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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史研究丛书·鲁迅：无意识的存在主义》论述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轨迹以及文学创作的深
层蕴涵，一个特别应该注意的探索思考和独特识见是作者对于鲁迅怎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存在主义
哲学之间之关系形态的理论关注和清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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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山田敬三，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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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革命与文学
  二  “歧路”与“穷途”
  三  彷徨的过客
  四  无意识的存在主义
附录
  一  鲁迅与“白桦派”作家们
  二  盗火者——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文艺
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鲁迅>>

章节摘录

　　《过客》的三名剧中人物各自代表过去、现在、未来，在散文诗集《野草》里也能看到与其相类
似的设定。
比如《秋夜》描写了梦见冬去春来的“小粉红花”，看破“春后还是秋”的“落叶”，以及在它们之
间“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的“枣树”。
《影的告别》则描写了在“黎明”和“黄昏”交界的“无地”之处的徘徊。
在“布施者”和“求乞者”之间，“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的“我”（《求乞者
》）。
不被“聪明人”和“奴才”所理解的“傻子”（《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这些人物都属于摇摆于两极之间的存在，也正是此时的鲁迅的真实写照。
　　编辑第二创作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时的鲁迅，是名副其实的没有休憩之所的彷徨者。
他被迫陷入孤独、不安和无休止的怀疑、绝望之中。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
失望，颓唐得很了。
　　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
（鲁迅：《自选集自序》，1932年）这一时期，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到：“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
光明的到来罢？
我想，一定是如此的。
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
”（《两地书》第二十四信）他谈到自己的思想状况，坦承自己处于“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
想的消长起伏”之间。
　　对于这样的鲁迅而言，“绝望”甚至也是一种“虚妄”。
正与“希望”是“虚妄”一样。
在没有任何指南的情况下，他只得走下去。
鲁迅在《彷徨》的题词中使用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离骚》的一节，就清楚表
明了他作为一个彷徨于黑夜中的过客的感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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