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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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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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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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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书籍目录

　　序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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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章节摘录

　　书摘傍晚，众人聚在听雨轩里，安排饭桌和座位。周氏和觉新都还没有来，翠环划了船出去接周
氏。白日的光线刚刚淡尽，月亮已经升起。天井里还是相当亮。游廊上朱红漆的里字栏杆前站着淑华
和觉民，他们谈了一些闲话，又走进长方形的厅子里面去了。厅子里正中悬垂的煤油大挂灯燃了起来
，灯光透过玻璃窗门往外四射。在屋角长条桌上还燃着两盏明角灯。琴和芸在安放象牙筷和银制的酒
杯碟子，绮霞和枚在搬椅凳，觉民连忙过去给他们帮忙。“芸表姐，你也动手?”淑华进屋来诧异地说
。她走过去抢芸手里的杯筷。“你自己跑出去耍去了，芸表姐才动手的。我从没有见过主人袖手旁观
反而让客人动手的道理!我们都是客人，”琴一面做事，一面含笑抱怨淑华道。“二哥喊我出去的，我
们就没有耍过，”淑华理直气壮地说。“况且琴姐你不算是客人，你是我们一家的。”她自己忍不住
噗嗤笑了。“呸，”琴啐了淑华一口，她又吩咐淑贞说：“四表妹，你看她总是欺负我，你还不来帮
我敲她一顿。”淑贞正帮忙琴把瓜子、杏仁放在两格的银碟子里，听见这句话便抬起头亲密地笑答道
：“琴姐，让她说去，你不要理她。”琴故意称赞淑贞道：“究竟还是四表妹乖，四表妹懂道理。三
表妹，你再说，我就不理你了。”“真滑稽，难道我这么大还要人说我乖?”淑华笑道。她说得众人都
笑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琴故意赌气说。她们已经把杯筷摆好了，她便离开桌子，向淑华走去
。淑华看见琴走过来连忙跑开。她刚刚跑过觉民身边，觉民轻轻地捏住了她的辫子，他对琴说：“琴
妹，我给你捉住了。”“二哥，你帮琴姐，我不答应，”淑华也不挣开，却带笑对觉民抗议道。“二
表哥，你放开她罢。哪个要捉她?我不过吓吓她罢了，”琴笑道。“三妹，这几天我太‘惯使’你，你
也学会斗嘴了。你看四弟嘴那样滑有什么好处?你不是也讨厌他吗?”觉民放下淑华的辫子，拉着她的
一只手，半劝告、半开玩笑地说。“啊哟，刚刚对人家好一点，就说起什么‘惯使’来了。这样爱讨
便宜，真不害羞!当着这许多人给琴姐帮忙，脸皮真厚!”淑华知道她的哥哥现在喜欢她，便放纵地说
，而且伸起手指在他的脸颊上划了两下。觉民把嘴放在她的耳边，说了两三句话，淑华点了点头。女
佣黄妈走进屋里来，问觉民道：“二少爷，现在端菜出来吗?”“你先把冷盘端上来。菜等一阵下锅，
太太、大少爷都还没有来，”觉民吩咐道。黄妈答应一声“是”，正要走出，觉民又说一句：“黄妈
，酒烫好了，也先拿出来。”黄妈又答应一声，便走出去了。淑华走到琴的身边，琴正在跟芸讲话，
淑贞在旁边听着。琴讲完一段话，看见淑华便笑问道：“怎么你又回来了?你不是怕我敲你吗?”“二
哥已经替你陪了罪，我现在饶你了，”淑华正经地说。琴伸起手在淑华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又气
又笑地说：“这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有嘞，我替你说出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淑
华调皮地笑道。“三表妹，你倒有自知之明，”琴也忍不住笑了。“琴姐，你要明白，我刚才是在让
你，是看了二哥的情面。你再说，我就不让了，”淑华继续向琴进攻，她对争辩的事情感到大的兴趣
。“好妹妹，不要再说了。就算我说不过你，好不好?”琴亲热地拉起淑华的手说。“琴姐，你还跟我
客气?现在大家在一起，正该说说笑笑，”淑华亲密地望着琴答道。“现在不说笑，将来不晓得哪天大
家分散了，要说笑也没有人来听你。”淑华的声音里并没有一点感伤的调子。琴微微皱一下眉头，她
惆怅地说：“你为什么说这种话?现在大家都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淑贞坐在紫檀木圆桌旁边一把椅子
上，插嘴道：“二姐在上海不晓得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坐电车，看房子走路，”淑华冲口答道
。“这倒有趣味，二表姐的信写得真有意思，”芸称赞道，她的圆圆的粉脸上现出了两个酒窝。她想
起了淑英从上海寄给她的信。“他们现在会不会想到我们在这儿吃酒?”淑贞怀念地说。“他们怎么会
想得到?路隔了这么远!”淑华顺口答道，她的话残酷地打破了淑贞的梦景。 　P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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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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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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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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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精彩短评

1、读完这一部，我真有激流暗涌的感觉

2、堕落的社会在时代的面前千疮百孔，下一代的希望在艰险与困苦的环境中抗争，战斗。
3、不荐
4、最后发现原来最喜欢的人物是觉新。
5、秋这个字，已然告诉我们最后一部里故事的走向。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显赫家族，最后必然走向
衰落。走的走，死的死，封建落后的思想禁锢着这个大宅里的人们，使人被牢牢束缚。觉醒的觉慧不
再沉默，终于喊出心里的话语，带着家人走向别的路······
6、最爱里面的景色描写，最喜欢那突破家庭的人们，家庭其实是对人性的最大的破坏。。如果老舍
读过了哈代的书就不会说只有中国人礼教杀人了
7、在结尾处总算看到觉新放弃了他的作揖主义，“我的上进之心并未死去”
8、渐入佳境,感动无以复加
9、如果有一天我笔下的文字也能写出这样的故事来就好了，突然发现高中的时候读了好多书啊。
10、看完这三本书，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它也的确给我讲了一个一百年前的事情。连健身的时候
都在想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还有里面那么激烈那么令人振奋的思想。我也终于实现了我心中一直存
在的愿望就是把这三本书看完，虽然拖了这么久才实现，但是还是觉得很圆满。觉新说的：“我的上
进之心并未死去。“我同作者一样，也相信着。
11、打折时购买，经典书籍，物美价廉。
12、【补签】可读。
13、看过2遍
14、反对旧制度，解放思想
15、意犹未尽。
16、旧家庭的解体，新青年的新生。
17、精读
18、对《家》《春》《秋》的喜爱程度也是由此递减的，大概是《秋》里描写了太多觉新，但是我们
大多人也许都和他一样懦弱。
19、觉新......
20、懵懂的回忆
21、小学四五年级读的，读时对大家族的生活充满厌憎，觉得善良懦弱的男人好可悲，连心爱的人都
因此下场悲惨。
22、中学躲在被子里一口气读完的小说。
23、激流三部曲  第三部
24、秋天来了，春天就在不远处。人们一定会幸福地生活下去，高家三兄弟！
25、喜欢书里的景色描写棒
26、虽然前四分之一还是稍嫌啰嗦，但比「春」精彩多了。喜欢最后的结局：「我的上进之心并未死
去。」
27、巴老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真实与亲切的文字让我们在现在都能切身的体会到他的喜与悲，乐
与忧，他深沉的爱与抗争的力量。
28、随便别人怎么说，激流三部最爱这一本。
29、很多年后，终于把家春秋完整看完了
30、看完之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仅是对三部曲战线绵延之长终于完结的欣慰，还有作为一个看
客对高家几代人命运的唏嘘。总之，腐朽终将死去，希望得到永生。PS：想了想还是给了四星。为这
最终章呈现出来的更多的希望。另外，临近结尾处觉民作出反抗痛斥克安克定真是大快人心。觉新的
反抗虽然不够坚定，但至少让人看到了希望。
31、地震的时候读的

32、家春秋的水平实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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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33、家春秋三部一定要在20岁左右看，当年看的时候15？所以现在要找时间重看。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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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巴金经典
36、觉得跟《红楼梦》有点相似，只不过是换了个时代背景。
37、断断续续花了三个月读完了。回头再来看作者的序才明白：事无巨细地描划整个封建大家庭的故
事，是作者对自己十九年生活中受到荼毒的控诉。
38、有点悲
39、9月。三部看下来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但可能是因为长篇小说的缘故，巴金有些细节太细了。
如倒茶。
40、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怀着复杂的心情结束，为一些牺牲者不值，也为觉慧淑英等一些新青年而
激动！
41、其实《春》和《秋》写得都很啰嗦，且几位少年少女中二病迹象明显，但最后收尾倒是不错，阅
程漫漫，让人长舒一口气。
42、觉新
43、旧礼教与新思想的碰撞
44、这一本读的很压抑，多半是因为老大觉新的懦弱造成的悲剧，书后期这个家族开始没落，之前的
旧礼教耽误的人命开始集中离去，就留了觉民和琴算是这腐朽家庭的一缕微光，好在觉新在最后时刻
也终于觉醒了。
45、一个家族的秋天却是一个人的春天
46、  大师级的人物  恩，好书
47、如闻旧事
48、你要说年轻时候喜欢谁，觉慧啊，然而现在竟然觉得觉新才是真实的，可叹的，也并不糟糕。人
哪里能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斗士。
49、温存的结局
50、一个人一直往北，他始终到不了南方。
51、激流三部曲，很长的篇幅，悲欢离合，压抑与斗争，青春与苍老。冲突不断，悲剧不断，不过好
歹让人看到，只要有青年在，总还是有希望的。
52、还好结局是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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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精彩书评

1、二十多岁了才来读这套中学老师津津乐道的书。私以为，家是最为触动人的，一本书看下来，我
有多次都泪流满面，鸣凤死后，觉慧与之在湖边相遇，明知那是梦，却和觉慧一样不愿醒来，那一刻
是那么渴望那个时代早一些到来。如果不是鸣凤的死，我想不到，觉慧会先觉民离开，因为我始终觉
得觉慧虽然时有觉悟，但总是会有各种因素阻止他继续想下去，甚至听说鸣凤要嫁了，也是怯懦的准
备做只鸵鸟。对于觉新，我有和觉民一样的感受，他的作揖主义实在让人无法同情，他总是第一反应
就做了这个旧制家族维护者，承受着最大的伤害却不知反抗，梅，瑞钰，海儿，蕙，枚，倩儿，他看
着他们死去，他流露出怜悯的眼神，他时刻表现出两种矛盾的状态，为被害者伤感，同时又帮助害人
者加把火，他虽只是二十五六岁，却张罗了不少送人去死的仪式。书中最痛快的莫过于淑华和觉民的
言论，后者较觉慧更为冷静，较觉新更为清醒。难怪作者违背初衷，许他和琴一个美好前景。其实觉
新有瑞钰，海儿，本是可以幸福的，可惜他被赋予那样的性格，注定那样的命运。将翠环许与他，让
这一房单住，也是说明要改变觉新，实在是太长远的事情。
2、《家》、《春》、《秋》一本本看下来，对觉新这个人物我是最怜悯也最失望。同情怜惜是因为
他多舛的命运。仿佛悲剧有认知般总跟着他。梅姐死了，珏死了，两个儿子也停留在初识世界的年纪
，随之，惠也走了，尸骨未寒。悲剧从不会有恻隐之心，从不因亡魂的叠加而终止，反而更加放肆猖
狂。精神的折磨重压在他的双肩，大好青年犹如疾病缠身的软弱少妇，头顶总扫不去一片愁云，化作
雨水，哭哭啼啼。他的绝望，他的悲愤，他的孤寂，还有他毫无底线的隐忍退却。若还说是同情他的
悲惨，到不如说是同情他的悲哀。的确，我原来越觉得他是可悲的。不在于他长房长孙的悲剧命运，
这都是给他懦弱找到的荒唐借口。他的可悲之处是不同于觉慧觉民被封建礼教束缚在四角墙院里头，
他是自己走进漆黑的房间然后从里面反锁。是他把自己关在里面，逼近死穴，又何来反抗，何来争取
一说呢？他的可悲叫我超过怜悯心的失望和愤怒。他并不笨，他跟觉新觉民一样看的到家族的火苗，
甚至比他们了解的更多，可他却是顽固顺从到无可救药的。觉慧觉民会避开或想尽办法灭火，而觉新
呢？他是低头弯腰流着泪迎火走去。等待他的只剩下自焚的命运，可他却依旧选择自我毁灭。妄想以
几滴眼泪浇灭有燎原之势的火苗，多可笑。这泪水恰恰成了火苗的滋养品，刚微弱一点立马不间歇的
高出一丈。所以可以这么说，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咸涩的眼泪泡苦的，所有悲剧都会或大或小的根源于
他自己的懦弱悲哀。于觉新，除了同情和失望，我实在没有更多的形容词。但重要的一点是我说的是
失望而不是绝望。《秋》最后不是说么，觉新说最起码他的上进心还没有死。点点星光，的确微弱，
但我还可以有希望，去等待他真正的火光。
3、五四青年节就快要到了。前不久读完了巴金老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感触颇为深刻，而现在又恰逢五四即将到来，这个纪念日与巴老这部作品的思想非常相宜，便决定以
此篇书评献给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故事发生在那个大家庭——位于金陵城的高家公馆中，开篇是一个
雪夜高家二少爷觉民和三少爷觉慧从学堂回家的路上，他们在讨论外国名著的话剧演出。然后他们到
了公馆，一幅民国时期传统封建大家庭的画面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个公馆里有杂役、有侍女、有
老妈子、有轿夫，而主角们有老太爷、姨太太、老爷少爷们、太太少奶奶们，还有表姑嫂、表兄弟姐
妹等等所织开的一张复杂的人脉图。在那个家庭中，到处弥漫着古旧、酸腐、禁锢的气息。年事已高
的高老太爷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反对一切与新学沾边的东西，他的愿望就是高家日益昌盛、团
团圆圆，依附旧礼教。他的好朋友冯家老太爷冯乐山与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却被称为当代大儒，
小一辈都要对他们低眉顺目。每天把脸涂的白花花的陈姨太一身脂粉气，以对老太爷的仁孝为借口压
制着公馆里的其他人，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捞到钱财。大房的高先生从始至终没有露面，显而易见他
是先于所有人而辞世的。大房顶梁柱的重担自然就落到了他的大儿子，同时是这个家的承重孙——高
觉新身上。觉新进过新式学堂，他心眼善、明事理、有理想，而他所欠缺的是勇气，他易屈服、不敢
争辩，他想维护这个家，他想保护每个所爱的人，到头来其实落得两手空空。他是典型的作揖主义者
。三房的高克明在老太爷辞世后作为高家的家长，去日本留过学的他明明懂得道理，却为了不与家人
发生争执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盲目附和形势，不愿站出来分辨是非；为了脸面更是将女儿许配给了
一位纨绔子弟家的姑少爷。三太太张氏对此种种敢怒不敢言，充分做出了身为媳妇的怯懦和软弱。四
房的高克安抽大烟、养戏子、调笑老妈子，还联合五房挖老太爷的墙脚。四太太王氏用儿子的抚养权
勾结陈姨太，敛聚老太爷的遗产，诬陷公馆中的其他人，挑拨各房间的关系。五房的高克安养妓女、
玩戏子、调戏侍女收作小妾、偷家里的古玩珍遗变卖。五太太沈氏每日只会哭嚷叫骂，因为自己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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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儿没法替她出气而打骂女儿，还因为自己的脚大曾遭人嘲笑而给女儿裹小脚。总之，在这个公馆
中的每个人，他们都有共同点，那就是以仁义道德为幌子，来掩盖那些虚伪的、龌龊的事；他们都守
旧守到愚昧的程度，而认为一切新的事物都是该被唾弃被指责的。再小一辈的少爷们呢，他们承袭了
父辈的丑陋习气，不学无术、狂傲自大、欺负下人、打骂同袍兄弟、调戏戏子和侍女、坐吃山空⋯⋯
这个家，看起来就这样完了。而青年人，他们在哪里呢？这套书中弥漫着腐朽的气息，而也有阳光，
丝丝缕缕的照耀进来，那就是青年们所带来的阳光。大房的二少爷高觉民、三少爷高觉慧、逃婚的二
小姐高淑英、姑妈张氏的女儿琴表姐，还有他们的朋友们——许倩如、黄存仁、程鉴冰、陈迟、汪雍
、方继舜⋯⋯他们打破了这凝固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他们办报纸发表文章来揭露社会的种种丑陋现象
；他们与自己的家庭不懈抗争并毅然出走；他们上新式学堂、读外国文章、翻译革命文献；他们不顾
忌市井的议论把头发剪成短发；他们到军部请愿下着大雨也无一人离开。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
们，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勇气，敢作敢为。其实这部书中的青年人就是巴金老先
生对自己的写照，他自幼生长于四川一个封建官僚地主之家，所感受到的都是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和旧
礼教对青年的戕害，而他在与下层劳动者的接触中了解到了他们的不幸，从而激发出了对封建制度的
憎恨和对自由平等的向往，最终他毅然冲破封建大家庭的樊笼，来到上海、南京、北京，甚至是法国
巴黎去求学，学习民主思想、追求真理和光明。对一个时代的控诉并不容易，更何况是对自己正在经
历的这个时代的控诉和反抗。在建国之前，青年人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曾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之
前学历史，感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过于激进了，但现在我觉得，那个时代绝对不能缺少的正是这些青
年。他们有能力、有鼓动性，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激情，且不去评价这激情是否过分，在那个年代是需
要某种力量去翻云覆雨的，那种力量需要摧枯拉朽，彻底推翻老旧的腐朽的一切，而青年们正是具有
这种力量的。三少爷觉慧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这样屈服，我一定要反抗，反抗祖父的命令，我一
定要出去。他也曾感叹：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他曾对作
揖主义的大哥说过反抗的话，当大哥觉新迷惑于他能向谁反抗、能推翻这家里的哪个人时，他说：“
我们是向这个社会反抗，向这个制度反抗。”一语点醒梦中人啊，佛家讲万事皆空，并不是指不去爱
，而是将这种局限的爱转变为对人事的大爱，对众生的大爱。觉慧的思想无异于也是如此，他恨这个
封建家庭，恨公馆中的那些人，但他的反抗不局限于与这个家庭中的人勾心斗角、争吵不休，而是参
与到推翻旧制度的运动中，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崭新的平等的社会。毛主席说过一段话：世界是你们
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
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激流三部曲”的第二本《春》的尾声，是琴表姐在读逃婚到上海
的高淑英的来信，她说：姐姐，我真高兴，我想告诉你，春天是我们的⋯⋯彼时窗外阳光正好，有蜜
蜂在盛放的桃花周围起舞；有风吹落花瓣；有鸟儿从树枝上飞走⋯⋯真的，春天是我们的！最后一本
的《秋》，巴金老先生说他在写的时候把自己都写哭了，他说那些情节就是让死人活起来，又把活人
送到坟墓中去。“激流三部曲”以家开篇，春为过渡，秋为结尾，无疑使人微微的怅然。故事的结局
是高家终于分崩离析，而在分家的财产问题上居然又引发了各房的一番吵嚷。不过，不要伤心，好在
还有那些青年人呢！他们拥有纯洁而年轻的心灵，正如琴表姐所说的话：并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
天过了，春天就回来了。今年的五四青年节马上就要到了，我的文字也要收尾了，谨以此篇书评献给
五四青年节，更是献给那个时代曾奋斗过的青年们。青年人，永远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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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秋》的笔记-15

        克明也就是政老爹，克安克定也就是赦、珍一流吧~~~越发看出了红的影子

2、《秋》的笔记-8

        琴、箫、笛、歌和鸣，这不是我一直幻想的和睦场景么~

3、《秋》的笔记-7

        “我听你们的话，我就去。你们不要忘记等一会儿来看我。”可怜的贞儿~心都为你疼得哭了

4、《秋》的笔记-6

        枚，似鲸卿，又不似鲸卿。一样地家有严父慈姐，一样地缺少关爱⋯⋯但鲸卿似乎多了一些些生
命力

5、《秋》的笔记-11

        “不过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坏。”麻木才是最致命的毒药

6、《秋》的笔记-24

        愈读下去，愈觉得民国才是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或者，但凡到了社会转型期，都会经历这样一
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

7、《秋》的笔记-43

        我知道贞儿会死的⋯⋯是会死的⋯⋯只是没料到竟然死得如此悲惨⋯⋯高公馆也就如同大观园一
般，慢慢凋谢⋯⋯荒芜⋯⋯

8、《秋》的笔记-40

        枚儿非薛蟠，为何娶一金桂！（改：向枚少奶致歉，她并不是金桂！）

9、《秋》的笔记-尾声

        幸甚！感谢巴老，并未把希望完全毁去！这是青春的礼赞~

10、《秋》的笔记-14

        同样是父亲暴打儿子，原因也几乎“相同”，然如宝玉何？如觉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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