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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金先生一生曾六访日本，日本也是他出访次数最多的国家。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集中刊发了巴金访问日本的日记和讲话等等，几年来，在巴金先生亲属的大力
支持下，我们陆续整理了《巴金全集》中不曾收入的1961、1962和1980年的日记，加上《全集》中已
经收入的1963年日记，这样他的访日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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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刊巴金文选访日日记[一]（1961年3月24日-4月21日）访日日记[二]（1962年7月28日-8月12日）中日
交流活动中的讲话底稿人生最美好的事情现代中国文学的源流论坛关于巴金《家》的随想说真话的障
碍巴金《随想录》随想道可道，走弯道从巴金的自责想到的巴金的“含糊”和“不含糊”巴金《随想
录》与国家意识形态——兼与惠雁冰先生商兑巴金的镜子——谈《随想录》中“镜子”意象及其他岁
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谈晚年的冰心、巴金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巴金和韩国战争“巴金
与无政府主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作家与人的融合——巴金本色创作论“家”的颠覆与重建——以“
父子关系”为视角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变迁史料巴金日本留学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巴金著
作及与巴金有关的图书、杂志目录巴金伯伯的关心和嘱咐巴金先生给父亲的信——兼记父亲与沈从文
先生的交往迷人的笑容——怀念陈蕴珍（萧珊）阿姨巴金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为巴金催生了《家》的
火雪明老照片里的巴金家族史——从一张巴金先生保留下来的百年老照片谈起“五四”运动时期成都
的进步刊物《半月刊》朱洗与无政府主义——为生物学家朱洗传记补遗王仰晨先生纪念专辑迟到的忆
念——追思王仰晨先生初冬怀王仰晨先生忆王仰一份校样——怀念王仰晨先生父亲与曹靖华先生若干
事辑录2006——2008年有关巴金的出版物概览资讯记事《巴金全集》修订座谈会在杭州召开《萧珊文
存》：-位灵魂高尚完美女性的浮出巴金研究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汇集巴金研究成果 巴金研究丛书
陆续出版法国小城举行纪念巴金系列活动“A.M.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译本首发式”在北京大学举
行“大家一起来读书”活动启动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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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想，他这样讲，绝不是说苏联人民，而是说“苏联不好”。
我认为，他指的是现代修正主义者。
他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司机。
从这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出，这次日本共产党虽然只增加了两个议席，但这将是今后大发展的一个出发
点。
藏原惟人：虽然是两个议席，但选票似乎增加了很多。
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但远远超过前一次选举得到的票数。
津田孝：最后，请巴金先生谈一谈⋯⋯巴金：很多共同的感受大家都讲了。
前几天，在欢迎会上，我讲了自己的心情。
我是第四次到日本。
战前也曾来过一次。
这次来日本，我感到东京的生活已经高度现代化，觉得生活节奏加快，很难适应。
然而进步的朋友们的生活，依然极为艰难，但他们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积极。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运动，不断扩大。
在战前，我就感觉到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觉得日本人民了不起，但现在不同了，了不起的人民现
在站起来了，所以现在不仅应该说是伟大的人民，而且应该说是英雄的人民。
英雄的人民一旦站起来，就不会后退或坐下。
我们觉得，毫无疑问，日本正在兴起一个浩大的运动。
毛泽东主席把鲁迅的诗“于无声处听晾雷”书赠日本朋友，我们确实感到，在无声处听到了轰隆隆的
雷声。
我想，这雷声会越来越响，越来越大，吹开乌云，迎来灿烂的黎明。
对此，我坚信不移。
我们是朋友，我们的话，绝对没有夸张。
所以我们衷心祝福诸位的光辉的未来。
藏原惟人：谢谢。
本来想请教很多问题，特别是关于最近的文学的详细情况，因为没有时间，感到很遗憾。
但是听到了诸位关于形成中国现代文学源流的介绍，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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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巴金先生一生曾六访日本，日本也是他出访次数最多的国家。
第一次在1934、1935年间，国内文网森严，以“巴金”的名字发表作品都受干涉，他去日本未尝没有
去避避风头的意思，但当时日本反华情绪日烈，巴金在那里过得并不愉快，特别是被拘神田警察署的
一夜让他更是下定了尽快回国的决心。
直到26年后，在1961年春天巴金再次访问日本，与第一次不同，此后的访问，他是作为民间文化使者
出访的。
从1961年起，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他和其他中国作家连续三年出访日本，可以说他是战后中日关系
特别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1963年8月，他出版了访日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百花文艺出版社），记录了访问日本的见闻和
感受。
在交往中，巴金与中岛健藏、井上靖等众多日本作家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在“文革”中，他失去
人身自由的时候，日本作家通过各种渠道在关心着他，后来他听到这些事情后深深感受到友情的温暖
。
所以，在1980年和1984年两次访问日本，他都说是为了酬答日本朋友的友情而去的。
很少发表公开演讲的巴金在日本却做了三次十分重要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我和文学》是
他关于自己写作最为直接和系统的总结；《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至今读来仍然觉得是一
位作家在各种强权、暴力和可怕的现代机制的压制下最为清醒的声音，巴金引用高尔基的话（“文学
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编辑推荐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巴金研究集刊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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