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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思和、李存光主编的《讲真话(巴金研究集刊卷7)》内容介绍：本书包括：新刊巴金文选、论坛、史
料、资讯等从各自的角度披露了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
其中，彭新琪女士是《上海文学》、《收获》的编辑。
1966年“文革”开始时，参加了作协同仁组织的“云水怒”战斗组，后又与复旦大学的红卫兵组成“
打巴组”。
“打巴组”内分死材料和活材料两组分别从巴金作品和外调中找问题，共编印了9本资料，并对巴金
寓所进行了“保护性抄家”等。
彭新琪根据自己残存的笔记所写的《巴金在“文革“初期》一文披露了从1966年到1968年2月她辞去“
打巴组”组长职务期间巴金的表现。
欧阳翠女士、邓牛顿先生都是作家，他们分别写的《忆“文革”中的巴金》和《我所接触的巴金》，
从各自的角度披露了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
等在文中还有很多的作家来介绍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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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心坎巴金文选
北游通信
附：关于巴金1932年9月的三封佚简(李存光)——兼谈巴金与曾今可
上海风景线
附：简谈巴金的散文《上海风景线》(李存光)——巴金佚文寻探
关于创作计划的通信
关于上海世界语言学会和上海世界语言协会以及
徐声越的情况
论坛
吴中杰  巴金：重新举起了“讲真话”的旗帜
周立民  “真话”与“假话”——《随想录》的核心诉求
胡景敏  行路于暗夜的尽头——论巴金1969-一1980年的思想转变
陈晓明  不可书写的书写与意外的文学性——关于巴金、莫言、阎连科三篇小说的文本游戏问题
张民权  巴金的《激流》和靳以的《前夕》
王  立  《寒夜》中树生的离家出走——巴金笔下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破灭
近藤光  雄重读《雪》——“关怀”劳苦大众的独特方式
坂井洋  史关于巴金与缪崇群的交往——一个初步的假设
辜也平  作为经典的巴金文学的当代接受——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专业选修课
“巴金研究”学期作业选
田悦芳  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教育中的巴金
叶  开  小学语文教材窜改巴金名作
孙晶  巴金的出版理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
刘福泉  回归与开掘——谈新世纪《家》的戏曲改编
史料
吴立昌  我与“巴金专案”
彭新琪  巴金在“文革”初期
欧阳翠  忆“文革”中的巴金
邓牛顿  我所接触的巴金
萧斌  如我与巴金有缘
钱虹  巴金：一个大爱无疆的人
李斧温  暖我心的爱——写在我的祖母逝世三十周年
吴念圣  毕修勺年谱
资讯
回响
辜也平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巴金研究文献题录》的价值与意义
刘  涛释放《随想录》的意义——读胡景敏《巴金(随想录)研究》
记事
石剑峰巴金《家》前身《春梦》首次刊发
黎  民  巴金文献整理与研究座谈会召开
巴金文学馆纪念巴金先生逝世五周年图片文献展开展
姜泓冰  巴金著作手稿、版本、书名篆刻联展开展
乐梦融  曹禺巴金近百封通信重见天日
古  巨  巴金故居(筹)召开第一次专家咨询会
冯  源  巴金故居发现大批珍贵文献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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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政治风向一转，“反右运动”开始，他就只有检讨认错的份了。
我们只要读一下他那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就可以看出他精神上的紧张状态了。
这封信，是由余定的批评文章《巴金同志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口号》引起的。
因为巴金在去年的鸣放座谈会上说了一句“把文艺还给人民”的话，余定就推论道：“巴金同志认为
现在的文艺不为人民所有，而是为党所有的”，并质问道：“难道党领导的文艺不是人民的文艺吗？
”于是扣上一顶大帽子：“一句话，就是要求党不要来过问文艺，要求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和监督。
”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
于是巴金在信中一面解释当时说话的环境和经过，一面赶快作出检讨，承认“那句话的确是非常错误
的”。
他说，他本来是认为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是必需的，而艺术方面则可以放松一点，但如果照他过去那
样要求在艺术方面“让作家发挥各人的创造性，少领导，多帮忙”，那就“会产生艺术不为政治服务
的后果”；而且把问题提到“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高度，承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的文
艺思想的混乱”。
接着，他还否定了自己在鸣放时期所写的批评“有啥吃啥”口号，呼吁“救救孩子”，以及讨论出版
、戏改、话剧等问题的文章，并说：“当时有人说我片面，我还不承认。
现在才认清这还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作怪。
自以为是，一切都从个人的一点狭隘的见闻或经验出发，为了顾全面子甚至强不知以为知，这早已脱
离了政治，丧失了立场了。
”　　这样，他有限的一点独立思考，也全部给否定掉，剩下的只有“错误”了。
　　好在当局还要保护一批头面人物，作为装点门面之用。
巴金那时还属于保护之列，所以他侥幸过关了，否则，就凭这些杂文和发言，足可以被打成右派分子
。
连巴金自己都说，他是一员“福将”。
　　但是，这位被保护过关的“福将”，接着也就再次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在各种场合下，赶快按照
主流意识来表态。
而且即使如此，他也没有逃过被批判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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