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一九八三年第五期

中团式马克恳主义思想家的提蕃特色
’

易 竹 贤

鲁迅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

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毕生致力于理论著述和工人运

动
,

创建了极其彻底而严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伟大革命导师 ; 又不同子列宁斯大林那样领

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辉煌成功的伟大无产阶级

领袖
;
也不同于毛泽东那样既擅理论

、

文学
,

又精通政治
、

军事
,

以雄才大略领导建立了一

个崭新中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

鲁迅是以文学为职业
,

毕生探索人的心灵
,

并主要立足于思

想文化战线
,

为中华民族与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伟大思想家
。

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思

想家
,

既是充分
“

中国化
”

了的
,

又是充分
“

鲁迅化
”

了的
,

是一位有独创性
,

有自己显著特色

的思想家
。

、

首先
,

鲁迅是执着现实的战斗的思想家
。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

鲁迅是在批判旧世界的斗争中
,

学习和宣传马

克思主义的
.

。

他在用文学为改造人
,

改造现实而战斗的征途上
,

以马克思主义为南针
,

指导

观察
、

分析各种现实间题
,

形成并且宣传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独到

见解
。

他的一生是执着现实的战斗的一生
。

他的思想也是深深地植根于现实斗争之中
,
闪耀

着批判的战斗的光彩
。

因而
,

执着现实战斗
,

便成为他作为思想家的一个首要的特点
。

鲁迅战斗的阵地
,

主要在思想文化界
。

文学既是他的职业
,

也是他的武器
。

他是用文学

为武器向整个旧世界进攻的战士
。

战斗的内容非常丰富
,

涉及面也很广
。

如对帝国主义以及

他们所豢养的汉奸走狗的斗争
; 对清王朝

、

北洋军阀
、

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斗争 (其中

又包括揭露和抨击他们对内的残暴专制与法西斯黑暗统治
、

对外卖国投降及文化上的愚民统

制等 ) ; 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
,

特别是对于吃人的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攻击与批判
, 对资产阶级

的现代评论派
、

新月派
、

其他帮闲文人及民族主义流尸文学的批判
, 对托派

、

叛徒及变节者

的斗争
; 对革命阵营内部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批评 ; 对群众中存在的愚昧

、

自私
、

迷信
、

落

后等弱点及传统习惯势力的解剖与批评……他的文集
,

简直可以说是清末以来近代中国的一

部斗争风云录和百科全书
。

斗争内容的广泛和丰富
,

便决定 了鲁迅的思想也非常广泛而丰富
。

他在如此广阔的现实

斗争 中
,

学习运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

因而在思想理论上
,

除了很少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经济学外
,

几乎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
,

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

如哲学方面
,

有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论
,

及根据这种认识论来研究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论
,

有运用纯熟自如的唯物辩证祛
,

有渗透于中国现实与历史土壤中的唯物史观
,

以及马克思主义

的美学等 ,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
,

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
、

武装斗争的精湛见解
,

有对于无产阶

级专政
、

消灭阶级
、

及共产主义的正确理解
,

有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

等等
。

除此

本文是《鲁迅思想研究 》一书中关于鲁迅后期思 想的一节
。

该书最近将由武汉大学 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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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
,

鲁迅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

专门分析
、

研究文化现象
,

特别是对文学艺术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探讨
,

有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

为批判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

建立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

是在现实斗争 中学习
、

形成的
,

而又通过他的作品
,

在现实斗

争中发挥其战斗作用
。

他说
,

他的杂文是
“

感应的神经
,

攻守的手足
” ,

是掷向黑 暗 势 力 的
“
匕首

”

和
“

投枪
” ;
他写作杂文

,

常是
“

对于时局的愤言
” , “

要催促新的产生
,

对于有害于新的

旧物
,

则竭力加以排击
” 。

他写小说
,

则是要毁坏封建统治的
“

铁屋子
” ,

唤醒那沉睡的人们
,

他要
“

揭出病苦
,

引起疗救的注意
” ; 他是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

,

为革命呐喊助威的
。

他的

散文和诗歌
,

以及大量的书信
,

也无不热烈地唱着所是
,

颂着所爱
,

攻击着所非和所僧
,

都
“

和革命共同着生命
” 。

毫无疑问
,

鲁迅的思想和作品
,

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具有强大的战斗作用
,

“

是对于帝国主义
、

汉奸卖国贼
、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
、

法西斯蒂
,

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

照妖镜
” 。

①所以
,

毛泽东同志评价说
: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
,

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
,

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
、

最勇敢
、

最坚决
、

最忠

实
、

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

②
.

“

这无疑是对于鲁迅的十分正确的评价
,

不仅被鲁迅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所建立的卓著功勋

和光辉业绩所证明
,

而且也被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
。

其次
,

餐迅是富于求实精神而又善干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家
。

中国农民是最讲实际的 ; 甚至以为
“

耳听是虚气 只相信眼见才是真
,

往往陷入狭溢的经

验论
,

但绝无空谈的恶习
。

鲁迅从农民那里继承了可贵的求实精神
,

并且前后期一以贯之
,

始终注意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
,

反对空谈
。

而他前期却也存在某些狭隘经验论的局限
,

以

至曾经陷入
“

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

的境地
。

只有到了后期
,

在马克思主义的烛照下
,
才真

正善于实事求是
,

把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

鲁迅一方面重视实践
,

同时也看重读书
,

重视理论
,

强调两者的结合
。

在《读书杂谈》的

讲演中
,

他曾经赞成英人萧伯纳关于
“

读书者
” 、 “

思索者
” 、 “

观察者
”

优劣论的合理部分
,

要

人们
“

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 。

他指出
, “

实地经验
”

总比看书
、

听传闻
、

空想确

凿
。

并举例说
,

自己到广东后吃过新鲜荔支
,
才知道先前的种种猜想都不对

,

如果不到广东

来亲 口 吃一回
,

就永远不会知道新鲜荔支的味道
,

以此证明
“

实地经验
”
确实是重要的

,

第一

位的
。

但是
,

鲁迅又认为萧伯纳的立论也有些偏激
,

正确指出了他只强调观察 (实地经验 )而

否定思索和读书丈间接经验和理论及思维活动 ) 的片面性
。

鲁迅既反对那种只强调读书的
“

书

厨
”

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
,

也批评了只强调实地经验而否定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倾向
,

正确阐明了认识与实践
、

经验与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
,

指出读书
“

必须和实社会接触
,

使所读

的书活起来
” 。

这便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法
。 ·

鲁迅自己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

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在斗争实践中探索
、

读书
,

又在实

践中比较验证的长过程
。

他不象有些同志那样
,

接触到一点马列主义
,

读了一本两本马列主

义的书
,

就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
,

大谈马列主义
。

鲁迅不是这样轻易相信的
。

他在留日时期

就可能接触过某些关子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

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
,

便开始受到马克思主

义思想的影响
,

终因未经自己实践的检验
,

仍有些冷淡并且怀疑
。

到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间
,

他逐步购读的有关乌克患主义的书刊已经相当多
,

相当广泛 ; 经过长期斗争实践的探索验证鑫

他思想上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因素也越来越多了一些
,

但他仍不负然大谈社会主义
。

一九二六

年六月
,

他在给别人的通信中仍说
: “

我们倒也并不是看见社会主义四个字就吓得两眼朝天
,



口吐白沫
,

只是没有研究过
,

所以也没有谈
,

自然更没有用此来宣传任何主义的意思
。 ”

③直

到经历 了一九二七年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
,

血的事实的验证
,

鲁迅才坚定地相信并接受了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

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长期探索
、

比较
、

验证的过程
,

由

不断的怀疑
,

又经过事实验证不断打消怀疑
,

到最后坚信的过程
,

本身便是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的过程
。

他的相信
“

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
” ,

就是因为经过长期实践的比较验证
, “

许

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
,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

,

就明白了
” ④ , 他的相信史的唯物

论是
“

极直捷爽快的
” ,

也是因为实践检验的结果
, “

有许多昧暖难解的间题
,

都可说明
” ⑤ ;

他的
“

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 出现
” ,

也是因为列宁斯大林缔造和领导的
“

苏联的存在和

成功
”

这样铁的事实
。

⑥总之
,

鲁迅是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他相信马克思主义

,

就是因为经过长期实践的验证
,

任何别的主义都无济于事
,

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中国革

命的实践
,

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
。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
,

鲁迅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

革命 (特别是文化革命 ) 的具体实标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
。

他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非常

浓厚的兴趣
,

从
“

革命文学
”

论争中创造社
“

挤
”

他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后
,

三四年间几乎每天

手不释卷
,

直到逝世前不久还表示
, “

倘能生存
,

我当然仍要学习
” 。

鲁迅学习马克思主义
,

从来不拘泥于字句条文
,

而是要切实
“

深通
” ,

掌握其精髓
,

化为自己的血肉
,

用来指导分析

和解答革命实践中提出的间题
。

他的文章很少搬引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文字
,

但对各种问题的

分析又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没有丝毫教条气
。

他后期的战斗
,

那样

出神入化
,

所 向披靡
,

以他为主将的反文化
“

围期
”

斗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
,

都充分显示出马

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的巨大威力
。

鲁迅后期
,

正逢
“

左
”
的教条主义统治中国革命的年代

,

文化战线也深受其错误的影响
。

鲁迅对此展开了不懈的斗争
。

他正确地指出教条主义的要害
,

是搬洋教条
,

理论脱离实际—
他们对于中国社会

,

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
,

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 才能运用的方法
,

来机械的地

运甩了
。

⑦

为了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倾 向
,

鲁迅一再强调从实际出发
,

深入实际和调查研究的重要
。

他

说
, “

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

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
,

研究间题
,

那是无论怎样的激

烈
, `

左
, ,

都是容易办到的 ; 然而一磁到实际
,

便即刻要攫碎了
。

关在房子里
,

最容易高谈

彻底的主义
,

然而也最容易
`

右倾
, 。 ”

⑧
“

左
”

是右的影子
,

都是以理论与实际相分 离 为 特 征

的
。

因此
,

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
,

不和实社会斗争接触
,

那么
,

无论怎样的
“

左
” 、

激

烈
,

也都容易变成
“

右翼
” 。

鲁迅的这些分析和教导
,

概括了许多实际经验
,

至今对于革命者

仍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
。

第三
,

鲁迅是善于把深刻的思想植根于丰富的知识
,

并表现于生动形式之中的思想家
。

读过鲁迅著作的人
,

无不惊服他思想的探刻性
。

他常常用精警的语言
,

高度集中和概括

地揭示出社会的某些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
,

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

其中许多含有深刻哲理

的语言
,

已经成为革命人民普遍喜爱的格言
。

鲁迅思想的深刻性
,

乃是植根在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历所构成的深厚沃富的土壤之

中
。

他勤奋学习
,

勇于实践
,

学识的渊博和经验的丰富
,

不仅在同辈人中没有能匹敌的
,

某

些方面至今犹为人们所难企及
。

鲁迅早期
,

掌握了丰富的并且在当时也堪称先进的自然科学

知识 ; 弃医从文以后
,

一直到晚年
,

他也没有放弃对自然科学的关注
。

至于社会科学知识方

面
,

不论是哲学
、

史学
、

文艺
、

教育
、

伦理
、

宗教等各个学科
,

各个领域
,

他都有涉猎
,

并



下过扎实的工夫
,

不仅知识广博宏富
,

而且大都有精深的造诣
。

鲁迅生活的时代
,

一半在满

清
,

一半在民国 , 他经历了旧的和新的两个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
,

亲见过戊戍维新及辛亥革

命以来的许多重大事变
,

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团体
、

思潮
,

以及各个阶级
、

集团的形

形色色的人物
,

阅历之深
,

生活斗争经验的广泛和丰富
,

也是无与伦比的
。

正如列宁所说
:

“
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

,

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 。

⑨ 鲁迅的渊博

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

使他能够全面地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

并出色地运用

于实际
,

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

他那深刻的思想与哲理
,

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

论深深植根在渊博的学识与丰富的经验所构成的土壤中
,

而绽放的璀灿耀 目的思想之花
。

学识和经验的沃土
,

不仅使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根基深厚
,

而且
,

他常能从这学识与

经验的沃土中信手拈来
,

把深刻的思想融合在丰富的知识与生动的形式之中
,

使这沃土中绽放

的思想之花具有道地的民族特色
。

他有时征引史事
,

巧妙地说明现实间题
。

如《文章与题目》一

文
,

用明末统治者对清兵不抵抗
,

对内草营民命
,

杀戮清流
,

及昊三桂引清兵入关等史实
,

借古喻今
,

把蒋介石叫嚷的所谓
“

攘外必先安内
”

的反共卖国实质
,

揭露得淋漓尽致
, 而把马

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理论同蒋政权的反共卖国政策
,

把历史同现实
,

紧密结

合起来
,

就使说理深刻有力
,

并且丰厚而又生动
。

有时
,

鲁迅又借文学名著 中的人物情节
,

恰切地类比现实中的人事
。

如借《红楼梦》里焦大骂贾府
,

深刻揭示了新月社与蒋政权之间奴

才与主子的关系
,

而且喜笑怒骂
,

妙趣横生
。

L有时鲁迅又拈来生活的经验
,

说明理论问题
。

如以
“

香汗
” “

臭汗
”

来驳斥超阶级的人性论
; 以吃新鲜荔支说明实地经验的紧要

;
用苍蝇来斥

骂那些讥笑糟踢先烈们的奴才 , 用
“

打落水狗
”

说明必须彻底消灭敌人
,

等等
。

凡此种种
,

无

不是在丰富生动的民族形式之中
,

寓寄着深刻的思想和哲理
。

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
,

而又是伟大的文学家
。

他在文学上的极高的素养
,

使他最善于把

深刻的思想
、

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形式
,

三者融为一炉
,

用杂文的形式
,
把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理论表现得生动
、

形象而又深刻
、

厚实
。

正如冯雪峰所说
,

鲁迅的杂文
“

几乎每一篇都闪

耀着一个天才思想家的思想光芒
,

也几乎每一篇都闪耀着一个典型塑造的巨匠和一个天才的

讽刺作家的艺术光芒
” 。

⑧鲁迅的杂文
,

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利器
,

又是艺术的明珠
。

这里正显

示着鲁迅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鲜明特点
,

也是他的优点
。

第四
,

鲁迅是严于自我解剖的伟大思想家
。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
,

既要改造客观世界
,

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

鲁迅一贯严于自我解剖
,

正如他自己说的
, “

我的确时

时解剖别人
,

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 。

L他对于自己的弱点
、

缺点和错误
,

灵

魂里的
“

毒气和鬼气
” ,

从不讳掩
,

而是敢于正视
,

并毫无情面地加以解剖
。

他主张师法往日
“

布袋和尚
”

的办法
, “

不论好歹
,

一齐揭开来
,

大家看看
” 。

L这正是鲁迅之所 以能不断克服弱

点和缺点
,

促成世界观转变
,

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
,

鲁迅的这种自我解剖就更加 自觉
。

比如
,

表现在对待自

己作品的态度方面
,

鲁迅当然也是很爱自己的作品的
,

即使是对他的少年之作也并不后悔
,

甚而至于还有些爱 , 但是
,

他也从不满足于自己的作品
,

不断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提出对自

己的新的要求
。

世界观转变以后
,

他对 自己前期的一些作品
,

曾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重

新进行审查
。

他察觉到象《狂人日记》那样
“

四平八稳的
`

救救孩子
,

似的议论
” ,

是
“

空空洞洞
”

的了
。

L他曾经对文学青年批评 自己的《野草》
,

说
:

我的那一本《野草》
,

技术并不算坏
,

但心情太颓唐了
,

因为那是我碰 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
。

我



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

心

即使到后来
,

他成了深孚众望的
“

文化革命的伟人勺 他也仍然
“

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
” ,

仍

然谦虚谨慎
,

对于自己永不满足
。

这可见鲁迅 自我解剖精神的一个方面
。

鲁迅的自我解剖
,

主要还是在思想世界观的改造方面
。

他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看待自己
,

从来不自满足
,

经常注意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的
“

积习
” , “

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
” ,

等

等
。

他学习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
,

一方面为着改造客观世界
, “
于社会上有些用处

” ,

另一

方面
,

就是为着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

他说
:

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
,

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 ·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
,

打着我所不佩服的

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 笑
,

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
,

却决不肯有所增减
,

这也是 始 终
“
硬译

”
的一个原 因

。

L

鲁迅如此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认真改造 自己的主观世界
,

坚持不断革命
,

因而不断提高

了自己的认识能力
,

不断克服自己的弱点
、

缺点积错误
,

求得主观与客观的一致
,

所以
,

他

在革命的征途上就能不断前进
,

永不停步
;
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就能不断有新的发现
,

有新的活力
,

永不停滞
,

永不僵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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