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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鲁迅学通史——20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宏观描述、微观透视与理性反思》包括以下三
卷：
    上卷 主要界定鲁迅学和鲁迅学史的概念和内涵，阐明研究鲁迅学史的意义以及本书的框架与要义；
从宏观上描述作为20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鲁迅学的发展史。

    下卷 从微观上透视鲁迅学研究的一些专题，对《野草》学史、阿Q学史、狂人学史、《故事新编》
学史、杂文学史等主要专题学史进行学术梳理；对鲁迅学中鲁迅本体与鲁迅映象的关系、学术哲学问
题以及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精神解放、思维变革的双向互动进行理性反思。
 
    索引卷 20世纪中国鲁迅学论著资料的要目索引，分为编年索引、专题索引，分别按时间顺序和学术
专题编排，便于检索。

    本书仅止于中国内地部分，港澳台部分除个别特例外暂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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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梦阳 男 1945年3月生于甘肃天水，祖籍山东临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
在北京二中读六年中学，从韩少华、潘逊皋、陆庭栋等老师处受益颇深。
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革”中毕业分配到农村教书，在艰苦环境中仍坚持读书、写作
。
1979年在林非等老师帮助下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专攻鲁迅学，20余年来从未敢有丝毫松懈。
主要著作有：《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主要编者)、《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
的精神典型问题》、《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静斋梦录》；新撰论文
有《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等；译著有《中国人气质》(与
人合译)。
现正撰写《中国鲁迅学通史》，并准备创作反映20世纪中国学者精神历程的长篇小说《浊世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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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鲁迅本体与鲁迅映象——20世纪中国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    二、鲁迅研究的科学形态
——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    三、鲁迅学——科学形态鲁迅研究的学科化形态    四、鲁迅学史——鲁
迅学缘起、发展及其精神文化背景转换、变迁的历史    五、本书的框架结构及其要义宏观描述第一章  
鲁迅出世：中国精神文化界的惊雷 (1919—1925)    一、鲁迅出世前的精神文化背景    二、《狂人日记》
——鲁迅第一声呐喊的精神震撼    三、鲁迅杂文最初的精神反弹    四、《阿Q正传》问世时的精神效
应    五、各精神文化流派对《呐喊》的评论    六、鲁迅映象的初步形成    七、小结第二章  鲁迅权威地
位确立后在精神文化界的反响   (1925—1927)    一、鲁迅权威地位与世界声誉的确立    二、《彷徨》等
著作引起的精神共鸣    三、鲁迅杂文不同的精神回应    四、狂飙社尼采精神与鲁迅精神的碰撞    五、
对鲁迅文体的初步总结    六、两本鲁迅研究论集的出版    七、茅盾的《鲁迅论》—一鲁迅映象的第二
次总结    八、小结第三章  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瞿秋白的总结    (1928—1933)    一、刨造社对鲁迅的
讨伐及其精神教训    二、钱杏邮的鲁迅论及其精神症结    三、冯雪峰的鲁迅观及其精神依据    四、林
语堂鲁迅观的精神视角      五、鲁迅平民精神与梁实秋贵族化精神的冲撞    六、李何林编的两本集子与
奇人邢桐华    七、对鲁迅作品的学术分析    八、文学史论著和国外汉学著作的鲁迅论    九、瞿秋白《
序言》的精神总结    十、小结⋯⋯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鲁迅学通史上卷>>

章节摘录

书摘    鲁迅既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最为深刻、复杂的人，还是一个对人有最深刻研究的人，那么鲁
迅学又是一门研究一位最深刻的人并对他对人的研究进行再研究的特殊的人学。
    而人最突出的特征、与动物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精神，因此人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人的精神，作
为一门特殊人学的鲁迅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必然是人的精神，而且是一种最为深刻、复杂的人的精神
——由鲁迅的精神和鲁迅对人的精神的研究所构成的鲁迅精神文化实体。
所以，鲁迅学又是一门精神学。
    推而广之，由于鲁迅本体极为强烈、深邃的精神性以及鲁迅与古今中外特别是20世纪的中国精神文
化现象极为紧密的联系，所以研究鲁迅学，必然也要研究古今中外，特别是20世纪的中国精神文化现
象史，所以鲁迅学从一个侧面来说，又是一门以鲁迅为视角研究精神文化现象史的学问。
    因此，概括地说，鲁迅学就是一门以鲁迅这个人和他的精神、著作、思想、艺术及其所处时代环境
、相关的精神文化现象史及由此构成的鲁迅精神文化实体为研究对象，对鲁迅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性
作历史反思，正负面意义作现实观照的独立的人文学科。
    （二）鲁迅学形成的学科条件及其本质特征    那么，为什么鲁迅研究能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其
他许多的作家研究都无此幸运呢？
    这主要是作家自身的条件所决定的。
    世界上已经有相当一批人物研究甚至作品研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足以称为国际性的“显学”
。
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学，德国的歌德学、黑格尔学，法国的司汤达学、巴尔扎克学，希腊的荷马学，意
大利的但丁学，甚至中国《红楼梦》一部书的研究也成了“红学”。
这并不是由外部的人为条件所决定的，而是由于这些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具备以下条件：    广博性所
有形成独立学科的人物或作品，无不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几乎囊括当时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全部
文化精华，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各个人文科学领域，有的还深入到
自然科学范围，反映了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各个侧面。
莎士比亚的戏剧，几乎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所有方面，涉及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心
理学各个人文科学领域；歌德，不仅在文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诸方面达到了时代的高峰，而且
在博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很深的造诣；但丁的《神曲》，实质是人类从封建的中世纪向现代资本
主义纪元转折时期的百科全书；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大全。
总之，只有具有充分的广博性，才可能为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的学科形成打下坚实、深广的基础。
    深刻性形成独立学科的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其研究对象还必须具有深刻性，深入到当时社会的最
深处，人们灵魂的最深处。
但丁《神曲》的深刻性，几乎达到令人颤悚的程度；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揭示了人类灵魂最深处
的东西；曹雪芹的《红楼梦》使人们心灵深处感到震撼。
这些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底蕴几乎是深不可测的，不知要多少代人一层层地深掘下
去，不仅没有穷尽，而且会时时出现更深刻的认识。
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说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
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无穷。
”只有经得起人的思想钻探机一代一代无穷深钻下去的人物研究与作品研究才可能逐步形成一门独立
学科。
    独特性无限广博的学识与巨大的思想深度相结合，往往会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与人格形象，在
世界文化中往往是独一无二、独树一帜的，如珠穆朗玛峰突兀独立于群山之中，超越了平庸，超越了
凡尘，引起世代学人的注目，激发起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经久不衰。
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一门独立学科所需要的规模与深度，也才可能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
    当代性任何一门兴盛的学科研究，都无不具有当代性。
诚如钱钟书所说：“近代一位意大利哲学家有句名言：‘在真正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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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
”①是的，与当代现实毫无关系的学问，无论多么高深，都不可能形成热点。
无论是宣布人世还是标榜出世，从实质上说，所有学者的学术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现实有关，是
明确或隐晦地从当代现实需要出发的，只是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有远近、深浅、显隐之别罢了。
“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与“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正是文化遗产研究的两大任务，而又
以后者为重。
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资料挖掘、整理、辨析，到一定阶段，可能有穷尽或饱和之感，但是从不同时
代理论思维的高峰与人文科学的新境上去观照与分析，却又会出现新的认识，新的观念，达到更深的
层次，拓展更多的侧面，永远不会穷尽。
当然，这种与当代现实联系的紧密程度，首先取决于作家、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内涵与时代距
离的远近。
因此，能够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必须具备当代性，符合时代的深层次需要。
不过，时代是不断变化的，此时不十分需要的，彼时可能需要，所以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衰冷热也可能
起伏变化。
有些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某一时代十分兴盛，后来却逐步衰退了，将来又可能重振，都是时代使然。
    除了以上四点自身条件之外，一项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能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必须具备相当
程度的研究历史、研究规模与研究队伍，并且建立某种形式的专门研究机构。
例如莎士比亚学、歌德学、黑格尔学等等，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整理、出
版了系统的研究资料，早已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形成了国际性的规模，在各个国度都出现了相当
数量的研究专家，并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
    现在回过头来审视鲁迅研究，就会感到鲁迅研究正好符合形成独立学科的全部条件。
我们在论述鲁迅本体的精神性时谈过一些鲁迅自身所具备的优越条件，这里还有必要按照学科的形成
条件作进一步的阐发：    广博性鲁迅著作的广博性，不仅在中国20世纪精神文化史上少有比肩者，而
且在五千年精神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在世界精神文化史上同样是屈指可数的。
其著述涉及了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社会心理学、精神现象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并深入到了自然
科学范畴，不愧是中国近代社会、人情世俗的百科全书。
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懂得鲁迅。
    深刻性这是鲁迅思想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他对中国国民性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以及思维方法的科学性、思辨性，迄今为止，无人企及，其深
刻内涵远未挖掘穷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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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林   非    像鲁迅这样蕴涵着异常深刻的思想，并且还时刻关怀着整个民族的命运，从而对于后代
的许多读者都充满了强烈震撼力量的作家，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甚或在几
千年以来的整部世界文学史中也无疑是相当罕见的。
正因为是闪烁着如此夺目的光芒和含蕴着如此炽热的感情，所以当他刚开始披露自己的作品时，就触
动了同时代的一些敏锐的思想者，使他们迫不及待地发表出自己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来。
从这样筚路蓝缕的起点，逐渐地扩大开去，于是就将对于鲁迅的研究迅速地推向了广阔与深邃。
在这前后的几十年中间，曾经出现过数不清的论文与著作，用“汗牛充栋”这样的词来加以形容的话
，也是丝毫都不算夸大的，这样就形成了一部鲁迅研究的历史。
    不过长期以来，这部历史基本上还是处于零星、分散和自足存在的状况，很少有不怕艰难与困苦的
探索者去认真地加以搜集、梳理、分析和综合，然后再胸有成竹地描绘和展示出这部客观上早已存在
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令人信服地指出它所获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并且从时代的高度指出它今后攀
登的方向与步骤。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十余年来，已经出现了像袁良骏、杜毅伯、王富仁和王吉鹏等著名学者，以李白
《蜀道难》中那种“百步九折萦岩峦”的气概，在鲁迅研究学术史的这个领域之内，作出了不少具有
开拓性的建树。
梦阳先生正是在他们的此种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写成了《中国鲁迅学通史》这部篇幅更为浩繁和内容
更为丰富的论著。
他开宗明义地标出鲁迅学是20世纪一种杰出的精神文化现象，表示要从科学的学理精神出发，进行宏
观的描述、微观的透视与理性的反思。
正因为梦阳先生的这部著作很好地贯彻了自己的这些主张与设想，所以就清晰地显示出了高屋建瓴的
气势和鞭辟人里的风采。
    梦阳先生所标举的学理精神，确实是决定着任何一位学者的论著是否取得成就抑或陷入谬误的根本
性的关键。
说起学理精神来，似乎已经在诸多的议论中间，被渲染成一个很玄妙的话题了。
如果要对它加以简单明了的叙述的话，其核心和重点肯定在于必须全面地掌握自己所要研究的客观对
象，对此进行层层渗透的比较、分析和综合，然后得出自己独创与深入的思想见解来。
只要像这样坚定地去身体力行的话，其实也是不难做到的。
从梦阳先生很有系统的阐述中，确实可以看出他是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的。
    这样的一种学理精神，在中国古代早就归纳成为“实事求是”的概念和原则。
这出于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其意正是要凭借实证，以求得事物的真相。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说，“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
。
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更是具体地阐述了为贯彻此点而进行的四项程序，认为“凡今世一切科学
之成立，皆循此步骤”：(1)“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2)“凡与此事
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3)“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4)“
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千百年以来，凡是取得了成就和产生过影响的学术论著，无论是标榜什么样的口号，追逐什么样的新
潮，倡导什么样的方法，总都不会违背此种科学的治学精神与原则。
因为如果离开了这个把握自己所研究的客观对象的基础工程，当然就不可能由此生发出应有的结论了
。
        古代罗马的政治家和哲学家西塞罗在《论学园派》中认为，“最可耻的事情莫过于还没有认识就
先肯定下来”，这是说得极为中肯和严肃的话语。
如果不将自己研究的任何对象都囊括无遗地收集在一起，又怎么可能对它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又
怎么可能从中得出准确的认识和结论来呢?抛开了这种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不通过艰苦求证的努力，却
信口开河地乱说一通，还以此来欺世盗名，这不正像西塞罗所指摘的那样，是一种“最可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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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像这样完全违背了正当的研究程序，随心所欲地编排和炒作一些连自己都稀里糊涂的文字，在当前
的某些传媒渠道中也还是屡见不鲜的。
更为不堪的是有些无聊透顶的文字，竞充满了轻薄和下流的谩骂，这只能是暴露出谩骂者本身人格的
卑劣与无耻。
    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确实是必须严肃地贯彻着一种科学的学理精神。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曾这样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
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这就对于研究工作的整个程序和它最终的目标，都作出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从研究对象林林总总的表现中间，找出他们所具有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在的联系，因此就可以更好地判
断出此种历史进程中的各个方面和部位，在哪里存在着正确抑或谬误，收获抑或欠缺，长处抑或不足
等等，像这样高瞻远瞩而又细致人微地总结着历史的进程，就可以给予人们许多经验与教训、启迪与
鼓舞，以便更好地向着合理和健康的境界迈进。
对于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任何一种学术史的研究，以及对于鲁迅的本体的研究，自然也都是应该如此
进行的。
这样就能够有理有据地阐述各种研究对象所作出的贡献，以及还存在的不足或缺失，并且再从此出发
更深入一步地去分析其历史的原因。
像这样凭着科学的学理精神去进行探索的学者，当然就不会盲目和奴性地崇拜，也不会无知与狂妄地
叱骂，而是要以毕生的精力去诚实地撰写出尽可能接近于历史真相的著作来。
    由于在整个20世纪研究鲁迅的这部历史中间出现的论文与著作实在太多了，如果全部都要加以搜集
和披阅的话，得花费多少光阴啊!攀登知识与艺术的山峰，这本来就是一桩谈何容易的事情，必须充满
无穷的勇气，保持恒久的毅力，凝聚和发挥出自己浑身的才智，经历着诉说不完的艰辛和困苦，从而
才有可能取得珍贵的收获。
正当梦阳先生废寝忘食和全神贯注地投身于这项学术研究时，他竞还遭遇了种种人生道路上的坎坷，
这些坎坷不断地折磨和考验着他奋斗的意志，更增添了他在学术道路上发起冲刺的难度。
然而梦阳先生始终都以自己坚定不移的毅力，不屈不挠地在鲁迅研究的领域中跋涉前进。
正如唐代诗人贾岛在《剑客》一诗中所说的“十年磨一剑”，这真是何等的苦楚，何等的意志，何等
的气概!然而梦阳先生还远远地不止于此，他在自己深深挚爱着的鲁迅研究这项工程中间，竟前后掷下
了二十余年的功夫，不住地摩挲玩味，沉思冥想，真是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
他先是编纂出篇幅巨大的《1913一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接着就开始从事这部《中国鲁
迅学通史》的撰述，终于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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