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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 》 与辛亥革命的反封建使命

易 竹 贤

《阿 Q正传 》 问世巳经六十多年
。 `

已所反映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
,

距今则 已七十 多

年了
。

然而
,

对于这部杰作的思想意义
,

鲁迅逝世前不久仍在慨叹
“
能了解者不多

” , 解放

以后
,

研究深入了
,

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仍有分歧
。

本文拟探讨 鲁迅与 《 阿Q正传》 对待

辛亥革命的态度及其失败教训的认识
,

并同颇为流行的所谓
“ 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

协性
”
的观点商榷

,

以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

辛亥革命
,

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真正伟大的 民主主义革命
。

它的不可磨

灭的功绩在于推翻了统治中国的最末一个封建王朝满清
,

结束了延续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

制制度
。

但是
,

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
,

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
,

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它又是失败了
。

鲁迅的 《阿 Q正 传 》
,

正

如沈雁冰早在一九二三年所指出的
, “ 是对于辛亥革命之侧面的讽刺

” ,

是辛亥革命的
“
一

幅极忠实的写照
” 。 ①作品不仅展示了清末至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广

阔图景
,

而且以
“
革命

” 、 “
不 准革命

” 、 “
大团圆

”
等几章

,

从农村乡镇一角
,

直接描绘

了这场著名的革命
。

今天的读者
,

从 中仍能呼吸到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
,

感触到那个时代的

精神风貌
,

’

并重温辛亥革命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失败的深刻教训
。

解放以来
,

我国史学界往往偏重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

而对于辛亥革命

的历史功绩却不够重视
,

肯定得很不充分
。

在鲁迅研究领域也有这种情况
,

往往侧重在色迅

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总结其失败教训一方面
,

而比较地忽视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肯定

和赞扬二方面
,

似乎鲁迅对辛亥革命只是批判
,

全盘否定
。

这种看法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

奋迅不仅热切地盼望过辛亥革命
,

积极地投身于辛亥革命
,

而且也曾经真诚地赞颂过辛亥革

命
.

他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写的 《 ( 越铎 》 出世辞 》 一文中
,

热情地歌颂了
“
首举义旗于鄂

”

的武昌首义
,

并兴奋地描述了各省宣布独立
、

反对清廷及绍兴光复的大好 形 势
: “

诸 出 响

应
,

涛起风从
,

华夏故物
,

光复太半
,

东南大府
,

亦赫然归其主人
” ,

欣喜之情跃然纸
_

上
。

后来他还回忆说
: “ 说起 民元的事来

,

那时确是光明得多
,

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
,

觉得中

国将来很有希望
。 ” ① 金迅对孙中山先生的肯定与崇敬

,

更是众所周知的事 , 而这种肯定又

常常是同肯定辛亥革命的功绩联系在一起的
。

如说孙中山是
“ 创造民国的战士

” , 并指出
:

“ 只 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
,

就是他的丰碑
,

就是他的纪念
” 。

① 对于其他许多为民

主共和而奋斗牺牲的先烈
,

如邹容
、

秋瑾
、

黄花岗烈士等
,

鲁迅也都多次表示过肯定和怀念
。

一直到他逝世前的未竟之作 《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 里还说到
,

他是
“

爱护中华民国
”

的
,

并且
“
焦唇敝舌

,

恐其衰微
” 。

由此可见
,

一

鲁迅对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
、

创建 民 L口的历



史功绩
,

是充分肯定和赞扬的
。

他的这种认识和感情
,

在他的小说里也有表现
。

《 药 》 热情

歌颂了英勇无畏
、

大义凛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夏瑜 , 《 头发的故牢 》 对那些
“

怀着远志
” ,

为推翻满清而奔走牺牲的革命者
,

也流露出饮敬与怀 念的深情
。

在 《 阿 Q正传 》 里
,

则更加

集中地描绘了辛亥革命的风暴对于封建势力的巨大冲击
。

兽迅象高明的画师一样
,

把昨夭还

是那么专横嚣张的地主老爷们
,

在革命风涛波及之下
,

是怎样地惊慌惶恐
、

如临 末 日 的 丑

态
,

生动鲜明地勾勒下来了
。

你看
,

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害怕了
,

要到乡下来
“
逃难

” ,

疏

散财物的大乌逢船也只能偷偷地
“ 从黑魅魅中荡来

” ,

再没有昔 日的威风了
。

未庄的土皇帝

赵太爷等人
,

对昨夭还视若草芥的阿 Q
,

竟那样地恭谨
、

卑怯
、

献媚
,

低声地 叫
“ 老 Q

” 、

“
阿

·

一 Q哥
” ,

以至自称
“
穷朋友

” 了
。

象征封建王朝统治的
“

皇帝万岁万万岁
”

的龙 牌
,

也被打碎在地上了
。

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清王朝垮了台
,

乡镇的地主豪绅们便都成 了丧家

乏狗
,

惶惶不可终 日
。

而压在社二会最底层的雇农阿 Q
,

则
“
舒服得如六月里喝 了雪水

” ,

在

地主老爷们面前也敢于
“ 昂了头直唱过去

” ,

扬眉吐气了
。

小说所描绘的生活图 画 告 诉 人

们
,

革命冲击了固有的封建秩序
,

使 旧有的价值标准失灵了
,

·

雄辩地证明
“
革命无疑是天下

最权威的东西
” 。

④很明显
,

鲁迅在当时即已充分认识到并且表现出了辛亥 ff,: 命反 对封建主

义的伟大战斗意义
。

然而
,

辛亥革命毕竟又迅速天折
,

失败了
。

作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兽迅
,

当辛亥

革命胜利之初
,

他就断言
“
专制永长

,

昭苏非易
” ,

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主义统治的顽固性及

其严重后果
。

而当革命风涛过去十年之后
,

他
“ 见过辛亥革命

,

见过二次革命
,

见过袁世凯

称帝
,

张勋复辟
,

着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
” 。 ⑥ 从生活的事实中

,

鲁迅早巳痛切地觉察到

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
,

失败了的
,

还一度因此而
“
失望

” “
颓唐

” 。

《 阿Q正 传 》 便十分沉

重而又真实地描述出了这场革命的夭折过程与不幸结局
。

在卡庄
,

阿Q真诚地要求革命 ( 尽

管胡涂 )
,

革命却可望而不可即
,

且被假洋鬼子喝叫一声
“
滚出去

” ,

关在革命的大门之外

了 , 本来是革命的对象
,

惧怕革命转而投机革命的赵太爷
、

假洋鬼子们
,

虽受一点虚惊
,

却

仍然骑在阿 Q等贫苦农民的脖颈上
,

志满意得
,

并且还
“
骤然大 阔

” 。

辛亥革命只不过象阵

风乍起
,

在来庄这池死水里搅起几圈波纹
,

却又很快消失平静了
。

在县城的地方政权呢
, “ 知

县大老爷是原官
,

不过改称了什么
,

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
·

一官
,

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

老把总
” 。

这是对辛亥革命失败结局 的极为真实的艺术概括
,

也可 以说是极为真实的历史概

括
。

只革掉一条辫子
,

有些地方 ( 如未庄 ) 连辫子也没有革掉
,

仅仅是
“
秋行夏令

” 盘在头

顶上了 , 政权仍落在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手里
,

换汤不换药
。

当时各地的军政府大多如此
。

会迅所在的绍兴
,

一

“
内骨子是依旧的

,

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组织的军政 府
” ⑥

。

首 义 的 湖

北
,

清朝的军官黎元洪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坐上了都督席位
,

立宪派头目汤化龙占踞着民

政部长的要职
,

还有一大批投机官僚和立宪派人物钻进了军政府
。

江苏省则由巡抚程德全宣

布
“ 和平光复

” ,

清王朝的这位封疆大臣摇身变成 了军政府的都督
,

其余则一切照旧
, “

仅

用竹竿挑去了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稽瓦
,

以示革命必须破坏
” 云①

。

此外
,

如福建
、

湖南
、

贵州
、

广西等省的地方政权
,

也都先后被旧军阀官僚或立宪派所篡夺
。

有些省区表面 上是资

产阶级革命派掌权
,

但他们大都被 旧官僚政客和乡绅所包围
, “
今天送衣料

,

明天送翅席
” ,

结果便也
“ 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

” ⑧ 。

全国的政权则被袁世凯所窃踞
。

这样的军政府
,

怎么

能不与民众对立
,

怎么能不镇压民众呢 ? 因此
,

真诚地追求革命的阿 Q
,

却最终被他所追求

的革命枪毙了
,

落得一个
“
大团圆

”
的结局

,

这是农民阿 Q在那个 时代不可避免的悲剧
,

也正

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 《 阿 Q正传 》 的描写深刻地概括了那个时代

,

有充分的现实的根据
,

是



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于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严正批判
。

辛亥革命的失败自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

作为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 思 想 家 的鲁

迅
,
创作 《 阿 Q正传 》 及 《 药 》

、

《 :
失发的故事 》

、

《 风波 》 等作品
,

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
,

便是试图通过对
一

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的艺术解剖与总结
,

来探索中国革命继续前进的道

路
。

那么
,

色迅在 《 阿 Q正传》 等作品中
,

是怎样认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
,

他所总结的辛

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主要点是什么呢 ? 他由此而探索到了怎样的革命道路呢 ? 我们 认为
,

从作

品所描绘的生活图画中展示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

第一
,

是辛亥革命所面对的敌人— 封建地

主阶级
,

相对来说还是很强大的
,

而且又十分狡猾
,

有着长期的统治经验
,

善于窥测方向
,

变换颜色
,

伪装自己
,

投机革命
。

城里的举人老爷与乡里的赵太爷
,

虽然 “
素不相能

” ,

一

旦革命风涛袭来
,

他们却很快排 了
“
转折亲

” ,

愿意共患难了 , 假洋鬼子与赵秀才
“
历来也

不相能
” ,

但阶级利害的一致
,

使他们也
“
谈得很投机

,

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
” ,

并且

相约着去革命
,

一起演出了静修庵里那场
“
革命

” 的丑剧
。

鲁迅成功地刻绘了一个投机革命

的典型— 假洋鬼子
。

这个带着买办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

喝过洋水的投机分子
,

有着比

赵太爷
、

赵秀才一类封建顽固派更大的欺骗性
,

对革命有更大的危险性
。

鲁迅借此揭示 了辛

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

是由于投机者的潜入
,

也就是敌人从
.

“
内里蛀空

” 。

这里
,

鲁

迅所总结的事实上是阶级斗争的一条普遍规律
,

其深刻性是不言而喻的
。

第二
,

是 民众的落

后
,

特别是农民
,

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和精神奴役下
,

尚处在麻木
、

愚昧
、

不觉悟的状态
。

替迅沉痛地感到
,

不觉悟的民众同革命的先驱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可悲的隔 膜
。

他 曾 经说
:

“
孤独的精神的战士

,

虽然为民众战斗
,

却往往反为这
`

所为
’

而灭亡
” 。

⑧ 小说 《 药 》 写

的便是一个这样沉痛的撕裂人心的悲剧
。

正因为如此
,

所以鲁迅在辛亥 革 命 以 后
,

特别是
“
五四

” 以后
,

要致力于解剖国民性
,

挖掘国民性的病根
。

而 《 阿 Q正传 》 便是他集中揭露

国民性的一部最突出的作品
。

鲁迅怀着极大的同情
一

与愤激
,

精心塑绘 了落后农民阿 Q这个不

朽的艺术典型
,

沉痛地控诉了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
。

鲁迅认为
,

国民精神的麻木
、

落后
、

不

觉悟
,

主要是封建主义统治造成的
,

特别是封建主义精神奴役的结果
。

他通过阿 Q典型告诉

人们
,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

令人最感痛心的莫过于封建主 义对国民精神的这种严重的麻醉

与毒害 , 而
“ 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

,

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旧制度
,

不可能争得共和制

度
” 。

L 鲁迅在探索中国革命继续前进的道路时
,

看到民众是如此麻木
、

落后
,

怎么办 ? 合乎

逻辑的结论便是实行
“ 思想革命

” ,

改造国民性
,

启发民众的觉悟
。

而这便必然要求彻底催

毁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
,

砸碎套在农民及其他被压迫民众脖子 上的精神枷锁
。

这便是鲁迅当

时探索到的改造中国的道路
,

其中的偏颇是明显的 , 但又鲜明地表现出鲁迅作为伟大革命民

主主
.

义者彻底反封建的精神
,

以及深沉地热爱人民的革命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色
。

既然 《阿 Q正传》 深刻 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

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
,

那么
,

能不能象流行论调那样
,

断定鲁迅也
“ 严正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 呢 ? 我们认

为不能把这两者混同起来
。

诚然
,

辛亥革命的失败
,

主要的是 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资产

阶级的软弱和妥协 , 但从鲁迅自己的思想发展进程来考察
,

在创作 《阿 Q正传 》 的时候
,

他

还没有能够明确认识到这一点
。

鲁迅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启蒙主义思想家
,

他所看到的主

要还是封建主义的严酷统治和民众落后这两个方面 , 对于资产阶级
,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

他

还是寄予希望的
,

以至认为中国的革命
“ 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

” ,

而把民众放在
“
将

来再说
” 。

他当时常常指靠的有觉悟的知识青年
,

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知

识分予
。

鲁迅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的弱点
,

如一九二五年底批评新党的
“

宽容
” ,



“ 不修旧怨
” , “

咸与维新
” , “

不打落水狗
”
等等

,

那是创作 《阿 Q正传 》 以后好几年的

事了
。

从鲁迅当时所写的作品看
,

如前面提到的 《药 》
、

《头发的故事 》 等
,

对 领 导 辛 亥

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

也曾经多次肯定和赞扬
,

并没有把这次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他们的

意思
。

在 《 阿 Q正传 》 里
,

则没有直接描写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
,

也谈不
_

七对他们有什

么指责或批判
。

其中侧面写到城里几个
“
不好的革命党

”
`

动手剪辫子
,

那明显是反话
,

在一

定程度上倒可以说是对于
“
革命党

” 及他们剪辫行动的肯定
。 “

革命
”

一章写到
“

咸与维新
”

的话
,

在作品所描叙的具体情境中
,

显然是揭露假洋鬼子 与赵秀才彼此不记前嫌
,

互相勾结

投机革命的行径
,

并非针对资产阶级
。

我们评论文学作品的思想
,

必须实事求是
,

知人论世
,

从作品所提供的客观内容和作者

的思想实际出发
。

在 《阿 Q正传》 里
,

鲁迅所着意描绘的主要是地主阶级的凶狠
、

狡猾
,

以

及封建主 义严酷统治下农民的落后
、

不觉悟 , 而 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的
,

则是鲁迅对于

封建主义的那种火一样的愤恨和彻底反封建的精神
。

他的批判锋芒
,

主要是指向封建主义
,

而不是批判资产阶级
。

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
,

期盼和呼唤着一场为辛亥革命所不 曾有过

的彻底扫荡封建势力的革命风暴
。 “

五四
”
时期

,

这样的革命风暴巳经降临
。

鲁迅的小说
,

从 《狂人 日记 》 到 《阿 Q正传》
,

以至整本的 《呐喊 》 与 《仿徨 》
,

便正是顺应着这场彻底

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而降生
,

而呐喊
,

而战斗的
。

一九八一年九月初摘于北京

一九八五年+ 月修改干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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