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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金的《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朝文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家》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之一。本文通过对《家》这一作品创作的素材来源以及作品中主人公高老太爷、高觉慧、
高觉新的形象分析，再现了巴金创作时代的曲折与艰辛，同时让新生代的读者温故而知新，重新认识了《家》这一巨作的历

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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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金小说《家》的素材来源

巴金（1904-2005）于2005年10月逝世于上海，

享年101岁，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热情、有进步思

想、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巨匠之一。激流三部曲

《家》（1935）、《春》（1938）、《秋》（1940）是巴金的代表

作，这三部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
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

通顺街的李公馆，名为李尧棠，字芾甘。李家是当地

的殷富，数代都是书香人家。巴金的远祖李介庵原

籍浙江嘉兴，以儒生的身份入川在官府充当幕僚。
巴金的曾祖父当过县官，添置了一些家产。祖父李

镛做过多年县官，他精明强干，官囊颇丰。卸任之后

广置田产，并修建了五进三重的李公馆，还收藏了许

多古玩字画。1909年，父亲李道河去川北广元县就

任知县，5岁多的巴金与母亲陈淑芬一起前往。辛亥

革命开始后，李道河辞官回家，1914年，陈淑芬因病

去世，四个多月后，巴金的二姐也死了，过了两年，巴

金的两个堂兄弟患白喉症死了。随后，巴金和三哥

也患了白喉症，他们的病尚未痊愈，巴金的父亲李道

河病亡了。在其后的分家过程中，家族内部的倾轧

丑态毕露，巴金看到了人情世态和诗礼传家背后的

龌龊。1920年，巴金的祖父也因病死去，遗产的争夺

由此引发，巴金在这些事情上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

善恶，他深刻地认识到大家族必将崩溃的结局。巴

金的大哥李尧枚因投机生意失败而自杀了。在巴金

的记忆中，大哥是旧制度下的牺牲者。在听到噩耗

的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决定调整《家》的结构，把

大哥作为主要人物原形来写，他要把一个垂死制度

牺牲者放到人们面前。由于写的都是熟悉的人物、
事件和生活，《家》的创作十分顺利，许多部分和情节

一气呵成。后来，这些都成为了他的代表作———长

篇小说《家》的丰富素材。《家》的思想内容有三个方

面：（1）通过梅、鸣凤、瑞珏三个女子的悲剧，控诉封

建制度、礼教对年轻生命的摧残，揭露、控诉封建大

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2）歌颂封建大家庭中青年

一代民主主义的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3）暴露了

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及其没落、崩溃。

二、巴金的《家》中主人公的分析

（一）对高老太爷形象的分析

高老太爷是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他的主

要性格特征是专制。但他也有慈祥、温和、富有人情

味的一面。高老太爷性格矛盾的两面统一于他维持、
发展“四世同堂”封建大家庭的人生理想。高老太爷

是封建制度行将崩溃时期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人物，

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二）对高觉慧形象的分析

高觉慧是一位大胆而幼稚的封建大家庭的叛逆

者。他的民主主义觉醒有一个发展过程，民主主义、
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是其思想基础。他代表的是一

个充满朝气的典型形象。一方面，他在高家最早觉

醒，并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他敢于对抗高老太

爷并蔑视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礼教，支持觉民逃婚，大

胆向婢女鸣凤表示爱情，公然揭穿尊长“捉鬼”丑剧，

最后毅然离家出走，显示了五四时期青年的成长与

觉醒。另一方面，他也难免存在历史局限与弱点，思

想和行动尚显幼稚，还留有封建思想影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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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高觉新形象的分析

高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是一个“有两重性格

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

响的青年；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深受封建伦理道

德熏陶的地主少爷。他的性格善良而又懦弱，他认

为反抗是徒然，以致在五四新思潮中，他选取无抵抗

主义和作揖哲学作为行为的理论根据。就两重性格

而言，这后一面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复杂的性格，

一个悲剧的性格。
我认为这部作品中最值得讨论的人物就是高觉

新，他既有让人同情的一面, 又有让人伤心的一面。
作品通过觉慧等人的态度，对觉新遭遇产生怜悯甚

至同情，这是事实；然而，作品不时地展开对其性格

的批判，这也是事实。我认为，正是通过这些谅解和

同情，使读者产生与我们同类的情感体验。当其软

弱被当做软刀子杀人时，我们不就能很自然的引起

深刻和强烈的反思吗？这样对其性格的否定以及产

生这些性格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认识，就会有更深层

的体会。觉新的性格集中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结

构。
1.孔子仁学思想为主体构成的汉民族文化心理

结构，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性地规定为“孝悌”，消

溶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使

仁学的观念、情感和意识与世俗的伦理和日常心理

综合统一，而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崇拜

对象或神秘境界。通过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的传

播，渗透与人们的生活、习俗、行为和思维中，在塑造

汉民族性格上留下重要痕迹，其缺点和弱点的一个

突出表现是儒家的“安知天命”，“守道安贫”的观点

同庄子对世俗的“超越”和自足等结合，经常克制和

压排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对形成逆来顺受、自欺欺

人、得过且过的奴隶性格起到十分恶劣的作用。觉

新的性格集中体现了这种特点。
2.人的性格是受一定的思想、意识、信仰、世界

观的影响和制约的。这种影响和制约是通过环境和

教育结合个人需要的积极活动得以实现。高觉新的

主要活动围绕“家”。作为初级社会群体，“家”对个

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初步的作用，对人的行为的

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正

是通过这样的环境作用于觉新的性格。他“在爱的

环境中渐渐长成”，当父亲用抓阄的婚姻使他失去自

己的恋人时，他“没有反抗的思想”，为了双亲的遗

命，便把扶助弟妹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高家非要

我来撑门面”。温情脉脉的孝道，亲子之爱的“新政”，
就使觉新自觉地套上封建礼教的枷锁，把封建伦理

道德视为生活的自觉理念，唯封建家长之命是从，而

且以此律人，把自己的行为完全装入封建阶级思想

模式。
3. 高觉新的社会角色决定了行为规范的特点。

高家四房，他是长子长孙，没落阶段的现象通过他的

性格得以反映，大家庭内部重重矛盾纠葛必然集中

体现于他这个矛盾旋涡中心。他的性格的矛盾是必

然的。大家庭特殊的人际关系使他感到“不断地跟

长辈冲突有什么好处呢？”他的敷衍处世乃出于无

奈。

三、《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家》是一部具有巴金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品。描

写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但《家》和那种冷静客

观地现实主义描写不同，具有巴金独特的风格，主要

有二：一是具有很浓的抒情色彩。主要的抒情方式

是人物的心灵倾诉，通过心理描写抒情。二是充满

感情的、细腻的心理描写。这种心理描写是人物发

自肺腑的心灵倾诉，以女性居多，细腻而饱含感情，

又因各人的性格处境而各具特色。
《家》写于1931年,最早连载发表在上海的《时

报》上（1931年4月-1932年5月），原题为《激流》。开

明书店1933年5月改名《家》出版单行本，在1933年至

1951年出版了33版，销售数十万册。成为中国新文

学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它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作者也被誉为“文坛巨子”。该书1949年改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仅北京一地就印行了15次。它

还先后三次被改编拍摄为电影，并多次改编成话剧、
戏剧、电视剧、舞剧等，风行了半个多世纪。
《家》的成功，在于它以激越流畅的语言，鲜明生

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彻

底的反封建主义的深刻主题。《家》其实是影射当时

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一个压制年

轻人、压制人民的政府，因此《家》有着巨大的典型意

义。就是说，巴金不是在写自己的家庭，他写的是对

当时社会的一种抗议。正如作者一再重申的“我所

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我要向一个垂死的

制度叫出我的accuse(我控诉)①”巴金在表现人的命

运时总是强调，在生活中制造悲剧的真正元凶不是

个人，而是个人背后的旧制度。这是他刻画反面形

象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旧制度是依赖于人而建

立、实现的。当人们为维护、顺从旧制度行事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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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本身就成了旧制度人格化的对象。作者塑造的

高老太爷正是使这个制度人格化的角色，他赖于传

统制度而生存，制度又赖他而实现。这就是作者对

社会问题长期探索、思考的一个充满理性色彩的结

论②。

四、结语

《家》不仅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新文学史上的

里程碑。《家》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意味

着中国的新文学作家开始学会把先锋意识五四精神

通过通俗的方式传播到大众当中去。换句话说，是

巴金为新文学培养了第一批市民读者，巴金的小说

开始使五四新文学得到普及和张扬。这才是巴金在

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意义。
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

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

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

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

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

术力量，它是一部经久不衰的作品，是一首难忘的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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