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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迅正是由于在他们身上看出了这样一种衍流不息的反抗现实、拯救祖国的可贵传统，才给他们
以最热烈的歌颂，赞美他们那种“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敢于“不惧权威，不跽金帛
，洒其热血，注诸韵言”，“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的反抗精神。
从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鲁迅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些诗人的目的，正是想用这些诗人的榜样，在沉
寂的中国唤起精神界的战士，唤起中国的反抗诗人，“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因此他才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沉痛地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热烈地期望有“先觉之声”，“来破中国之萧条”。
这些思想虽然是从启蒙主义思想出发的，带有前期那种“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
主义色彩，但其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战斗精神，却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一切革命者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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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玉石，1935年11月生，辽宁海城人，满族。
195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王瑶先生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1964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为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五四新文化及中国现代诗歌史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著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诗导读
（19171938）》、《中国现代诗歌及其他》、《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现代的与哲学的——鲁
迅（野草）重释》、散文集《生命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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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鲁迅对中国新诗运动的贡献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鲁迅与《新青年》鲁迅诗人气质的形成与
中外文化留曰时期鲁迅的文化选择意识“民族魂”的精神光辉永照——鲁迅与北京大学反思历史与历
史处境反思自己，走近真实的鲁迅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北大新演剧与五四文化批评
品格——以鲁迅与魏建功关于爱罗先珂的笔墨之交为中心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在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介绍鲁迅五四时期的四篇佚文——关于《美术杂志第一期》和《随感录》三则
关于鲁迅佚文——《美术杂志第一期》的一些史料战斗的匕首不灭的光辉——谈鲁迅的佚文《随感录
》三则介绍新发现的鲁迅十一篇佚文锋锐的《寸铁》光辉永在——读新发现的鲁迅四篇佚文五四文学
革命中的陈独秀反传统与先驱者的文化选择意识反传统与文化心理惰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思潮之平
议——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为了净化大地它献出了自己”——李何林鲁迅研究的学术精神与人
格思考历史：日本一代有良知学者的灵魂——序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现实情怀、历
史视点与学术意识——读丸山畀先生的《鲁迅?革命?历史》新时期鲁迅作品研究断想——张杰、杨燕
丽编《鲁迅其书》序一部“颇尽了相当的心力”的鲁迅传记——读林辰先生的《鲁迅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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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从介绍外国进步诗人开始的。
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是他最早的一篇关于文学方面的论文。
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向当时的国人和青年介绍了欧洲近代几位富于反抗压迫和爱国精神的“摩罗派”
诗人。
其中有德国的爱伦德、台陀开纳，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
、斯洛伐克奇、克拉旬斯奇，匈牙利的裴多菲。
鲁迅用热情洋溢的笔调，描述了这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们的“言行思维，流别
影响”，介绍了他们的光辉作品。
鲁迅当时所以特别喜欢并介绍这些诗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
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在叙述了这些诗人之后，鲁迅综述地说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不随顺旧
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求之华土，孰比之哉？
”鲁迅正是由于在他们身上看出了这样一种衍流不息的反抗现实、拯救祖国的可贵传统，才给他们以
最热烈的歌颂，赞美他们那种“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敢于“不惧权威，不跽金帛，
洒其热血，注诸韵言”，“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的反抗精神。
从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鲁迅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些诗人的目的，正是想用这些诗人的榜样，在沉
寂的中国唤起精神界的战士，唤起中国的反抗诗人，“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因此他才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沉痛地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热烈地期望有“先觉之声”，“来破中国之萧条”。
这些思想虽然是从启蒙主义思想出发的，带有前期那种“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
主义色彩，但其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战斗精神，却远远超出同时代的一切革命者之上。
《摩罗诗力说》也远远超出一般翻译介绍文章的性质，包含了鲁迅早期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章里已经提出了革命的诗歌见解。
他第一次大胆地攻击几千年来一直被封建统治者据为工具、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诗教”传统。
他说：“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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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盛夏近三十四五度的酷热，万籁寂静的深夜里，经多日“奋斗”，终于将这本书稿最后一页清样校完
了。
此时，我的眼角已被额头与脸上流下的汗渍浸蜇得涩疼难忍。
我紧闭双目，匆匆冲凉，稍得缓解后，始准备入睡。
释下多日疲于奔命的重负，于暂得的轻松中，我习惯地拿起一本床头的杂书：《陶渊明集》。
随手翻开来，偶然读到的是其中的《咏二疏》一首。
这是咏赞西汉宣帝太子太傅疏广及其兄之子太子少傅疏受两人位高勇退归老故乡史事的。
我为陶渊明“托古以自见”，借颂扬汉廷二疏事迹所传达的那种不恋富贵不顾余荣知足不辱功成身去
的旷达心境所感动了。
“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
厌厌阊里欢，所营非近务。
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
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
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
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我们这些位卑言轻的读书人，于如今诸多诱惑纷沓包围的环境里，要达到此番精神境界，不为物牵
，不为名惑，不为俗缠，做到“厌厌闾里欢，所营非近务”，真是谈何容易！
自己已年逾古稀，还念念不忘将这些大多早已属于过去的陈旧文字搜集起来，付梓于世，把全书清样
校阅一遍后欣慰之余的羞愧自惭心境，恐怕只能自己暗自咀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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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近真实的鲁迅:鲁迅思想与五四文化论集》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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