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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迅的选择》集中论述的是知识分子、人学思想和启蒙之路。
在作者看来，鲁迅是中国文学现代知识分子的基石，是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鲁迅的人学思想受到作者高度重视，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比如，“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的人学思想还是不完整的，也是不成熟的。
他以?尊个性?超越了新民思想，却仍然没有与梁启超为国家富强而维新、又为维新而新民的基本思路
划清界限。
章太炎以个人的绝对自由与尼采一起帮助鲁迅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却又以民族主义
和国粹主义给鲁迅思想留下了各种矛盾。
梁启超的思想给鲁迅留下了最终价值指向是‘人?还是‘国?的矛盾。
章太炎的思想给他留下了复古与彻底反传统的矛盾。
” 一些人常常以鲁迅在1907年前后的思想来说明鲁迅，但鲁迅思想是有变化的，五四时期的思想显然
更为重要。
李新宇认为，鲁迅是在新文化运动实践中才完成并确立了他的人学思想。
这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终于走出章太炎国粹主义的阴影，走上了彻底反传统的道路；二是与梁启
超的新民思想划清了界限，“不再以强国的意义来证明立人的合法性，而开始把人作为一切思考的基
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作为评判一切的价值尺度。
” 李新宇通过独具风格的论述告诉我们，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到鲁迅的立人思想，这是20世纪中国思
想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和现代思想的一个重大分水岭。
然而，这个问题却长期被忽视了。
“因为梁启超为国家富强而维新、为维新而新民的思路直到五四时期仍然被不少人所承袭，许多人在
谈论立人命题的时候不能与强国划清界限，所以，直到今天，学界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注意维新派启蒙
思想家与五四启蒙思想家的区别，因而以梁启超的思路理解鲁迅和胡适，错误地把新文化运动看作是
服务于民族救亡的文化运动。
事实上，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已经超越了梁氏思路而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开始真正从人出
发思考一切，以人为价值尺度来评判一切。
这种终极价值标准和根本出发点的确立显示着鲁迅人学思想的成熟，同时也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现代性高度。
换句话说，正是这种人的立场和价值尺度的确立使鲁迅的思想获得了现代性的本质意义，并成为20世
纪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本质标识。
” 显然，这些话都有现实针对性。
近几年来，一种观点在中国学界颇为流行：现代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
这种观点的作用在于可以给不同的东西都贴上现代性的标签，甚至可以出现“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
”。
李新宇在不少的文章中都对此有过批驳。
他指出：“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现代性的讨论都存在着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似乎现代性是一个可以无
限扩大的橡皮口袋，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甚至以抵抗现代化为目的的历史运动都可以被当作现代
性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因为忽略了‘人?这一现代性的基点。
必须注意：世界现代化运动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人学基础上产生的。
现代性也是在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形成的人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
离开了这一基础，就根本谈不到现代性。
现代化也是如此，它是在人的自由和权利这一基本出发点上开始的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经济的市场化
、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开放性等各方面的具体内容，但是，只要离开了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无
论工业文明还是市场经济，无论城市化还是高科技，都不能构成真正的现代化社会。
” 该书学术性与思想性并重，有很强的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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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对鲁迅思想和精神的再阐释，同时也是对当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一种的介入。
这种研究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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