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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界曾翻译介绍了大量苏俄作家及世界其他国家文学大师们的创作经验谈。
其中如《托尔斯泰论文学与艺术》、《契诃夫论文学》以及爱克曼笔录的《歌德谈话录》等在我国都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我国自己的创作经验谈除了极个别的如鲁迅外是很少经系统整理编纂成集的
。
这就给人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我国文学大师们奉行的是“
拿来”主义，因而也就技不如人似的。
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谭艺书系”，看来是填补了这项空白，其中的《世纪灵魂的呼号与拷问—
—巴金卷》(张民权编著，2000年1月出版)，对于这位有可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并久已享誉国内外的
文学大师一生的文学思考做了很好的汇集总结，其内容的深刻性与丰富性是多少可以与《歌德谈话录
》相媲美的。

巴金谈艺的文字原本极多，但由于作家一再坚称自己不是文学家，因而学界中也流行着一种观点，即
认为巴金似乎与他们心目中的“文学”、“艺术”相距甚远似的。
仿佛只有那些“大侠文学”、“清廷文学”才够得上是真正的文学。
然而把巴金谈艺的文字汇集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巴金其实是文学的真正的行家里手，岂止在今天，
早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巴金对于文学的使命、价值、意义、创作方法、艺术技巧等等的议论就十分精
到。
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来自“左”、右各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及压力，我们不难发现，青年时代的
巴金，早就有一套对于文学的极为难能可贵的独立看法，如在30年代他与徐懋庸的对话，就坚决拒绝
了当时很时髦的“农村题材”决定论。
像这一类的议论，卷中比比皆是，经过时间的筛选和沉淀，它们显得异常地珍贵。

其实，文如其人，作家论文学绝不等同于被主流话语限定的冷冰冰的文学教条，它们实际上是作家风
格的再现。
《巴金卷》的显著特点就是，通过这些谈艺的文字，活脱脱地勾画出巴金崇高的文化人格及人文境界
。
也许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有关人物心理细节的描写经验会使读者得到极大的阅读满足；而在歌德的笔
下，也许会令读者丰富了对于文学哲理性的思考；然而经过张民权的重新解读，人们从巴金的文学思
考中，看到的却是一颗坚持真理、坚持说真话、与民族共忏悔的文学良心，它令我们更深刻地体味到
文学事业的崇高与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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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金研究会理事,东方出版中心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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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引言 一个“不是文学家”的文学艺术谈
第一编 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谈文学创作与生活
作家的意识被生活所决定
伟大的作品多是自传性的
两个“三部曲”的主要人物是我熟悉的
《家》里的人物都是我爱过、恨过的
就是亭子间作家，也得有生活
我不过是一个加工工人
由五叔的死想出了一个杨老三的故事
《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
却十分真实
“深入生活”之我见
《第四病室》是在“写真实”
我最熟悉“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
作家对生活“适应的问题”
关于“体验生活”
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
不能把作家当鸭子一样赶到生活里去
作品中的“家”和“我的老家”
创作主要是生活
这是我眼睛里看到的生活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编者附识
第二编 我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谈文学的情感性特征
要捉住时代，冷静的观察不行
为申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
当热情在身体内燃烧时
简直成了一副写作的机器
我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
希望把胸膛剖开给你们看
庆幸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小说
有许多感情在那里翻腾
生活在自己描写的生活里
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
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书上
不是拿起笔就可以写出文章
我的短篇小说“更多的是倾吐感情”
好像笔带着我在走路
“靠生活中的爱憎”写作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写《寒夜》，可以说在作品中生活
我生性孤僻，不爱讲话⋯⋯
只想把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
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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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
编者附识
第三编 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谈文学的目的、作用
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
我并不是说教者
尽在暗夜里呼号人的职责
艺术的使命是把人类联合起来
我的每篇小说都是追求光明的呼号
从未停止对我的敌人的攻击
我是折了翅膀的老鹰
希望成为一根拐杖或是竹竿
使自己的心与万人的心接触
“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
使我能够活得更好的还是一点理想
使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一直把笔当作攻击1日制度的武器
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
写点能流传久远的作品
宣传、教育不能代替文学
不能把文艺和宣传混为一谈
文学作品只能给人指出方向，不能教育人具体作法
我用文学所探索的⋯⋯
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
我是吐丝的春蚕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

健康、进步的文学
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红灯还亮在我的前面
我的心灵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
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
编者附识
第四编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谈作家与人、作品的
内容与形式
我不是一个艺术家
我不能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
文学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写这几句简单的话，费尽了心血
文章和人
艺术离不了人生
高尔基作品里贯串着作者的人格
作品主要的，在于思想内容
主要是思想内容
作为读者，我关心人物命运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打动人心的是作品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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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
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榜样
用人物的命运、思想、感情影响人
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
用不着担心形式的问题
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
今天我还是这样地认识自己
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
编者附识
第五编“从熟人身上借来”人物，主要“采取那性格”――谈人物创造及描写
人是复杂、有机的
把个人经历写进小说，为使小说更真实
与其说拿朋友做“模特儿”，不如说为朋友写过小说
我主要地描写出几个典型
我写的是一个性格
爱情事件最能表现一个人的性格
我大哥的性格确实是那样
我与觉慧
忠于时代的作品
我是在“掘发人心”
拿熟人做“模特儿”，取的只是性格
“你们还要发掘人心”
要写人，得接近人，关心人，了解人，而且爱人
那是许多彼此相似人物的总和
真正创造出成功典型的作家，并没有先考虑典型问题
我把三四个人合在一起拼成了钱梅芬
不能说陈姨太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坏女人
丑比和简化不能写活一个人物
我的人物自己在生活
一个出外形，一个出技术，作者出心灵和感情
“我是拿我五叔作模特儿”写了杨梦痴
《春天里的秋天》女主人公的生活原型
谈观察人
再说典型问题
我的人物大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
关于汪文宣的原型
我想了解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
编者附识
第六编 所谓技巧，就是“熟能生巧”――谈艺术实践、艺术经验
我并不是故意“取巧”
只有写，你才会写
多读别人作品只有好处
与田一文谈艺术表现
生活在自己描写的生活里
从它们那里学习“遣辞造句的方法”
第一人称的文章写起来、读起来觉得亲切
文章的体裁不能限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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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多少写多少
我以前不过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
使人物的外表同精神生活相协调
这样写更方便，更真实，也更亲切
虚心对待别人的意见，总有好处
“不知道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
对着范本描绘毕竟比凭空创造容易
没有配角或“下手”，主角的看家本领使不出来
用一管笔写两个人的言行、思想活动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什么主义的作品
不经过刻苦钻研和辛勤劳动，任何作家难以写出好作品
我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
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
我当时看见什么，就写什么
我就是不断地写
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边写、边学、边改
更明白、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
按照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感情一下子写下来
所谓技巧，就是“熟能生巧”
我不喜欢写写作提纲
编者附识
第七编 作家和艺术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谈我们怎样做作家（一）
作家是一个“平常的人”
作家的称号只能加重写作者的责任
得让作家在自己的工作上多花工夫
作家是年轻读者的“人生的教师”
我们有人可以不写作品也照样做作家
作家靠自己的作品和辛勤劳动生活
作家是职业，不是官职
作家永远不能离开读者，永远不能离开人民
我绝不相信作家可以脱离作品而单独存在
让作家们受到最少的“干扰”
作家的笔是工具，他的作品是产品
编者附识
第八编 蚕只能吐自己的丝，作家只能写自己心里的第――谈我们怎样做作家（二）
创作里必须有作者自己的东西
关于“独立思考”
创作特别需要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作家要有勇气坚持真理
无勇即无文
作家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
人类总是在探索中前进
我无法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
蚕只能吐自己的丝，作家只能写自己心里的话
思想复杂些比思想简单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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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独立思考”问题上的教训
好的作家，真正好的作品，可以不受框框限制
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
所谓“讲真话”，就是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作家有创新的权利
创作离不开独立思考
如果大家都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
要用自己的脑子指挥拿笔的手
五卷《随想录》，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
没有独立思考，就写不出好的作品
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
编者附识
第九编 应当把文艺交还给人民――谈作家与批评家、读者
把作品当作一个整块的东西研究
做一个批评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请这样的批评家让开路
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
把心交给读者
评论家和研究者要丢开一些框框
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
读者是最好的评论家
文艺属于人民
写得最多的时候，也是与读者联系最密切的时候
作家是靠读者养活的
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员还是读者
作家与批评家：有“同”也有“不同”
文学艺术属于全体读者
我总觉得自己欠了读者一笔债
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
中国的作家首先是为中国的读者写作
我想到我的读者
我一直在寻求读者们的理解
病夺走了我的笔，我还有一颗心
编者附识
第十编 繁荣文艺，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谈艺术民主、创作自由
不要抓得太紧、管得太死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发扬民主，还要有健全的法制
按照“长官意志”，写不出好作品
关于制订“文艺法”
文艺需要创新和民主
我们从茅盾起，后来都没有写作品，应该好好总结一下
应该让作家写他自己擅长的东西
民主是争来的，都得出点力
更重要的是作家自己要解放
一个人不能代替，也不能代表大多数读者
文明社会应当爱护它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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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化问题”
作家应当有作品的“版权”
只有在创作实践中人们才懂得什么是“创作自由”
创作自由的关键，是要做思想的主人
关于“创作自由”和“责任感”
至于“民主”，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
编者附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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