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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内容概要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
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
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
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
；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
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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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作者简介

巴金(1904.11.25 - 2005.10.17)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在家延师
读书。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
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
学旬刊》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
主义。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
强烈反响。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
《砂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
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
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
，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
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
担任历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和《秋》，完
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
园》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神》、《鬼》为著名。抗战胜利
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
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
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
录》。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
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
士称号。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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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精彩短评

1、老舍在文革后，投太平湖自杀，用死亡对抗命运。郭沫若在文革后，当儿子当孙子，没了骨气。
巴金在文革后，用笔履行了一个知识份子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对于老舍，我敬佩，因为我做不到，对
于郭沫若我鄙视，因为我不会去做。对于巴金，我更多的是也想做到他那样，学会隐忍、坚持，才能
真正的把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
2、巴金主要关于文革回忆反思的散文集。文艺界文革遭遇与心路历程的珍贵史料价值，文字平铺直
叙，文学价值自然不高。随笔的形式若能改以回忆录体时间叙事，会比散文集式的重复絮叨好很多。
个人觉得比较有思想价值的几篇：5、11、26、34、49、50、51、52、69、84、96、123、124、149。
3、真诚
4、无聊的要死。自<花田半亩>来看到的第二本枯燥无味且浪费时间的书.
5、如果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我可能活不下去
6、想到即动笔记录，所记有时代的回望，自己、朋友遭遇的回想，也有忏悔、思索。期待一位老人
，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实际上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老先生讲出如疯入魔的犀利语言是不现实的，在这样
的散文集中将目光聚焦于文学性是可笑可鄙的。在八十年代忏悔潮流中，巴金先生的文章价值更多在
于在于站立于个人视角白描了那个时代，以及对于自己言行坦诚的忏悔。每位忏悔人都有自己的独特
性，说出即勇。
7、里面有句话我忘不了“中国从来不是理想中的天堂，而我们有责任让她变成天堂”
8、巴金150篇回忆录 给wg一个交代
9、四星不是给这书，而是给勇敢的自省
10、文化人对灵魂的拷问
11、2011-06-11 考研复习完现当代，再看这本书是很心痛的，让一个老人解剖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
镇痛剂，我为巴金惋惜。
12、对文革历史感兴趣所以看了
13、前几天收拾家里的书 又看了一遍
14、纠结《家》的文笔可以理解，那中二气质的情感宣泄呼号确实营养不高咀嚼无味，但仍然觉得这
本书此景此境此情此感非如此坦率真挚不可
15、在当今年代，值得反思。

16、2015.10阅
17、文革后好多人像丧失了记忆，唯有巴老还依然清醒，他还能战斗，他永远战斗，我怀念巴金。
18、不喜欢他絮叨的文字。
19、一位老人临终之前絮絮叨叨的话语，琐碎，重复，对文革的回顾和忏悔，大部分文章是怀念老友
，追忆自己的创造历程，热爱一下人民，四处旅游，友谊大使，骂骂文革，但思考的不深刻。他写这
本书也主要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罪孽感？另一种伪善。文章质量良莠不齐，巴金的官气太重了，四处开
会，旅游，报告，题词
20、那个时代活过来的人真是单纯得可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还能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相信未来
，感情丰富又饱满，正能量多得溢出来。那些被现在的我们耻笑的，他们是那么认真地相信，并且从
中获得向上的力量，这真的是一种幸福，正像巴金所说的，是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人，所独有的热情和
幸福。他们能够分得很清楚，侵华日军和友好的日本人是不同的，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是不
同的，对带有暴力或情色的书籍和电影比光腚宽容得多。单这一点便是现在的我们做不到的吧，在这
个到处贴标签的时代。
文艺法一篇被萌到了。开头依旧觉得那个时代的人真快活，觉得文艺法不应该，就能纯粹地去批判，
不考虑现实，不考虑光腚。最后一句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必须经过斗争。颇有时代特色的一句
话，我却无法吐槽，甚至被震撼了。他们说着，做着，我却只是抱怨着。
21、说真话的人
22、断断续续地读完，文字可读性感觉并不好，曾怀疑是不是因为是随笔的缘故，找了《家》来读，
也不喜欢，看来跟巴老的文字真的无缘吧。当然，还是会被有关文革的描述触动，为那段时光感到恐
惧，也真的希望巴老一直的愿望”文革博物馆“能早日进入大众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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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23、依旧最喜欢小狗包弟和怀念萧珊，对长官意志感受颇深
24、速翻  取我所需 一些感悟 有所深思
25、现实意义大于文学意义，我内心里是不会把这类作品编入文学史的。文学在技巧选择上没有绝对
的正确，看读者自己喜好，我还年轻，不能任着平铺直叙的手法占了心中主流，文学要进步，要探索
，要远离政治。
这精致的方块字，丰富多彩的中文语词，怎么能随意倒进生锈的壶里煮沸呢？要我，就泡上一壶好茶
26、确实挺随便的
27、对于文革的反思，十年一梦
28、文革博物馆还是没有建成
29、几本书的合集，一点都不像写出《海上日出》的巴金爷爷。整本书似乎都是在说曾经他立志要写
真话说真话，然而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竟然真的去“认罪”，昧着自己的“真心”，失掉了最
为看重的“真”。被洗脑、被逼无奈认罪或不堪忍辱自绝生路，想起曾经说过的“假”话，自己一面
不停忏悔，一面怀想昔日的“战友”，那些正直善良的人们留下了不朽的精神，也留下了难以弥补的
遗憾，所以一直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勿忘历史。
30、没有多技巧性的写作，回顾反思过往，诚实面对曾经的无作为，对老友的愧疚和怀念。有多少老
人耄耋之年可以承认自己往昔做过的错事，从这一点上来说很不错了。同时也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些
，十年文革给人民，知识分子带来的迫害。勿忘国耻，不能忘记！如今社会，人民思想里依旧残存着
一些封建思想，不能重蹈覆辙！
31、知识分子的良心！
32、闲来无事，想起巴金晚年写过忏悔录，便找来翻了一翻，只认真读了萧珊一篇，可以想象，巴金
写的时候字字剜心，个人的命运在大的社会动荡中如蝼蚁一般。
33、经历了我这代人不曾经历过的一段悲剧时期，用真诚平淡的语言，却让我觉得触目惊心，那段日
子，我们如今要做的只是记得，但是记得！
34、通篇三句话:控诉浩劫，忏悔自我，提倡真话
35、合订本，《随想录》只有30章。直抒胸臆，言辞恳切，誓将爱恨留人间，除此之外，无甚亮点。
不过人这觉悟可高了，对文学作品的态度、为人处事的态度，多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36、有人批评没有文学性 韩寒还说写的很烂 可是我并不想要说它什么 因为不应该这样对它
37、只读了一小半，一部历史价值和思想路线方针价值大过艺术价值的作品，单纯从文字和结构上并
没有什么值得仔细品味的地方，但是这种态度和精神着实难能可贵
38、妻子那篇特别令人难过
39、纪实文学非其所长
40、在真正爱上小说之前，散文一直是最喜欢的艺术形式，最喜欢的散文集，莫过于巴金的《随想录
》
41、敢于说真话的人不多了
42、2006年读过的一本书，最近读《一九八四》的时候又想起来了，朴实文字背后的历史意义、思想
意义值得反复嚼味。
43、语言和思维方式带有明显极了的时代痕迹，烙印太深了
44、当时买这本书是因为巴金的去世，有个朋友借了图书馆的书说想要悼念一下，后来我也借了，再
后来干脆买了一本。其实就是巴金的日记本，里面记录了他生活的片段跟感想，偶尔读上几篇也觉得
挺有意思。后来没有读完，但仍然觉得是本有意思的小书。
45、最终看到73%弃了，太长啃不动。看了《激流三部曲》再读比较好，否则存在理解障碍。巴老写
得很痛苦，即使生病也绝不放下笔，对文革的痛骂及反思，对亲朋好友的珍重怀念，都是再一次地挖
开他心灵的伤口。朴实，真诚，坚毅，不忘本，老一辈的作家令人动容。（文章纯白描确实很考验读
者耐心><）
46、对我而言，是让我开始关心起这片土地上悲哀而凄凉的历史片段的启蒙书籍
47、以史明鉴，但愿错误的历史不再重来~
48、巴金衰弱的神经⋯⋯
49、一位暮年老人缓缓道出数十年间的回忆与反思 经历了浩劫和磨难 却仍能置身个人病痛与不幸之外
以沉静的口吻发人深省 每读到一篇怀念故人或亡友的随笔都阵阵心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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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50、巴老是怀着大爱在记录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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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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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章节试读

1、《随想录》的笔记-第507页

        一位香港读者为巴金复印了一篇英文散文，《你就永远这样年轻》，巴金翻译如下： 
     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几岁而变老：人老只是由于他抛弃了理想。岁月使皮肤起皱，而失去热情却让
灵魂出现皱纹。
     你像你的信仰那样年轻，像你的疑虑那样衰老；像你的自由那样年轻，像你的恐惧那样衰老；像你
的希望那样年轻，像你的绝望那样衰老。
     在你的心灵中央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从大地，从人们......收到美、希望、欢欣、勇敢、庄严和
力量的信息，你就永远这样年轻。

2、《随想录》的笔记-第一册 随想录

        第1章 合订本新记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
第2章 谈《望乡》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
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
”的“五百型”机器人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
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
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
—，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第4章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
杀，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做来朝贡的，拿自己编
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
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
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
第10章 文学的作用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
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
，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
第12章 一棵核桃的喜剧十多年来流行过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来，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请示、晚汇报
、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行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
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
常丰富！五四时期这个旧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蒋介石后来又把它当做宝库。
林彪和“四人帮”更把它看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
其实他们道道地地在贩卖旧货。无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变经”，江青整夜做吕后和武则天的梦。
“四人帮”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厉害，在国际上混到了个“激进派”的称号。这真是滑天下之
大稽！想起来既可悲又痛心。 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
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
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
身体永远健康”呢？
第15章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
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
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今天有人喜欢表示自己一贯正确，三十年，甚至六十年都是一贯正确。我不
大相信。我因为自己受了骗，出了丑，倒反而敢于挺起胸来“独立思考”，讲一点心里的老实话。我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批“左”的货色全部展览出来，它们的确是
封建专制的破烂货，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点革命的气味！林彪、“四人帮”以及什么“这个人”、
“那个人”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来反对并不曾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把种种“出土文
物”乔装打扮硬要人相信这是社会主义。他们为了推行他们所谓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知
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今天我带着无法治好的内伤迎接“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我庆幸自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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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那位来不及登殿的“女皇”的刀斧。但是回顾背后血迹斑斑的道路，想起十一年来一个接一个倒
下去的朋友、同志和陌生人，我用什么来安慰死者、鼓励生者呢？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
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一直到今天，我和人们接触，谈话，也看不出多少科学
的精神，人们习惯了讲大话、讲空话、讲废话，只要长官点头，一切都没有问题。
第16章 小人、大人、长官对长官的信仰由来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创造出种种离
奇的传说。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海青天的身上，结果吴晗和周信芳都“含恨而亡”。一九六一年底或
一九六二年初我在海南岛海口市也曾访过海瑞墓，幸而我没有写文章发议论，不然我早就跟吴、周两
位一起走了，轮不到我在这里饶舌。 说实话，对包青天、海青天我都暗暗钦佩。不过我始终有个疑问
：青天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我常常想：倘使我自己不争气，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事事都靠包青天、
海青天，一个青天，两个青天，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即使真有那么一个“青天”，他要是没有一批实
干、苦干的得力干部，要是没有真心支持他的广大群众，单单靠一个好人、一番好意，会有什么样的
结果呢？ 相信好人也罢，相信长官也罢，二者其实是一样。总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
某一个两个人，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碰巧这一两个人是林彪、江青之
类，那就更糟了。好人做好事，不错；好人做错事，怎么办？至于坏人呢？坏人做起坏事来，不只是
一件、两件啊！
第18章 诺·利斯特先生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
第20章 重来马赛五十一年前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听那位姓李的朋友讲过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脑子
里只是一个可怕的阴影，一个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国以后才知道这里关过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马写《
基度山伯爵》的时候，为他的英雄挑选了这样一个监牢，他当时经常同助手到这个地方来做实地调查
。
第23章 友谊的海洋外国朋友对大字报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大字报就是“民主”的化身。谈论大字报，
难道我没有资格发言？整整五年中间，成百上千的“大字报”揭发、肯定我的罪行，甚至说我是“汉
奸卖国贼”，在大街上、在大广告牌上长时期张贴“大批判专栏”揭发我的所谓罪状，随意编造我的
所谓罪行，称我为狗，连我的老婆、兄弟、儿女都变成了狗群。我记得最清楚：我的爱人第二次被揪
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人们在我家大门上张贴了揭发她的罪行的大字报，倘使不是我的儿子晚上
把它撕掉，一张大字报真会要她的命。贴别人的大字报也不见得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并不是装饰。即
使有了民主墙，即使你贴了好的大字报，别人也可以把它覆盖，甚至可以撕掉，也可以置之不理。只
有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大字报才有无穷的威力。一纸“勒令”就可以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扫
地出门，因为它后面有着“四人帮”篡夺了的一部分权力。
第27章 观察人人是十分复杂的。人是会改变的。绝没有生下来就是“高大全”那样的好人，也没有生
下来就是“座山雕”那样的坏人。只有“四人帮”才想得到什么“三突出”、“高起点”一整套的鬼
话。他们说的话越漂亮，做的事越见不得人。他们垮台了，可是他们的流毒现在到处都有。譬如学习
外语吧，我收听外语广播讲座时，还听到“为革命学习外语”的宣传。我想，学外语不去记单词、做
练习、学文法、念课文，却念念不忘“革命”，那么一定学不好外语。同样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并不一
定要“为革命吃饭”，“为革命睡眠”。吃饭就吃饭，睡眠就睡眠，难道不挂上“革命”的牌子，就
会损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吗？
第28章 要不要制定“文艺法”然而在今年六月号的《河北文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话。文章的题目是
：《“歌德”与“缺德”》。用意无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难道作者真以为“社会主义”就是靠吹牛吹
出来的吗？不会吧。“四人帮”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国国民经济吹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那位作
者就看不见，就不明白？
第30章 纪念雪峰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
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做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
⋯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
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
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跟在别人后面,相信别人,保全自己,人云亦云⋯不知
是为自己开脱还是真的天真。

第32章 《随想录》后记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
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Page 9



《随想录》

Page 10



《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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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