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病室》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第四病室》

13位ISBN编号：9787533917821

10位ISBN编号：7533917820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巴金

页数：2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第四病室》

内容概要

这三部小说，被后人称为“人间三部曲”，是中国现代文学泰斗巴金后期小说的扛鼎之作，长篇绝唱
。本套书可以说是巴金创作艺术的高峰，整体创作风格陡然一变，由早期的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
向冷静深刻的人生世相的揭示，其艺术水准远在成名作《家》之上。

　　巴金可以说是三部曲的专家，他写过“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革命三部曲》；而那部
巨作《火》，因书分三册，又被称为《抗战三部曲》。现在他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
合称为《人间三部曲》。 《第四病室》比《憩园》篇幅略长，约十五万字，题材很别致，萧红的《呼
兰河传》，写一座小城；老舍的《四世同堂》写一条胡同；巴金这部小说则写战时一间医院；以一个
病人的十八天日记，体现了战时大后方的众生相。谈到黑暗惨苦，俗云：“十八层地狱”，而《第四
病室》年写的可说是第十九层地狱。住院病人要自己买特效药、胶布、手纸；许多病人买不起特效药
，在床上哀号着死去；有些病人付不出小费，工友不清理便器，以致被大小便憋得呼天喊地⋯⋯可是
在漆黑苦难之中，竟有温情和爱的萤火闪闪流光；那浓发大眼、柔情似海的杨木华医生，那为病人义
务清理便器的饭馆伙计老许，遂成为枯冬里的春讯，地狱里的天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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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病室》

章节摘录

　　胡小姐已经转身走了，听见这句话，又回来对第九床说：“洪文全，你不要这样说。讲老实话，
这个医院就是第四病室里讲话可以随便点。汪小姐人很平和，脾气是很好的，只要吵得不太厉害，她
不会来干涉⋯⋯”　　“是，是，我知道。”第九床要笑不笑地说。　　“你不信，你到第三病室去
看看，那里也是一样的外科病室啊。”胡小姐起劲地说。　　“第三病室，那是女病室啊。”第九床
笑着说。　　“女病室不是一样吗？女人跟男人有什么不同？”胡小姐大声反驳道。众人笑了起来。
　　“胡小姐，胡小姐。”忽然有人大声叫起来。声音对我是陌生的。但是我看见了那个人。是第二
床，他正坐在床上。脸孔长得像马脸，年纪大约四十岁。　　“哪样？”胡小姐转过身，就隔着两张
直放的床（十一床和十二床）问道。　　“我今天出院了，请你给汪小姐讲一声，叫‘入院处’早点
结账。”第二床说。　　“好，你现在就走？”胡小姐再问。她马上加一句：“现在‘入院处’还没
有办公。”　　“我下午走，我屋里人要来接我。”他带笑地答道。　　“好的。”胡小姐答道。　
　“老苏，听见没有？人家出院有屋里人来接。你出院怎么样？”第八床带笑对第三床说。他那张猴
子脸有趣地摇来摆去。两只蝴蝶翅膀仍旧耸在他的头发上。　　“有你做伴还不是一样，”第三床抬
起头来，把半个身子靠在壁上，伸手摸了一下他那突出的嘴唇，笑道。　　“你这简直是胡说。怎么
会是一样？你就是跟我出院吧，进了城，来得及，找个茶馆，吃杯茶。来不及，说声：‘后会有期，
’就各自东西了。各人还要去找各人的住处。哪里比得上有家室的人！”第八床说。　　“你们不要
多讲话，大夫就要来哕。”胡小姐过来警告地说。　　第八床伸了伸舌头，做个滑稽的怪相，就不作
声了。第九床轻轻地笑了两声。病室里稍稍安静了片刻。一只小鸟的扑翅声很清楚地送进我的耳里。
一个黑黄的影子在空中一晃。接着那只麻雀就站在梁上吱吱喳喳地叫起来。　　“胡小姐，请你叫麻
雀不要吵嘛。”第九床开玩笑地说。胡小姐忍住笑，装作没有听见，却有几个病人响应地笑了。　　
“老郑！老郑！大便盆！”第十一床粗声哀叫起来。　　起初没有人理他。第八床自语似的说：“又
在放警报了。”第三床接着说：“你喊老郑，现在不是他当班，你喊他干什么？”然而这样的话是不
会被那个病人听懂的，他仍旧叫着：“老郑！老郑！”他的声音永远是痛苦的，虽然我在他的脸上看
不出一点病痛的痕迹。　　“十一床，你不要叫啊，老张就来啦。”张小姐站在条桌前大声对他说，
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他现在不叫了，却开始呻唤起来。又是受伤野兽的哀号似的痛苦的呻吟。　　
这叫声和呻吟使我烦躁⋯⋯为什么没有人给他帮一点忙，减轻他的痛苦？为什么大家听着，看着，笑
着？我想，我或者可以去为他找到老张。我便下床来。站着，我不觉得吃力。我决定走出去。我刚走
到门口，就碰见杨大夫踏上石阶来。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站住了。　　“怎样？你又跑出去？少跑点
啊！”她和蔼地笑了笑，像对孩子说话似的对我说。　　“我到厕所去，”我惶惑中说出了一句假话
，我本来用不着对她撒谎的。　　她打量我一下，吩咐一句：“那么快点回来，冯大夫就要来哕。”
她大步进了病室。　　我在她后面应了一声，就走下石阶，顺着石板路，打算走到厨房里去。　　老
郑端了一个凳子坐在厨房门前。厨房里没有别人。我客气地问他：“老张在不在？”　　“没有看见
。你找他什么事？”老郑温和地说，他那张呆板的方脸卜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请他给十一床拿
大便盆。”我答道。　　“义是十一床。他一天就喊拿大便盆。拿去他又屙不出来。不要理他！由他
去喊！”老郑做出厌烦的样子说。　　“不过听他那样喊着，心里也有点儿难过。请你帮忙把大便盆
拿给他吧。”我带了点恳求的调子微微笑道。　　我看见他的脸部表情在变化。温和的微笑在他的方
脸上出现了。他站起来，说：“我就给他拿去。”我觉得对付这个人我的办法收效了。　　我高兴地
回到病室里去。冯大夫还没有来。杨大夫同张大夫立在条桌前，一边看文件，一边商谈什么事情。我
走过第十一床跟前，那个病人还在呻唤。我站住看他一眼。他张开嘴吐气，好像在哼一支歌似的。眼
睛睁得大大的，两个黑眼珠慢慢地在移动，它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但是我又觉得他的眼光是茫然
的眼光。好些颗汗珠停留在他的红黄色的额上。　　“大便盆就给你拿来哕。”我对他说，我想给他
带来一点安慰。他不回答，却把眼珠朝我站的方向慢慢地移动了一下。我想，他这个时候也许不是很
清醒的了。　　我刚在床上躺下，老郑把大便盆拿来了。“拿去，大便盆来哕。”他一面说，一面把
大便盆塞到被单下面去。病人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好啦，好啦！我
看你也该灌肠啦。大夫喊你多吃水，你偏偏不吃。你明明是跟你自己的性命赌气。你要舒服，你就该
喊你们公司给你多送点钱来。”老郑又在那里咕噜了。病人反而静了下来。　　“老郑，你跟他多讲
有什么意思？我看他这个已经不行了。”第九床插嘴着，他说到“这个”的时候，用手指敲了敲自己
的头。“今天你给老张代班吗？”第九床不等老郑答话，又接着问一句。　　“不是代班。陆先生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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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病室》

我给十一床拿大便盆来的。听见他那样呻唤，我心单也不好过。真是前世造了孽。”　　“你有窄，
请你去喊老许给我送一笼包饺来。”第九床客气地说。　　“现在怕不行，大夫要来看病哕。”老郑
说。　　“那么你跟他说等一阵送来也好。我怕他又忘记哕。”　　“好吧，”老郑答道。他又转过
身子向着我们这一排病床问到：“还有没有人要买东西？我顺便一起带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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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病室》

媒体关注与评论

　　巴金先生在我的记忆中，首先是一长串的书名。我二十岁时，有个女孩是巴金的崇拜者，喜欢没
完没了谈论他。巴金小说并不以故事取胜，为了讨好爱好文学的美丽女孩，我牢牢地记住一些篇目。
记得有一阵自己真被搞糊涂了，譬如有两篇小说的名字差不多，一篇《秋天里的春天》，是译作，另
一篇《春天里的秋天》，是创作。那个女孩常用巴金小说来为难人，动不动玩点智力测验的小游戏，
我不想让她太得意，又不愿意她太失望，在回答问题时故意犯些小错误。　　因为有了电影《家》，
有那么一批优秀的好演员捧场，上岁数的人提起巴金如数家珍。我的父亲一生以读书多自豪。他总结
巴金小说，得出的结论是：能知道几个三部曲就行了，譬如“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譬如“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譬如“抗战三部曲”（即《火》三部曲）。与前面
那个坚决不肯放过巴金的女孩不一样，父亲的兴趣是外国小说，他的结论属于删繁就简，该偷懒就偷
懒。父亲认为，巴金作品看过一本《家》就足够。这样的观点我后来也经常遇到，听上去十分内行，
课堂上老师这么说，论文中这么写，大致意思都是，巴金的代表作是《家》，放大一点再加上《春》
《秋》，其他便不重要了，起码不那么著名。曾经听到一位研究专家言之凿凿，说巴金写完《家》以
后，再也没有什么重要作品。这位专家的观点是“激流三部曲”一本不如一本，巴金不过是个走下坡
路的作家，《家》让他达到了荣誉顶峰，然后一蹶不振，靠吃老本过日子。很长一段时间，我也相信
这样的观点，熟悉的巴金只是一些书名和一本《家》。　　老实说，我不是特别欣赏《家》，或许名
气太大的缘故，或许故事简单而且概念化，说出来颇有些煞风景，我只是为写研究生论文才系统地阅
读巴金。要研究这一段文学史，这样的重要作家自然绕不过去。我曾经有过一段认真阅读中国现代文
学作品的经历，那是一种地道的板凳功夫，狼吞虎咽了一大堆作品。有个朋友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花
功夫阅读，他拿起一本早已发黄的书籍，轻轻拍了一下说，你像一个书虫似的，在这堆旧书上爬来爬
去有什么乐趣。真说不清楚乐趣在哪里，如今回想起来，只能说自己不后悔这段经历。我一向读书很
杂，有机会集中读些作品也是人生的一种造化，事实上，只有经过认真阅读，通过比较鉴别，才可能
纠正以往约定俗成的一些错误观点。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整体的现代文学似乎并不怎么样。这个历史
时期的文学特色不在于成熟，而在于它的不断成长。前辈业绩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高，一个朋友曾
经有过两个尖刻的谬论，他觉得现代文学所以被拔高，一是那些写小说的人，本来不怎么样，一九四
九年以后普遍做了文化官僚，掌握了话语权，因此难免自吹自擂和别人抬轿的嫌疑。二是在“文化大
革命”中，现代文学成了反动作品，于是物极必反，毒草成了香花，受虐待转为资本，很一般的东西
都跟着浑水摸鱼。　　把中国现代文学说得如何成熟显然不恰当，更不恰当的是忽视了它的不断成长
。研究一个作家，研究一个文学时代，忽视这种进步是不对的，也不公平。评价过高或者忽视进步，
都是不可取的态度。某些流行观点根本经受不起检验，譬如武断地认定巴金在《家》之后便没有成功
的作品。平心而论，仅仅是“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无论思想还是艺术，都明显要比
《家》进了一步。为此，我曾和父亲展开讨论，也和读过巴金小说的朋友进行对话，结果发现包括父
亲在内的不少人，对《家》之后的很多小说其实都没有认真拜读。大家的结论不谋而合，竟然都相信
作者不可能再写出比《家》更出色的作品。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作家早期作品的成功，掩盖或
损害了其他作品的光辉，因为一些想当然的简单否定而不幸中断阅读。我们自以为是下了结论，轻易
相信了这个结论，大家议论某些作品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定真正熟悉它。　　沈从文先生谈起创作
经验，曾说过一个人只要努力写作，越写越好很正常。这观点用来形容巴金的小说最恰当不过。巴金
早期的作品中，艺术上有些粗糙之外，阶级斗争成了重要元素，社会问题是首要问题。譬如《家》是
一部典型的反封建教科书，所有道理都显而易见，高老太爷象征什么，觉新和觉慧代表什么，留下的
是一种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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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云海任君游
2、这本书和家春秋不是同一感觉
3、虚构的医生形象太做作
4、希望是虚构的，只因当时的人们需要。
5、当时感觉挺不错的
6、想起这本小说，我就想起了车祸那天在那家小医院的场景。真正的难受，难受到发现自己真的是
要别人照顾的病人，身体上的疼痛比不了内心无比的脆弱和崩溃，但是那两个和外公外婆年纪相仿的
护工，带给我的温暖，此生，恐是很难忘了。如同这本书曾带给我的温暖，暖暖，在心间。
7、题材不是我喜欢的，写医院的，我也不喜欢写都市的，工业之类的。写一个病室，由于病室范围
所限且时间非一两日容易出现流水账，写的人物和医生略杂，多，综合来说没有亮点。
8、写得的确是太宽容了。
9、患者角度的病房对学医的我冲击颇深
10、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病室里面的故事都没变过
11、善良的主人公，充满暗示性的病室，小小的房间就是这个大大社会的缩影。巴老的后记写的那么
动人TVT但是巴老的后记有点太红了吧= =虽然小蓝是个笨蛋，但是他弟弟在医疗方面也好不到那里去
啊（跪
12、收藏书！
13、那个时候的钱是怎么回事啊，一天50算少吗，工资4000算少吗，小费40算少吗。。啊啊。。话说
看这个让我想起我以前在医院的说，也有一个阿姨一直不吃东西，晚上突然吃了不少，结果呜呼哀哉
了，不过完全是医生的错。打麻药啊，痛啊，吐啊，叫啊嚷啊，买饭啊，啊啊啊，我痛苦的回忆
14、看完《家》顺道看的，内容不太记得了，只是觉得还不错
15、流水账，乱。但巴金的后期小说实在有种中气十足的“现实主义”感，越读越沉浸，仿佛置身在
那个混乱、狼狈、地狱般存在却还可以苦中作乐、寻求光明的病室。
16、巴金人间三部曲：第四病室
17、普通人的气息扑面而来
18、这是一个年轻人住院时写的“病中日记”，第四病室是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在病
室里病人痛苦挣扎、垂危直至死亡，医生护士关爱病人，其他工作人员却是拿钱办事少一分都不行，
作者透过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故事，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人间的悲观、民族的苦难图景。 
19、医院病房这种地方大概最能表现出人情冷暖，生死离别。
20、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医院就是华西。
21、这个狭小的空间是社会的集体缩影。杨木华是一点光亮，但是终究是苍白无力的。
22、巴老的作品，价格便宜
23、还是一样喜欢
24、但看标题很有种《第六病室》的感觉。巴金的这部作品前前后后改了很多次，书中床号、人物错
杂，病情烦乱，压抑人情绪。人来人往，深刻体现了人际冷漠，医患关系紧张。临床的惨死，病友的
嘲弄，无知年代的苍凉往事，一切都在医院大门在身后合上的刹那绝迹。
25、巴金的东西就是这么容易快读！不过我想知道，在医院搞“群众专政”是怎么搞的...怎么这种呼
唤爱的玩意儿也反动了...
26、没想到几个主角的年纪那么小；病人没有钱啊治病，医生也很难过呀；这个书算是巴金写的么？
不是怀民么？
27、以小见大。
28、以小窥大
29、放假时无聊中看了一遍，这本书描写细腻，尤其对人物。混乱的年代，短短的几天，却是难得的
“安宁”。第四病室的室友走了几个，来了几个，就像看过了了十几种人，每天虽然出点小插曲，但
比起外面的混乱，这里也算是一个安静的栖息之地，不乏善良的人竟是病人们和与病人们打交道的人
们。
30、以生死狼狈为切入点，抒发的意味不过是对社会无关痛痒的鞭挞，若读者心里早已褪淡愤世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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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影，读上一通或许很难与故事渗透出的揭示精神暗合。真抱歉，我就是这样的读者，不太觉得世
道人心里还有什么再值得耗费心思同仇敌忾，平静地往后翻页，想到困苦暗疾，只感到力不能逮。读
过巴金《第四病室》。
31、心里描写入木三分，感同身受
32、个人不太喜欢
33、真的很一般
34、第四病室
35、医院聚集了各个阶层的痛苦，一个深刻的小社会。
36、看了一半，前后的内容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小空间，人间百态。带着戏谑的眼光，看别人。
37、读过《第四病室》心中除了麻木，便只剩下不甘。这个世间，多的形形色色的人，便多的形形色
色的事。对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也许只剩下几个字了吧。
38、记录性小说，作者将自己在医院的情景记录下来，人物特色鲜明，语言淳朴。
39、我突然觉得这个病房太空阔，电灯太亮，人声太稀。我只想哭
40、便宜凑单等有空再看，质量尚可
41、一室百态！
42、解放前的社会缩影，第六床死的很冤
43、陆先生和杨大夫这唯二的虚构人物，恰恰是整个故事最不真实的部分。大概，巴金的散文比小说
要好。
44、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故事情节，但书中对人物的描写极其细腻，会让你忍不住的继续看下去，同
时也深刻的反应了当时社会中低层人民的生活，很多人因为没有钱而在医院中慢慢的等死，同时也揭
露了现在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医生道德素质问题。。。
45、不能共存的爱，是一种毒药。。。
46、人来人往，死了就那么一回事。周围的生活不会因此而改变多少。
47、政治色彩干扰严重
48、很有意思，作为一本当代文学著作来说
49、留下您对这本书的简短评论吧
50、日记式的写法，叙述了第四病室的病人百态，不去想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和感情，或者揭露了
社会怎样的现象，看着也觉得每个人的人在生病的时候如此不同，还是很有感概。看着巴金先生写的
病室的状况，脑海里也会浮现出一幅幅的病室画面，清晰真实。
51、民国
52、然而并没有看进去
53、真实
54、巴金小说极易被忽视的一本，却是我觉得最好的一本
55、巴金小说里，好像不是特别好的一本啊

Page 8



《第四病室》

精彩书评

1、2009年冬，我为了考研，读了巴金先生的《寒夜》，那是我读过的最凄冷的小说了，那是我第一次
真正崇拜巴金先生的文字，很神奇的，他那澎湃的情绪与感染力，如此彻骨寒的文字，居然把无处安
放的我拉至平衡处。陪伴了我度过那个寒冷的冬天，那段考研岁月。2012年冬，时隔三年，我考研失
败成为一名教师。过的终究是清冷的日子，又十分怀念那个读《寒夜》的冬天，于是我买来了他的这
一部《第四病室》，苦涩地读了起来。到底是时不我与，当下缺乏奋斗目标的我读巴金的这部日记体
小说，居然磨磨蹭蹭地看了两三个月，每每都是因看不下那些凄苦的病痛而放下本书，我的日子已经
够清冷，再阅读这些字字伤痛的文字，真使我痛上加痛，不堪忍受。直至今天，我强忍着那些刺眼的
文字，终于把它看完。它又一次把我拉到了一个温暖的处所。“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
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杨大夫如是说。也正因这个角色的存
在，使得主人公陆先生在病痛中得到些许慰藉，也使得整部小说透着一丝温情。1944年，那个战争年
代的病院，充斥着死亡与病痛，还有各种讥讽与冷漠，实在让人不忍直视，而身陷其中的陆先生却因
为病痛只能眼睁睁地被动地承受一切，一个23岁的年轻人，被迫在一个小空间里观看着一幕幕个人的
悲痛与离世，丝毫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都不涉及，或是巴金先生有意创造出这样一个隔离空间。如
此的个人消化，如此年轻的生命或许会加速苍老。把你从住院到出院这个过程的所见所闻所感记下，
便成为一部小说，过程非常简单，咀嚼的却是微缩的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在今年这样一个暖冬，读了
这部小说，我想我会更有勇气去面对苦难人们的表情，去承受更广阔的生命，而淡化对自己当下生活
无病呻吟式的自怨自艾。
2、巴金笔下的第四病室中的情节和当代社会一些现象不谋而合，看它就会再被肮脏的环境的恶心感
觉中觉得心情沉重，因为，他们彼此间充满了爱与信任。。。也许社会才是那些丑陋的根源。
3、看过巴金的《春》，暂时借不到《家》和《秋》，感觉巴金写的小说还不错，就借了他的另一本
，也就是《第四病室》。小说挺短的，可以很快看完，内容也很通俗易懂，看完也还算有些感触。开
篇的小引很奇怪，写的让我以为是巴金整理编辑读者寄来的病中日记，直到文章结尾才发现，原来小
引那部分就已经是小说的开始了，也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开篇就讲到杨医生的结局，我觉得有点突兀
，但好在结尾有解释一下，不然才疏学浅的我还真看不出其中的含义。但作者对于杨医生这样一个虚
构出来的，关心病人，有人性，有人情味的医生，不被当时的丑恶环境所玷污的人格，她无法在当时
的制度下生存，所以安排她死去。而后又期盼会有这样的希望存在而将她的命运改写，我觉得这个情
节设计是很好接受的，并且值得称赞。整篇小说绝大部分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使得这部小说非常通
俗易懂，读起来很轻松。而且对于病室中的情节的还原也展现得不错，对于各个病床上的人，医生，
护士，工友，病人家属，好多人物的形象刻画得非常鲜明。病室中的一些很恶心的情景，不公的现象
，冷些的人情⋯⋯作者在结尾反复说明，在当时错误的制度下是必然出现这种情况的，罔顾病人生死
，惟金钱视重。又举了新时代的丘××被烧伤而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的事例，是想通过对比说明制度的
好坏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同的社会现象。但我想说的是，即使是当今社会，我不敢说现行的制
度不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问题的，就举医院这个例子，难道现
在的医院中类似的不公现象就不存在了？呵呵。我不否认存在有如杨医生那么好的妙手仁心的医生，
他们的存在是非常伟大的。一直以来都觉得如果医生没有那些令人发指的黑暗面的话，真的是最伟大
的职业之一了。他们所要承受的以及付出的都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他们身上除了医术高明之外，那
种对生命的怜悯简直是人性光辉的体现。他们要面对很恶心的伤口，要面对不同情绪的病人，要面对
超强度的压力，我觉得这个职业真的是很神圣伟大的。可一旦这份人性的光辉被金钱势利所掩盖的话
，也只落得令人鄙视的下场了，尽管现如今的病人都是敢怒不敢言，毕竟还要治病。直到现在，那种
不收红包就不给好脸色看的医生简直可以说还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我曾经非常美好地以为这种塞
红包只是病人一厢情愿的心理安慰，医生们实际上是不在乎这些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没有红包的
病人要面对的是医生的颐指气使，要看脸色，本来就已经生病够倒霉的，还要忍受这些。当然，好的
医生还是存在的，也遇见过，我觉得他们配得起伟大这个词，也值得我们尊敬。而对于从旧时代到现
在依然存在的医院陋习，罄竹难书。想到老郑在病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因为没给几个小费于是不管病
人死活，任其哀嚎。真的很想打个问号，金钱对于这些人来说真的比生命还重要？倒是老许这个形象
使人有点安慰，他会特地去跟第五床嘘寒问暖，会对他微笑，对病人客客气气的。还有胡小姐，我觉
得她是护士里面顶好的一个了，也不嫌弃病人，还跟病人打趣儿。可是说到护士“假清高”不给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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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尿壶，我也不知道要作何判断。这也许本来就不是护士小姐的工作，但是在病人已经痛苦到不行的
时候还分这些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令人愤恨的还有第四病室的其中几个病人对于某个痛苦到不行的病
人所发出的嚎叫居然视若罔闻，甚至是说风凉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已经是令人不满了，如果
还说上风凉话不顾病人死活，真的是很过分。一条生命在身边死去都无法引起他们的同情吗？第二床
那位患梅毒的老人，对于这一个情节我也是看到作者结尾的附录才看懂一些的。我自己对于这对父子
的看法也是比较模糊的，说不清是父亲冥顽不灵还是儿子不孝，老人的病给儿子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
，可即使这样却依然坚持吃素而不进补配合治疗。儿子每次来看父亲都要经常洗手，还有些许关于他
对父亲显露出来的厌恶，又让我不知道该不该称他为孝。这本书的封面写着人间三部曲，看完内容，
确实配得起这个头衔。
4、放假时无聊中看了一遍，这本书描写细腻，尤其对人物。混乱的年代，短短的几天，却是难得的
“安宁”。第四病室的室友走了几个，来了几个，就像看过了了十几种人，每天虽然出点小插曲，但
比起外面的混乱，这里也算是一个安静的栖息之地，不乏善良的人竟是病人们和与病人们打交道的人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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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第四病室》的笔记-第1页

        就像他的其他书一样，第四病室一点也不好看，现在只记得那种住院打盐水针的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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