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周末笼罩着哀伤。人

们才在 11 月 21 日、22 日晚央视九

套播出的纪录电影《掬水月在手》中

进一步走近“穿裙子的士” 和“诗词

的女儿” 叶嘉莹先生，看到她历经磨

难的褶皱间舒展出音容笑貌；仅隔一

天之后的 24 日 15 时 23 分，百岁的

她竟飘然远去。

她曾赋词“柔蚕老去应无憾，要

见天孙织锦成” 和 “莲实有心应不

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

滋” 。 以后想她时，那就抬头看看天

边的云彩，低头看看湖中的莲花。

不止云彩和莲花。哪怕只回溯她

最后的时光，她留给我们的竟有那么

多———

11 月 20 日，2024 中华经典诗

词论坛在河南举行，叶嘉莹的助手、

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

所副所长张静分享了新著《诗词大

先生———叶嘉莹的诗教人生》。 叶

先生深深体会到古典诗词里有一个

美好、高洁的世界。诗词的力量曾帮

她度过国破之哀、亲亡之痛、牢狱之

灾、丧女之祸。 度己之后度人，她想

通过毕生的努力， 把不懂诗的人一

个个接引进来，共同享有、呵护并传

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

财富。

10 月 11 日重阳佳节，中华诗教

当代传承座谈会暨“迦陵书系” 发布

会在京召开。叶嘉莹先生历年在中华

书局出版的十余部作品经重加校订

后汇为“迦陵书系” 。 作家王蒙赞叹

读她的书能感受到“语出敦厚” 。

7 月 6 日，恰值小暑，也是叶先

生的农历百岁寿诞。这天晚上，南开

大学迦陵学舍邀来表演艺术家濮存

昕、主持人白岩松、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玉明、“讲诗人” 意公子、“读书

人” 赵健 、叶嘉莹传记作者江胜信

等，以直播的方式“诗话人生” ，为

叶先生祝寿。 活动的最高潮部分是

正在医院的叶先生和大家视频连

线，叶先生坐在靠背椅上，梳得整整

齐齐的银白短发，穿着青色的长衫，

她的话缓慢而有力 ：“古典诗词里

有很多美好的意思， 给了我很多鼓

励。 我平生喜欢古典诗词，诗词与我

天生性情相近……我要说： 我像一

只蚕，‘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

凤凰生。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

织锦成。 ’ 祝大家学习诗词快乐！ ”

一路追随叶先生学诗的张元昕站在

镜头前和叶先生打招呼， 叶先生一

时没认出来，便机灵地说：“你们这

是在给我考试呢！ ” 叶先生的幽默

把大家逗乐了。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前夕，央

视读书频道在杭州录制了 5 期为叶

先生祝寿的节目。叶先生为每位嘉宾

签名赠送了一本 《为有荷花唤我

来———叶嘉莹在南开》。

2023 年 10 月 15 日，在南开大

学的 “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满头银发、坐着轮椅的叶嘉莹先

生来到年轻人中间，语调顿挫，手势

豪迈。她分享了新写的诗：中华诗教

播瀛寰，李杜高峰许共攀。喜见旧邦

新气象，要挥彩笔写江山。她进一步

阐释：“中华诗教要流播、要传达给

下一代，作出像李白、杜甫他们那样

伟大的成就。我们年轻人，要共同地

向着这样的高山去攀登。”“我们中

国是一个古老、强大的国家，新生的

气象， 新兴起的事业都是非常辉煌

的， 非常远大的。 我们江山的美好

是书写不完的。 我们大家要努力，

一起使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江山更

加美丽 ， 希望我们的前途更加远

大。 ”

……

叶嘉莹 1924 年生于北京书香

世家 。 1945 年毕业于辅仁大学。

1948 年作为国民党海军家眷前往

台湾。 历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

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 1970

年受聘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终身教授。半世流离后，她回国定

居南开。 获“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

“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

人物奖 ”“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

物” 等荣誉。 她捐出全部积蓄 3500

多万元 ， 成立了用于弘扬诗教的

“迦陵基金” 。

为诗词而生的叶先生曾为自己

的工作排了个顺序： 首先是教学，其

次是研究，最后才是作诗。 别人曾劝

她 “年纪大了， 多写点书， 少教些

课” ，她淡然道：“当面的传授更富有

感发的生命力。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

在讲台上……”

如今，心愿已尽，薪尽火传。

江胜信

“我的莲花总会凋落，我要把莲

子留下来” 。 把家国情怀、人生况味

都融入中华古典诗词中的叶嘉莹先

生，走过百年人生，留下三尺讲台与

莲子无数，飘然而去。

叶先生的百年人生，见证了国家

从离乱到兴盛的沧桑巨变，经历了去

国怀乡、中年丧女的流离苦痛。 一生

如风暴中的竹子与细草， 挺过风雨

活得愈发坚韧， 也更能品读出中华

古典诗词中的平仄之美。 她以“天

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自况， 更显出

一位当代士人的俊逸与旷达。 “一

世多坚、 寸心如水” 的 “弱德” 精

神，是她一生写照。

是什么成就了她？

是她一生向往美、 追求美、传

递美的不变信念。 叶先生是美的

发掘者与传递者。 她拿到了打开

中华古典诗词之门的钥匙， 流连

于诗经离骚、唐诗宋词中探寻美。

她一生潜心地研究、动人地吟诵，

致力于把中华古典诗词中的美带

给更多的人。 人生半百，叶嘉莹放

弃国外优渥的条件回国， 就是为

了在中华古典诗词生长的地方、

中国人最多的地方， 把她对传统

诗词美的感受传递给更多人，从

而启迪更多人。 因而她九十多岁

时，仍旧要颤颤巍巍地站着讲课；

百岁病重之际， 仍旧要潜心整理

自己的讲稿。

叶嘉莹先生用一生的时间做了

一件事：将中华古典诗词的美带给

世人。

浓厚的家国情怀、勇毅的文化担

当使她超越了“小我” 。 叶先生所追

求与传递的是一种大美。她带领青年

一代回望历史深处———那里有李白

的故乡明月， 也有辛弃疾的灯火阑

珊，赤诚、热血、踌躇与孤寂都被深

情地埋在诗中，成为中国人共同的精

神家园，是我们随时可以回溯的文化

故乡。 许多人说，从叶嘉莹的诗词与

她的课堂中， 追寻到了美好的情愫，

感受心灵被滋润，拥有了前行的力量

与希望。

中华古典诗词中蕴含着中华民

族丰厚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叶嘉莹先

生用大半生的心力，引领人们走进中

华古典诗词的大门，灌溉一片丰富多

彩、斑斓共存、诗意盎然的土壤，厚植

中华民族的思想财富。

“莲实有心应不死” 。 叶嘉莹先

生常常漫步的南开大学马蹄湖畔的

莲花落了， 但只要诗词传到的地方，

必将有新的莲花盛开。

新华 / 传真

别叶嘉莹：

莲实有心应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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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先生的最后时光

纪念巴金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昨日揭幕

巴金图书馆跃动着

“文学的良心”

大批图片、实物、手稿、作品、信件、各版本藏书等，呈现出巴老的辽阔一生

纪念巴金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昨日揭幕

巴金图书馆跃动着

“文学的良心”

大批图片、实物、手稿、作品、信件、各版本藏书等，呈现出巴老的辽阔一生

叶嘉莹先生（摄于 2024 年 1 月）。 南开大学文学院 / 供图

巴金在武康路寓所留影。 巴金故居 / 供图巴金《〈收获〉创刊三十年》手迹。 巴金故居 / 供图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满溢的

生命。 ”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策

源地、推动地和收获地上海，11 月 25

日揭幕的巴金图书馆犹如一本无比

丰盛的大书，就像巴金曾说过的“我

把心交给读者” ，这也是一座把读者

的感受放在首位的图书馆。

恰逢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巴金先

生诞辰 120 周年，作为上海文学馆的

重要组成部分， 巴金图书馆是以巴

金命名的 “馆中馆” 和新型文化空

间，坐落于文学馆整体区域的两栋历

史建筑内。 大批图片、实物、手稿、作

品、信件、各版本藏书等，全面展示

了巴金的现实精神、人格魅力、文学

成就和家族日常， 多线交织呈现出

巴老的辽阔一生。 他诉柔肠、 担道

义，用温度叙事、持信念抒情，置身

巴金图书馆，处处跃动着“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良心” 。

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同期面

向公众开放。 展览尾声“老巴金，生

日快乐” ， 高大绿树和一颗玫瑰心，

提取自巴金外孙女端端和孙女晅晅

给他的贺卡上的画面， 各地亲朋历

年为巴老祝寿的贺卡、 电报等在此

团圆。 全国网友和文学爱好者也能

通过网络， 为巴金送上不褪色的鲜

花和数字祝福。 120 年后的今天，让

我们共道一声：“巴老，生日快乐！ ”

一捧炽热的心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 需要它来

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 需要它给

我们带来希望， 带来勇气， 带来力

量。 ” 巴金先生如是说。 很多读者感

慨， 在巴金的作品中始终能感受到

他那一捧炽热的心， 让许多年轻人

走出思想困境，打开精神牢笼。

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作为体

验式展览，分五个展厅分布馆中。 展

览内容与巴金图书馆各项功能交

织， 使观众在使用体验图书馆的同

时，参观展览品味细节，感受巴金对

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独特贡献。

“巴老藏品那么多，和巴金相关

的文献浩瀚无比，选什么，怎么选，

尤其能体现巴老的精神？ 从巴金图

书馆布置到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

设计， 巴金故居团队前前后后筹备

了半年， 在布展脉络线索上花了很

多心思。 即便在正式揭幕前一天，我

们仍在打磨， 希望通过清晰又具新

意的展陈语言， 精益求精打开巴老

的世界， 让更多读者看到文学巨匠

的创作编辑翻译足迹， 也能触摸感

受巴老的朋友圈和他日常温情的一

面。 ”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

说， 此前曾陆陆续续根据不同主题

推出过和巴金相关的展览， 但如此

集中、 全面、 系统的梳理呈现是首

次， 其中部分实物和文献也是首度

面向大众展出。

走进巴金图书馆，“把心交给读

者” 几个大字尤为醒目。 一侧是以巴

金在上海的居住地为线索， 梳理他

不同时代的重要文学创作、 翻译作

品 ， 其中 《激流三部曲》（《家》

《春》《秋》）《随想录》展出了各种

版本、手稿等，比如《家》的法文译

本， 可从中一窥巴金作品的海外传

播图景。

巴金身体力行地强调真善美，拥

有敦厚的为人为文品格。 巴金逝世

后，他的作品整体构成巨大的活态生

命体， 也有对人性和历史的深刻洞

见。 比如， 展出的多个版本 《随想

录》背后，正是作家解剖心灵的自白

书。 巴金反复强调“讲真话” ，敢于

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萧乾

评价 “巴金的伟大之处在于敢否定

自己” 。 巴老晚年的 《随想录》和

《家》《春》《秋》 有一脉相承的地

方， 就是思考国家、 民族的命运，而

且是从自己最切身的经历感受来思

考。 在这颗“燃烧的心” 的感召下，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人读了巴金

作品走上革命道路， 那种对爱情自

由、思想觉醒的追求和抗争影响了数

代青年人。 时代前行，但巴金小说里

洋溢着的真善美的理想，对当下年轻

读者仍有启发。

“我们深切怀念巴老，他的作品

如《家》《春》《秋》《寒夜》深刻反

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探索，

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强烈感染力，他在

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都极为深

远。 我们研究巴金先生，研究现代作

家、现代文学，这不仅是文学精神的

延续，文学思想的传承，更是增强文

化自信的坚实步伐。 ” 11 月 24 日举

办的第十四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上

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马文运表示，近年来巴金研究成果丰

硕， 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姿

态，加上巴金图书馆的揭幕，学界共

同思考在一个数字化、 多媒体的时

代，如何承继和发扬前辈作家的精神

遗产。

一棵文坛大树

巴金一生主编和参与编辑多种

文学杂志，其中《收获》杂志至今仍

在文坛发挥重要作用。 步入二厅，文

学杂志阅览室主题正是巴金的编辑

成就， 一整面墙的 《收获》 封面集

锦， 一整排的创刊号、 合刊本等，让

公众看到在巴老这棵大树下文坛如

何“收获” 更多新人新作。

“巴金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

我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随着时间的

流逝，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和变化，巴

老留下了一笔多么丰富重要的精神

财富。 一代巨人巴金作为文学家、出

版家、编辑家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留

下深刻印记，至今我们的文学事业依

然在领受着巴老这份贡献的福荫，我

们还在读《收获》杂志，还有一座中

国现代文学馆摆在那里……” 在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长李敬泽看来，21 世纪如何读巴

金， 其实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必须

站在新的文化语境和对新一代人新

的关切上，重新理解认识巴金，也从

巴金身上获得新的力量。 相信巴金

图书馆的开馆会为研究提供新的巨

大资料的基础性场所。 随着新材料

的发现、收集、整理、研究，新的学术

空间也会在我们面前无穷无尽地展

开。 ”

一块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巴

金曾编辑出版的书刊，读者能从中体

悟他与鲁迅、曹禺、李健吾、汝龙、刘

白羽等作家的编辑故事，触摸巴金作

为编辑家的热情心灵和丰硕成果。巴

金对待编辑工作十分细致认真，得到

过鲁迅的褒奖。日本学者增田涉曾问

鲁迅，为什么和巴金这样倾向很不同

的青年作家一道工作，鲁迅“用信任

的口气说， 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 。

这是鲁迅少有的赞誉。作为作者的黄

裳忆及巴金为他改稿的经历：“他在

编辑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举一个小例子，我的散文集《锦帆集

外》为他编入‘文学丛刊’ 第九集，

发排以后取归原稿，看到在草率零碎

的底稿上几乎布满了他用红墨水校

订的笔迹。 我习惯用的‘里’ 字———

他一一改成‘裏’ 字。 ”

在创作的光芒之下，巴金也是一

位实绩卓著的翻译家。从迦尔洵短篇

小说集《红花》、屠格涅夫短篇小说

《木木》， 到高尔基的 《文学写照》

等，翻译工作并非副业，而是贯穿了

巴金的一生，和创作并行，甚至影响

了创作，比创作更绵长。 馆内展出了

巴金的多个翻译语种的译著，其早年

翻译多以英译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

语种译本，后来则几乎都根据原语种

原著予以重译，尤其是占比最大的俄

文作品。 除从事一线翻译工作外，由

他所担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

也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出版重镇；他主

编的“译文丛书” 出版了福楼拜、雷

马克、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一系列作

家选集，在中国多次再版，其中不少

成为经典译本。

一座凝聚兄弟情的建筑

在文学事业之外， 生活里的巴

金是怎样的人？ 巴金有哪些爱情、亲

情故事？梳理巴金图书馆的前身，这

座建筑本身就凝固了巴金与兄弟的

感情。

巴金图书馆位于虹口区武进路

455 号，原名为扆虹园，清末建造。扆

虹，意即“映在屏风上的彩虹” 。 清

末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称扆虹

园“颇似西式园林，达官贵人恒假座

以宴客， 陈设器物亦舶来品为多” 。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9 月编印的《上

海指南》 中介绍：“园在靶子路一一

一号， 俗呼赵家花园， 粤人赵姓所

筑，颇似西式园林，非有人介绍不能

往游，然可赁为文明结婚用。 ” 辛亥

革命后， 孙中山先生曾三次莅临扆

虹园。抗战胜利后，此处曾开设太平

洋印刷所和两江汽车运输公司 ，

1949 年后曾先后作为虹口区结核

病防治所和上海台板配件厂， 后为

商铺和民宅。

1923 年春天，两个喜欢阅读《新

青年》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开始他们

的求学生活。 他们是巴金（李尧棠）

和三哥李尧林， 之后兄弟俩相依为

命，分开又聚首。 1945 年冬在上海，

巴金送别了三哥，为表纪念，他将自

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小林” ，还想

创办一座“尧林图书馆” ，将三哥默

默无闻奉献的精神散播社会。 如今，

巴金的心愿终得借扆虹园复修和上

海文学馆新建得以实现，命名巴金图

书馆，既是对兄弟二人的纪念，也是

后辈承继和发扬前辈精神、为读者服

务的新起点。

因此，巴金的生活世界展区专门

辟出四个连通的实物造景区。 其中，

“团圆” 区展示巴金在武康路 113 号

的家庭生活，实物展出巴金曾经使用

的藤椅、小茶几、手杖、西服，孙女晅

晅孩童时期的自行车，外孙女端端和

孙女晅晅与巴老之间的来往赠书、贺

卡等。

“一双美丽的眼睛” 引出巴金与

妻子萧珊以及儿女之间的日常故

事。 这里有巴金的抽屉展，展出了他

们的生活票据、存折、粮本、留言条、

税单等各种生活实物。 “兄弟在此

相会” 区可一睹巴金家族渊源，尤

其是他与大哥李尧枚、 三哥李尧林

的兄弟之情。 观众能查询到巴金家

族的谱系，对《家》中高觉新的原型

更进一步了解。

“巴金在上海的一天” 则选择了

巴金在上海期间 1931 年、1947 年、

1962 年 、1980 年的四个典型的一

天，展示他在上海不同时期的生活。

一群持续扩容的“朋友圈”

在中国现代作家诸多群落里，

巴金是书信数量颇多的一位。 浮浮

沉沉百年间， 巴金书信承载了作家

的主体心态， 又以丰富历史细节为

线索， 折射出社会文化生态的嬗变

历程， 更呈现出历史褶皱之中个体

心灵的幽暗光芒， 从中可领会一代

人的风骨与精神。

巴金一生重视友情， 爱护朋友，

也得到朋友们的爱戴。从他们之间不

同时期的通信中，能够看出朋友之间

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情谊。 走进巴

金图书馆三厅，“朋友在此相聚” 互

动区和 “巴金藏外文图书封面展” ，

吸引观众在互动中体验 “巴金朋友

圈” ，欣赏巴金数万册藏书中的精选

图书封面，触摸他生活意趣的枝蔓。

四厅的图书阅览室里， 鲁少飞

《文坛茶话图》和取自巴金藏书的插

画构成基本氛围，这里还有上海作家

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区域，以及海

上百家文库等海派文学经典作品，为

读者提供安静的文学阅读空间，也是

与文学大师“面对面” 的场所。 周边

书架陈设近年出版的巴金著译，以及

近年出版的巴金著作、 研究著作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此设立巴金著

作阅读角。

五厅分为巴金图书馆的数字阅

览室和展览展示空间。设有巴金相关

各种影像资料、 研究资料的阅读，也

有巴金故居藏品的数字展台。很多观

众耳熟能详的电影《英雄儿女》正是

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他的作

品再传播、巴金与读者、巴金与社会

公益事业等几大区域展示着巴金作

品改编的各种影视剧文献，他珍藏的

影视剧资料、收藏的戏单等。 巴金作

品经典片段互动室，则邀请读者欣赏

AI 还原的巴金作品经典片段。 巴金

与读者区域选取了一代代读者与巴

金往来书信中的经典代表。

一位有血有肉、极富生活气息的

文学巨匠，静待与更多读者重逢。

许旸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满溢的

生命。 ”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策

源地、推动地和收获地上海，11 月 25

日揭幕的巴金图书馆犹如一本无比

丰盛的大书，就像巴金曾说过的“我

把心交给读者” ，这也是一座把读者

的感受放在首位的图书馆。

恰逢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巴金先

生诞辰 120 周年，作为上海文学馆的

重要组成部分， 巴金图书馆是以巴

金命名的 “馆中馆” 和新型文化空

间，坐落于文学馆整体区域的两栋历

史建筑内。 大批图片、实物、手稿、作

品、信件、各版本藏书等，全面展示

了巴金的现实精神、人格魅力、文学

成就和家族日常， 多线交织呈现出

巴老的辽阔一生。 他诉柔肠、 担道

义，用温度叙事、持信念抒情，置身

巴金图书馆，处处跃动着“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良心” 。

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同期面

向公众开放。 展览尾声“老巴金，生

日快乐” ， 高大绿树和一颗玫瑰心，

提取自巴金外孙女端端和孙女晅晅

给他的贺卡上的画面， 各地亲朋历

年为巴老祝寿的贺卡、 电报等在此

团圆。 全国网友和文学爱好者也能

通过网络， 为巴金送上不褪色的鲜

花和数字祝福。 120 年后的今天，让

我们共道一声：“巴老，生日快乐！ ”

一捧炽热的心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 需要它来

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 需要它给

我们带来希望， 带来勇气， 带来力

量。 ” 巴金先生如是说。 很多读者感

慨， 在巴金的作品中始终能感受到

他那一捧炽热的心， 让许多年轻人

走出思想困境，打开精神牢笼。

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作为体

验式展览，分五个展厅分布馆中。 展

览内容与巴金图书馆各项功能交

织， 使观众在使用体验图书馆的同

时，参观展览品味细节，感受巴金对

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独特贡献。

“巴老藏品那么多，和巴金相关

的文献浩瀚无比，选什么，怎么选，

尤其能体现巴老的精神？ 从巴金图

书馆布置到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

设计， 巴金故居团队前前后后筹备

了半年， 在布展脉络线索上花了很

多心思。 即便在正式揭幕前一天，我

们仍在打磨， 希望通过清晰又具新

意的展陈语言， 精益求精打开巴老

的世界， 让更多读者看到文学巨匠

的创作编辑翻译足迹， 也能触摸感

受巴老的朋友圈和他日常温情的一

面。 ”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

说， 此前曾陆陆续续根据不同主题

推出过和巴金相关的展览， 但如此

集中、 全面、 系统的梳理呈现是首

次， 其中部分实物和文献也是首度

面向大众展出。

走进巴金图书馆，“把心交给读

者” 几个大字尤为醒目。 一侧是以巴

金在上海的居住地为线索， 梳理他

不同时代的重要文学创作、 翻译作

品 ， 其中 《激流三部曲》（《家》

《春》《秋》）《随想录》展出了各种

版本、手稿等，比如《家》的法文译

本， 可从中一窥巴金作品的海外传

播图景。

巴金身体力行地强调真善美，拥

有敦厚的为人为文品格。 巴金逝世

后，他的作品整体构成巨大的活态生

命体， 也有对人性和历史的深刻洞

见。 比如， 展出的多个版本 《随想

录》背后，正是作家解剖心灵的自白

书。 巴金反复强调“讲真话” ，敢于

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萧乾

评价 “巴金的伟大之处在于敢否定

自己” 。 巴老晚年的 《随想录》和

《家》《春》《秋》 有一脉相承的地

方， 就是思考国家、 民族的命运，而

且是从自己最切身的经历感受来思

考。 在这颗“燃烧的心” 的感召下，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人读了巴金

作品走上革命道路， 那种对爱情自

由、思想觉醒的追求和抗争影响了数

代青年人。 时代前行，但巴金小说里

洋溢着的真善美的理想，对当下年轻

读者仍有启发。

“我们深切怀念巴老，他的作品

如《家》《春》《秋》《寒夜》深刻反

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探索，

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强烈感染力，他在

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都极为深

远。 我们研究巴金先生，研究现代作

家、现代文学，这不仅是文学精神的

延续，文学思想的传承，更是增强文

化自信的坚实步伐。 ” 11 月 24 日举

办的第十四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上

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马文运表示，近年来巴金研究成果丰

硕， 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姿

态，加上巴金图书馆的揭幕，学界共

同思考在一个数字化、 多媒体的时

代，如何承继和发扬前辈作家的精神

遗产。

一棵文坛大树

巴金一生主编和参与编辑多种

文学杂志，其中《收获》杂志至今仍

在文坛发挥重要作用。 步入二厅，文

学杂志阅览室主题正是巴金的编辑

成就， 一整面墙的 《收获》 封面集

锦， 一整排的创刊号、 合刊本等，让

公众看到在巴老这棵大树下文坛如

何“收获” 更多新人新作。

“巴金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

我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随着时间的

流逝，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和变化，巴

老留下了一笔多么丰富重要的精神

财富。 一代巨人巴金作为文学家、出

版家、编辑家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留

下深刻印记，至今我们的文学事业依

然在领受着巴老这份贡献的福荫，我

们还在读《收获》杂志，还有一座中

国现代文学馆摆在那里……” 在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长李敬泽看来，21 世纪如何读巴

金， 其实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必须

站在新的文化语境和对新一代人新

的关切上，重新理解认识巴金，也从

巴金身上获得新的力量。 相信巴金

图书馆的开馆会为研究提供新的巨

大资料的基础性场所。 随着新材料

的发现、收集、整理、研究，新的学术

空间也会在我们面前无穷无尽地展

开。 ”

一块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巴

金曾编辑出版的书刊，读者能从中体

悟他与鲁迅、曹禺、李健吾、汝龙、刘

白羽等作家的编辑故事，触摸巴金作

为编辑家的热情心灵和丰硕成果。巴

金对待编辑工作十分细致认真，得到

过鲁迅的褒奖。日本学者增田涉曾问

鲁迅，为什么和巴金这样倾向很不同

的青年作家一道工作，鲁迅“用信任

的口气说， 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 。

这是鲁迅少有的赞誉。作为作者的黄

裳忆及巴金为他改稿的经历：“他在

编辑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举一个小例子，我的散文集《锦帆集

外》为他编入‘文学丛刊’ 第九集，

发排以后取归原稿，看到在草率零碎

的底稿上几乎布满了他用红墨水校

订的笔迹。 我习惯用的‘里’ 字———

他一一改成‘裏’ 字。 ”

在创作的光芒之下，巴金也是一

位实绩卓著的翻译家。从迦尔洵短篇

小说集《红花》、屠格涅夫短篇小说

《木木》， 到高尔基的 《文学写照》

等，翻译工作并非副业，而是贯穿了

巴金的一生，和创作并行，甚至影响

了创作，比创作更绵长。 馆内展出了

巴金的多个翻译语种的译著，其早年

翻译多以英译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

语种译本，后来则几乎都根据原语种

原著予以重译，尤其是占比最大的俄

文作品。 除从事一线翻译工作外，由

他所担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

也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出版重镇；他主

编的“译文丛书” 出版了福楼拜、雷

马克、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一系列作

家选集，在中国多次再版，其中不少

成为经典译本。

一座凝聚兄弟情的建筑

在文学事业之外， 生活里的巴

金是怎样的人？ 巴金有哪些爱情、亲

情故事？梳理巴金图书馆的前身，这

座建筑本身就凝固了巴金与兄弟的

感情。

巴金图书馆位于虹口区武进路

455 号，原名为扆虹园，清末建造。扆

虹，意即“映在屏风上的彩虹” 。 清

末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称扆虹

园“颇似西式园林，达官贵人恒假座

以宴客， 陈设器物亦舶来品为多” 。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9 月编印的《上

海指南》 中介绍：“园在靶子路一一

一号， 俗呼赵家花园， 粤人赵姓所

筑，颇似西式园林，非有人介绍不能

往游，然可赁为文明结婚用。 ” 辛亥

革命后， 孙中山先生曾三次莅临扆

虹园。抗战胜利后，此处曾开设太平

洋印刷所和两江汽车运输公司 ，

1949 年后曾先后作为虹口区结核

病防治所和上海台板配件厂， 后为

商铺和民宅。

1923 年春天，两个喜欢阅读《新

青年》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开始他们

的求学生活。 他们是巴金（李尧棠）

和三哥李尧林， 之后兄弟俩相依为

命，分开又聚首。 1945 年冬在上海，

巴金送别了三哥，为表纪念，他将自

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小林” ，还想

创办一座“尧林图书馆” ，将三哥默

默无闻奉献的精神散播社会。 如今，

巴金的心愿终得借扆虹园复修和上

海文学馆新建得以实现，命名巴金图

书馆，既是对兄弟二人的纪念，也是

后辈承继和发扬前辈精神、为读者服

务的新起点。

因此，巴金的生活世界展区专门

辟出四个连通的实物造景区。 其中，

“团圆” 区展示巴金在武康路 113 号

的家庭生活，实物展出巴金曾经使用

的藤椅、小茶几、手杖、西服，孙女晅

晅孩童时期的自行车，外孙女端端和

孙女晅晅与巴老之间的来往赠书、贺

卡等。

“一双美丽的眼睛” 引出巴金与

妻子萧珊以及儿女之间的日常故

事。 这里有巴金的抽屉展，展出了他

们的生活票据、存折、粮本、留言条、

税单等各种生活实物。 “兄弟在此

相会” 区可一睹巴金家族渊源，尤

其是他与大哥李尧枚、 三哥李尧林

的兄弟之情。 观众能查询到巴金家

族的谱系，对《家》中高觉新的原型

更进一步了解。

“巴金在上海的一天” 则选择了

巴金在上海期间 1931 年、1947 年、

1962 年 、1980 年的四个典型的一

天，展示他在上海不同时期的生活。

一群持续扩容的“朋友圈”

在中国现代作家诸多群落里，

巴金是书信数量颇多的一位。 浮浮

沉沉百年间， 巴金书信承载了作家

的主体心态， 又以丰富历史细节为

线索， 折射出社会文化生态的嬗变

历程， 更呈现出历史褶皱之中个体

心灵的幽暗光芒， 从中可领会一代

人的风骨与精神。

巴金一生重视友情， 爱护朋友，

也得到朋友们的爱戴。从他们之间不

同时期的通信中，能够看出朋友之间

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情谊。 走进巴

金图书馆三厅，“朋友在此相聚” 互

动区和 “巴金藏外文图书封面展” ，

吸引观众在互动中体验 “巴金朋友

圈” ，欣赏巴金数万册藏书中的精选

图书封面，触摸他生活意趣的枝蔓。

四厅的图书阅览室里， 鲁少飞

《文坛茶话图》和取自巴金藏书的插

画构成基本氛围，这里还有上海作家

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区域，以及海

上百家文库等海派文学经典作品，为

读者提供安静的文学阅读空间，也是

与文学大师“面对面” 的场所。 周边

书架陈设近年出版的巴金著译，以及

近年出版的巴金著作、 研究著作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此设立巴金著

作阅读角。

五厅分为巴金图书馆的数字阅

览室和展览展示空间。设有巴金相关

各种影像资料、 研究资料的阅读，也

有巴金故居藏品的数字展台。很多观

众耳熟能详的电影《英雄儿女》正是

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他的作

品再传播、巴金与读者、巴金与社会

公益事业等几大区域展示着巴金作

品改编的各种影视剧文献，他珍藏的

影视剧资料、收藏的戏单等。 巴金作

品经典片段互动室，则邀请读者欣赏

AI 还原的巴金作品经典片段。 巴金

与读者区域选取了一代代读者与巴

金往来书信中的经典代表。

一位有血有肉、极富生活气息的

文学巨匠，静待与更多读者重逢。

许旸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满溢的

生命。 ”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策

源地、推动地和收获地上海，11 月 25

日揭幕的巴金图书馆犹如一本无比

丰盛的大书，就像巴金曾说过的“我

把心交给读者” ，这也是一座把读者

的感受放在首位的图书馆。

恰逢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巴金先

生诞辰 120 周年，作为上海文学馆的

重要组成部分， 巴金图书馆是以巴

金命名的 “馆中馆” 和新型文化空

间，坐落于文学馆整体区域的两栋历

史建筑内。 大批图片、实物、手稿、作

品、信件、各版本藏书等，全面展示

了巴金的现实精神、人格魅力、文学

成就和家族日常， 多线交织呈现出

巴老的辽阔一生。 他诉柔肠、 担道

义，用温度叙事、持信念抒情，置身

巴金图书馆，处处跃动着“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良心” 。

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同期面

向公众开放。 展览尾声“老巴金，生

日快乐” ， 高大绿树和一颗玫瑰心，

提取自巴金外孙女端端和孙女晅晅

给他的贺卡上的画面， 各地亲朋历

年为巴老祝寿的贺卡、 电报等在此

团圆。 全国网友和文学爱好者也能

通过网络， 为巴金送上不褪色的鲜

花和数字祝福。 120 年后的今天，让

我们共道一声：“巴老，生日快乐！ ”

一捧炽热的心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 需要它来

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 需要它给

我们带来希望， 带来勇气， 带来力

量。 ” 巴金先生如是说。 很多读者感

慨， 在巴金的作品中始终能感受到

他那一捧炽热的心， 让许多年轻人

走出思想困境，打开精神牢笼。

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作为体

验式展览，分五个展厅分布馆中。 展

览内容与巴金图书馆各项功能交

织， 使观众在使用体验图书馆的同

时，参观展览品味细节，感受巴金对

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独特贡献。

“巴老藏品那么多，和巴金相关

的文献浩瀚无比，选什么，怎么选，

尤其能体现巴老的精神？ 从巴金图

书馆布置到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

设计， 巴金故居团队前前后后筹备

了半年， 在布展脉络线索上花了很

多心思。 即便在正式揭幕前一天，我

们仍在打磨， 希望通过清晰又具新

意的展陈语言， 精益求精打开巴老

的世界， 让更多读者看到文学巨匠

的创作编辑翻译足迹， 也能触摸感

受巴老的朋友圈和他日常温情的一

面。 ”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

说， 此前曾陆陆续续根据不同主题

推出过和巴金相关的展览， 但如此

集中、 全面、 系统的梳理呈现是首

次， 其中部分实物和文献也是首度

面向大众展出。

走进巴金图书馆，“把心交给读

者” 几个大字尤为醒目。 一侧是以巴

金在上海的居住地为线索， 梳理他

不同时代的重要文学创作、 翻译作

品 ， 其中 《激流三部曲》（《家》

《春》《秋》）《随想录》展出了各种

版本、手稿等，比如《家》的法文译

本， 可从中一窥巴金作品的海外传

播图景。

巴金身体力行地强调真善美，拥

有敦厚的为人为文品格。 巴金逝世

后，他的作品整体构成巨大的活态生

命体， 也有对人性和历史的深刻洞

见。 比如， 展出的多个版本 《随想

录》背后，正是作家解剖心灵的自白

书。 巴金反复强调“讲真话” ，敢于

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萧乾

评价 “巴金的伟大之处在于敢否定

自己” 。 巴老晚年的 《随想录》和

《家》《春》《秋》 有一脉相承的地

方， 就是思考国家、 民族的命运，而

且是从自己最切身的经历感受来思

考。 在这颗“燃烧的心” 的感召下，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人读了巴金

作品走上革命道路， 那种对爱情自

由、思想觉醒的追求和抗争影响了数

代青年人。 时代前行，但巴金小说里

洋溢着的真善美的理想，对当下年轻

读者仍有启发。

“我们深切怀念巴老，他的作品

如《家》《春》《秋》《寒夜》深刻反

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探索，

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强烈感染力，他在

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都极为深

远。 我们研究巴金先生，研究现代作

家、现代文学，这不仅是文学精神的

延续，文学思想的传承，更是增强文

化自信的坚实步伐。 ” 11 月 24 日举

办的第十四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上

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马文运表示，近年来巴金研究成果丰

硕， 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姿

态，加上巴金图书馆的揭幕，学界共

同思考在一个数字化、 多媒体的时

代，如何承继和发扬前辈作家的精神

遗产。

一棵文坛大树

巴金一生主编和参与编辑多种

文学杂志，其中《收获》杂志至今仍

在文坛发挥重要作用。 步入二厅，文

学杂志阅览室主题正是巴金的编辑

成就， 一整面墙的 《收获》 封面集

锦， 一整排的创刊号、 合刊本等，让

公众看到在巴老这棵大树下文坛如

何“收获” 更多新人新作。

“巴金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

我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随着时间的

流逝，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和变化，巴

老留下了一笔多么丰富重要的精神

财富。 一代巨人巴金作为文学家、出

版家、编辑家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留

下深刻印记，至今我们的文学事业依

然在领受着巴老这份贡献的福荫，我

们还在读《收获》杂志，还有一座中

国现代文学馆摆在那里……” 在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长李敬泽看来，21 世纪如何读巴

金， 其实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必须

站在新的文化语境和对新一代人新

的关切上，重新理解认识巴金，也从

巴金身上获得新的力量。 相信巴金

图书馆的开馆会为研究提供新的巨

大资料的基础性场所。 随着新材料

的发现、收集、整理、研究，新的学术

空间也会在我们面前无穷无尽地展

开。 ”

一块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巴

金曾编辑出版的书刊，读者能从中体

悟他与鲁迅、曹禺、李健吾、汝龙、刘

白羽等作家的编辑故事，触摸巴金作

为编辑家的热情心灵和丰硕成果。巴

金对待编辑工作十分细致认真，得到

过鲁迅的褒奖。日本学者增田涉曾问

鲁迅，为什么和巴金这样倾向很不同

的青年作家一道工作，鲁迅“用信任

的口气说， 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 。

这是鲁迅少有的赞誉。作为作者的黄

裳忆及巴金为他改稿的经历：“他在

编辑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举一个小例子，我的散文集《锦帆集

外》为他编入‘文学丛刊’ 第九集，

发排以后取归原稿，看到在草率零碎

的底稿上几乎布满了他用红墨水校

订的笔迹。 我习惯用的‘里’ 字———

他一一改成‘裏’ 字。 ”

在创作的光芒之下，巴金也是一

位实绩卓著的翻译家。从迦尔洵短篇

小说集《红花》、屠格涅夫短篇小说

《木木》， 到高尔基的 《文学写照》

等，翻译工作并非副业，而是贯穿了

巴金的一生，和创作并行，甚至影响

了创作，比创作更绵长。 馆内展出了

巴金的多个翻译语种的译著，其早年

翻译多以英译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

语种译本，后来则几乎都根据原语种

原著予以重译，尤其是占比最大的俄

文作品。 除从事一线翻译工作外，由

他所担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

也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出版重镇；他主

编的“译文丛书” 出版了福楼拜、雷

马克、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一系列作

家选集，在中国多次再版，其中不少

成为经典译本。

一座凝聚兄弟情的建筑

在文学事业之外， 生活里的巴

金是怎样的人？ 巴金有哪些爱情、亲

情故事？梳理巴金图书馆的前身，这

座建筑本身就凝固了巴金与兄弟的

感情。

巴金图书馆位于虹口区武进路

455 号，原名为扆虹园，清末建造。扆

虹，意即“映在屏风上的彩虹” 。 清

末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称扆虹

园“颇似西式园林，达官贵人恒假座

以宴客， 陈设器物亦舶来品为多” 。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9 月编印的《上

海指南》 中介绍：“园在靶子路一一

一号， 俗呼赵家花园， 粤人赵姓所

筑，颇似西式园林，非有人介绍不能

往游，然可赁为文明结婚用。 ” 辛亥

革命后， 孙中山先生曾三次莅临扆

虹园。抗战胜利后，此处曾开设太平

洋印刷所和两江汽车运输公司 ，

1949 年后曾先后作为虹口区结核

病防治所和上海台板配件厂， 后为

商铺和民宅。

1923 年春天，两个喜欢阅读《新

青年》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开始他们

的求学生活。 他们是巴金（李尧棠）

和三哥李尧林， 之后兄弟俩相依为

命，分开又聚首。 1945 年冬在上海，

巴金送别了三哥，为表纪念，他将自

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小林” ，还想

创办一座“尧林图书馆” ，将三哥默

默无闻奉献的精神散播社会。 如今，

巴金的心愿终得借扆虹园复修和上

海文学馆新建得以实现，命名巴金图

书馆，既是对兄弟二人的纪念，也是

后辈承继和发扬前辈精神、为读者服

务的新起点。

因此，巴金的生活世界展区专门

辟出四个连通的实物造景区。 其中，

“团圆” 区展示巴金在武康路 113 号

的家庭生活，实物展出巴金曾经使用

的藤椅、小茶几、手杖、西服，孙女晅

晅孩童时期的自行车，外孙女端端和

孙女晅晅与巴老之间的来往赠书、贺

卡等。

“一双美丽的眼睛” 引出巴金与

妻子萧珊以及儿女之间的日常故

事。 这里有巴金的抽屉展，展出了他

们的生活票据、存折、粮本、留言条、

税单等各种生活实物。 “兄弟在此

相会” 区可一睹巴金家族渊源，尤

其是他与大哥李尧枚、 三哥李尧林

的兄弟之情。 观众能查询到巴金家

族的谱系，对《家》中高觉新的原型

更进一步了解。

“巴金在上海的一天” 则选择了

巴金在上海期间 1931 年、1947 年、

1962 年 、1980 年的四个典型的一

天，展示他在上海不同时期的生活。

一群持续扩容的“朋友圈”

在中国现代作家诸多群落里，

巴金是书信数量颇多的一位。 浮浮

沉沉百年间， 巴金书信承载了作家

的主体心态， 又以丰富历史细节为

线索， 折射出社会文化生态的嬗变

历程， 更呈现出历史褶皱之中个体

心灵的幽暗光芒， 从中可领会一代

人的风骨与精神。

巴金一生重视友情， 爱护朋友，

也得到朋友们的爱戴。从他们之间不

同时期的通信中，能够看出朋友之间

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情谊。 走进巴

金图书馆三厅，“朋友在此相聚” 互

动区和 “巴金藏外文图书封面展” ，

吸引观众在互动中体验 “巴金朋友

圈” ，欣赏巴金数万册藏书中的精选

图书封面，触摸他生活意趣的枝蔓。

四厅的图书阅览室里， 鲁少飞

《文坛茶话图》和取自巴金藏书的插

画构成基本氛围，这里还有上海作家

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区域，以及海

上百家文库等海派文学经典作品，为

读者提供安静的文学阅读空间，也是

与文学大师“面对面” 的场所。 周边

书架陈设近年出版的巴金著译，以及

近年出版的巴金著作、 研究著作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此设立巴金著

作阅读角。

五厅分为巴金图书馆的数字阅

览室和展览展示空间。设有巴金相关

各种影像资料、 研究资料的阅读，也

有巴金故居藏品的数字展台。很多观

众耳熟能详的电影《英雄儿女》正是

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他的作

品再传播、巴金与读者、巴金与社会

公益事业等几大区域展示着巴金作

品改编的各种影视剧文献，他珍藏的

影视剧资料、收藏的戏单等。 巴金作

品经典片段互动室，则邀请读者欣赏

AI 还原的巴金作品经典片段。 巴金

与读者区域选取了一代代读者与巴

金往来书信中的经典代表。

一位有血有肉、极富生活气息的

文学巨匠，静待与更多读者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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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满溢的

生命。 ”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策

源地、推动地和收获地上海，11 月 25

日揭幕的巴金图书馆犹如一本无比

丰盛的大书，就像巴金曾说过的“我

把心交给读者” ，这也是一座把读者

的感受放在首位的图书馆。

恰逢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巴金先

生诞辰 120 周年，作为上海文学馆的

重要组成部分， 巴金图书馆是以巴

金命名的 “馆中馆” 和新型文化空

间，坐落于文学馆整体区域的两栋历

史建筑内。 大批图片、实物、手稿、作

品、信件、各版本藏书等，全面展示

了巴金的现实精神、人格魅力、文学

成就和家族日常， 多线交织呈现出

巴老的辽阔一生。 他诉柔肠、 担道

义，用温度叙事、持信念抒情，置身

巴金图书馆，处处跃动着“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良心” 。

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同期面

向公众开放。 展览尾声“老巴金，生

日快乐” ， 高大绿树和一颗玫瑰心，

提取自巴金外孙女端端和孙女晅晅

给他的贺卡上的画面， 各地亲朋历

年为巴老祝寿的贺卡、 电报等在此

团圆。 全国网友和文学爱好者也能

通过网络， 为巴金送上不褪色的鲜

花和数字祝福。 120 年后的今天，让

我们共道一声：“巴老，生日快乐！ ”

一捧炽热的心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 需要它来

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 需要它给

我们带来希望， 带来勇气， 带来力

量。 ” 巴金先生如是说。 很多读者感

慨， 在巴金的作品中始终能感受到

他那一捧炽热的心， 让许多年轻人

走出思想困境，打开精神牢笼。

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作为体

验式展览，分五个展厅分布馆中。 展

览内容与巴金图书馆各项功能交

织， 使观众在使用体验图书馆的同

时，参观展览品味细节，感受巴金对

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独特贡献。

“巴老藏品那么多，和巴金相关

的文献浩瀚无比，选什么，怎么选，

尤其能体现巴老的精神？ 从巴金图

书馆布置到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

设计， 巴金故居团队前前后后筹备

了半年， 在布展脉络线索上花了很

多心思。 即便在正式揭幕前一天，我

们仍在打磨， 希望通过清晰又具新

意的展陈语言， 精益求精打开巴老

的世界， 让更多读者看到文学巨匠

的创作编辑翻译足迹， 也能触摸感

受巴老的朋友圈和他日常温情的一

面。 ”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

说， 此前曾陆陆续续根据不同主题

推出过和巴金相关的展览， 但如此

集中、 全面、 系统的梳理呈现是首

次， 其中部分实物和文献也是首度

面向大众展出。

走进巴金图书馆，“把心交给读

者” 几个大字尤为醒目。 一侧是以巴

金在上海的居住地为线索， 梳理他

不同时代的重要文学创作、 翻译作

品 ， 其中 《激流三部曲》（《家》

《春》《秋》）《随想录》展出了各种

版本、手稿等，比如《家》的法文译

本， 可从中一窥巴金作品的海外传

播图景。

巴金身体力行地强调真善美，拥

有敦厚的为人为文品格。 巴金逝世

后，他的作品整体构成巨大的活态生

命体， 也有对人性和历史的深刻洞

见。 比如， 展出的多个版本 《随想

录》背后，正是作家解剖心灵的自白

书。 巴金反复强调“讲真话” ，敢于

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萧乾

评价 “巴金的伟大之处在于敢否定

自己” 。 巴老晚年的 《随想录》和

《家》《春》《秋》 有一脉相承的地

方， 就是思考国家、 民族的命运，而

且是从自己最切身的经历感受来思

考。 在这颗“燃烧的心” 的感召下，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人读了巴金

作品走上革命道路， 那种对爱情自

由、思想觉醒的追求和抗争影响了数

代青年人。 时代前行，但巴金小说里

洋溢着的真善美的理想，对当下年轻

读者仍有启发。

“我们深切怀念巴老，他的作品

如《家》《春》《秋》《寒夜》深刻反

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探索，

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强烈感染力，他在

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都极为深

远。 我们研究巴金先生，研究现代作

家、现代文学，这不仅是文学精神的

延续，文学思想的传承，更是增强文

化自信的坚实步伐。 ” 11 月 24 日举

办的第十四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上

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马文运表示，近年来巴金研究成果丰

硕， 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姿

态，加上巴金图书馆的揭幕，学界共

同思考在一个数字化、 多媒体的时

代，如何承继和发扬前辈作家的精神

遗产。

一棵文坛大树

巴金一生主编和参与编辑多种

文学杂志，其中《收获》杂志至今仍

在文坛发挥重要作用。 步入二厅，文

学杂志阅览室主题正是巴金的编辑

成就， 一整面墙的 《收获》 封面集

锦， 一整排的创刊号、 合刊本等，让

公众看到在巴老这棵大树下文坛如

何“收获” 更多新人新作。

“巴金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

我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随着时间的

流逝，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和变化，巴

老留下了一笔多么丰富重要的精神

财富。 一代巨人巴金作为文学家、出

版家、编辑家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留

下深刻印记，至今我们的文学事业依

然在领受着巴老这份贡献的福荫，我

们还在读《收获》杂志，还有一座中

国现代文学馆摆在那里……” 在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长李敬泽看来，21 世纪如何读巴

金， 其实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必须

站在新的文化语境和对新一代人新

的关切上，重新理解认识巴金，也从

巴金身上获得新的力量。 相信巴金

图书馆的开馆会为研究提供新的巨

大资料的基础性场所。 随着新材料

的发现、收集、整理、研究，新的学术

空间也会在我们面前无穷无尽地展

开。 ”

一块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巴

金曾编辑出版的书刊，读者能从中体

悟他与鲁迅、曹禺、李健吾、汝龙、刘

白羽等作家的编辑故事，触摸巴金作

为编辑家的热情心灵和丰硕成果。巴

金对待编辑工作十分细致认真，得到

过鲁迅的褒奖。日本学者增田涉曾问

鲁迅，为什么和巴金这样倾向很不同

的青年作家一道工作，鲁迅“用信任

的口气说， 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 。

这是鲁迅少有的赞誉。作为作者的黄

裳忆及巴金为他改稿的经历：“他在

编辑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举一个小例子，我的散文集《锦帆集

外》为他编入‘文学丛刊’ 第九集，

发排以后取归原稿，看到在草率零碎

的底稿上几乎布满了他用红墨水校

订的笔迹。 我习惯用的‘里’ 字———

他一一改成‘裏’ 字。 ”

在创作的光芒之下，巴金也是一

位实绩卓著的翻译家。从迦尔洵短篇

小说集《红花》、屠格涅夫短篇小说

《木木》， 到高尔基的 《文学写照》

等，翻译工作并非副业，而是贯穿了

巴金的一生，和创作并行，甚至影响

了创作，比创作更绵长。 馆内展出了

巴金的多个翻译语种的译著，其早年

翻译多以英译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

语种译本，后来则几乎都根据原语种

原著予以重译，尤其是占比最大的俄

文作品。 除从事一线翻译工作外，由

他所担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

也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出版重镇；他主

编的“译文丛书” 出版了福楼拜、雷

马克、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一系列作

家选集，在中国多次再版，其中不少

成为经典译本。

一座凝聚兄弟情的建筑

在文学事业之外， 生活里的巴

金是怎样的人？ 巴金有哪些爱情、亲

情故事？梳理巴金图书馆的前身，这

座建筑本身就凝固了巴金与兄弟的

感情。

巴金图书馆位于虹口区武进路

455 号，原名为扆虹园，清末建造。扆

虹，意即“映在屏风上的彩虹” 。 清

末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称扆虹

园“颇似西式园林，达官贵人恒假座

以宴客， 陈设器物亦舶来品为多” 。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9 月编印的《上

海指南》 中介绍：“园在靶子路一一

一号， 俗呼赵家花园， 粤人赵姓所

筑，颇似西式园林，非有人介绍不能

往游，然可赁为文明结婚用。 ” 辛亥

革命后， 孙中山先生曾三次莅临扆

虹园。抗战胜利后，此处曾开设太平

洋印刷所和两江汽车运输公司 ，

1949 年后曾先后作为虹口区结核

病防治所和上海台板配件厂， 后为

商铺和民宅。

1923 年春天，两个喜欢阅读《新

青年》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开始他们

的求学生活。 他们是巴金（李尧棠）

和三哥李尧林， 之后兄弟俩相依为

命，分开又聚首。 1945 年冬在上海，

巴金送别了三哥，为表纪念，他将自

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小林” ，还想

创办一座“尧林图书馆” ，将三哥默

默无闻奉献的精神散播社会。 如今，

巴金的心愿终得借扆虹园复修和上

海文学馆新建得以实现，命名巴金图

书馆，既是对兄弟二人的纪念，也是

后辈承继和发扬前辈精神、为读者服

务的新起点。

因此，巴金的生活世界展区专门

辟出四个连通的实物造景区。 其中，

“团圆” 区展示巴金在武康路 113 号

的家庭生活，实物展出巴金曾经使用

的藤椅、小茶几、手杖、西服，孙女晅

晅孩童时期的自行车，外孙女端端和

孙女晅晅与巴老之间的来往赠书、贺

卡等。

“一双美丽的眼睛” 引出巴金与

妻子萧珊以及儿女之间的日常故

事。 这里有巴金的抽屉展，展出了他

们的生活票据、存折、粮本、留言条、

税单等各种生活实物。 “兄弟在此

相会” 区可一睹巴金家族渊源，尤

其是他与大哥李尧枚、 三哥李尧林

的兄弟之情。 观众能查询到巴金家

族的谱系，对《家》中高觉新的原型

更进一步了解。

“巴金在上海的一天” 则选择了

巴金在上海期间 1931 年、1947 年、

1962 年 、1980 年的四个典型的一

天，展示他在上海不同时期的生活。

一群持续扩容的“朋友圈”

在中国现代作家诸多群落里，

巴金是书信数量颇多的一位。 浮浮

沉沉百年间， 巴金书信承载了作家

的主体心态， 又以丰富历史细节为

线索， 折射出社会文化生态的嬗变

历程， 更呈现出历史褶皱之中个体

心灵的幽暗光芒， 从中可领会一代

人的风骨与精神。

巴金一生重视友情， 爱护朋友，

也得到朋友们的爱戴。从他们之间不

同时期的通信中，能够看出朋友之间

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情谊。 走进巴

金图书馆三厅，“朋友在此相聚” 互

动区和 “巴金藏外文图书封面展” ，

吸引观众在互动中体验 “巴金朋友

圈” ，欣赏巴金数万册藏书中的精选

图书封面，触摸他生活意趣的枝蔓。

四厅的图书阅览室里， 鲁少飞

《文坛茶话图》和取自巴金藏书的插

画构成基本氛围，这里还有上海作家

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区域，以及海

上百家文库等海派文学经典作品，为

读者提供安静的文学阅读空间，也是

与文学大师“面对面” 的场所。 周边

书架陈设近年出版的巴金著译，以及

近年出版的巴金著作、 研究著作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此设立巴金著

作阅读角。

五厅分为巴金图书馆的数字阅

览室和展览展示空间。设有巴金相关

各种影像资料、 研究资料的阅读，也

有巴金故居藏品的数字展台。很多观

众耳熟能详的电影《英雄儿女》正是

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他的作

品再传播、巴金与读者、巴金与社会

公益事业等几大区域展示着巴金作

品改编的各种影视剧文献，他珍藏的

影视剧资料、收藏的戏单等。 巴金作

品经典片段互动室，则邀请读者欣赏

AI 还原的巴金作品经典片段。 巴金

与读者区域选取了一代代读者与巴

金往来书信中的经典代表。

一位有血有肉、极富生活气息的

文学巨匠，静待与更多读者重逢。

许旸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满溢的

生命。 ”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策

源地、推动地和收获地上海，11 月 25

日揭幕的巴金图书馆犹如一本无比

丰盛的大书，就像巴金曾说过的“我

把心交给读者” ，这也是一座把读者

的感受放在首位的图书馆。

恰逢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巴金先

生诞辰 120 周年，作为上海文学馆的

重要组成部分， 巴金图书馆是以巴

金命名的 “馆中馆” 和新型文化空

间，坐落于文学馆整体区域的两栋历

史建筑内。 大批图片、实物、手稿、作

品、信件、各版本藏书等，全面展示

了巴金的现实精神、人格魅力、文学

成就和家族日常， 多线交织呈现出

巴老的辽阔一生。 他诉柔肠、 担道

义，用温度叙事、持信念抒情，置身

巴金图书馆，处处跃动着“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良心” 。

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同期面

向公众开放。 展览尾声“老巴金，生

日快乐” ， 高大绿树和一颗玫瑰心，

提取自巴金外孙女端端和孙女晅晅

给他的贺卡上的画面， 各地亲朋历

年为巴老祝寿的贺卡、 电报等在此

团圆。 全国网友和文学爱好者也能

通过网络， 为巴金送上不褪色的鲜

花和数字祝福。 120 年后的今天，让

我们共道一声：“巴老，生日快乐！ ”

一捧炽热的心

“人为什么需要文学？ 需要它来

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 需要它给

我们带来希望， 带来勇气， 带来力

量。 ” 巴金先生如是说。 很多读者感

慨， 在巴金的作品中始终能感受到

他那一捧炽热的心， 让许多年轻人

走出思想困境，打开精神牢笼。

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作为体

验式展览，分五个展厅分布馆中。 展

览内容与巴金图书馆各项功能交

织， 使观众在使用体验图书馆的同

时，参观展览品味细节，感受巴金对

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独特贡献。

“巴老藏品那么多，和巴金相关

的文献浩瀚无比，选什么，怎么选，

尤其能体现巴老的精神？ 从巴金图

书馆布置到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

设计， 巴金故居团队前前后后筹备

了半年， 在布展脉络线索上花了很

多心思。 即便在正式揭幕前一天，我

们仍在打磨， 希望通过清晰又具新

意的展陈语言， 精益求精打开巴老

的世界， 让更多读者看到文学巨匠

的创作编辑翻译足迹， 也能触摸感

受巴老的朋友圈和他日常温情的一

面。 ”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

说， 此前曾陆陆续续根据不同主题

推出过和巴金相关的展览， 但如此

集中、 全面、 系统的梳理呈现是首

次， 其中部分实物和文献也是首度

面向大众展出。

走进巴金图书馆，“把心交给读

者” 几个大字尤为醒目。 一侧是以巴

金在上海的居住地为线索， 梳理他

不同时代的重要文学创作、 翻译作

品 ， 其中 《激流三部曲》（《家》

《春》《秋》）《随想录》展出了各种

版本、手稿等，比如《家》的法文译

本， 可从中一窥巴金作品的海外传

播图景。

巴金身体力行地强调真善美，拥

有敦厚的为人为文品格。 巴金逝世

后，他的作品整体构成巨大的活态生

命体， 也有对人性和历史的深刻洞

见。 比如， 展出的多个版本 《随想

录》背后，正是作家解剖心灵的自白

书。 巴金反复强调“讲真话” ，敢于

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萧乾

评价 “巴金的伟大之处在于敢否定

自己” 。 巴老晚年的 《随想录》和

《家》《春》《秋》 有一脉相承的地

方， 就是思考国家、 民族的命运，而

且是从自己最切身的经历感受来思

考。 在这颗“燃烧的心” 的感召下，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人读了巴金

作品走上革命道路， 那种对爱情自

由、思想觉醒的追求和抗争影响了数

代青年人。 时代前行，但巴金小说里

洋溢着的真善美的理想，对当下年轻

读者仍有启发。

“我们深切怀念巴老，他的作品

如《家》《春》《秋》《寒夜》深刻反

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探索，

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强烈感染力，他在

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都极为深

远。 我们研究巴金先生，研究现代作

家、现代文学，这不仅是文学精神的

延续，文学思想的传承，更是增强文

化自信的坚实步伐。 ” 11 月 24 日举

办的第十四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上

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马文运表示，近年来巴金研究成果丰

硕， 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姿

态，加上巴金图书馆的揭幕，学界共

同思考在一个数字化、 多媒体的时

代，如何承继和发扬前辈作家的精神

遗产。

一棵文坛大树

巴金一生主编和参与编辑多种

文学杂志，其中《收获》杂志至今仍

在文坛发挥重要作用。 步入二厅，文

学杂志阅览室主题正是巴金的编辑

成就， 一整面墙的 《收获》 封面集

锦， 一整排的创刊号、 合刊本等，让

公众看到在巴老这棵大树下文坛如

何“收获” 更多新人新作。

“巴金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

我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随着时间的

流逝，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和变化，巴

老留下了一笔多么丰富重要的精神

财富。 一代巨人巴金作为文学家、出

版家、编辑家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留

下深刻印记，至今我们的文学事业依

然在领受着巴老这份贡献的福荫，我

们还在读《收获》杂志，还有一座中

国现代文学馆摆在那里……” 在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

馆长李敬泽看来，21 世纪如何读巴

金， 其实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必须

站在新的文化语境和对新一代人新

的关切上，重新理解认识巴金，也从

巴金身上获得新的力量。 相信巴金

图书馆的开馆会为研究提供新的巨

大资料的基础性场所。 随着新材料

的发现、收集、整理、研究，新的学术

空间也会在我们面前无穷无尽地展

开。 ”

一块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巴

金曾编辑出版的书刊，读者能从中体

悟他与鲁迅、曹禺、李健吾、汝龙、刘

白羽等作家的编辑故事，触摸巴金作

为编辑家的热情心灵和丰硕成果。巴

金对待编辑工作十分细致认真，得到

过鲁迅的褒奖。日本学者增田涉曾问

鲁迅，为什么和巴金这样倾向很不同

的青年作家一道工作，鲁迅“用信任

的口气说， 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 。

这是鲁迅少有的赞誉。作为作者的黄

裳忆及巴金为他改稿的经历：“他在

编辑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举一个小例子，我的散文集《锦帆集

外》为他编入‘文学丛刊’ 第九集，

发排以后取归原稿，看到在草率零碎

的底稿上几乎布满了他用红墨水校

订的笔迹。 我习惯用的‘里’ 字———

他一一改成‘裏’ 字。 ”

在创作的光芒之下，巴金也是一

位实绩卓著的翻译家。从迦尔洵短篇

小说集《红花》、屠格涅夫短篇小说

《木木》， 到高尔基的 《文学写照》

等，翻译工作并非副业，而是贯穿了

巴金的一生，和创作并行，甚至影响

了创作，比创作更绵长。 馆内展出了

巴金的多个翻译语种的译著，其早年

翻译多以英译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

语种译本，后来则几乎都根据原语种

原著予以重译，尤其是占比最大的俄

文作品。 除从事一线翻译工作外，由

他所担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

也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出版重镇；他主

编的“译文丛书” 出版了福楼拜、雷

马克、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一系列作

家选集，在中国多次再版，其中不少

成为经典译本。

一座凝聚兄弟情的建筑

在文学事业之外， 生活里的巴

金是怎样的人？ 巴金有哪些爱情、亲

情故事？梳理巴金图书馆的前身，这

座建筑本身就凝固了巴金与兄弟的

感情。

巴金图书馆位于虹口区武进路

455 号，原名为扆虹园，清末建造。扆

虹，意即“映在屏风上的彩虹” 。 清

末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称扆虹

园“颇似西式园林，达官贵人恒假座

以宴客， 陈设器物亦舶来品为多” 。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9 月编印的《上

海指南》 中介绍：“园在靶子路一一

一号， 俗呼赵家花园， 粤人赵姓所

筑，颇似西式园林，非有人介绍不能

往游，然可赁为文明结婚用。 ” 辛亥

革命后， 孙中山先生曾三次莅临扆

虹园。抗战胜利后，此处曾开设太平

洋印刷所和两江汽车运输公司 ，

1949 年后曾先后作为虹口区结核

病防治所和上海台板配件厂， 后为

商铺和民宅。

1923 年春天，两个喜欢阅读《新

青年》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开始他们

的求学生活。 他们是巴金（李尧棠）

和三哥李尧林， 之后兄弟俩相依为

命，分开又聚首。 1945 年冬在上海，

巴金送别了三哥，为表纪念，他将自

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小林” ，还想

创办一座“尧林图书馆” ，将三哥默

默无闻奉献的精神散播社会。 如今，

巴金的心愿终得借扆虹园复修和上

海文学馆新建得以实现，命名巴金图

书馆，既是对兄弟二人的纪念，也是

后辈承继和发扬前辈精神、为读者服

务的新起点。

因此，巴金的生活世界展区专门

辟出四个连通的实物造景区。 其中，

“团圆” 区展示巴金在武康路 113 号

的家庭生活，实物展出巴金曾经使用

的藤椅、小茶几、手杖、西服，孙女晅

晅孩童时期的自行车，外孙女端端和

孙女晅晅与巴老之间的来往赠书、贺

卡等。

“一双美丽的眼睛” 引出巴金与

妻子萧珊以及儿女之间的日常故

事。 这里有巴金的抽屉展，展出了他

们的生活票据、存折、粮本、留言条、

税单等各种生活实物。 “兄弟在此

相会” 区可一睹巴金家族渊源，尤

其是他与大哥李尧枚、 三哥李尧林

的兄弟之情。 观众能查询到巴金家

族的谱系，对《家》中高觉新的原型

更进一步了解。

“巴金在上海的一天” 则选择了

巴金在上海期间 1931 年、1947 年、

1962 年 、1980 年的四个典型的一

天，展示他在上海不同时期的生活。

一群持续扩容的“朋友圈”

在中国现代作家诸多群落里，

巴金是书信数量颇多的一位。 浮浮

沉沉百年间， 巴金书信承载了作家

的主体心态， 又以丰富历史细节为

线索， 折射出社会文化生态的嬗变

历程， 更呈现出历史褶皱之中个体

心灵的幽暗光芒， 从中可领会一代

人的风骨与精神。

巴金一生重视友情， 爱护朋友，

也得到朋友们的爱戴。从他们之间不

同时期的通信中，能够看出朋友之间

肝胆相照、相濡以沫的情谊。 走进巴

金图书馆三厅，“朋友在此相聚” 互

动区和 “巴金藏外文图书封面展” ，

吸引观众在互动中体验 “巴金朋友

圈” ，欣赏巴金数万册藏书中的精选

图书封面，触摸他生活意趣的枝蔓。

四厅的图书阅览室里， 鲁少飞

《文坛茶话图》和取自巴金藏书的插

画构成基本氛围，这里还有上海作家

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区域，以及海

上百家文库等海派文学经典作品，为

读者提供安静的文学阅读空间，也是

与文学大师“面对面” 的场所。 周边

书架陈设近年出版的巴金著译，以及

近年出版的巴金著作、 研究著作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此设立巴金著

作阅读角。

五厅分为巴金图书馆的数字阅

览室和展览展示空间。设有巴金相关

各种影像资料、 研究资料的阅读，也

有巴金故居藏品的数字展台。很多观

众耳熟能详的电影《英雄儿女》正是

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他的作

品再传播、巴金与读者、巴金与社会

公益事业等几大区域展示着巴金作

品改编的各种影视剧文献，他珍藏的

影视剧资料、收藏的戏单等。 巴金作

品经典片段互动室，则邀请读者欣赏

AI 还原的巴金作品经典片段。 巴金

与读者区域选取了一代代读者与巴

金往来书信中的经典代表。

一位有血有肉、极富生活气息的

文学巨匠，静待与更多读者重逢。

许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