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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选集》

内容概要

《第四病室寒夜》作者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1904年，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他从小
生活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目睹了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五四”运动使他打开眼界，树立起反对
封建制度，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信念。1927年赴法国学习，第二年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
。1928年底回国，1931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鲁迅来往密切。鲁迅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
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他的主要作品，
大都在1927年以后的二十年间写成的。包括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又名《火》），中篇小说《寒夜》
、《憩园》，另有一批短篇小说、童话、散文等。
巴金作品的最大特色，是文以情生。这一点与曹雪芹十分相似。此外，巴金善于构筑鸿篇巨制，把众
多的人物、纷繁的事件精巧地组织起来，情节波澜起伏，层层推进，步步通近高潮。作者还善于描写
人物的心理活动，剖析人物灵魂，有深度、有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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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1904年，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官僚地主家
庭里，目睹了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五四”运动使他打开眼界，树立起反对封建制度，追求新的社
会理想的信念。1927年赴法国学习，第二年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8年底回国，1 931年后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鲁迅来往密切。鲁迅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
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他的主要作品，大都在1927年以后的二十年
间写成的。包括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
《春》、《秋》）、《抗战三部曲》（又名《火》），中篇小说《寒夜》、《憩园》，另有一批短篇
小说、童话、散文等。 巴金作品的最大特色，是文以情生。这一点与曹雪芹十分相似。此外，巴金善
于构筑鸿篇巨制，把众多的人物、纷繁的事件精巧地组织起来，情节波澜起伏，层层推进，步步通近
高潮。作者还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剖析人物灵魂，有深度、有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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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四病室（1945）寒夜（1946）

Page 4



《巴金选集》

章节摘录

下午一点钟我搬到医院里来了。一个看护拿着一块牌子引我到三等病房去。我跟着他从登记处出来，
顺着一条石板铺的路，穿过两道门，拐了三个弯，走进一个小小的院子。看护是一个高身材的少女，
腿长，脚步下得急，这条路不用说是她走惯了的。我却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这天上午落过一阵雨，石
板还有点滑，我不惯走这种路，何况右手还提着一大包衣物，我差一点跟不上她了。看见这个小院子
，我放心地吐了一口气，我想应该是这里了。那个大房间的黑漆门上挂着“第四病室”的木牌。院子
里有一丛芭蕉和十多株芍药。看护沿着石板路走进第四病室去了。我跟在她后面。跨进那道两寸多高
的门槛以后，我得到第一个印象：到处都是床和人。正对着门有一张条桌，桌上放了一堆纸件、钢笔
和墨水。我跟着看护走到条桌前面，她把我介绍给坐在那里的一位穿蓝色旗袍、烫头发的中年女人，
她称她做“汪小姐”，把手里的牌子交给她，就匆匆地转身走了。汪小姐站起来，一面看牌子，一面
问我：“陆先生胆囊发炎？”我答道：“是。”她又问：“陆先生自己带铺盖来吗？”我答道：“没
有。”她便解释地说：“这里铺盖少，病人多，洗得不勤，不大干净。自己带铺盖来，好一点。”我
说：“我以前不晓得。”我心里倒想：“住在医院里，还怕什么不干净！”她不再问什么了，就指着
右边角落里一张空床铺对我说：“床已经铺好了，就是第五床，请过去休息吧。”她微微一笑，便把
头掉开了。我抱着我的一包衣物，穿过病床中间窄小的过道，走向她指给我的那张病床。第五号，一
块黑底白字的洋铁号牌挂在床头白粉墙上，不会让人看错。好几双陌生的眼睛把我一直送到第五号病
床。床上铺着白布被单，是新近洗过的，不过上面还留着一块饭碗口一般大的黄色药迹。这使我想起
了汪小姐的话。床头靠着墙，左面挨近第六号病床，右边靠近第四号，不过中间各有一条过道，各隔
着一个小小的方木柜，那是靠着床头白粉墙安放的。左边柜上放着两个吐痰的杯子和两把茶壶，显然
是给我们两个人分用的，第六床的柜子被铁架占去了。方柜下面有门，里面分两隔，全空着，可以存
放我带来的衣物。床下有一个方凳，凳上放着一把起了一点儿锈的便壶。我不需要别人给我解释，便
知道在我住院的期间，我可以自由使用的东西就只有这么一点儿。我再看脚下，这是一片阴湿、污黑
、不十分平坦的土地；我又往上看，上面没有天花板，屋顶相当高，两边墙上各有两堵通气的高窗，
两边木壁上各有两排可以撑起、放下的格子窗，糊窗的白皮纸破了，就不曾重糊，现在成了麻雀来往
的航路。这间病房比尤大夫家的病室差得太多。不过它并没有使我失望。这是三等病房，每天只收三
十元住院费，即使连伙食费连普通医药费都算在内，比起最下等的旅馆最坏的房间也便宜些。在这里
住上两个月，我负担得起它的全部费用。所以我感谢尤大夫把我介绍到这个医院来。我把衣包放在床
上，打开它，拿出肥皂、牙膏、牙刷放在柜上，把脸帕挂在脸帕架上（柜子的一边钉得有一个脸帕架
），把别的衣物塞在柜子里面。柜子并不大，不过我带来的东西也不多。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感到
了一点儿疲倦。我觉得头发晕，想躺下来休息。我便脱下学生服折好，放在枕头底下，把枕头垫得高
高的；我穿着绒线衫睡在被窝里，一面随意地看我的四周。那些病床，那些病人，那些陌生的面孔，
那些新奇的声音渐渐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这一排一共有四张床，号码是从四到七，都是床头靠着白
粉墙的。在我的脚下是第十二床，床头朝着我的脚，它的左边也有一张床，那是第十一号，每张床的
右边靠近床头都有一个放东西的方木柜。我正在这样地移动我的眼光，忽然一个不熟悉的声音从我的
左面送过来。“先生，请吃饼干。”我惊讶地侧过头去看。说话的是第六床的病人。他伸出光光的右
膀拿了一块饼干放在嘴里嚼着，胸前被单上正摊开一包饼干。他的眼光从饼干上移到我的脸上来。“
我不饿，谢谢你。”“你不要客气啊，我是吃不完的。”他说着，又好像在笑。他的脸带红黄色，看
起来很年轻，又健康。他的五官端正，只是眉毛和眼角都往上斜，成了倒八字形，有点儿像戏子上装
后的眉眼。这给他那张朴实的农民脸上涂了一点儿怒容。他的左膀高高地举起来，上面缠着绷带，从
肘拐一直缠到手腕，只露出一只手，手指弯曲着，被吊在一个铁架上，这个简单的铁架就放在方木柜
上面，而且是用麻绳绑牢了的。“你的左膀？”我的眼睛望着铁架，嘴里吐出了这半句问话。“跌伤
的，骨头跌断罗，”他说着，也看了一眼自己那只跌断的手臂。“怎么跌断的？”我又问一句。“我
跟我们库里一个同事，坐三轮卡到花溪去玩。司机真混蛋，才走了一公里，就把车子开翻了，我们两
个都受了伤。我过了好半天才醒转来。一脸一身都是血。先抬到陆军医院，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勤务兵
照应，病人要茶要水都不方便。我住了两天。这里有病床，我就搬过来。”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他
说得慢，说的是普通话，不过带着浙江人的口音，吐字并不十分清楚。他的身子躺得笔直。说话的时
候他只微微动了动右膀，脸稍稍向我这面偏了一下。“你住院几天了？”我在他停了嘴、包好饼干的
时候，问他。“今天第七天了，进来的时候说是两个星期就可以接好的，”他说，一面把饼干放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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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柜上去。“真苦，动都不能动一下，”他解释地添上一句。他的两道浓眉皱得更紧了。“不要紧，
苦两天就会好的，”我这样安慰他。“说不定啊。第一床那个人睡了两个月了，还没有听说要取石膏
架子。我连石膏都没有上，”他指着靠门边的第一号病床说。我朝他指的那张床看，只看见被单下面
耸起一堆东西，我看不清楚那个平睡在枕上的头。“他是接腿骨吧？”我又问。“是给机器打断的。
你隔壁第四床是割盲肠的。”我听见他这样说，便把脸掉向右边去看第四床的病人。那里没有枕头，
一张灰白色的脸平平地放在垫被上。眼睛半睁开，嘴唇没有血色，急促地吐着气。“他病得厉害？”
我仍旧把头偏回左边，耽心地问道。我很紧张，我有点害怕，我也是来开刀的，而且是动大手术。“
这倒不要紧，过两天就好的，比不得我们。请问你贵姓？”“我姓陆。”“我叫朱云标，”我并没有
问他的姓名，他自己说了出来。其实他不说我也会知道。我无意间看了他的号牌一眼：床号下面就贴
着他的住院单。他是上月二十六日入院的。“我在××器材库当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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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问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
，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
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
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
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
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
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
，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
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
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
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
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
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
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
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
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
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
了。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
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
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
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
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
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
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
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
更畅的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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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纸质还不错，字有点小，看久了有点晕
2、没有了之前“激流三部曲”的激情呼号，但是这样的沉思显然更加具有深度与广泛的内涵，可以
说是巴金最成熟的作品
3、书好,书很好
4、巴老的作品，确实很引人入胜
5、先读了《寒夜》，感觉与巴老其他的小说不同，他不再写封建大家庭的兴衰，而是着眼于底层知
识分子小家庭，开始关心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变化
6、她说还不错，挺喜欢的，亚马逊的东西都挺放心的，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7、寒夜。
8、书收到，还没看，印刷质量还不错
9、因为要完成作业而精读⋯⋯
10、初中时候的大爱啊 呵呵 
11、内容和装订都不错，就是包装还是那么不给力
12、两篇文章都选择了小人物座位入笔点，小人物看小人物的生活，琐碎，平凡，平淡，或许更加的
感同身受，也会有更多的感动。
13、终于到手了，很不错
14、感动于那时候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病室是最能体现生老病死的地方。最后一句印象尤甚
：“踏出大门，漫天的阳光在迎接我。”
15、孩子正在看，不错的一本书。
16、很喜欢巴老的作品，书不错，印刷封面各方面都很好
17、这是一本内容充实的书，不可多得的好书！
18、婆媳关系与耙耳朵
19、1944年5月、6月间巴金住进贵阳中央医院三等病房，他便以此为背景，虚构了一个姓陆的青年因
病，住进了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医院的第四病室，陆姓青年见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在病室中一个接
一个地死去了。第四病室“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
长篇小说。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
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20、初一随便读的。总感觉到一丝刻意
21、店家很贴心，纸质也还好
22、第四病室和寒夜
23、《第四病室》和《寒夜》。巴金本人就不满意这两篇小树，的确太难过太让人沮丧。寒夜的故事
讲得很不利索，但是看到最后几章我竟然一边看一边哭，太难过了好吧！还有大卤面和打卤面到底是
什么关系啊，好捉急！！
24、从纯技术角度，《寒夜》的巴金先生终于成熟了
25、那个时代的人，写的那个时代的事，很有韵味，值得一看。
26、　　    读罢巴金先生在抗战胜利初期发表的《第四病室》、《寒夜》二部中篇小说，心内涌起一
股说不出的苦痛和凄清。抗日战争打了整整八年，而这八年对于下层百姓和沦落到下层命运的知识分
子，还有那无数悲凄命运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和世事的悲凉⋯⋯
　　
　　   《第四病室》讲述的是一个姓陆的青年知识分子住院时所目睹和亲历的悲惨命运，在历史的断
面中， 战争的阴影和苦难没有给人们带去一丝希望，只有无尽的苦捱。在这间拥挤的病房里，有因为
工作的缘故负伤住院、却无情地被残酷的抛弃在冰冷的病室里的职员，有部队里负伤而缺乏照料的异
乡军人，有因为怕花钱而导致病情恶化不得不住院的罹患疮脓的老人，都在极其痛苦和无助的境地下
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也许，战争的环境下生命的价值被无限的缩小甚至那么的微渺，而事实上，战
争带来的苦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创痕，更多的是心灵和精神上的幻灭！
　　
　　    幸而，在这个冷凄而缺少关爱的病室里，有一位善良而又同情患者的杨大夫。她用她善良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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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情心的性灵，去慰籍还在病中的“我”（陆姓病人），给他送去抚慰和关怀的话语，如潺潺细流
温暖着受伤的心灵⋯⋯她还借给他两本书，给病中的青年送去知识的慰籍和一种默默无言的关爱。然
而，战火无情，世事难料，正当主人公“我”病情一天天好转之时，杨大夫在湖南的老家受到日寇的
进扰威胁，杨大夫请假回去帮助家里逃难。在临别之时，杨大夫将两本书都赠给了素不相识的“我”
，并语重心长的叮嘱和爱护自己弟弟一般的口气说：“多读书，多认识人⋯⋯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
结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这些看似平常的话语温润着“我”的心田，也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在
离乱悲惨的年代，当世事变得扑朔迷离、前途莫测的时刻，人与人之间相互宽慰的话语，也许是对别
人最大的慰籍和帮助！《第四病室》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知道了抗战背后普通民众所承受的苦难，也从
另一个方面，即杨大夫的善良和慰籍人心灵的话语中，感受到人间至纯至真的真情，而这种真情正是
一个时代悲情的最好注脚⋯⋯
　　
　　   《寒夜》则把人带入澈骨冰凉的悲凄和无尽的苦痛之中，这是日寇发动的惨无人道的战争带给
中国民众无尽的伤害和苦楚，更是那个悲惨时代的绝好写照⋯⋯一个身体孱弱的知识分子，在重庆大
轰炸的威胁之下，和母妻在令人绝望的境地里苦苦煎熬⋯⋯而他的妻子在银行里做事，他虽然有一份
校对的工作，但工资微薄清贫，妻子因和公婆不和常常吵架，因此不是出走就是常常在外应酬交际，
生活苦不堪言。然而，由于长期的精神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丈夫罹患重病，被原来的公司婉言辞退。
在贫病交加之中，妻子也在忍受着苦痛的煎绞，更兼战争迫近，贵州失陷的谣言满城飞，使得本不平
静的家中更显出无限的凄清和痛苦。后虽警报解除，独山克复，威胁暂时消退，可飞涨的物价和汪文
宣（丈夫）的病情一日日加重，以及和公婆无休止的争吵，使得本来就飘摇欲坠的家更加危殆。最终
，树生（妻子）不得不面对着惨淡而无望的家庭，做出了决绝的行动，离开这个家，随公司迁往兰州
。她虽然答应往家里按月寄钱，补贴家用，可事实上，她不得不无奈的选择离开他的丈夫，去到另一
个城市。而汪文宣虽然在同事的帮助下，重新回到原来的公司上班，可他孱弱的病躯却在一天天垮下
去⋯⋯
　　
　　    终于，抗日战争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日本侵略者向美英苏中无条件投降！可是，胜利已经无法
补偿文宣残破的家庭，他也悲惨的到了生命的尽头⋯⋯战争的无情和对人性的摧残，使得无数中国人
失掉了最可宝贵的生命，还有他们曾经温馨美满的家庭⋯⋯看罢全书，让人心生无限悲悯的同时，也
不禁对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无法弥补的苦痛感到无比的愤慨！历史走到了今天，日本与中国
在地缘上的毗邻位置，使我们无法完全忘却那段刻骨铭心的仇恨，前车之鉴不远，但愿中日两国永无
战争之虞、和平共处！也更加希望世界永远和平，战争的阴霾永远不要再爬上人们的脸颊⋯⋯
　　
　　    读罢这本巴金选集收录的两部中篇小说，心情格外沉重，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扼住人的心灵和咽
喉，让人哽咽难言⋯⋯历史的悲剧，我们不希望再重演，中日两国的民众也绝不会再希望发生战争，
那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狂热，只会让事态变得更糟⋯⋯我们只有铭记过去的伤痛和灾难，才会更
加清晰的认知我们今天最可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和平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存权和人性的尊严！
这是我读完这本书后微茫的一点希冀，但愿我的希望不会落空，明天会愈来愈好⋯⋯
　　
　　
27、还没看 刚看完温故1942 相信巴老的书不会让我失望
28、比较喜欢寒夜
29、国人对巴金的认识还停留在“激流三部曲”实在是遗憾。《寒夜》和《第四病室》是完全成熟的
现实题材，我都怀疑后人的心理描写是否就是仿造这些作品的。非常令人震惊这居然是巴金的手笔。
30、一直爱巴金爱的深沉。。。
31、情节生动，内容充实，很好！
32、上课要用，不怎么喜欢他的书。不过感觉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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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罢巴金先生在抗战胜利初期发表的《第四病室》、《寒夜》二部中篇小说，心内涌起一股说不
出的苦痛和凄清。抗日战争打了整整八年，而这八年对于下层百姓和沦落到下层命运的知识分子，还
有那无数悲凄命运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和世事的悲凉⋯⋯《第四病室》讲述的是一个姓陆
的青年知识分子住院时所目睹和亲历的悲惨命运，在历史的断面中， 战争的阴影和苦难没有给人们带
去一丝希望，只有无尽的苦捱。在这间拥挤的病房里，有因为工作的缘故负伤住院、却无情地被残酷
的抛弃在冰冷的病室里的职员，有部队里负伤而缺乏照料的异乡军人，有因为怕花钱而导致病情恶化
不得不住院的罹患疮脓的老人，都在极其痛苦和无助的境地下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也许，战争的环
境下生命的价值被无限的缩小甚至那么的微渺，而事实上，战争带来的苦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创痕，
更多的是心灵和精神上的幻灭！幸而，在这个冷凄而缺少关爱的病室里，有一位善良而又同情患者的
杨大夫。她用她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性灵，去慰籍还在病中的“我”（陆姓病人），给他送去抚慰和
关怀的话语，如潺潺细流温暖着受伤的心灵⋯⋯她还借给他两本书，给病中的青年送去知识的慰籍和
一种默默无言的关爱。然而，战火无情，世事难料，正当主人公“我”病情一天天好转之时，杨大夫
在湖南的老家受到日寇的进扰威胁，杨大夫请假回去帮助家里逃难。在临别之时，杨大夫将两本书都
赠给了素不相识的“我”，并语重心长的叮嘱和爱护自己弟弟一般的口气说：“多读书，多认识人⋯
⋯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结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这些看似平常的话语温润着“我”的心田，也
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在离乱悲惨的年代，当世事变得扑朔迷离、前途莫测的时刻，人与人之间相互
宽慰的话语，也许是对别人最大的慰籍和帮助！《第四病室》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知道了抗战背后普通
民众所承受的苦难，也从另一个方面，即杨大夫的善良和慰籍人心灵的话语中，感受到人间至纯至真
的真情，而这种真情正是一个时代悲情的最好注脚⋯⋯《寒夜》则把人带入澈骨冰凉的悲凄和无尽的
苦痛之中，这是日军发动的惨无人道的战争带给中国民众无尽的伤害和苦楚，更是那个悲惨时代的绝
好写照⋯⋯一个身体孱弱的知识分子，在重庆大轰炸的威胁之下，和母妻在令人绝望的境地里苦苦煎
熬⋯⋯而他的妻子在银行里做事，他虽然有一份校对的工作，但工资微薄清贫，妻子因和公婆不和常
常吵架，因此不是出走就是常常在外应酬交际，生活苦不堪言。然而，由于长期的精神和工作的双重
压力，丈夫罹患重病，被原来的公司婉言辞退。在贫病交加之中，妻子也在忍受着苦痛的煎熬，更兼
战争迫近，贵州失陷的谣言满城飞，使得本不平静的家中更显出无限的凄清和痛苦。后虽警报解除，
独山克复，威胁暂时消退，可飞涨的物价和汪文宣（丈夫）的病情一日日加重，以及和公婆无休止的
争吵，使得本来就飘摇欲坠的家更加危殆。最终，树生（妻子）不得不面对着惨淡而无望的家庭，做
出了决绝的行动，离开这个家，随公司迁往兰州。她虽然答应往家里按月寄钱，补贴家用，可事实上
，她不得不无奈的选择离开他的丈夫，去到另一个城市。而汪文宣虽然在同事的帮助下，重新回到原
来的公司上班，可他孱弱的病躯却在一天天垮下去⋯⋯终于，抗日战争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日本侵略
者向美英苏中无条件投降！可是，胜利已经无法补偿文宣残破的家庭，他也悲惨的到了生命的尽头⋯
⋯战争的无情和对人性的摧残，使得无数贵国人失掉了最可宝贵的生命，还有他们曾经温馨美满的家
庭⋯⋯看罢全书，让人心生无限悲悯的同时，也不禁对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无法弥补的苦痛
感到无比的愤慨！历史走到了今天，前车之鉴不远，但愿中日两国永无战争之虞、和平共处！也更加
希望世界永远和平，战争的阴霾永远不要再爬上人们的脸颊⋯⋯读罢这本巴金选集收录的两部中篇小
说，心情格外沉重，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扼住人的心灵和咽喉，让人哽咽难言⋯⋯历史的悲剧，我们不
希望再重演，中日两国的民众也绝不会再希望发生战争，那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狂热，只会让事
态变得更糟⋯⋯我们只有铭记过去的伤痛和灾难，才会更加清晰的认知我们今天最可珍贵的东西，那
就是和平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存权和人性的尊严！这是我读完这本书后微茫的一点希冀，但愿
我的希望不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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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巴金选集》的笔记-摘记

        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照顾主人公的护士说的）

踏出大门，漫天的阳光在迎接我。（全文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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