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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文学家郁达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ldquo;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
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
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
&rdquo;　　鲁迅（1881～1936），中国新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经历了中国历史
上最为多灾多难且风云激荡的时期，他是中国文学革命的主将，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
展而挣扎奋斗。
　　早期的鲁迅只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认为中国人需要医治自己的病痛。
然而留学日本的经历让他深刻地意识到，&ldquo;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
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rdquo;，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
命运，首先要改变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
至此，鲁迅&ldquo;弃医从文&rdquo;，开始用自己手中的笔做武器，创作出一篇篇激励人心的作品。
笔锋犀利，直指黑暗势力，就此展开了与敌人长期、顽强的斗争。
　　鲁迅一生硕果累累,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最能体现其思想和创造力的当属杂文。
鲁迅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杂文，自编或他人为之编订的文集达16部之多，占据了其作品的大部分。
作为散文的一种，杂文不是文学史上固有的文学形式，而是鲁迅不拘一格的创造。
在他的笔下，杂文成为了自由摹写世相、描述见闻、评说人事、言志抒情、启蒙思想和反抗现实的无
所不包的文体。
　　鲁迅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生动的社会现实有力结合起来，用强烈的主观意识记录着社会万象，从
而使其杂文具有了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形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品。
杂文写作倾注了鲁迅最鲜明、真挚，也最热烈的政治情感，饱含了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敌人的刻骨憎
恨。
　　鲁迅的杂文集主要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集》、《南腔北调集》、《伪
自由书》、《准风月谈》、《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集
》及其续编等。
　　《坟》基本上可以算是鲁迅作品理论的起点。
《坟》编成时，正是其思想的形成时期，以《坟》为起点，鲁迅开创了其作品的新局面，文章深刻地
表达了对光明的追求、对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性的解剖，涵义深刻，言辞锋利。
鲁迅曾决计要给反动派&ldquo;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
不容易十分美满&rdquo;（《坟&middot;题记》）。
对反动派来说，这&ldquo;一点可恶的东西&rdquo;不但可恶，而且同&ldquo;坟&rdquo;一样可怕。
对鲁迅自己来说，这既是战斗的纪念，也是&ldquo;催我自新&rdquo;的警策。
所以，鲁迅曾说：&ldquo;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
&rdquo;（《坟&middot;题记》）　　《热风》中的杂文大都是有感而发，主要是针对宗法制度、封建
礼教和旧的文化，主张思想解放。
鲁迅曾在《热风&middot;题记》中说：&ldquo;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
而称之曰《热风》。
&rdquo;从中可见，鲁迅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变成夏日里的热风，以激起人们战斗的激情，驱散中国
寒冷的空气。
　　《华盖集》之华盖，指和尚顶有华盖，是成佛作祖之兆，而在凡人则是厄运：华盖在上，把人罩
住了，便会四处碰壁。
鲁迅有诗曰：&ldquo;运交华盖欲何求。
&rdquo;因自己的《咬文嚼字》、《青年必读》遭到了一些所谓&ldquo;学人&rdquo;的攻击，因而将本
书命名为《华盖集》。
后来出版的《华盖集续编》，亦是因为鲁迅认为：&ldquo;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旧。
&rdquo;书中主要收录的是批判封建主义和洋奴买办文化的作品，文风由广泛的社会批判转向了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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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就像鲁迅自己说的：&ldquo;我很早就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
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hellip;&hellip;&rdquo;　　《南腔北调集》体现了鲁迅不愿随波逐流以及对无聊
文人的鄙视。
在作品被攻击为&ldquo;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rdquo;后，鲁迅选择了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
己的坚持。
　　《伪自由书》是鲁迅写给《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短评合集。
《伪自由书》是他战斗在前沿的真实记录，里面的许多篇章揭示了事物的客观规律，超越了时空，已
经具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武器。
　　鲁迅曾在《而已集》的题辞中说：&ldquo;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
已。
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lsquo;杂感&rsquo;而已。
连&lsquo;杂感&rsquo;也被&lsquo;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rsquo;时，我于是只有&lsquo;而已&rsquo;而已
！
&rdquo;面对军阀大肆逮捕杀害正义进步人士，鲁迅倍感痛心却又无能为力，于是他写了很多传达无奈
情绪的文章，收进了《而已集》。
　　鲁迅的杂文种类繁多，这里无法一一介绍。
其杂文有政论、文论，有杂感、短评，也有随笔、序、跋等；文章内容广博丰富，深刻而全面地反映
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富有概括性和代表性。
作品或针砭时弊，或援古证今，或婉转，或犀利，有对中国旧社会的批判，也有对封建性的反动政权
及其反动政策的猛烈抨击；有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斗争，也有对文化、文学战线上错误倾向的批
评；有对社会病态心理和国民弱点的暴露针砭，也有歌颂新生力量和革命斗争的篇章。
这些文章如同峰峦谷壑，草木泉石，争奇竞秀，让人目不暇接。
　　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鲁迅在杂文中倾注了浓烈的情感。
文字或严峻凛然，或清新隽永，或锋芒毕露，或泼辣深长，然此种种无不透露着他对民族危亡的忧虑
。
文中那些深情委婉的情感，不仅让当时的志士仁人斗志昂扬，更让敌人气丧胆寒。
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鲁迅文字中那澎湃的激情。
　　鲁迅在杂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形象，例如&ldquo;媚态&rdquo;的猫、&ldquo;比主
人还厉害&rdquo;的狗、&ldquo;吸人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大套议论&rdquo;的蚊子、&ldquo;直接爽
快&rdquo;的跳蚤等。
他往往不明说自己的观点，却让我们切实地明白了孰是孰非。
在塑造的过程中，各种修辞手法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例如，他常以对比的手法反衬黑夜，尤其在对正
义人士和奸佞小人的描述中，这种手法频频出现，正义人士往往愈发光辉、正义凛然。
　　概括来说，精练隽永、鲜明生动、机智幽默、多姿多彩，是鲁迅杂文的独特魅力。
他总是用简单的言语，把深奥复杂的事情说得清晰透彻。
有时点到为止，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去体味那些是与非、爱与恨。
　　鲁迅是冷酷无情的。
在面对敌人时，他毫不留情，辛辣地嘲讽敌人的所作所为。
他以笔为刀枪，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人民引路，凭一己之力，在无边的旷野、呼啸的寒风中孤独
地抗争，为自己、为民族、为人类的自由。
从踏上文学道路的那一刻起，他似乎就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然而鲁迅也并不是完全无情的，他也有爱。
他带领学生们争取权利，他沉痛地悼念刘和珍君，他为朋友的生计奔走呼号，他为陌生的有志青年鼓
励加油&hellip;&hellip;　　本书选编了鲁迅杂文、散文和书信的一部分，分为&ldquo;人生识字忧患
始&rdquo;、&ldquo;最是书香能致远&rdquo;、&ldquo;闲人闲情话闲事&rdquo;、&ldquo;我以我血荐轩
辕&rdquo;、&ldquo;此中甘苦两心知&rdquo;五个部分，另外附上了鲁迅生平及主要著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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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的前四个部分主要出自鲁迅的杂文集，最后一部分是鲁迅写给爱人许广平的信，主要选自《
鲁迅全集&middot;两地书》。
这些书信如涓涓细流，展现了鲁迅内心柔软温情的一面。
鲁迅曾在1934年12月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上题字道：&ldquo;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
哀&rdquo;，这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
也许正是有了许广平的支持，鲁迅才能够在十年的时间里，写出数量远远超过前二十年的作品。
　　本书收录的文章被分门归类到不同的章节，划分的初衷源自对文章的理解，如有不当之处，还请
读者包涵。
另外，最后一部分&ldquo;此中甘苦两心知&rdquo;是两人的书信集，原文没有题目，只有编号，在选
入本书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编者另加了题目，在此特别说明。
在行文方面，鲁迅的作品写作于上世纪初，与今天的汉语所用的字词略有不同，如&ldquo;的&rdquo;
、&ldquo;地&rdquo;、&ldquo;底&rdquo;的通用，不区分&ldquo;那&rdquo;和&ldquo;哪&rdquo;，
以&ldquo;伊&rdquo;指代&ldquo;她&rdquo;等，但并不影响文意理解，出于对原著的尊重，编者未作改
动。
每篇正文后，编者都加上了注释，这些解释说明性的文字对他人著作多有借鉴，因涉及较多，恕不一
一列出，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肯定存在诸多不足，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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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迅谈人生》精选了鲁迅散文、杂文、书信等作品一百余篇，分为五个单元，全面呈现了一位
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复杂宏大的人生观。
鲁迅先生多样的文笔里，包含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忧思，凝聚了他满腔的热
血和赤子之情。
这些文字，这些符号，不仅对当时的国民有着警醒作用，对子孙后世也有着深刻的启迪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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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
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
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
杂文集。
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
它们自由、大胆地表现了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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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平及主要著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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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运命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里闲谈&mdash;&mdash;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
的敌对的&ldquo;文学家&rdquo;，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ldquo;汉奸&rdquo;的称号，可惜现在他们
又不坚持了&mdash;&mdash;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
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
的。
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
　　我问：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
回答是：没有。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
也有些人这样说。
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
&ldquo;命凶&rdquo;或&ldquo;命硬&rdquo;，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ldquo;禳解&rdquo;；
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ldquo;凶&rdquo;或&ldquo;硬&rdquo;。
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
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ldquo;结俪之礼&rdquo;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
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
所谓&ldquo;没有法子&rdquo;，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mdash;&mdash;转移运命的方法。
等到确信这是&ldquo;运命&rdquo;，真真&ldquo;没有法子&rdquo;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
，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
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ldquo;信&rdquo;，但好像很少&ldquo;坚信&rdquo;。
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
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
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
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
语。
风水，符咒，拜祷&hellip;&hellip;偌大的&ldquo;运命&rdquo;，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
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mdash;&mdash;就是并不注定。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ldquo;定命&rdquo;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
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就是真的&ldquo;定命&rdquo;，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
。
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人而没有&ldquo;坚信&rdquo;，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ldquo;无特
操&rdquo;。
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
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
行&mdash;&mdash;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hellip;&hellip;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
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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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去世已经七十余载。
时至今日，属于鲁迅的印记，正在一点点消逝。
然而离鲁迅越远，似乎他的思想竟离我们越近了。
因为浮躁、喧嚣、沉疴的社会正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我们不能真的忘怀一代文学巨奖犀利、勇敢的笔与文章。
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鲁迅。
我们的读者，仍然需要鲁迅。
读鲁迅，读经典，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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