 现为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巴金文学院顾问，巴金研究所顾问。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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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讲真话的作家——巴金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
上海看望巴金两个“最后一息”巴金的心春蚕巴金回故乡寻找童年的足迹巴老回乡记要——摘自一九
八七年的日记偏爱川剧不做欺世盗名的骗子——巴金二三事巴金与《雷雨》故友情深——巴金与李劫
人的友谊叔侄情——谈小说《春》中海儿的原型白发为人着想——巴金与我的藏书要有信仰——《巴
金教我做人》后记“她仍和我在一起”——巴金对萧珊的深情不知如何弥补心留巴老家难以忘却的关
怀不忍告诉巴金永恒的手足情带来光和热的人大妈，我的母亲一定要学好中文——珊珊不忘巴金的叮
嘱终于理解父亲照片引出的亲情“巴金赠书”章巴老的头像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巴老（一九九五年）第
二次去杭州看望巴老（一九九七年）唱片《小宝贝》一部旧书一片兄弟情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
到真理——在四川省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后一次握手——在巴老弥留之际附录一我·
心中的巴金——在上海“走进巴金”系列讲座上的讲演附录二“我们的关系不同！
”——忆沙汀黄金般的心不会消失——忆李健吾何日再倾积愫——怀念曹禺支持建立“文革”博物馆
——我所知道的张爱萍探又兰大姐后记（一）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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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作家巴金是我的叔父，我叫他四爸。
四爸在一九二三年离开四川去南京读书，以后又到法国留学。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上海，所以我十一岁前没有见过他。
一九四一年，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一次回成都，但我当时在读初小，不懂事，没有留下更多的印
象。
只记得他经常带我的几个姐姐去看电影，说我看不懂，就给我钱买邮票。
我是集邮爱好者。
大墙西街有一家卖中外邮票的小商店，我拿着钱就往大墙西街跑。
一九四二年，四爸第二次回家。
这时，我们住在成都北门荣华寺街。
大门很简陋，进去是一条小巷，巷子两边各有一家独院。
正中的院子比较大，住有五六家人，我们家租了两间房子。
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发生争吵，很像四爸后来在《小人小事》一书中所写的
情景。
然而我和邻居的孩子们却很要好，放学回来，一起打仗、捉猫猫，或者跳房、扯响簧，无论吃饭、睡
觉，都要大人“捉拿归案”。
一天，四爸对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吧！
”我不知道这是批评，心里想：要真能飞起来，那才好玩哩！
我和四爸住在正房，睡一张大床，这张大床有很结实的床架。
我上床以后，总觉得没有玩够，便在床架上翻来翻去，等到实在疲倦了，才肯睡下。
我睡在床里面，占地不多，把大部分“领土”留给四爸。
这时，四爸往往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写文章。
据说写得很晚，但我不知道，因为我钻进被窝，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被叫起来上学，我总是轻脚轻手，从他脚后爬下床，生怕把他惊醒。
我还记得家里摆供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人鞠躬。
我很奇怪，大人解释说四爸是“新派”，令我佩服不已。
如果说我拥护“新派”，这算是开始。
虽然我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
我立志长大了也要当个不叩头的“新派”。
那个时候，青年学生中很盛行请人签字留念。
许多人都有一本“纪念册”，一般都请教师、同学题词。
四爸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很多。
青年学生来找他，大多拿着“纪念册”请他题词。
我有时也伏在他旁边看，不过有些字不认得，有些认得的字并不懂得什么意思——例如，“路是人走
出来的”。
我想，乡下田里的路是我们上学时走近道踩出来的，这对，但城里的马路哪是走出来的呢？
我看见过修马路，一条马路要修很长的时间。
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这话的意思是鼓舞青年勇往直前。
孩子喜欢模仿大人，特别愿意和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
我终于也做了一本“纪念册”，请四爸给我题词。
我担心他又说我小，把我和几个姐姐区别对待，只给我钱买邮票，不给我写字。
没想到他欣然同意，坐在大书桌前，用毛笔给我写下这样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
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我高兴地看着四爸写字。
这些字，我既认得，也懂得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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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并不知道要做到这四句话很不容易，但我认为这是对的，应该这样做。
我把“纪念册”放在枕头下面，只要一想起，便拿出来看看。
当时，桂王桥南街和北街有不少裱糊铺，我母亲常去裱她的画。
我灵机一动，提出要把四爸巴金一贯主张讲真话。
早在一九四二年，巴金就勉励他的侄子“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巴金曾被迫讲过一些违心的话，为此他不断剖析自己。
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
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
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
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
”巴金对读者的爱是很真诚的。
一九八七年，巴金返回阔别二十六载的家乡，无数读者请他签名留念。
巴金长期患帕金森氏症，写字困难，但仍高兴地用颤抖的手为读者签名。
读者感激地对他表示谢意，巴金却说：“该我感谢你们，是你们买我的书，养活我。
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
”最近，巴金又说：“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
”巴金的旧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现在是战旗歌舞团的宿舍。
许多国际友人、读者主张恢复巴金旧居，但巴金不同意，他反对为此花费国家的钱。
他说：“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广大读者理解巴金的心，他们热爱巴金的作品，同时更敬仰巴金的人品。
鲁迅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对巴金作出评价，赞誉“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
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一九八二年，意大利但丁学会颁给巴金“但丁国际奖”。
一九八三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到上海亲自授予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一九八四年，巴金在香港获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一九八五年，巴金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
一九九○年，巴金先后获苏联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和日本福冈市颁发的“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这些充分说明了巴金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巴金不仅属于中国，巴金更属于世界。
他的文学成就已广为世人所瞩目。
给我的题词裱成～张小单条。
我母亲表示同意，裱糊铺的老板是熟人，破例为我裱糊了一张一尺半的小单条。
我把它挂在墙上，天天看见这四句话。
我感到很神气，别的小孩没有一个人有类似的单条。
小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经常变化，但我对它的珍惜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真正的珍惜是在更深地理解以后。
最初我只是对“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有点理解。
因为它和外祖母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
我的外祖母是一个非常慈祥和有教养的人，说话和气，笑不出声。
偶尔和我玩儿的时候，也是教我背唐诗。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类唐诗就是她教我背诵的。
她有一个“宝库”似的大立柜，随时可以拿出云片糕或鸡蛋糕给我吃。
我非常喜欢外祖母，但也有一点不满：她不许我玩。
有段时间我们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她只要一看见我在玩，就要问我：“为什么不读书？
”如果我回答已经读过了，她就要教导我古人是如何发奋学习的，结论总是“一有空就要读书”。
我想，一有空就要读书，哪还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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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才能玩呢？
我不敢公开反对她，但心里很不高兴，甚至对作为榜样要我学习的古人也很不感兴趣。
四爸说“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这代表了我的“利益”，我十分拥护。
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读书和社会实践，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
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
不做好人就不会讲真话。
不做好人，“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就失去意义，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
我不是说不该用功读书和放心玩耍；放心玩耍可以长身体，用功读书既可以长知识，还可以懂得如何
做好人。
也许有人会问：好人的标准是什么？
从我的思想发展来看，我上初中起喜欢读文艺书，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我喜欢的好人。
读《狂人日记》，我认为狂人是好人，他第一个看出几千年来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吃人”两个字，呼
吁“救救孩子”。
读《过客》，我认为过客是好人，尽管他不知道前面是野百合花还是坟，但他勇往直前，绝不回头；
因为“回到那里去”，“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
读《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认为傻子是好人，他不怕讽刺打击，敢讲真理。
上高中的时候，我参加学生运动，以后又加入党的地下组织。
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是好人，特别是周总理，他的光辉一生，永远是我们
最好的学习榜样。
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我仍认为好人应该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深信“从这
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
共产党员更应该是这种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好人。
要真正做到这四句话是有斗争的，有时甚至是相当困难的。
这不仅要和自己的坏思想、坏习惯作斗争，还要和外界的某些干扰作斗争。
十年浩劫时期，我靠边站了，被关进“牛棚”了，被加上了各种诬陷之词。
我对一般青年人的偏激情绪，并不介意。
个别抱有其他目的的人，用威胁、诱骗等方法，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什么小爬虫
，逼迫我揭发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时，我没有唯命是从。
说实在的，当时我经常想到的就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不用说，我四爸在十年浩劫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不愿在这里来历数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即使我还没有被解放的时候，我仍听到不少正直的人为他鸣不平。
一九七三年，我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曾悄悄绕道上海去探望了四爸。
那一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深谈，但能见面已经是幸福了。
我转达了一些老同志对他的关怀和尊敬，企图以此安慰他老人家。
晚上，我住在他家里。
当时楼上的屋子还没有启封，他要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
我打鼾比较厉害，有意让他睡着了，然后我才睡。
他不久就入睡了，但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人眠。
我想起早在一九三六年，鲁迅就称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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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
⋯⋯他不时转动身子，不知他梦见什么。
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爸恢复了名誉，又焕发了青春，日以继夜地为人民写作，讲真话，把心
交给读者。
我们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这里就不记叙了。
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他给我写的四句话，便总结似的向他汇报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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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
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
第四句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
”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只有第二句话放心玩耍，执行得最好！
一贯如此。
”四爸一边听我讲，一边慈祥地笑了。
我也笑了，为自己所讲的最后一句话。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讲真话的作家——巴金“人为什么需要文学？
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
”这是巴金对文学的见解。
巴金多次说明他不是为当作家而提笔的，他只是“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他是“在作
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
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
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
”作家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
巴金于一九。
四年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封建家庭。
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家庭的腐败，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伟大的“五四”运动，对巴金产生了重大影响。
年轻的巴金在成都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他自称为“五四的产儿”。
为了追求光明，一九二三年巴金和他的三哥，离开了四川，到了南京和上海。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巴金旅居法国期间，写出了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
迄今为止，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已满六十周年。
六十年来，除了“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笔以外，巴金勤勤恳恳地写作，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
了约一千万字的创作和翻译著述。
他大量的作品，教育了几代青年。
他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憩园》《寒夜》等，一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
爱；晚年的力作《随想录》，赢得广泛的赞誉。
巴金的作品先后被译成日、俄、英、法、德、意、西、匈、波、捷、瑞典等近二十个国家的文字，在
世界上广为流传。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四爸巴金>>

后记

我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写有关巴金的文章，第一篇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以后逐年积累。
一九九八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与巴老给我写的一百零二封信合编出版了《巴金教我做人》
。
二○○三年，在巴老百岁华诞之际，加上新写的短文和有关日记，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我的四爸巴
金》。
该书出版前，《北京晨报》以连载的方式选登了其中十几篇。
该书出版后，全国不少报刊选载。
有的事先与我联系，有的则没有通知我。
二○○五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的《传记文学》栏目，由优秀播音员白钢连续播放了《我
的四爸巴金》的主要篇章，收听率比平时翻了一倍。
我深知，读者喜欢这些文章，是出于对巴老的尊敬和关怀。
这次出版的增订本，增加了五篇新写的文章和一篇讲话，附录了我二○○四年在上海“走近巴金”系
列文化演讲中的《我心中的巴金》。
我多次说过，这些文章原本是独立成篇的，成集时难免有重复之处。
特别是附录《我心中的巴金》，概括了《我的四爸巴金》的主要内容，只是省略了很多细节和我的情
怀。
增订本收集了我有关巴老的文章、日记和演讲，读者可根据需要和兴趣翻阅。
感谢所有支持过《我的四爸巴金》一书出版和播放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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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各有志。
最要紧的是做人。
　　——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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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四爸巴金》编辑推荐：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
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
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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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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