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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民主共和国从 1945 年
9月2日诞生之日起就面临严峻
的局势。

按照 1945 年 7 月苏、美、英
三国首脑和外长波茨坦会议的决
定，彻底粉碎日本法西斯军队之
后，对于占领越南的日军，以北纬

16度线为界，其北由中国国民党军受降，该线以南地区
由英国军队受降。9月，就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不久，
受到美、英两国支持的法国军队在西贡登陆，越南抗法战
争由此爆发。

战争爆发之初，法国殖民军总兵力约8万余人，胡志
明领导的越盟武装约4万人。

战至1946年1月英军从西贡撤走时，法军占领了越
南南方大部分地区。

1946 年 3 月，进驻北越的国民党军开始撤出，法军
随即在海防、河内两地集结兵力，于 12 月 19 日发起进
攻。法军同时以5个团的兵力对越南中部的岘港、东海
蜂腰地带实施登陆作战，完成了对南北越的军事分割。

1947年初春，侵越法军总兵力超过了10万人，攻占
了越南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和集镇。当年9月，法军又集
中了12个团，在空降兵和海军江河舰队的配合下，使用
机械化装备作纵深穿插迂回，多次对越盟武装进行长达上
百公里的合围。法军占领了越中边界地带，大致形成了对
越盟武装的包围，不断寻找机会歼灭越军的有生力量。

印支共中央和越南政府转移到越北山区，各根据地
被法军分割，不断遭受扫荡。

斗转星移，此时的法国今非昔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虽然扩张野心一如既往，但国力
已经难以应付遥远的越南战场的局面。从1948年起，法
军无力贯彻原定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改而采取巩固占
领区，蚕食越军根据地，多用小规模进攻逐步扩大战果的
战法。随之，越法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战略相持是艰难的，此时，中国革命发生了巨大的战
略转折，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饮马长江的消息传到了越
南，这场即将胜利的战争将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山水相连
的越南无疑是最先感受到的。

1949 年 1 月，印支共中央举行会议，确认解放军即
将打到中越边界。会议要求越南部队努力准备，迎接“大
好时机的到来”，“绝对不要错过战略机会”。会议讨论了
美国可能介入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做出决议说：“无论
美国用什么方式进行干涉，我们都不怕，如果美国在中国
被打败，那么，它也必将分摊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惨重
而又可耻的失败。”

会议决定，越军将在各个战场连续发起突袭性质的
小规模战役。

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所产生的影响，法国殖民当局也
感受到了。1949年年初，法军总参谋长雷沃斯视察印度
支那战场，判定越北是印度支那的主战场，要求加强对越
中边境的封锁。根据他的命令，法军向越军根据地连续
发起了8次蚕食进攻。雷沃斯要抢在人民解放军抵达中
越边境之前，稳住法军阵脚。

正是在这样两军相持，法军仍占优势、越方仍处于劣
势的困难情况下，印支共中央派李班和阮德瑞出使中国，
向中共中央提出援助的要求。此中原委在由李班面交胡
志明致周恩来、邓颖超的密信中表达得非常巧妙——尽
管用的是隐语，但胡志明的期望还是“跃然纸上”。

李班、阮德瑞把重要的信息带到了北京，现在，该由
中共中央做出答复了。

每 日 连 载

33 越南独立战争
的关键时刻

《你要好好爱自己》

作者：毕淑敏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讲了女人在生活和自身成长中可
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作者以一个心理医生
的冷静睿智和一个作家的温暖体恤带给我
们力量：你要好好爱自己，接受自己的身
体、容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去挖掘自我
身心的美好。

《微纪元》

在该书中，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人类进
入“微时代”后的场景：整个太阳系陷入火
海之中，地球上的温度高达 4000 摄氏度。
人类为了种族延续，数万艘飞船在大难来
临前飞向太空，去寻找新的适合人类生存
的星球。但只有一艘飞船飞回地球。这时
的地球上已没有人类，取而代之的，是像蚂
蚁一样小的微型人。面对这些微型人，返
回故土的飞行员又该何去何从……

作者：刘慈欣等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巴金的世纪过去了，他的时代过去
了。但由巴金引起的许多话题可以延续
下来。

巴金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以人格的
独立、生命的自由作为人生的基准的。
他的行为并非出自外人强迫，而是出于
自身的生命发展和丰富的需要。为此，
他不断地为自己设置目标，不断地向更
高的目标奔去。反过来讲，目标总在前
方，总是没有止境的，如同夸父追日注定
不可能有终极的实现，这其实是巴金非
常伟大又悲壮的境界。可笑的是许多人
不理解巴金的这种痛苦，反拿这个来嘲
笑、讽刺他。还有，巴金强调的“生命开
花”，又不同于我们的社会上庸俗的个人
主义，他强调的是很自觉地把自己和社
会融合在一起，觉得自己的生命发展与
社会需求是一致的。这种思想，既是对
传统的一种超越，又是对我们今天没有
理想只有私利的一种纠正。

巴老是一位很高调的作家。这种高
调，正是当前我们的社会所缺乏的。巴
金对自己的理想也好，信仰也好，一直充
满激情。他强调作家的责任感，强调生
命的价值，强调奉献精神等。

一个原本很不喜欢巴金的作品的女
大学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给巴金写
了一封两万多字的信。

这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女学生叫刘
律廷，她原来很不喜欢巴金的作品。由
于出版社想再版巴金的《再思录》，请刘
律廷帮忙进行校对，没有想到，在认真读
了巴金的一些作品以后，刘律廷的想法
发生了变化。

她校对的第一篇文章是《怀念从
文》。读着读着被震撼了，眼泪流了出
来，读完最后一句，她已经泣不成声。

她看到了一个老人真挚的感情和痛
苦的心灵。她后来又借来巴金的《随想
录》等书，一篇篇地读。她越读越感到，
巴金是真诚的，其实自己与他很近很
近。读巴金的作品，就觉得巴金坐在自
己面前，告诉你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巴金就像自己的一个亲人。

值得一提的是，刘律廷的信是在宿舍
水房的水池边上写的。因为学校有纪律，
每晚准时熄灯。厕所旁的水房有一盏昏暗
的小灯。每晚，刘律廷就趴在水池边上写，
边写边哭，写了一个星期。写完后，拿到学
校电脑房去打成电子稿，她又是边打边
哭。一旁的同学都奇怪，相互问：这个同
学怎么了？

在信里，刘律廷叙述自己的思想转
变过程，两万多字，完全是她心灵的流
露，感情的倾泻。

我在想，其实这也正是巴金，一个离
开我们的老人，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

（据《成都晚报》）

读 家 之 言

巴金给了
我们什么

巴金常说自己“是靠友情活着
的”。他与沈从文、曹禺、冰心等的情
谊被视为文人楷模，“友情在我过去
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
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

巴金与沈从文是挚友，他们的
交往从1932年开始，当时两人都已
用手中的笔写出了名气，两人虽风
格相异却相知甚深，他们之间存在
着真诚、理解与宽容的氛围。在巴
金最艰难的那段时期，沈从文、张兆
和夫妇不怕被牵连，依然打探巴金

的消息。巴金复出后，每到北京，必
定到沈从文家中看望他，沈从文去
世后，一篇《怀念从文》便是两人生
死不渝的友情的最好见证。

而巴金和曹禺的友谊是从《雷
雨》开始的。当巴金在一个阴暗的
小屋里，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雷
雨》原稿时，他被深深地震动，为它
落了泪。就这样，《文学季刊》破例
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那时，曹
禺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是巴金看
见了这个青年有可为。（据人民网）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
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
感情。今天回顾过去说不到什么失败，也谈不到什么成功，我
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过了这一生。” ——巴金

1 关于书

2 “因为得到了爱，感受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
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连起来的也
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性格的根底。” ——巴金

关于情

2005 年 10 月，“世纪老
人”巴金先生与世长辞。近日，
为纪念巴金先生逝世十周年，

《我的家》出版。书中收录了
巴金先生所有的有关家庭生
活的记叙、回忆文字，还特别
加入了近百幅珍贵的照片、创
作手稿等。

正如巴金故居常务副馆
长周立民在《我的家》编后记
中写道，“巴金有两个‘家’，一
个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家’，
一个是在现实基础上经过他
艺术创造的‘家’”。巴金在封
建大家庭中生活生长的经验，
为他创作描写封建家庭制度
和生活的文学经典《家》提供了
原型。

该书以《巴金全传》等最后
修订本为依据，从四个方面展
现了一个家庭在过去的一个世
纪中的风雨晴暖。在这本书
中，童年的爱与憎，家的温暖或
冷漠，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或
矛盾冲突，家庭生活带来的创
作冲动和灵感，晚年追忆的深
沉与忧郁，与萧珊通信的至情
至爱，对子女、第三代私语的平
等真挚——这不仅是一个文学
巨匠的家庭，也是一个普通、真
实的中国家庭。

（本报综合）

巴金逝世十周年
《我的家》出版

巴金主要作品
■中长篇小说

《灭亡》《家》《春》《秋》
《雾》《雨》《电》《火》《憩园》
《第四病室》《寒夜》《死去的
太阳》《海底梦》《春天里的秋
天》《沙丁》《萌芽》《新生》《利
娜》

■短篇小说集

《复仇集》《光明集》《电
椅集》《抹布集》《将军集》《沉
默集》《神·鬼·人》《沦落集》

《发的故事》《长生塔》《小人
小事》《还魂草》《英雄的故
事》《明珠与玉姬》《李大海》

■散文集

《海行》《旅途随笔》《巴
金自传》《忆》《短简》《控诉》

《梦与醉》《旅途通讯》《感想》
《黑 土》《无 题》《废 园 外》
《旅途杂记》《怀念》《静夜
的悲剧》《创作回忆录》《序跋
集》《怀念集》《家书——巴金
萧珊书信集》《再思录》《随
想录》

■文学译著

《薇娜》《为了知识与自
由的缘故》《骷髅的跳舞》《丹
东之死》《草原故事》《秋天里
的春天》《过客之花》《门槛》

《叛逆者之歌》
（据新华网）

巴金逝世十周年祭：

书 人 书 事

写作是因有感情

他曾无怨无悔地
为我们留下一部部传世
之作，字里行间尽在表达
“真”与“善”，他爱真理，忠实
地生活；他爱写作，但他认为
“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
有感情”。他，就是“人民作家”
巴金。

在巴金逝世10周年之际，
我们不仅是纪念巴老，更是对
巴老的文学作品和思想的一
次更深领悟，领悟他的爱
恨、领悟他的人生境界、领
悟他的青春和理想。

<

■创作之路：把心交给读者

作家要打动读者的心，就要把
心交给读者，巴金就是这样。

1904年11月，巴金（原名李尧
棠）生于成都北门一个官宦之家，
23岁的巴金远赴巴黎留学，各种思
想冲击着他年轻的心。身处异国他
乡，巴金想念祖国与亲人，他的感情
无法宣泄，于是开始用笔倾吐他的

爱与恨、悲哀与欢乐、受苦与同情、
希望和挣扎。1929 年他发表了处
女作《灭亡》，就是这部作品，使他走
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20 世纪 30 年代，巴金回到上
海，发表了“爱情三部曲”——《雾》

《雨》《电》。随后，他又完成了“激流
三部曲”——《家》《春》《秋》。

■因书动情：《家》带来了家

1936 年，32 岁的巴金以小说
《家》成为青年心中的偶像，在文学
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声誉卓著。在
众多的崇拜者中，有一个落款为“一
个十几岁的女孩”给他写的信最多，
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面。
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
如此和谐，为什么不能面谈呢？”

那天，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

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
学生头、身着校服、闪着一双大眼睛
的女生出现了。她一眼认出了巴
金，好像见了熟人似的走了过来：

“李先生，您来了！”那一刹那，巴金
心里的某根弦被拨动了……她就是
萧珊，那年她 18 岁。此后，两人开
始了长达8年的恋爱。1944年5月
1日，巴金和萧珊结婚了。

■爱书如命：钱是用来买书的

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
名的。

1949 年，巴金一家生活很拮
据，但他还是要买书。一天，一向
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

“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但巴金
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
书，写书人怎么活？”第二天，他又

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 金 不 仅 爱 读 书 ，也 爱 藏

书。他书房内四壁都是书，客厅
里也顺着墙放着四个大书橱，连
走廊、过道也有书橱，书籍成了他
最宝贵的财富。晚年时，他多次
向北京图书馆、母校捐出了自己
心爱的书籍。

巴金与夫人萧珊的爱情是浪漫
且令人感动的。

1972 年，萧珊被确诊患直肠
癌，巴金因此而悲伤至极。

萧珊的生命开始倒计时，她非
常平静。巴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他曾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道：“我
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
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
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

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
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无论巴金多么不舍，死亡之
神还是带走了萧珊。萧珊的遗体
火化后，巴金把她的骨灰盒一直
放在卧室里，他认为：“她是我生
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
泪和血。这是她的最后，然而绝
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
的连在一起。”

■爱情之深：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友情之光：照彻了我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