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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内容概要

《春》作者巴金，春天永远是人们所向望的，不管是生活在旧社会制度下的青年男女，还是那些为自
由而向命运挑战的同胞们，对他们来说，春天带来的是生命，是欢乐，是花香，是鸟鸣，是温暖，是
新绿，以及别的许多许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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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作者简介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
，汉族。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散
文集《随想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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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现代文坛的巨匠。　　　　192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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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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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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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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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
又名《田惠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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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著名。　　　　出于对客死他乡的巴恩波同学的纪念，写了一
个“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1958年3月，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我的笔名中的“巴
”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　笔名应有两个字组成
，得再加一个字，用什么字好呢？正颇费踌躇时，詹剑峰走了进来，见李尧棠似在思考什么，便询问
原因。李尧棠如实相告，并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詹剑峰是个热心人，见桌子上摊着李尧棠正在翻
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半真半假地指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巴金爽快一
点头:“好，就叫‘巴金’，读起来顺口又好记。”随之在‘巴’字后边写了个‘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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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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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春》

章节摘录

　　一　　“二小姐，我们太太请你去打牌，”倩儿走进房来笑嘻嘻地说。高淑英正坐在窗前一把乌
木靠背椅上，手里拿了一本书聚精会神地读着，她吃惊地抬起头来，茫然地看了倩儿一眼，微微一笑
，似乎没有听懂倩儿的话。“二小姐，我们太太请你就过去打牌!王家舅太太来了，”倩儿看见淑英专
心看书的样子，忍不住噗嗤笑了一声，便提高声音再说一遍。她走到淑英面前，站在书桌旁边，等候
淑英回答。淑英把两道细眉微微一皱，推辞说：“怎么喊我去打?为什么不请三太太打?”三太太张氏
是淑英的母亲。“我去请过了，三太太喊你去替她打，”倩儿答道。淑英听了这句话，现出为难的样
子。她放下书，站起来，伸一个懒腰，刚打算走了，马上又坐下去，皱起眉头说：“我不想去，你就
说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们太太请你一定去，”倩儿知道她的心思，却故意跟她开玩笑，不肯走
，反而追逼似地说了上面的话，一面带笑地看她。淑英也微笑了，便带了一点央求的口气连忙说：“
倩儿，你去罢。大少爷就要回来了，你去请他。我实在不想打牌。”　　倩儿会意地笑了笑，顺从地
答应一声，就往外面走。她还没有走出门，又转过身子看淑英，说道：“二小姐，你这样子用功，将
来一定考个女状元。”“死丫头，”淑英带笑地骂了一句。她看见倩儿的背影出了房门，宽慰地嘘了
一口气。她不用思想茫然地过了片刻，然后猛省地拿起书，想接着先前中断的地方读下去。但是她觉
得思想不能够集中在书上面了。印在三十二开本书上的四号字，在她的眼前变得模糊起来，而且不时
地往隔行跳动。值得人憧憬的充满阳光与欢笑的欧洲生活渐渐地黯淡了。代替那个在她的脑子里浮现
的，是她过去的日子和她现在的环境。她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人。她能够记起许多的事情，尤其是
近一年来的。的确，近一年来这个公馆里面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每一个变化都在她的心上刻划了一
条不可磨灭的痕迹，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使她知道一些从前完全不曾想到的事情。这些变化中
最大的就是祖父的死，嫂嫂的死，和堂哥哥觉慧的出走，尤其是后一件事情给了她相当大的刺激。她
从另一个堂哥哥那里知道那个堂哥哥出走的原因。她以前从不曾想到一个年轻人会把家庭当作可怕的
地方逃出去。但是现在仿佛那个堂哥哥从家里带走了什么东西似的，家里的一切都跟从前不同了。她
自己也似乎有了改变。一年前别人还批评她心直口快，爱说爱笑，如今她却能够拿一本书静静地独自
在房里坐上几个钟头，而且有时候她还一个人在花园里带着沉思的样子闲步，或者就在圆拱桥上倚着
栏杆看下面的湖水。在这种时候她的心情是很难形容出来的。好像有一个渴望在搔她的心，同时又好
像有什么东西从她的心里飞走了，跟着过去的日子远远地飞走了，她的心上便有了一个缺口，从那里
时时发生隐痛，有时甚至是无缘无故的。固然这心上的微痛有时是突然袭来的，但是过一下她也就明
白那个原因了。她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过后她又胆怯地把它抛开，虽然那件事情跟她有极大的
关系，而且使她很担心，她却不敢多想它；同时她自己又知道即使多想也不会有好处。这是关于她的
婚事的。她只知道一点，另外又猜到一点。她的祖父在日把她许了给陈克家的第二个儿子。庚帖已经
交换过了。这门亲事是祖父起意而由她的父亲克明亲手办理的。下定的日期本来已经择好了，但是因
为祖父突然病故就耽搁下来。最近她又听到要在年内下定的话。关于陈家的事情她知道得很少。但是
她听说陈家的名誉很坏，又听说陈家二少爷不学好，爱赌钱，捧戏子。这是丫头翠环在外面听来的，
因为她父亲克明的律师事务所同陈克家的律师事务所设在一个公馆里面，她父亲的仆人和轿夫知道一
些陈家的事情。她的堂哥哥觉民同堂妹淑华也常常在谈话里批评陈家，有意无意地引起她对那件亲事
的不满。其实她自己也不愿意在这样轻的年纪嫁出去做人家的媳妇，更不愿意嫁到那样的人家去。然
而她觉得除了听从父亲的命令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她自己对那件事情又不能过问。她没有勇气，
又不好意思。她只是无可奈何地挨着日子。这就是使她变得沉静的主要原因。忧郁趁势在她的心里生
长起来。虽然在十七岁的年纪，她就已经感到前途的黯淡了。这一切都是她的父母所不知道的。在这
些时候给她以莫大安慰的，除了同隔房兄弟姊妹的聚谈外，就只有一些西洋小说的译本和几份新出的
杂志，它们都是从她最大的堂哥哥觉新那里借来的。杂志上面的文章她还不能够完全了解，但是打动
她的心唤起她的热情的处所却也很多；至于西洋小说，那更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在那些书里面她看见
另外一种新奇的生活，那里也有像她这样年纪的女子，但她们的行为是多么勇敢，多么自然，而且最
使人羡慕的是她们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她们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爱，跟她完全两样。所以她非
常爱读那些小说，常常捧着一卷书读到深夜，把整个自己都溶化在书中。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干涉她
，不过偶尔有人用了“书呆子”、“女状元”一类的字眼嘲笑她。这不一定含得有恶意。她虽然不高
兴那一类字眼，但是也不觉得受到了伤害。然而近来情形有些不同了。一些新的事情开始来纠缠她，
常常使她花费一些时间去应付，譬如陪家里的长辈打牌就是一件。她对那种事情并不感到兴趣，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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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婶娘们差了人来请她去，她的母亲也叫她去，她怎么能够拒绝呢?她平日被人强迫着做的事情并不单是
这一样，还有别的。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的，而且以后的生活又是多么令人悬心。她想了一
会儿，依旧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她觉得眼前只是一片阴暗的颜色，没有一点点希望。她心里有些烦躁
了。她就放下书，没精打采地走出房去。天气很好。蔚蓝色的浩大天空中只有淡淡的几片白云。阳光
留恋地挂在墙头和檐上。天井里立着两株高大的桂树，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花坛，上面三株牡丹正在
含苞待放。右边一棵珠兰树下有两个孩子俯在金鱼缸上面弄金鱼，一个女孩在旁边看。她的同胞兄弟
觉英是十五岁的少年了，相貌也生得端正，可是不爱读书，一天就忙着同堂弟弟觉群、觉世一起养鸽
子，弄金鱼，捉蟋蟀。另一个孩子就是四房里的觉群，今年有十岁了。她看见他们，不觉把眉尖微微
一蹙，也不说什么话。觉群无意间抬起头，一眼看见了她，连忙往石阶上面跑，上了石阶便站在那里
望着她笑。觉英立刻惊讶地站直了身子。他掉过头来，看见是他的姐姐，便安静地笑着叫一声“二姐
”。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捞鱼虫的小网。“四弟，你少胡闹点，爹回来看见你不读书又要骂你的!”她温
和地警告觉英说。“不会的，”觉英很有把握地回答了一句，依旧转过头俯着身子弄金鱼。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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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编辑推荐

　　《春》是巴金继《家》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是“激流三部曲”之一。如果说《家》是本让人对
旧社会感觉压抑的小说，那么《春》将是带领我们走出压抑，冲破枷唢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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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精彩短评

1、集齐三本
2、有些繁复冗余，读得比较快。
3、读得很累，但也读得很痛快。比起几年前看家的时候，仿佛从很多人物上看到了相同的影子。以
春开始，以春结尾。也许，淑英就是觉慧，而蕙就是梅。如果说当初的觉新看着梅死去，看着自己的
妻子死去，依然麻木，那么他看着儿子海臣死去，看着蕙表妹死去，他俨然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杀人凶
手，如同他自己所说他埋葬了他们，让他们陷入深渊。但他依然懦弱，依然没有反抗的精神，他在这
个封建的大家庭中成为了一个伪善的代表。四川人，有一种一直延续的态度，也就是悠闲，悠闲又慵
懒，更不用说事一个封建大家族，整天打牌也不足为奇。甚至在这个群像之中，几乎女性成为了牺牲
者，无论是哪个阶级，她们的生与死，幸福与悲痛似乎都不重要，而是成为了一个交换的物品。因为
正义，所以反抗。上海作为一座孤岛，仿佛对于更为黑暗的地区来说，成为了光明与自由的存在。
4、觉得跟《红楼梦》有点相似，只不过是换了个时代背景。
5、一如对这个系列的喜爱，冲破封建制度的枷锁是这个系列的主题
6、旧时的青年勇于反抗旧制度，现在看这一类的书，有点怂恿我们反抗教育制度的感觉= =。有点理
解巴金先生取名的目的，这是淑英的春天要到了，他们的春天不会远。
7、《家》的结局是觉慧逃离家庭去了上海，《春》的结局是淑英逃离家庭去了上海。我在想，在接
下来的《秋》里面，这家人的命运该如何一一上演。
8、还是这个家族的事，还是在重演悲剧，重演抗争！人终归还是那个人，是善是恶，是坚持还是软
弱妥协，不能指望任何人会因为刺激而立马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觉新最大的勇气仅是只言片语的分
辨！呵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或大或小⋯总之啊，没有喜欢的觉慧读起来少了不少兴致。
9、重复家的悲剧
女儿身之间的斗争与压迫
遇上一步都是相似的
懦弱的觉新！最让人可恨！
10、3.5
11、因人不同，感受差别很大。
12、印象最深的是个小人物，“他知道他是没有希望的，他崇拜她们，他甚至不敢使她们知道他的虔
诚。”渺小的可悲的配角人生，因为一个温淑的少女，最终添了一丝自主的色彩。
13、总觉得没有家好看。不过这种抗争的精神的确令人敬佩。
14、你知道春雨后该是暖的天了吧。
15、《激流三部曲》之二
16、高中时候匆匆看过，后来中途书掉进洗脚盆里，不得不搁浅，也不得不向图书馆赔钱。至今对此
还有记忆。
17、只有被一步步逼上绝路，死时才能真切的感受到凄美的痛！
18、比家差多了，整篇就是哭，哭，哭。女人哭完男人哭，大人哭完小孩哭！
19、觉民
20、三星半，主题大纲很好，但为了表现淑英的纠结无助显得很拖沓。
21、好，可以，不错，行。恩
22、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23、看到最后淑英的成功出走潸然泪下
24、看过2遍
25、也是高中的时候读的，现在补刀。看的时候都沉浸在人物的故事里了，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身份之
间都有不同的责任与担当，过渡的时代造就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与不同的选择。不过现在已经忘得
差不多了⋯⋯
26、终于看完了(:3 _ )=不及《家》啊，婆婆妈妈重复的内容
27、春天是属于他们的
28、中学躲在被子里一口气读完的小说。
29、故事挺老套无趣的，就是写封建大家族与新思想的矛盾。读完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封建派的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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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也不是牺牲品的可悲，而是那群挣扎在新旧文化边缘的妥协派的纠结、痛苦。我非常讨厌那个大哥
，看他说话我才知道自己“把悲观当觉悟：有什么办法呢，世界就是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令人讨厌
，其实不知不觉就被压垮了不是么。难忘淑英写下的“可是只有在这一个春天我才真正觉得快乐。我
现在是自由的了。连眼前的景物也变了一种样子。”这恰恰就是我曾经怀抱的希望啊，无数次在三月
走过思源湖都会惋惜很久的希望啊。我懦弱过一次，如果对于自己的妥协依旧只是怀有无奈的悲叹岂
不是和大哥一样了？所以我一定要努力把它找回来。会有的。
30、不知是不是我耐心不足，觉得前半部分行文有些拖沓。书中有许多地方令我联想到红楼，比如高
公馆中各色丫鬟太太撒泼，少爷老爷荒唐淫乱，blablabla。淑英的性格其实很懦弱，有时看得我挺心
烦的，要是没有觉民和琴的帮助，她的命运多半就是蕙、梅和瑞珏那样。淑华和史湘云性格一样大大
咧咧，不过没有史湘云的心细会做人，对自己的未来也尚未有何想法。耐着性子看完，最大的意外就
是海臣死了。总之，书中有些地方写得很鼓舞人心，比如出走，反抗，公演；有些地方就挺乏味的了
，像在凑数一般。
31、还是《家》经典，这本可有可无吧
32、富有年代味道 
33、这本书的主角主要从《家》的男人们，到了女人们。可惜读了有些日子了，详细的也记不住，但
确实留下了好看的印象~有机会重新看！
34、每一次游园，整个大家庭都变得不一样，吃人的礼教正在慢慢使得这个小社会分崩离析。
35、磨叽滥情，千篇一律，套用上一部情节，刻意模仿红楼梦但人物性格太过分明、修辞大量重复
36、太过。
37、我很能理解当时时代之下的这种青年对于封建旧制度的反抗，那种内心的挣扎与撕裂感也可以体
会一二。只是这部书只能说巴金先生写作手法很老实，有一说一，所以整个小说显得比较平铺直叙而
又略显啰嗦，人物性格的刻画还是只有觉新的刻画最好，其余的都显得比较单面化。
38、这本不如《家》读得细致，仍然是那个风格，这也是一个弊端。
39、唔，这个感觉基本就是家的换个模式重复了......那么写一本就可以了，写第二本是做什么用？以及
。。。竟然把剑云杀了啊（终于死了个男人的赶脚
40、果然像是第二本《家》以及巴金怎么形容人就那么翻来覆去几句话
41、对人物的描写丰富灵动又细致，大家就是大家嘛⋯⋯ 情节很老了，大家族旧礼教吃人，年轻人新
文化革命。春天是我们的，春天来了
42、以淑英为主人公而展开的中国新青年的觉悟的唤醒。。。
43、前半程没有读《家》时那么流畅，后半程开始发力，情感更加充沛。
44、开始读出感觉了- -
45、巴金的进步思想中有一块是女权主义思想。历史长河中有多少像梅，像蕙，瑞珏这样女性因封建
礼数枉死。
46、2012
47、从最开始的不敢，到犹豫不决，最后坚定了离开家，离开这个满是束缚的家族，外表的繁华，内
部的颓败，致使一个一个鲜活而美丽的生命的凋亡，离开并且冲破牢笼是他们的目标淑英的选择是对
的，最后她获得了新生，她等到了她的春天。
48、随便看看就看上瘾了 魅力啊
49、暑假。印象里比《家》好看。
50、春天是我们的。
51、跟《家》隔了几年看 感觉竟然还是那么强烈 这是我读的五四时期的最让我热血澎湃的书
52、赤诚的感觉..淑英还是有些犹豫不决，淑贞是全然被摧残了..
53、这部主要讲了淑英的斗争过程。从她的生活状态出发，深入到她的内心挣扎。她不想顺从父亲高
克明的心意，嫁给一个自己不爱、且完全不认识的纨绔子弟。另外，哥哥觉慧的行为也在激励着她，
让她陷入了一个抉择的境地。总的来说，淑英是一个比较幸运的角色，至少最终她还是挣脱了樊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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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巴金既然写出了一本《家》来讲述青年反抗旧家庭，向往自由的故事，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写一
本31万字的《春》来讲一个几乎差不多的故事。我看过一些小说，但没有看过像《春》这么啰嗦的小
说，导致我在看的过程中不禁想，我看过的那些不啰嗦的小说是怎么写的呢？它们一定不会把人物的
每句话和每个动作都写出来的。要是简单地概括起来，《家》里面死了两个小姐，一个女仆，一个老
太爷，跑了一个少爷。而《春》呢？死了一个小姐，一个娃，跑了一个小姐。不同的是，《家》里面
的那个少爷是主动的，他早就想走了，最后走掉了。而《春》里面那个小姐不停地在流泪，在忧郁，
在悲伤，最后哥哥姐姐各种开导，走掉了。其实何止淑英这个小姐，里面不管男的女的，都在不停地
流泪，忍受，痛苦，然后基本上的故事情节就是他们因为各种各样外界强压给他们的命运痛苦，眼泪
流个不停，然后其他痛苦稍轻的人就去安慰他们，如此反复，贯通全书。整本书毫无情节，语言匮乏
，人物性格单调。我强烈怀疑，要是大家不知道它的作者是巴金，评分肯定没有8.4分。《家》《春》
《秋》三部曲，一部《家》就足够了。
2、《春》和家的故事类型是相似的，但不同的是，主人公淑英这会是个女孩，所以是以一位女性的
视角来写从被大家庭、旧制度压迫屈服到反抗逃离的心路历程。从1937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但
一些家庭对孩子的方式仍有“包办”的余味。父母仍然会为孩子选择方向选择出路。高中时，我们就
有家长非逼着孩子读理科，理由是读理将来好找工作。大学时，有家长非逼着孩子考研，理由是考研
将来好找工作。工作时，也会有家长逼着孩子去相亲，理由是，这人他有个好工作。所以，哪怕是现
代人，也依然会生活在一张有父母严厉管束的大网下。在本能反抗无果后，有孩子会妥协，也有孩子
继续叛逆，甚至到另一个极端，成为“问题少年”。因此，父母该如何去教育和爱孩子，也是每个现
代家庭所应该思考的问题。有句话说，在中国的家庭，从来都不缺乏爱，而是缺乏爱的方式。父母给
孩子的，应该是基于丰富人生阅历之上的建议参考权，选择权应该还给孩子。孩子，应该心平气和地
汲取父母建议中对的部分，结合内心的想法，做出最适合的决定。笼罩在家庭阴影下的淑英是不幸的
，也是幸运的，因为寻求解脱的路上一直有人在帮她，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剑云。可惜的是淑英从
没有动过喜欢他的心思，所以自然也没有察觉出剑云对他的异样情感。但即便这样，当淑英听到剑云
说，二小姐，只要能帮到你，我愿意为你牺牲一切，她还是深深的感激和感动了。这让我记起了，也
曾有一个男孩对我说过类似的一句话，他说，只要是你的事情，需要我的，我来，不要理由。而后，
他又重复了一遍，不要理由。当时，我被深深感动了，和淑英不同的是，我对这个男孩本来就怀有好
感，所以，除了感动，内心还有深深的欣喜。如今事已渐远，我还会常常记起他，不知道他还好么。
谢谢他曾经带给我的快乐和温暖。除了女主的主线外，《春》还有一条线让故事情节更加丰满，也更
渲染人物的悲情命运色彩。这就是关于觉新和蕙的感情。他们暗生情愫，但是却不能在一起，他们之
间没有过几句话，但是眼神交汇、心意了然。让我感动的是，那般柔弱的蕙在那种封建的礼教、家庭
环境下竟然敢对觉新直接表明心迹，“除了他，还有什么可以让她关心的呢？”这也隐隐透出，书中
女性（哪怕逃不过包办婚姻魔咒的蕙）也是具有勇气的。时间飞过到现在，这种“暗恋”常上演，其
中滋味我们和觉新、蕙一样在心里常常咀嚼。想一想，当面对一个喜欢但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我们是
有勇气去追求去争取还是和几十年前的人一样，只有放弃？
3、腐朽的封建制度还深深地刻印在那些老一辈人的身上，而女子无才便是德还是他们的主张，三寸
金莲却是他们夸耀的资本，嫁出去的女儿便是泼出去的水，只有夫家管得着。但是不得不说现在这种
思想还是存在于很大的一部分人身上，只不过现在的人更懂得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总归是好的。一开
始老觉得觉新唧唧歪歪的，一方面要捍卫摇摇欲坠的封建大家族，一方面又泪流满面地仇恨那些欺负
他的人所引申的腐朽封建大家庭，却为自己未能为力而继续维系表面上的和平。后来不得不说，觉新
所处的环境跟他所受的的教育是有关的，当然归根到底就是他那个软弱的性格所害的。说到腐朽的封
建制度，感觉似乎回到了初高中，每天在那里看着文章总是不离这一方面的书，还有历史，写来写去
就是这些。多想回到那个时候啊。这本书的亮点就从淑英看那个反抗话剧、蕙表姐的死开始的，高潮
也是从那开始的。否则一开始内容太繁琐的，几乎都不大想看。
4、其实每看一本书都会有许多感想想写下来看的过程中我会把一些感动我的情节和句子划出来还会
经常在空白处写下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联想就像古时候的“眉批”一样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书评却几乎
没有大多都是一些零碎的感想而已这篇巴金先生的《春》的读书笔记是高三时为艺考做准备时写的当
时编导老师鼓励我们多写读书笔记不论形式，只是把所想所感记录成文就好读书笔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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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6 18:44:39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看完了《春》，本想趁热打铁把《秋》也啃完，但我确实又有
太多的话想说，便开始后悔当初看完《家》时没有写下点什么就立马把《春》啃完了。出乎我意料的
是，《春》带给我的震撼与感动比《家》更强、更深，不过如果没有《家》作为铺垫，也不会有接下
来精彩的《春》的故事。《家》记录着每个人物曾经的酸甜苦辣，所以每当《春》里提到过去的往事
，我的思绪便会随着主人公回归至《家》中来。作为《家》的续篇，《春》不仅发展了《家》的情节
，还延续了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的命运发展。巴金爷爷笔下的人物具有典型化的特点。觉新《春》中
的觉新比《家》更具悲剧色彩了，却依旧纠结于思想的清醒和行为的软弱之间的矛盾之中，但接二连
三的打击使他一次又一次的崩溃、绝望，他心中的天平最终还是倾向了琴和觉民——这类有思想有胆
识的进步青年这边，所以他像帮觉慧一样二妹淑英逃出了高家，使她从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束缚中挣脱
了出去。觉新是我最喜欢的角色，两部作品下来，他是巴金爷爷塑造的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之一。觉新
是个彻头彻尾的可怜人，由于种种的原因他掌握不了自身的命运，他是那么的痛苦和不忍心却眼睁睁
看着自己最亲的人相继离世，弟妹们痛斥他的不抵抗主义，他坦然的承认自己本就是这样的人却依旧
隐忍的活着。但他却让我恨不起来，我对他的同情和惋惜总多过怨恨。当他视海臣如生命般疼惜，把
自己生命的唯一的温暖和希望都给了海臣；当他表面应承着克明打理淑英的亲事，其实暗地里却与觉
民、琴一起帮淑英逃婚；我开始觉得觉新变得可爱起来。虽然他不像觉民、琴一样敢爱敢恨、敢于斗
争，但实际上他才是那个时代最典型、最真实，同时更是最复杂的知识分子形象，正是通过觉新的所
做所感，我才真正读懂了那个封建时代人们的无奈和拥有进步思想的可贵；正是从他内心的矛盾和痛
苦中，我才切实地感受到那个年代青年人的彷徨与无助。觉新并不是巴金爷爷要褒扬的人物，但他的
命运悲剧却是批判封建专制的有力罪证。他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是时代的牺牲品，他的命运是最坎
坷也是最令人惋惜的。       觉民和琴这两个任务是那个封建时代的“非主流”，当时社会的主流是旧
礼教、旧思想，大多数人们都愚昧地以冯乐山这类假仁假义的“卫道士”马首是瞻。蕙正是被封建迷
信的思想残害致死，所以觉民和琴才会不断宣告：我们不是攻击一个人，我们攻击的是整个制度！最
终他们胜利了，淑英成了第二个觉慧，在她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成功脱离了家，“我知道春天是我们的
。”当我看到淑英写给琴的信上的这句话是，我不禁流下泪水，我为淑英的“春天”而感动，为她敢
于追求幸福和理想而欣喜，更为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冲破旧制度的牢笼而痛快！所有的旧制度、旧思想
通通滚蛋吧，春天永远属于我们！！！     剑云。这个一直跟着觉民他们唤觉新“大哥”的总是一副病
态的青年，他跟觉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有一些相像之处。他称自己是“一具活尸”，他对自己的命运
充满了悲观、绝望，只有看到自己钟情的姑娘时，他的脸上才焕发出一点血色、一些热情。但他的情
感是十分含蓄的，《家》中他喜欢琴，却不敢让她知道。《春》中他钟情于淑英，他迫切地想为淑英
做些什么，于是在淑英逃婚的事情上，他十分坚决（这或许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坚决）地对淑英说
道：“倘使有一天你需要人帮忙，有一个人愿意为你的缘故牺牲一切。”最后他果真做到了，他主动
提出护送淑英到上海，便一路照顾淑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巴金爷爷的语言极富感染力，使我完
全走进了小说，仿佛我就是觉新、觉民、琴、淑英一样，他们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同他们一起奋
斗，一起反抗，一起迎接春天
！http://purpledandilion107.blog.163.com/blog/static/43786365201011664439656/
5、优点：一、继《家》之后继续揭露&quot;吃人的礼教&quot;，残酷的、逼死人的糟粕传统得以生动
地体现。二、细节描写到位。缺点：一、觉新的悲情太戏剧化（爱谁谁死），反而使得这部写实主义
小说失真。二、剧情发展略显单薄，故事的主线——淑英的痛苦与抗争反反复复，并无多大波澜。三
、书中的人物，但属悲剧性格的，太容易落泪。虽未统计，可书中人物啼哭的次数，应该不下于50次
。命途多舛，多有伤心可以理解，可若是一伤心便落泪，就有点不正常了。
6、巴金的文字我是第一次领略,很多国产的小说家总给我一个感觉便是,地方话色彩太浓,而构造成了不
同的流派. 所以春的开局总是让我有些失望,我一直觉得大家的文字应该逃离本该有的文字圈套. 说小说
更像是一本完整生动的读书,还不如说有着地方色彩的惨淡故事更加吸引人. 不过小说越往深入读下去,
我的震撼便多了几分,看春应该怎么看,我一下子都找不到方向. 春是富有朝气的象征,总是给人看到希望,
人们碌碌无为了一年终于又等到了春天,就好像可以洗刷从前的肮脏一样. 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我们总希
望春是可以改变的. 只是在春这本小说里,我看到的是更多的妥协和痛苦. 在所谓的旧社会里,我们都无法
找到更多应该评价的正义. 那些奇形怪状的男人和那些富有妇道人家的女人,所演绎起来的故事搞笑并
且不知所云. 我非常憎恨觉新为什么那么软弱.这个软弱的男人是我最无法接受的. 我喜欢觉民和琴这对
有思想的情侣,但他们的行为依旧有些幼稚,但也算称得上是骄娇者. 淑英和淑华代表了新一代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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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叼啄. 淑贞和芸做人麻木,就似乎是下一个替代品. 很多男男女女特别是上一辈过着他们熟悉的生
活,他们偶尔针锋相对,偶尔对着下一辈. 他们的欢笑真是在文字中透出来让人火大的情绪. 真不知道他们
的生活除了皮笑肉不笑还能怎么样? 你当然不知道春究竟给了他们怎么样的希望. 我也是隐约感觉到的.
他们的故事确实有些生不如死. 春的概念给人越来越淡化. 人总是叹春似乎就是一种标识性的概念. 我似
乎也是这样.究竟为了春我做过些什么到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风筝仙女是我在铁的书里看到的. 我也知
道这是春天最完整的一个名词. 一年又是一年.绕冬天转的人偶尔看看春天. 我有些惆怅,只是没几个月又
是冬天,心里也就平息了不少. 人都有那么自以为是的正确感,这是我在很多人身上看到的.他们拥有了这
种能力以后,便不再会为这样的悲惨而做出什么改变.所以,我们很难从那个大舅身上和那个三爸身上的
那些芸芸来做出正确评价.那些男人,喜欢面子,就似乎是一块模板里刻出来的.甚至是那种形状.我们憎恨
体制,我们都喜欢那些少爷工资都有像福贵少爷那样的蜕变.我们会不会抱怨,为什么我们轮不到那种觉
悟的感触.白日梦蓝.蓝天有雨.追求的东西随着时间慢慢模糊以后.精神支柱开始冻结.春天理所当然的在
冬天之后.可是.我当时在听摇滚,古典,还是俗流行? 
7、《春》大概讲了几件事儿，亲人离世，家族沦丧，姑娘逃家。高老太爷死了之后整个家族持续地
堕落，这几乎是穿插在主旋律中从未间断的杂音。主仆之间可以争吵、缠斗甚至通奸，肉欲横流，礼
法不在。觉慧出走后，视角更多地转向了淑英、淑华以及淑贞，觉新那一辈的悲剧刚刚盖棺定论，新
的悲剧又迎向了她们。好在她们有榜样，救命稻草就存在在觉民和琴这对从逃婚危机中胜利走出来的
精神领袖的言语行为中。但巴金在这儿犯了一个错误，他太絮叨了，不断用相同地方式阐述相似的悲
剧。以致于经验老道的读者会不约而同得在全书三分之一左右的位置产生疲劳。这书里的角色派遣悲
伤的渠道和方式都尽然相同，每一次三五个姐妹兄弟聚到一起，便开始饮酒谈天逛花园，由快乐联想
到应该珍惜快乐，这情愫便衍生出来对未来不可捉摸的悲凉情调，然后命运不那么好的姐妹就开始哭
泣，而后像琴、觉民这样不那么悲剧的人物就用单调的方式和言语去抚慰他们无法掌控命运的妹妹们
。在全书进入到第三代叙事的节奏之后不久，巴金安排了一场茶园谈天的情节，大意是二哥觉民和琴
领着一帮涉事未深的小辈去茶园参加青年报社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被命运禁锢得喘不过气来的高家
姐妹视为进步的标志，亦是酝酿着巨变的世界的一隅。巴老将这次私密地集会贴上了违背家规的标签
，以至于除了琴和觉民之外的参与者，在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得局促不安。巴金不厌其烦地记录下了整
个波澜不惊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主要或次要人物的心理活动、面部表情和对话。像是一册精工细笔的
连环画，但除了对细节的精雕细琢之外，章法构思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如若读者用极快地速度略过人
物间套路式的对话和那些絮絮叨叨的心理描写，剧情衔接也不会存在半点问题。我读到此处时心理盘
旋着一个疑问，如若巴金在整个激流三部曲里面映射的是觉慧这个人物，那么《春》的故事发生时，
他已经远在上海了，而全书诸如此节的摄影机一般详实的记录描写，还有很多。那么巴金是怎样获取
并把握到这些细至毫厘的分寸呢？我想这依赖于那个时代的作家对故事完整性的执着和一种过时的叙
事方式的特性。或许是过度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春》里面几处关键的转折，都让我感到巴金在
刻意回避制造回环上升的主题升华。这对于小说的故事性是有伤害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觉新这个人
物在这一部里几乎跌破了观众的心理底线，变得几乎没有了“人味”，辜负情人、丧父、丧妻、丧子
的打击连番而来，近旁又有蕙的沦亡的刺激，竟然没有让这个人物的脾性有半点发展，更别说通常小
说家所善于去蓄爆的一种涅槃了。如果不是巴金的过往里真的存在这么一个没有血色的亲人，我想他
不至于去这么落空观众期望的可能性。最后一点想法关于文采，我对《春》的文字第一印象要优于《
家》，巴金这次把很多的笔墨用在了高家那个后花园的草木和湖水当中，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
，这一部的重心移到了高家的女孩身上，字里行间自然孕育出柔美的韵味。巴金的观察力和文字固然
稳重而优秀，但风格的单一平淡依然给整个循环往复的故事带来了一点乏味，即便身为四川人，在理
解文中人物口语毫无障碍的前提下，我依然觉得在很多场面的刻画中，巴金的处理真的是过于执着于
记录，而少了戏剧性。但公平的说，《激流三部曲》之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并不倚重这些早
已被欧西大玩家耍得天花乱坠的文字技巧，论及这些技法，我们的起点太低。《春》的厉害，抑或说
巴金的厉害，在于毫无悬念地复刻了曹雪芹那一辈遗留下来的大家族叙事传统，并把它精确地置于了
新的时间轴线上，阐发出亘古不变又全新的悲悯。http://www.novaliu.com/archives/spr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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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春》的笔记-第217页

        英、华、贞可不就是迎、探、惜么！

2、《春》的笔记-第155页

        钱嫂，也就是焦大吧？

3、《春》的笔记-第49页

        巴金总有种对孔孟不满的愤慨。比如恶人冯乐山就是所谓孔教会会长。事实上孔子并没有多大的
错，只不过他那纲常伦纪限制了人们几千年，直到现在也仍然无法避免。如此说来孔子怎么还能是圣
人？

4、《春》的笔记-第118页

        这些话是他完全料想不到的，却把他大大地感动了。这仿佛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一口古老的皮箱
，现在让人把箱里对物品一件一件地翻出来。那是他的痛苦的回忆，那是他的过去的创伤。
老皮箱对应过去，里面的物件对应回忆和创伤，妙。

5、《春》的笔记-第6页

        她们在栏杆前面站住了，默默地看着两边地景色。在这短时间里外面世界的一切烦扰似乎都远去
了。她们的心在这一刻是自由的。

6、《春》的笔记-第250页

        忽然感觉很好  虽然读的很慢，但我想我一直在继续。写的很好，写出了内心的那份冲动。是不是
每一本名著反映的都是社会的现实，和挣脱现实的力量？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依然需要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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