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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五四新文学精神的薪传”之《巴金研究集刊卷》，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主要对巴金的人、文
学、思想、研究理论、小说、理想等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说真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巴金的精神始终笼罩着我们》《国家话语与个人话语之间的矛盾——以韩国战争时期巴金作品为中心
》《一种回顾一种可能——谈巴金小说研究之叙事学研究》《观察人：信仰，友谊，忠诚——《随想
录》注释工作给我的一点启示》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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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家》中琴给倩如的信，谈关于“外专”招女生的事。
利用书信所具有的真实性特征，既保证了小说传达琴对此事的真实态度，还为琴的性格发展提供了语
境（如此叛逆的想法有同行者），还为后面倩如的出场做了铺垫，要比“琴也决心去报考‘外专”’
这句更具有叙述功能。
觉民逃婚后给觉新留的信，以及觉民给觉新的回信，既表明新一代青年与家庭坚决抗争到底的决心，
也为在情感上争取觉新的转变提供了条件，因为书信的方式更具有情感抒发功能。
《寒夜》中的书信也是一个重要的话语场景。
自曾树生远走兰州后，书信便成为小说重要的叙事因素，正是书信才将身处异地的汪与妻子连接起来
。
汪文宣以前常常把妻子身体与自己离得远近视作判断二人情感的标准，此时书信的内容与长度则成为
了新标准。
直至那封长信的到来，将他的幻影彻底打碎。
而正是这封长信，才让读者读到了曾树生之前所有行为产生的原因（之前小说对曾的心理揭示很少）
。
信中充满了委屈、抱怨、矛盾，还有深深的爱，不舍的爱。
作家以这种方式展现曾的内心世界，非常细腻真实。
所以说，这封信对于情节发展是个推动，也使人物塑造更有深度，更能强化读者的阅读感受。
（3）私语人物以无声的语言传达瞬间闪现的感受、凌空跳跃的思绪，凸显人物潜意识中的情感波澜
，就构成了人物的私语。
私语对语言的暗示性、含蓄与韵味等审美特征的追求，实现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种种悸动、颤抖、澎
湃的涌现与消融的真实呈现，是精神与心灵内在世界的探索。
如《家》第四章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表现灯光下鸣凤的心灵独白。
既有人物处境的揭示，又有人物性格的展露，还有人物命运的预述，让读者倾听到了人物来自“灵魂
的一隅”的声音。
《寒夜》对私语的设置是最明显的，汪文宣似乎始终处于这种状态中，甚至可以说母亲和妻子就是在
他的私语和目光中完成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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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看这一卷校样时，我不由想起去年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05周年暨第九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的情景
，可谓群贤毕至、胜友如云，热闹又充满热情。
很难得，大家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为一个人而来，我珍惜这样的气氛，并常常为之感染，它让我多少
想起了巴金先生的散文《醉》中所写的：“将个人的感情消融在大众的感情里，将个人的苦乐联系在
群体的苦乐上，这就是我的所谓的‘醉’。
自然这所谓群体的范围有大有小，但‘事业’则是一个。
”后来，我发现被这种气氛感染的不仅我一个人，还有从西北远道而来的徐兆寿先生。
在他的文章中，进述了参加会议的经历和感受，他感触特别深的是“巴金被误解了”！
其实坂井洋史先生同样谈到了这个问题，当一个人被放到一种历史框架中进行叙述的时候，到底多大
程度接近这个人本身，这种叙述又多大程度遮蔽了这个人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但要做出这种超越也并非易事，甚至我在想这种看法本身也是一种叙述模式，它本身不可能没有指向
性，那么对于它的对立面也构成了某种话语的压制。
——但，不论怎样，对于巴金首先是不了解，其次是误解，甚至是曲解，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人们都觉得已经够了解他了，凭借着传媒，凭借着文学史，甚至想当然的叽叽喳喳
，所以我就看到了这样的流行模式：《家》、《春》、《秋》一反封建，《随想录》——讲真话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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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五四新文学精神的薪传》：巴金研究集刊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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