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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考察20世纪中国鲁迅研究的演进轨迹。
全书将20世纪的中国的鲁迅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一、奠基期(1913～1928)；二、形成期(1929～194 9)；
三、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1949～1976)；四、新时期的鲁迅研究(197 6～1989)。
并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格局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在黑暗势力面前，他恶魔般地矗立着；在人民大众面前，他忠实如牛。
他就是鲁迅，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良知，而被誉为“民族魂”。
在他五十六年的战斗生涯中，他的创作达三百万字，译文约二百五十万字，显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
实绩，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
 本书为“而已丛书”之一，拟简略考察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考察中国鲁迅研究历史
演变的轨迹，并对它的前景作概略性的预测。
本书把至今的鲁迅研究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从开始到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为第一时期，这一时
期可以称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奠基期。
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是鲁迅研究的形成期
。
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大陆鲁迅研究的毛泽东思想学派占主导
地位的时期。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为第四时期，这是新时期的鲁迅研究。
并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格局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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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李长之与鲁迅作品的交流是在鲁迅作品的抒情性上达成的。
李长之说：“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别好。
”假若说左翼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学派的理论家是沿着鲁迅对论敌的攻击文字和他的理性论述进入鲁
迅作品的，李长之则是沿着鲁迅作品的抒情性文字进入鲁迅作品的，在这里，他首先感到的是鲁迅的
情感的热流。
他像张定璜一样，在鲁迅作品的冷峻的外貌下，感到的是鲁迅感情的真挚热烈。
他说：“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
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
”左翼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学派的理论家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更重视的是鲁迅
对敌人的毫不留情面的战斗，而李长之在人生意义和感情性的特征上，则不能不把左翼马克思主义研
究学派相对轻视乃至否定了的人道主义精神放到了鲁迅精神特质的核心地位上来。
直至现在，我们对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还是有很大争议的，岂不知你只要像李长之一样主要从普遍的人
生意义和情感价值上感受鲁迅作品，你就不能不把人道主义当做鲁迅作品的最根本的基础。
爱，对于人类是唯一一种不需要前提的自然情感需要，因为只有靠着它，人类才能共同生存在同一个
世界上。
而憎则必须是有前提的，人类永远不能承认为憎而憎的合理性，它必须是为了更深刻的爱，更广大的
爱。
李长之是因为鲁迅作品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才受到深刻的感动，所以他也因此而肯定了鲁迅作品的
崇高价值。
李长之写道：“鲁迅的作品可说都是抒情的。
别人尽管以为他的东西泼辣、刻毒，但我以为这正是浓重的人道主义的别一面目，和热泪的一涌而出
，只不过隔一层纸。
”李长之重视鲁迅作品的情感性特征，自然也重视它的情感性的独特的表现形式，他认为鲁迅作品的
独特性来源于他的内倾性性格。
“这种不爱t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倾’的。
”“因为陷在情感里，他的生活的重心是内倾的，是偏向于自我的，于是他不能没有一种寂寞的哀愁
。
这种哀愁是太习见于他的作品中了；因为真切，所以这往往是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最成功的一点，也是
在读者方面最获得同情的一点。
”如上所述，在左翼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学派的理论家那里，鲁迅的孤独、寂寞和悲哀总是当做可以
理解和容忍的特征，是在鲁迅看不到社会出路时的局限性的表现；但在李长之的鲁迅研究里，它则成
了鲁迅作品最具有崇高价值的因素。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评价框架的不同，使研究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呈现方式也是极不相同的。
孤独、寂寞、悲哀这些情感表现只有通过感情性的体验才能够充分评价其意义和价值，仅仅从旁观者
的理智中是无法判断其作用和意义的。
“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生存，所以他为大多数的就死而焦灼。
他的心太切了，他又很锐敏的看到和事实相去之远。
他能不感到寂寞吗?在寂寞里一种不忘求生的呼求和叹息，这就是他的文艺制作。
”在这里，孤独、寂寞、悲哀、痛苦与鲁迅深广的人道主义感情成了同实异名的东西，因而也不再是
鲁迅作品的局限性之所在，而具有了崇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李长之在分析鲁迅性格和情感特征的基础上，也概括了它的总体审美特征：    鲁迅对于优美的，带有
女性的意味的艺术却是不大热心的。
一如他在思想上之并不圆通一样，在美的鉴赏上并不能兼容。
    强烈的情感，和粗暴的力，才是鲁迅所有的。
    以上所述，并不是李长之《鲁迅批判》一书的叙述顺序，但我认为它实际是李长之接受鲁迅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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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逻辑。
就在这种思维逻辑的作用下，他展开了对鲁迅作品的更广泛的探讨和更细致的分析。
他对鲁迅作品的具体评述也有很多新颖的见解，但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鲁迅小说和鲁迅杂文
总体特征的分析。
李长之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从人生表现和艺术性的分析中，对鲁迅杂文做出了崇高的评价，这
与那些每当强调文学性便轻视鲁迅杂文，偏重小说、散文和散文诗的评论家有着根本的不同。
    P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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