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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巴金《随想录》的思想性和文学价值
谭 苏

（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云南 昆明 650106）

【摘要】巴金的创作生涯分为几个时期，其新时期作品的写作特点主张“说真话”，这部《随想录》就是巴金在五四运动以
后，继鲁迅先生的杂文创作之后呈现的二次高峰，它完全能够代表当代中国文学高水平特点。 巴金的《随想录》是当代文学史
的经典之作，这部著作主张“真善美”的特点，本文旨在探究在其说真话的创作宗旨下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性特点和现实的文学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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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实自然的思想表达
散文要注重真实，巴金的《随想录》尤其重视对真人真事，

真情实感的表达。 整部作品都是巴金对自身人生境遇的真实
表达，其坚持写自己的事，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这部作品成
为当代散文巅峰的根本原因。

1.缅怀故人，表达真情
巴金曾表示自己是通过笔来发泄自己的感情， 巴金和妻

子伉俪情深的情感，和老舍、胡风以及外国友人的深沉友谊都
是通过他的文字真实的展现出来的。 他通过《怀念萧珊》表达
了自己对亡妻的怀念之情， 回忆了了妻子在离世之前遭遇的
残忍对待，回顾了自己和妻子几十年的风雨真情。 巴金通过对
妻子临死之前的眼睛描写表达自己对妻子深沉的爱， 不加修
饰的语言将内心的情感表露无遗。 后来，巴金又写了《再忆萧
珊》， 文章讲述了妻子离开自己二十年后自身生活的凄凉，全
文凄切无比的语言让读者倍感心酸。 巴金除了在写作中投入
自己的深切感情之外， 在作品中我们同样能看到他对生活的
热爱，对爱情的忠贞。

其中一篇文章《怀念老舍同志》中，巴金不止一次的写到
老舍作品《茶馆》中的一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
呢？ ”这种追忆的方式体现了巴金对故友深刻的痛惜之情。 巴
金在文中回忆自己和老舍夫妇共同进餐的愉悦， 回顾自己和
老舍除了文学之外的心灵交流，老舍的离去，对巴金的心灵造
成了巨大的冲击。 巴金通过《靳以逝世二十周年》一文，回忆自
己和靳以如醇酒般的友情。 虽然靳以已经离世二十年，但是他
的音容笑貌依然存在于巴金的心里， 这种孤独残忍的啃食的
巴金的心。 所以，作者在描写友谊，回忆故人，纪念友情部分倾
注了浓烈的思绪。

2.反思历史，敢讲真话
巴金是在经历过十年浩劫后感受到要“讲真话”的，《随想

录》的主要思想就是批判十年文革，巴金在谴责四人帮的罪责
的同时也说出了很多真话，这些内容的陈述，都能展现一个老
人对苦难血泪的记忆。 巴金在《十年一梦》中写出了四人帮对
自己实施的迫害手段，除了将家里洗劫清查之外，对妻子萧珊
的死亡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 巴金将血泪的历史比
喻成噩梦， 在清醒之后揭露并谴责四人帮的恶行， 对四人帮
“大破四旧”的行为予以了重点抨击。 四人帮对人思想，身体的
迫害没能使巴金彻底妥协，他始终坚持写作，不断进行精神斗
争。

3.剖析自我，展现真实
巴金最真实的地方在于它能够直面自己在文革时期的复

杂体验，能够不留情面的剖析自己。 巴金《说真话》中陈述自己
跟随众人编写思想汇报，相信假话，向假话妥协，甚至还传播
假话，还会将自己的疑问和不满完全隐藏。 对自己这些荒谬的
做法，巴金不仅承认而且服罪，这种真诚的自我剖析更是吸引
读者的重要原因。

巴金悔恨自己的隐忍不能为老舍伸张正义， 他痛恨自己
不能帮教师叶非英说句公道话， 他不齿自己不能坚定的支持
满涛同志，他后悔自己遵张春桥命令写文章批判柯灵，他痛斥
自己写三篇文章批判胡风。 在这些悔恨和痛苦的过程中，巴金
获得了更多直视现实， 面对未来的勇气。 这些痛苦的自我悔
恨，都在巴金晚年成为了其文学生命的绝唱，巴金《随想录》中

的所有文章都是其心灵的真实写照， 是对其自身情感的深刻
剖析，这种解放新思想，打破传统束缚的新的文章内容是具有
伟大的历史文学成就意义的。

二、深远激荡的文学影响
巴金的《随想录》重视人的独立思考精神，其对自身在文

革时期的自我认识剖析之外，是对他人，对社会的反思和责任
认识。 只有这样表达真实的文学作品才能给与人们思想的指
引，《随想录》作为一部形式优美的散文集。 其文笔清新朴实，
含蓄深情，其思想内涵和创作方式也都具备真实的美感。 巴金
的作品是生动的讲述故事的过程， 是展现其深刻的文学内涵
和丰富的人生思想的过程， 虽然整部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堆
砌，但是其审美意识的朴实无华却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作品名
称当中的“随”字很好的表现了文章信手拈来的题材特点，一
百五十篇不同题材、内容的文章将巴金人生的喜怒哀愁，人物
世事说尽写全， 这种随时抒发的感想以其独特的低调简朴的
特点成就了艺术的最高境界。

1.吸收法国思想，形成自身的文学影响
巴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法国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影

响，其在法国开始写小说，卢梭，伏尔泰，雨果和左拉等法国思
想和文学的先驱都对巴金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巴金的《再访巴
黎》写自己站在卢梭向前的诸多思绪，感慨自己曾经像塑像倾
吐自己的痛苦，说明自己由《忏悔录》获得安慰，进一步强调自
己面对斗争时的英勇无畏都是从这些文学大家的思想中吸收
来的。

2.生活情感经历，凸显作品艺术特色
巴金在《文学的作用》中说自己的情感爱憎都由生活中

来，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作者在《重来马赛》中回顾自己的
短篇文章《不幸的人》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感受写潦倒的在广场
上拉小提琴的音乐师的场景。 正是像这样对生活的严肃和认
真的态度， 才使得作者在经历文革后能够写出极具艺术特点
的文学作品。

3.优秀文学作品价值对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巴金强调自己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为社会贡献力量， 为向

自己同时代生活的人表达友好，在《<序跋集>再序》中巴金提
到人活着就要为祖国和人民做事，在《<怀念集>序》中也一直
强调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巴金认为好的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
就是是否真实的反应社会状况，是否给人们以精神的引导，是
否能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社会责任感， 这是其文学作品价值
最高层次的体现。

巴金一生创作无数优秀的作品， 其新时期的作品重点强
调真实的情感表达。 《随想录》整部作品是最深切详实的展现
巴金思想意识和心里内涵的一部著作， 其思想性和文学价值
也是文学领域中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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