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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前言

　　两年前在广州的轰炸中，我和几个朋友蹲在四层洋房的骑楼下，听见炸弹的爆炸，听见机关枪的
扫射，听见飞机的俯冲。在等死的时候还想到几件未了的事，我感到遗憾。《秋》的写作便是这些事
情中的一件。　　因此，过了一年多，我又回到上海来，再拿起我的笔。我居然咬紧牙关写完了这本
将近四十万字的小说。这次我终于把《家》的三部曲完成了。读者可以想到我是怎样激动地对着这八
百多页原稿纸微笑，又对着它们流泪。②　　这几个月是我的心情最坏的时期，《秋》的写作也不是
愉快的事（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昨晚写《秋》写哭了⋯⋯这本书把我苦够了，我至少会因此少
活一两岁”）。我说我是在“掘发人心”（恕我狂妄地用这四个字）。我使死人活起来，又把活人送
到坟墓中去。我使自己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看见那里的男男女女怎样欢笑、哭泣。我是在用刀子割自
己的心。我的夜晚的时间就是如此可怕的。每夜我伏在书桌上常常写到三四点钟，然后带着满眼鬼魂
似的影子上床。有时在床上我也不能够闭眼。那又是亨利希·海涅所说的“渴慕与热望”来折磨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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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内容概要

《秋》是我国著名作家巴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激流三部曲中的其中一部。这部长篇巨制蜚声
海内外，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描绘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掀起的
改变旧生活的伟大力量。作者对题材熟悉和感受的亲切，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震撼力。
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受中外
文学交互影响而产生的。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使小说这个古老的文学样式在华夏大地上从“稗官
野史”升级到与诗文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从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变为作家和读者表现人生、看取
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语言与形式上也经历了由文言章回体到现代形态的蜕变。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在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兴盛的基础上，长篇小说也孕育萌芽，三十年代达到创
作的高峰，出现了巴金、老舍、茅盾、张恨水、李劫人等重要作家和以《家》、《骆驼祥子》、《子
夜》、《金粉世家》、《死水微澜》为代表的重要作品，立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国
民的生存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
为了系统展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我们新编了这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系列图书，
选收1919至1949年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优秀长篇，为读者相对完整地阅读并珍藏这一时段的长篇小说
提供一套优质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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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作者简介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祖籍浙江嘉兴。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
日（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　　
“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一位在留学法国时认识的一位巴姓的同学巴恩波，以及这位同学自杀身亡时
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他把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为了他的笔名。　　巴金出身于四川
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亲曾在四川广元县做县令，为官清正，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隐。1914年母亲
去世。1917年父亲也去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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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历年底，祖父去世，巴金庆幸“家里再也没有人可以支配”他的行动了。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
语专门学校（四川大学前身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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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
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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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我国现代小说史
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译著也很多。解放后，他写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
对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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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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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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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章节摘录

　　一个月以前省城附近有过几天混战。城门关了三天。我家也落过炮弹，大家惊扰了好一阵，又算
平安无事了。我们现在又过着太平日子。不过近来我实在疲乏得很，遇到的全是不如意的事情。姑母
因五叔在居丧期中将喜儿收房，三叔又不加阻止，心中有些不快，去年重阳在我家遇到四婶与陈姨太
吵架，听了些闲言冷语，回家后很不高兴，以后便托病不再来我家。二妹走后，三叔虽不愿将此事对
外发表，亦未深加追究，但是他在陈克家面前丢了脸，心中非常不痛快，他常发脾气，身体也不及从
前了。我自海儿死后，心中若有所失，胃疾愈而复发，时时扰人，近来更甚，深以为苦。最近事冗心
烦，人过于贪懒，因此少给你们写信。二妹给琴妹的信已经看到了。后来又接到三弟和二妹给我的信
，讲到剑云病故的事，我和二弟心中都很难过。剑云是现在社会中难得的好人。二妹离家的事全亏他
帮忙。倘若他的处境好一点，他也许不会死得这么早。不过我觉得他比我活得有意义，他总算做了一
件好事情。他不能说是白活。而我呢？⋯⋯　　三婶不时向我打听二妹消息。她得到二妹三次来信，
知道你们在外情形，非常高兴。昨日汇上之款即三婶交来嘱我代汇与二妹的。据云三叔心中似有悔意
，不过目前仍然做出严厉的样子，不肯让步，也不许人在他面前提起二妹。我想，再过些时候他也许
会软下心来。去年婉儿在冯家生了一个儿子，上月带了儿子来给三婶拜生。婉儿人长胖了些，她讲了
好些冯乐山一家人的丧德事情，真叫人气死。婉儿真有本事，她居然受得了。她很想念旧主人，她要
三妹写信代她问候二妹⋯⋯　　深夜无聊，百感交集，我想起你们，想起先父母及死去的大嫂、海儿
和梅表妹、蕙表妹等，真有生者远而死者别之感⋯⋯　　高觉新写到这里，手微微地抖起来，毛笔的
笔锋触到信笺，不曾在纸上划动，却马上离开了。他也不想再写下去。他觉得眼睛花了。　　“大哥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轻轻地唤道。他好象没有听见似的，动也不动一下。　　高觉民站在觉
新的旁边，把手放在觉新的肩头，同情地说：“你还想那些事情做什么？死了的就让他们死了。你自
己身体要紧。”他看见了信笺上面那几行字。　　觉新抬起头，他的身子在活动椅上转了一下。他一
把抓起觉民的左手紧紧地捏住。他痛苦地对觉民说：“二弟，你叫我怎样办？”　　觉民不了解觉新
的求助的心情，他只是温和地劝道：“大哥，你不该到现在还是这么激动。这样不过白白苦了你自己
。你也太苦了。”　　“我是受得苦的，再大的苦我也受得下去，只是他们不该叫我做这件事，”觉
新皱紧眉头，用力地说。　　“你说的是什么事，大哥？”觉民惊愕地问。　　“他们要我续弦，”
觉新短短地说。　　觉民停了一下，忽然切齿地说：“又是他们。总是他们。”　　“他们总不肯放
松我，”觉新诉苦般地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跟他们有什么相干？”觉民的愤怒略微平静下去
，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并不十分严重，他知道这是可以由他的哥哥自己作主的。他走到觉新对面那把靠
窗的藤椅前，坐下来。　　“可是他们比我更热心，连妈也这样劝我，他们说再过几个月我的丧服就
满了，”觉新自语似地低声说。　　“是不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觉民讥讽地说了这
一句。　　觉新不回答。他把手帕放进衣袋里。他颓丧地垂着头，眼光似乎停在面前的信笺上。其实
他什么字没有看见。在他的眼前晃动的是一些从“过去”里闪出来的淡淡的影子。这些影子都是他十
分熟悉的。他想拉住她们，他想用心灵跟她们谈话。　　这情形觉民不会了解。但是他也不作声了。
他在想另外一些事情。他的思想渐渐地集中到一个年轻女性的丰满的脸庞上。他看见她在对他微笑。
　　房间不住地往静寂的深渊里落下去。连电灯光也渐渐地黯淡了。月光涂白了玻璃窗，窗帷的淡淡
的影子躺在屋角。窗外相当明亮。窗内只有钟摆的单调的响声慢慢地蚕食着时光。觉新偶尔发出一两
声吁叹，但是声音也很低微，刚刚送进觉民的耳里就消灭了。　　于是汽笛声响起来，永远是那种拉
长的尖锐的哀号。觉民吃惊地睁大眼睛看四周，并没有什么变动。觉新有气无力地叫了两声：“何嫂
！”没有听见应声。他便站起来，走到方桌前点燃了清油灯，然后回到活动椅那里坐下。他的眼光又
触到了桌上的信笺，他提起笔想写下去。但是电灯光开始变了颜色，纸上的字迹渐渐地模糊起来。他
无可如何地叹一口气，又把笔放下，无聊地抬起头望着电灯。电灯完全收敛了它的亮光，灯泡里只剩
下一圈红丝，连红丝也在逐渐褪色，终地淡到什么也没有了。清油灯在方桌上孤寂地发亮，照不明整
个房间。月光趁机爬进屋里。没有灯光的内房里黑地板上全是树影和窗帷影子，外屋里到处都有月光
。　　觉民忍耐不住突然站起来，他带了一点悲痛对他的哥哥说：“大哥，你再结一次婚也好。这种
日子你怎么能够长久过下去？你太寂寞了！你只有孤零零一个人。”　　“这不行，这不行！怎么连
你也这样说！我不能做这种事！”觉新好象听见了什么不入耳的话，他摇着头拒绝地说。　　“但是
你一个人过这种日子怎么行？”觉民怜悯地望着哥哥，同情地说。　　“我能够过。什么样的日子我
都过得了，”觉新忍住眼泪说。方桌上的清油灯突然发出一个低微的叫声熄了。　　觉民站起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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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不去点灯。他咬着嘴唇默默地在房里踱了几步。月光把他的眼光引到窗外。那里是一个洁白、安静的
境界。芍药，月季，茶花，珠兰和桂树静静地立在清辉下，把它们的影子投在画面似的银白的土地上
。他的眼光再往屋内移动。挂着白纱窗帷的玻璃窗非常明亮。觉新的上半身的黑影仿佛就嵌在玻璃上
面。他垂着头，神情十分颓丧，坐在那里。　　觉民在屋中站住。他注意地看他的哥哥。他忽然觉得
哥哥近来憔悴多了，老多了。他不禁想到觉新在这些年中的遭遇。他没有时间细想。许多事情变成一
根很结实的绳子，缚住了他，把他拉向他的哥哥。他走到定字台前，把身子靠在写字台的一个角上。
他充满友爱地对觉新说：　　“大哥，这几年我们太自私了。我们只顾自己。什么事都苦了你。你也
应该爱惜你自己才是。我以后一定要给你帮忙。”　　觉新一把捏住觉民的手，感动地说：“二弟，
我感谢你。我明白你的好意。你自己多多地努力罢。”他灰心地摇摇头：“你不要管我。我是没有希
望的了。我知道我的命是这样。”　　“你不能相信命，你应该知道这不是命运！”觉民热烈地反驳
道。　　“二弟，是命不是命，我也不能说。不过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这几年你们都看见⋯⋯”觉
新无力地答道。　　“过去的事我是看见的，现在不要管它。以后的事不能说没有办法，你应该⋯⋯
”　　觉民又劝道，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觉新打断了。觉新摇头苦笑道：　　“以后？你看以后我
又能够有什么希望？⋯⋯”　　觉民正要说话，却又被人打岔了。这次从门外送进来一个少女的声音
，唤着：“大哥。”觉民知道来的人是谁，便把脸掉向门口看。　　门帘一动，随着月光闪进来一个
少女的身子。她在外面就听见谈话的声音，掀开门帘却意外地看见房里的黑暗和嵌在光亮的玻璃窗上
的两个半身人影。“怎么，你们连灯也不点一个！”她诧异地说。　　“灯刚才熄了，”觉新顺口答
了一句。他又吩咐觉民：“二弟，你去把灯点起来。”　　觉民答应一声，便走到方桌前将灯点燃。
　　“真奇怪，你们闭着眼睛高谈阔论，”淑华笑说，这时灯刚重燃。房里又有了一点橙黄色的光。
　　“你们刚才在谈什么？”淑华望着她的两个哥哥好奇地问道。　　“我们随便谈谈，”觉新支吾
地说。淑华也并不追问，她开始说明她的来意：　　“大哥，妈要你去。周家枚表弟要‘结亲’了。
大舅又要请你帮忙。”　　“枚表弟要结婚？”觉新惊疑地问道。　　“是。日期还没有定，不过也
很快。就要下定了。我觉得大舅真古怪，枚表弟年纪这样小，不好好让他读书，却叫他‘结亲’。听
说新娘子今年二十一岁，”淑华不以为然地说。　　“枚表弟今年不过十七岁，他跟你同年，”觉民
说。　　“呸，跟我有什么相干？你把我扯在一起！新娘子跟人同岁，你为什么不说？”淑华对觉民
笑道。　　“三妹，你怕什么？我又不会把你嫁给枚表弟，”觉民反唇相讥地说。　　“我谅你也不
敢！我就不怕！我的事除非我自己答应，什么人都管不着我！”淑华理直气壮地说。　　“三爸要管
，你怎么办？”觉民冷冷地问道。　　“又不是要他嫁人！他连二姐也管不着，还好意思来管我？”
淑华生气地大声说。　　“轻声点，”觉新在旁边警告道。　　“不错，这才是我的好妹妹，”觉民
忽然高兴地称赞道。　　觉新站起来，悄然说：“我们走罢，妈在等着。”　　“我也去听听，”觉
民说。他们三个人一起走出房来。　　他们走出过道，转一个弯，进了左上房。他们的继母周氏在房
里等着他们。她安闲地坐在沙发上，绮霞在旁边捧着一支水烟袋给她装烟。　　“老二，你还没有睡
觉？”周氏看见觉民跟在觉新的后面，含笑地说了这一句。　　“我也来听听。稍微睡晚点，也不要
紧，”觉民带笑答道，　　大家都坐下了。紫檀木方桌上一盏清油灯给这个房间留下不少的阴影。觉
新坐在周氏右边一把紫檀木靠背椅上。在他对面连二柜旁边一个茶几上，“五更鸡”射出来一团红光
，罩子上面正托着一把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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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编辑推荐

　　《秋》是中国著名文学家巴金选集（3）的长篇小说《秋》，创作于1940年。描写的是黑暗的旧社
会的经历、生活，反映了作者为追求真理，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秋》语言简洁、内容丰富、
通俗易懂，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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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精彩短评

1、读完“激流三部曲”感触良多，刚开始的时候很同情觉新，因为觉得他毕竟是长子，有很多时候
很多无奈很多担当都必须是他来承受，但是到了后面，真是觉得觉新过分懦弱，如果不是他的懦弱，
很多人都不会死，虽然这也不能全怪他，是一个社会的悲哀，但是他可以选择反抗，也只能说“可怜
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了。很欣赏淑华的性格，敢作敢当，这才是新时代的女子。琴和觉民应该是里面
最幸福最圆满的一对了！同样祝福！
2、正版，包装不错！
3、每个时代都有着他固有的污点，  秋描写的时代在中国依然有着深深地影子，思想束缚，道德束缚
，最残忍是老式中国思想的腐朽。 勇敢的人闯出了新时代， 懦弱的化成了脚下灰。  
4、写到这里，激流也无力了。
5、看完激流三部，感想太多，反而不知道从何说起。
6、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7、觉新不是应该被逼死才对么！转变的也太快了吧！死了这部小说才值当！
8、本以为做了革命党的觉慧在《秋》里会回到高家，读到书尾才恍惚明白作者的用意，有机会逃离
就别再回来，一个人一直往北，他不会停在南方。前路暮霭沉沉，不知何处逢春？
9、很好的一本书  值得一看
10、走出封建的家，经过春的播种，终于迎来了秋的收获。
11、这是自高一以来，第三次读激流三部曲了，总觉得：周太太是幸运的的，因为在高家这五房里，
她这一房算是活人最多的了，她自己算是比较开明的一个母亲了，觉新也算是半个活人，至于觉民，
觉慧和淑华，就全是了。
12、比《春》厚，故事情节也比《春》更加丰满。
13、2016.3.4 完结啦
14、悲剧的意味太浓，只觉无奈不感力量。
15、很喜欢，质量很好，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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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精彩书评

1、以琴的话作为标题吧。读完一本书，无论如何都有冲动写一篇读书心得，那种感觉是很棒的。《
秋》的情节安排明显比《春》紧凑许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高潮迭起。现在想来，《春》更像是一
个过渡，花了大笔墨讲淑英觉醒到出走的过程。没想到的是，读《家》时最喜欢的觉慧，随着《家》
的完结，竟再也没出现过，当起了隐形人。倒是觉民的个性越来越鲜活，淑华也越来越讨人喜欢。巴
金在序中提到自己写《秋》写哭了，本打算安排觉新自杀，拆开觉民和琴，让觉民被捕。但是，温暖
的友情让他放弃了灰色结局。确实，结局不坏，在觉新给觉慧和淑英的两封信中平静又意味深长地结
束了。那两封信又读得我小小感动。刚读罢卖公馆分家的高潮，一面叹惋一个大家庭的没落一面期待
着觉新等兄妹的新生活，作者却让故事戛然而止。“亲爱的读者，你们应该想到，生命本身就是不会
完的。那些有着丰富的（充实的）生命力的人会活得长久，而且能够做出许多许多的事情来。”其实
关于搬家之后的一些近况，在觉新的信中作出了简单的交代。读《秋》正读得酣畅淋漓之时，却被作
者突如其来的尾声搞得意犹未尽。这种感觉就像，心情激动精神紧张地看完《秋》，抬头看看窗外，
风轻云淡，谁曾想到昨日大雨瓢泼。还沉浸在淑华觉民一场场“目无尊长”的抨击中，读来大快人心
！还无奈着淑贞的跳井、枚表弟的病逝，又想起瑞珏、梅、蕙等一个个年轻生命被封建礼教摧残致死
，真有点愤愤不平。当觉新终于说出“我办不到”的时候，着实欣慰了下！现在的我和觉新差不多一
个岁数了，我想若是再早些年看《春》《秋》，心情会更激动吧！读《家》的时候比觉民觉慧小一点
，也正好在一个叛逆期，于是当时对觉慧敢于反抗的精神非常欣赏。读罢《秋》，发现自己真是越来
越觉新了...同时也唤醒了曾经那个叛逆、愤世嫉俗，有梦想有实际行动去追求梦想的那个我。虽然现
在的我也是带点叛逆，厌世恶俗的，却已不再那么锋芒毕露了。至于梦想么，渐渐沦为幻想了~一向
对美食敏感的我，也留意了《秋》里面的吃食。凉拌蜇皮，椒麻鸡，火腿，皮蛋，粽子，盐蛋，多角
形的小块点心蒸蒸糕，猪油米花糖，绿豆夹沙饼以及冰粉儿。小说也因为有这些食物的出场显得更饱
满更细致更亲切。最后觉新在信里提到搬出老家后，他们“早睡早起。十点钟开早饭，四点钟开午饭
，另外吃早点消夜，都是在外面去买。”原来他们一日四餐呐。其实《秋》并不像“秋”这个意象给
人感觉阴郁萧索。“并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分家之后的日子虽然清静
，我却怀念起了觉新他们兄妹几个在老宅里嬉笑打闹的那些美好回忆。美好的与不美好的，通通随着
老宅的完结，成了永久的记忆。
2、这个假期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就是读了六本小说，自从踏入这PhD的行列之后就每天都在感叹自己
的肤浅，终于痛下决心要多点书，因为肤浅，所以可能没办法把握书中的精髓，只能在些小小的地方
被感动，被刺痛，对于一心向着光明和新制度的觉慧，觉民，琴我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偶尔感叹
一下还好自己没有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可是觉新却是一个让我很心痛的人，努力维持着自己心目中美
好和谐的世界，如同独角戏般做着孤独的卫道士，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一个个离开，钰，梅，慧
，还有那个可爱懂事的海儿，如果连自己深爱的人都没办法保护，还怎样去捍卫自己坚持的信念呢，
这世上有些人就是喜欢伤害别人，如同四太太和陈姨太，不用想都可以知道他们那一副小人得志的嘴
脸，一次次的妥协，换来的永远是别人的得寸进尺，直到有一天恐怕连自己的原则都全部丧失掉了，
可是依旧脱不开被人欺负的命运，这样一个善良到软弱的人，让人又爱有恨，记得以前有人对我说，
其实善良过了头就变成软弱了，不知道这句话是对是错，但似乎觉新便是这样一个人，曾经也鄙视过
他的所作所为，却也因为他的难处而落下眼泪，跟着他的心痛而心痛，跟着他的自责而自责，还好最
终他的结局不算差，不然应该会很难过吧，做人终究应该有点原则，有点信仰，有点气魄，一味的妥
协是换不来太平的日子的，其实现在不也有很多很多的觉新吗？我就总是从自己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已经退到悬崖边上，别人却丝毫没有后退的意思，原来只是自己太愚蠢，才醒悟过来，原来人是要有
自己的人格的，只有做了自己的主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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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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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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