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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
　　　　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人，鲁迅的一生是曲折的，也是复杂的，有过坚守也有过转变。
他有他的光荣，也有他的悲哀。
　　　　有两点是要先作说明的，一是我的研究，不涉及鲁迅的私德，也就是不涉及他个人的品德，
只看他在那个大的历史时期站在什么立场，起过什么作用。
二是我把这一研究，限定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此后鲁迅已兼具革命战士的身份，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
。
　　还有一个考虑，也不能不说。
过去因为尊崇鲁迅，以为鲁迅从来是正确的，把跟他有过争论或对立的人，全贬为落后或反动，这样
做太对不起历史了，也太对不起那些曾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个人了。
　　　　还鲁迅一个公道，也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人物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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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九一七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学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里，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与
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正在商谈，是不是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课
堂上赶走。
　　两人虽住在同一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
这一年顾二十四岁，傅二十一岁，同是二年级学生。
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事业，更不会知道他们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
　　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
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
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
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是觉得胡先生讲课还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
课，做个评价，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位新教授赶走。
　　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三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做定夺
呢？
　　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极高，十一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
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
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的毛子水曾说过：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过：“张皋文在
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
”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
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
们的钦羡。
此后不久，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
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成为刘师培、黄侃、刘汉章这些太炎弟子的得意门生
，尤其黄侃，更是视其为高足。
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其彰显。
　　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
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
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
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
》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
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
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
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
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
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
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
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
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
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
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
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
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你们不能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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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
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了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
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
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
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
保护人。
”（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听过胡适的课之后，傅斯年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很是景仰，从此之后
，便疏远了黄侃等太炎门生，投奔到胡适麾下。
不时趋访，请教学问，纵论时局。
正是在胡适的家里，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而不在一个系里的罗家伦。
在上引的文章中罗说：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学认识的⋯⋯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
适先生家里。
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
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
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
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
生的学问比他强。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词
。
）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
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
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
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
的阵营了。
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顾颉刚劝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否将胡适赶走，在其起始，确实算不得大事，但谁又能
料到，后来会有这一连串的结果呢。
小事中每每隐匿着大的历史事变的开端，可惜这样的见微知著，常是许多历史学家事后的聪明。
　　胡适晚年也谈到了北大的新旧两派。
在与胡颂平谈到清华出身的张荫麟时，胡颂平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
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
”胡适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
他是广东人，或是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
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
陈介石、林损都是。
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
后来还有马叙伦。
马叙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
”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
”胡适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
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 还有一件小事，也颇能说明当年北大新旧两派之间的
对峙与猜忌。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罗家伦响应新文化运动，办起《新潮》杂志，陈独秀对他们仍是心存疑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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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
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
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
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
来做细作的么？
”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
靠的吧。
（《知堂回想录》第376页） 傅斯年的转变，其意义在于，肇始了太炎门生在北京大学地位的衰落，
开启了北大学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那就是留学英美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终将成为北京大学真正的
主宰。
而这批自由主义学者，和太炎门生的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激烈，其中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
见解的歧义，有私人间的意气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纠纷。
就大势而言，却是先进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思想的抗争。
起初是学术的抵牾，后来便演变成思想认识的冲突，最终便是社会立场的异途。
　　当然，两派明火执仗的对立与打斗，是在多年之后。
历史老人正在精心地安排着一次大的事业，暂时需要他们同心合力来做，之后才会让他们分其道而扬
其镳。
 这件大事，便是两派的鼎力合作，共同创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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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
　　揭秘两大文化阵营的明争与暗斗。
　　展现两位文化界领军人物的全面较量。
　　这是令鲁研界汗颜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令鲁研界汗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
作者韩石山有“文坛刀客”之称，近年来韩石山潜心于现代文学研究，本书是他研究成果的心血之作
。
 主要讲述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争论，揭示以鲁迅与胡适为代表的，两大文化阵营之间的冲突与斗
争。
展现两位文化界领军人物的全面较量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
再现了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繁盛与热闹场面，从“撤稿事件”、青年必读书的争斗、女师大学潮中的斗
争、闲话事件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对两大学术阵营所代表的思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
重现了当年活跃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群文化精英之间矛盾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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