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巴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巴金>>

13位ISBN编号：9787801127136

10位ISBN编号：7801127137

出版时间：2005-10

出版时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作者：窦应泰

页数：375

字数：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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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巴金>>

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记录巴金老人1973年-2005年间的晚年生活，以翔实的史料、平易率真的文字，真实生动地再
现了巴金和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巴金的心灵跋涉的历程，折射出一位文学大师的文化创造精神，突显
出一个历经磨难仍孜孜不倦探求真理、富有良知的正直知识分子形象。
书中所触及和揭示的人生命运、道德理想，均具有广阔而深邃的思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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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C.巴金认为：“长寿是对人的惩罚！
"　　巴金仍然静卧在华东医院的病榻上。
　　他在这家医院已经住了好久好久，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巴金就再也没有　　离开过这间宁静又
充满阳光的宽敞病室。
在盛夏的7月里，一盆散发淡淡香　　味的康乃馨摆放在老人床前。
在最近几年巴老始终疾病缠身，但是老人一直　　以顽强的意志在与病魔进行搏斗。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
　　在静悄悄的病室里，巴金有时也会神智清醒。
这种时候，老人就会一个　　人默默面对着粉壁，口中默读着一首叫做《七古·湘灵歌》的七律，身
边的　　护士们当然听不懂老人的喃喃自语，只有巴金自己知道，他是在默读着自己　　喜欢的诗句
。
　　那是他一生中自始至终都引为师长与前辈的鲁迅先生生前的遗句。
这些　　年来巴金因为目力所限，他早已经不能用眼睛读书和看报了，当然，一双握　　贯了笔的巨
手，如今也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挥笔自如地写下满纸华章。
老　　人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就只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重温自己的文学之梦　　！
　　更多的时候，巴金的脸上会面带着微笑。
每天清早醒来，他第一眼看到　　护士进门，都会展颜一笑的。
不过，老人的脸上有时也难免泛起一丝忧郁的　　神情，恰如女作家冰心生前所说的那样：“巴金有
点忧郁时，就是他最自然　　的时候。
”　　早在几年前，性格豁达的巴金就曾对前来探望的朋友谈到过他的生死观　　。
巴金不怕死，也不怕痛苦。
不过他认为自己的病既然不会发生彻底好转，　　就没有必要继续浪费药品和医疗力量。
也许正因为如此，巴金在这次住院以　　后，就曾多次要求身边医护人员停药。
他不希望浪费时间与金钱。
在一般碌　　碌无为者的心目中，长寿毕竟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然而在这位心性高洁　　的古稀
老人看来，长寿是对人的一种惩罚。
也许正基于这一种理念，巴金对　　人的生生死死看得很淡很轻。
　　《深圳商报》曾有一篇文章谈到老人晚年的几种痛苦，其中这样写道：　　“依据中国传统计算
，巴金今年99岁了。
在中国的著名作家中，巴金是最长　　寿的。
但他却因‘生命失去了奉献的意义’而多半生活在痛苦之中⋯⋯　　痛苦一：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
去?　　失去工作能力，不能再为读者写些什么，这是巴金最大的痛苦。
他曾经　　充满激情地这样说：‘士兵常常死在战场上，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　　’　　巴金
在晚年写成的文章，大多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的：家中客厅通向　　阳台的门前，有一张2尺多长
的小书桌和一张木制靠椅。
每天早饭后，巴金　　就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帕金森　　氏症，早已使他行动不便，握笔困难，写一个字有时要花费好几分钟
时间。
　　有时候，写着写着，手指就不能动了。
这时候，他往往是用左手推着右手，　　写完一个字。
　　顽强的巴金，校完了10卷本的《巴金译文集》，还为每卷写了激情洋溢　　的《代跋》。
编好了所有译稿，交出了10篇《代跋》，巴金觉得心中的话还　　没有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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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又拿起了笔，写下《告别读者》一文。
这是他直接表露　　与读者感情的最后一篇文章。
　　痛苦二：深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　　亲情、友情是生命中的一盏明灯。
巴金经常这样说。
生命中倘若没有亲　　情、友情，生命又有何意义?1972年，萧珊的离去，使巴金痛不欲生，他恨　　
不能和她到另一个世界去相见。
萧珊的骨灰盒至今放在家中的巴金床前。
曾　　经，无数回巴金似乎从这里听到萧珊的哭声、喊声。
他曾说：‘我有好多话　　要说，但说不出来。
我的心愿是，死了后与萧珊在一起，骨灰撒大海。
’　　他至爱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
他挚爱的友人，也一个个走在他的前　　面。
于是，他孤独、痛苦。
他真切地感到，长寿于他又有何意义，长寿是对　　他的一种惩罚。
　　痛苦三：生命失去了奉献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在奉献。
这是巴金的人生信仰和行为准则。
　　巴金奉献于社会的财富是巨大的。
他的26卷本的著作和10卷本的译著，　　为几代人享用。
在不能将更多的作品奉献给社会和读者以后，巴金以其他方　　式实践自己的信仰。
那就是，他将自己所有藏书，一本一本整理后，捐给国　　家。
他不断地隐姓埋名，向希望工程、受灾地区捐出自己的存款。
他奔走、　　呼吁，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革，博物馆⋯⋯”　　但是，现在的巴金却感到痛苦。
他的痛苦在于他认为自己现在是索取，　　而不是奉献。
他多次向医院提出，他对国家没有用处了，不要为他再用什么　　好药了，安乐死吧。
以后，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一想法。
’　　巴金在病中曾有几次病危，每次病危都在医生和护士的紧急抢救中度过　　了难关。
巴金每一次从昏迷中清醒，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又安静地躺在病床　　上时，就会把感激的目光投向
守在床前的医生护士们，轻轻吐出一句话来：　　“谢谢大冢！
”　　医生护士们正是从老人那有限的话语声中，感受到了他人格的魅力。
在　　无数个日日夜夜，巴金由于血管硬化，护士们为他打吊针的时候，老人的血　　管常常会因血
管壁硬化而发生破裂。
每当这种时候，在护士们眼里的巴金却　　总是安详而平静的。
他就像一个不知痛苦的人，既不喊也不叫，他尊重护士　　们的劳动，知道护士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
力。
还有的时候，巴金因为疾病而　　长时间不能喝水，于是老人的口唇便发生了干裂。
护士们见巴金实在太难受　　了，就多次用酒精棉珠沾着清水，去小心为巴金湿润口唇。
每当这时候，巴　　金那深深凹下去的两颊便泛起了淡淡笑意，那是他对白衣战士发自内心的感　　
激。
　　有时，巴金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就会一个人面对粉壁，口中喃喃默念着　　一首难忘的诗句：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默读着鲁迅的诗句以自慰，是巴金暮年一人独处时的最大乐趣。
从前在　　武康路寓所里是这样，而今在华东医院的病榻上也是如此。
这说明他与故世　　多年的文学前辈之间的感情太深了，也证明巴金即便到了病势垂危的暮年，　　
也仍然记挂着那早已逝去的友人与师长。
一个一生都以感情为重的作家，即　　便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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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我不愿空着双手离开人间，我要写，我绝不会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的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
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这是巴老在《随想录》中的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让读者震撼。
本书用半纪传体，通过对巴金最后的32年间的人生临摹，勾勒出巴金最后的生命历程，以此来纪念巴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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