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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抗绝望
”

的人到巨哲学
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 上

汪 晖

鲁迅始终着眼于个体的 自觉对于整个社

会变革的重要意义
,

因此
,

作为个体的人如

何面对和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思考必然与作家

对客观社会生活状态的描绘
、

对社会解放道

路的探讨相互交织
。

而在此过程中
,

作家的

人生哲学和对生命的悲剧性体验渗透在小说

客观的画面之中
,

使之获得了某种形而上的

意义
。

正由于此
,

我们才在 《 野草 》的人生

哲学与 《 呐喊 》《 仿徨 》之间找到一种深刻

的精神联系
。

《 野草 》表达了一种深刻的 焦 虑 与 不

安 “ 我 ” 告别了一切天堂
、

地狱
、

黄金世

界
,

却处于一种无 家 可 归 的 惶 惑 之 中 ,

“ 我 ” 要 反 抗
,

却 陷 于 “ 无 物 之 阵 ”

“ 我 ” 要追求
,

却不过是走向死亡 , “ 我 ”

渴望理解
,

却置身于冷漠与 “纸糊的假冠 ”

之中 “ 我 ” 憎恶这个罪恶的世界
,

却又不

得不承认 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 ⋯ ⋯但恰恰

是这种无可 挽 回 的 “ 绝 望 ” 处 境 唤 起 了
“ 我 ” 对生命意义的再认识

,

生命的意义就

存在于对这种 “ 绝望 ” 的反抗之中
。 “ 反抗

绝望 ” 的人生哲学把个体生存的悲剧性理解

与赋予生命和世界 以意义的思考相联系
,

从

而把价值与意义的创造交给个体承担
。

《野

草 》把个人面临复杂世界时的感情
、

情绪
、

体验置于思维的出发点
,

从主观的方面寻找

人的 自由的
、

创造性的活动和人的真正存在

的基础和原则
,

在孤独
、

寂寞
、

惶惑
、

死亡
、

苦

闷
、

焦虑
、

绝望
、

反抗等非理性 情 绪 经 验

中
,

获得了对生命与世界的理解
。

施蒂纳
、

叔

本华
、

尼采
、

基尔凯郭尔关于个体生命的思

想不仅引导了二十世纪生命哲学 和 存 在 哲

学
,

而且也深刻影响了鲁迅文化哲学建构
。

安

德列耶夫
、

厨川白村
、

陀斯妥耶夫斯基恰恰

又在人生哲学方面启迪了鲁迅
。

《野草 》的

人生哲学作为二十世纪的产物与现代人本主

义思潮有着共同文化和思维的背景
。

但是
,

这种深刻联系只有被置入鲁迅独特的精神结

构和中国社会的现实背景中才是 真 正 有 效

的
。

鲁迅的 “ 绝望 ” 来 自对中国传统以及 自

身与传统的联系的惊人洞见
,

因此
, “ 反抗

绝望 ” 的人生哲学所表达的种种情绪都不是

纯然抽象的个体心理现象而是 “在 ” 而 “不

属于 ” 两个社会的历史 “ 中间物 ” 的深刻而

具体的人生体验
。

唯其如此
,

这种人生哲学

才能与《 呐喊 》《 仿徨 》的现实 描 写 获 得
“ 隐秘的融合 ” 。

在鲁迅小说的完全不同于象征性的《 野

草 》的现实性的世界里
, “ 我” 在魏连又死

后的冷笑中又一次体会到觉醒者命定的孤独

和寂寞的死亡
,

但终于经历内心 的挣 扎 而
“ 轻松起来

,

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
,

月

光底下 ”

—
“ 轻松 ” 与 “ 走 ” 都不是来 自

对 “ 希望 ” 的信念和追求 , 在 《孤独者 》的

世界里从未显露任何真正属于 “ 未来 ” 的有

力因素
。

耐人寻味的是
, “ 我” 是通过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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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平息的痛舍 “挣扎” ,

通过对孤独者命

运的深切体悟与反省
,

才获得这种 “ 轻松 ”

与 “ 走 ” 的生命形态 多 因此
,

这 “ 轻松 ” 与
“ 走 ” 恰恰是经过心灵的紧张思辨而产生的

对于世界与 自我的 “ 双重绝 望 ” 的 挑 战 态

度 , 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剧结局后的反

抗与抉择
,

是深刻 领 会 了 “ 过 去 ” 、 “ 未

来 ” 与 “ 现在 ” 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

人生哲学 —正如 “ 过客 ” 一样
, “ 走 ” 的

生命形式是对 自我的肯定
,

是对 “ 绝望 ” 的

抗战 世界的乖谬
、

死亡的威胁
、

内心的无

所依托
、

虚妄的真实存在
、

自我与周围环境

的悲剧性对立
,

由此而产生的焦虑
、

恐惧
、

失望
、

不安
·

一不仅没有使 “ 我 ” 陷入无边

无涯的颓唐的泥沼
,

恰恰相反
,

却使 “ 我 ”

在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辨中摆脱随遇而安的

态度
,

坦然地 “ 得到苦的涤除
,

而上了苏生

的路 ”

—尽管从客观情势看
,

这月下小路

的尽头依然是孤独的坟墓
。

弗吉尼亚 伍尔夫说得好 “ 一部 作 品

的意义
,

往往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说了

什么话
,

而是在于本身各不相同的事物与作

者之间的某种联系
,

因此
,

这意义就必然难

以掌握 ” ①
。

鲁迅的艺术力量似乎有一种罕

见的品性
,

他能够把一股强烈的生命气息灌

注到作品描绘的那些独特而真实的性格和情

境中
,

使他们超越了 自身的现实状况而达到

一种形而上的境界 他可 以使作品表现的人

生摆脱所依赖的事实
,

寥寥数笔
,

或是一条

小路 《 孤独者 》 ,

或是几缕寒风或雪片

《 在酒楼上 》 ,

或是一声呼唤 《 狂人

日记 》 ,

或是默默的沉思 《 伤逝 》
· ·

⋯

他把一种现实的描绘转化为一 种 深 邃 的人

生思考
,

只要他提起这些并不令人惊异的情

境
,

我们便听到了久久 回荡在 “ 过客 ” 心灵

深处的神秘的呼唤
,

便看到了一个孤独的
、

拒绝了一切过去与未来的 诱 惑 的 “ 影 ” 将
“ 独 自远行 ” 他们的灵魂深处并非没有蔚

蓝的湖泊
,

卜非没有 “ 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

里 ” 的境地
,

然而这一切只是在他们的不可

思议的 “ 走 ” 或 “ 远行 ” 之 中才获得现实的

意义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也只能在这个意

义上
,

现实主义的《 呐喊 》《 仿徨 》中自始

至终徘徊着一个无名无姓的幽灵
,

他既没有

鲜明的轮廓
,

又难以形容
、

无从捉摸
,

却充

实了作品的内在精神 恰如萨洛特在《怀疑

的时代 》中所说 “ 这个人物既重要又不重

要
,

他是一切
,

但又什么也不是 ” ② ,

由于

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
,

他或者附托于小说

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

或者附托于主人公某种

独特的心灵感受
,

或者只是 一 些 幻 想
、

情

境
、

模态 ⋯ ⋯正是由于这个幽灵的存在
,

鲁

迅纷繁多样
、

迥 然 相 异
、

各 具 个 性 和 独

立意义的小说
,

恰恰又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共

同体现了一个 “ 挣扎 ” 的主题 全部叙述步

步深入地揭示着 “ 希望 ” 的消逝与幻灭
,

显

示出 “ 绝望 ” 与 “虚无 ” 的真实存在和绝对

权威地位
,

但一种独特的
』

合灵辩证法恰恰 以

这种 “ 绝望与虚无 ” 的感受为起点
,

挣扎着

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
,

并充满痛苦地坚

守着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
。

由此
, 《 呐喊 》《 仿徨 》在精神境界上

彻底超越了 “希望一绝望 ” 的二分法
,

这种

二分法在中国现代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几乎是

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 或者为希望而欣喜
、

奋斗
,

或者因绝望而颓丧
、

消沉
,

或者在无

可奈何的情境中添加光明的尾 巴 —极度地

悲观与轻率的乐观在二十年代的文学中尤为

明显
,

很少有人象鲁迅那样对历史的沉重感

体验得那样深切
。

与此相应
,

评论界也一如

既往地固守着 “希望 —绝望 ” 的二分法
,

虽然对 “光明的尾 巴 ” 不无嘲弄
,

却无法越

出这一相对于历史与人生的复杂性 而言显得

过于简单的认知模式
,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

对 《 呐喊 》《 仿徨 》中的鲁 迅 称 之 为 “ 亮

色 ” 的部分作过度的渲染与 发 挥
,

似 乎 这
“ 色 ” 愈 “ 亮 ” 便愈见鲁迅之伟大

,

从而将

丰富复杂的人生哲学内容等同于鲁迅本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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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憎恶的廉价的乐观和无谓的 “希望 ” ③
。

鲁迅虽然多次说过他 “ 终于不能证实 惟黑

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 ,

但 “ 终于不能证实 ”

仅仅意味着鲁迅对 自身经验局限性的认识
,

却无法引申出对 “ 希望 ” 的一般肯定
,

而在

个体经验的范围内
,

鲁迅则 是 摒 弃 了 “ 希

望 ” 的
。 《 呐喊 自序 》承认 自己的 “ 曲笔 ”

是 “不愿将 自以为苦的寂寞
,

再来传染给也

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 ,

而 《呐喊 》的内在动因却正在于作者 “ 还未

能忘怀于当 日自己的寂寞和悲哀 ” ,

正在于

作者的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 寂 寞 的时

光
,

从而满怀情意地去追寻那些未能全忘的

青年时代的梦
。

鲁迅不愿
“

抹杀 ” 身外的
“

希

望 ” ,

却同时不能把这个人经验之外的 “ 希

望 ” 移入身内
,

他 自然也竭力地寻觅
,

但在

个体经验的范围内这 “ 寻觅 ” 也只能体现为

对 “ 黑暗与虚无 ” 的反抗
。

事实上
,

从 “ 黑

暗与虚无 ” 的 “ 实有 ” 状态 到 “ 绝 望 的 抗

战” 再到 “ 终于不能证实 ” ,

这一过程蕴含

着的正是 “ 反抗绝望 ” 的人生哲学内容
,

表

达的正是个体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

而 《 呐

喊 》《 仿徨 》的诞生过程恰恰是这种人生态

度的客观化的过程
,

其间必然流注着那种紧

张的心灵思辨
。

“ 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 ” 。

但是
,

“

只要哲学漫出了人物和动作 , 只要哲学成了

作品的一个标签
,

情节便丧失了真实性
,

小

说的生命也就终结了” 、 。

尽管我们可 以不

无根据地从鲁迅小说中抽 绎 出 类 似 《 孤独

者 》结尾那样的例子进行阐释
,

但《 呐喊 》

《仿徨 》的现实画面显然不同于 《 野草 》象

征性的哲学启示
,

经验与思想
、

生活与对生

活意义的思考在鲁迅小说中达到了 “ 隐秘的

融合 ” 。

因此
,

研究鲁迅小说的人生哲学问

题不应变成对其中个别描绘的抽绎与阐释
,

相反
,

这种研究应紧密地联系着小说的全部

叙述过程
。

希望与绝望
、

光明与黑暗
、

生命与死亡

并不仅仅是以相互对立的方式存在于鲁迅小

说中
,

而且也是 以相 互朝弄的方式使原来鲜

明的主题和明确的减否指向呈现出某种复杂

的
、

含混的状态 —
《 呐喊 》《 仿徨 》的作

者把 “ 反讽 ” 作为小说的一种结构原则
,

他

不是把 自己放在明确的权威地位去判断 “ 希

望 —绝望 ” 的真实性
,

相反
,

他清晰地 自

觉着 自己的 “ 中间物 ” 地位
,

从一个更高的

视点上发现由 “ 希望 —绝望 ” 构成的两极

秩序中呈现着无可回背的悖论
, “ 在期望与

实现之间
,

伪装与真相之间
、

意图与行动之

间
,

发出的信息与收到的信息之间
,

人们所

想象的或应有的事物与事物的实 际 情 况 之

间
,

存在着讽刺性 的 差 距 ”
、、 。

这 种 “ 差

距 ” 不是由某种稍纵即逝的认识上的混乱或

偏差造成的
,

而是由作品的内在结构所呈现

的无法消解的压力造成的 两种对立 因素的

相互嘲弄不是起源于作者充满睿智的笑声
,

而是无法克服这种 “对立 ” 的痛苦
。

然而
,

“ 希望 —绝望 ” 两种 因素间的背悖关系并

未成为小说叙事结构中的 自身解构和 瓦解的
‘

因素
,

恰恰相反
,

在深一层的意义上
, “ 绝

望 ” 与 “ 希望 ” 的相互嘲弄所构成的压力形

成了作品内在结构的稳定性
, “ 内部的压力

得到平衡并且互相支持
。

这种稳定性就象弓

形结构的稳定性
,

那些用来把石块拉向地面

的力量
,

实际上却提供了支持的原则 —在

这种原则下
,

推力和反推力成为获得稳定性

的手 段 ” ⑥ ,

由 “ 绝 望 ” “ 铁 屋 子 ” 的
“ 万难破毁 ” 与 “ 希望 ” “希望是在于

将来
,

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
,

来折服了他

之所谓可有
”

⑦
,

这两个对立主题所形成的

张力
,

使得小说的基本精神沿着 自我怀疑
,

自我省察
,

自我嘲讽
,

自我选择 的 道 路 坦

然
、

欣然又晦暗不 明地伸 向新的寻求和创造

的远方
。

通过对 “ 希望 ” 与 “ 绝望 ” 的相互

否定而引申出类似 “ 过客 ” 的反抗与 “ 走 ”

的人生原则
,

实际上成为 《 呐喊 》《 仿徨 》

的内在精神结构的重要原则之一
,

这正标示

一 日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着 “ 绝望之为虚妄
,

正与希望相同”
的人生

哲学与 《 呐喊 》《 仿徨 》的现实描写之间的
“ 隐秘的融合 ” 。

因此
,

这 里 所 说 的 “ 反

讽” 绝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语言形式 ⑧
,

而

且有深刻的哲学意义
,

正如基尔 凯
二

郭 尔 所

说 “ 在更高的意义上
,

反讽不是指向这个

或那个具体的存在
,

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

状下的整个现实
· ·

⋯它不是这个 或 那 个 现

象
,

而是经验的整体 ⋯ ⋯” ⑨《 呐喊 》《 仿

徨 》作为一个处于 中间状态的知 识 者 的 创

造
,

使人感到了一种难以明言的事实
,

环绕

在历史 “ 中间物 ” 周围的世界在本质上是悖

论式的
,

只有超 越 了 “希 望 —绝 望 ” 、

“未 来 —过 去 ” 、 “虚 无 —实 有 ” 、

“ 乐观 —悲观 ” 的二分法的模棱的态度
,

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
,

才能 “ 一方面

认为世界是虚无的
,

但另一方面却使

自己介入意义的追寻并献身于启蒙 ⑩
。

《 呐喊 》《 仿徨 》中的 “ 回乡 ” 主题最

直接地表述了关于 “ 希望与绝望 ” 的思考
,

却常常不是被曲解为对 “ 希 望 ” 的 抽 象 肯

定
。

便是被认为 “ 与小说的主 题 不 相 干 ”

,

其原因正在于没有将作品中的两种对立

因素作为一种悖论式的整体来理解
。

对故乡

的怀恋是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
,

这条感情的

溪流可溯源于无限遥远的年代
,

然而在鲁迅

小说的 “ 回乡 ” 主题的底层
,

我们却看见了

一种希冀
、

恐惧和情绪的潜流
,

一种默默地

流淌而永远令人亲近又疏远的情怀
,

一种奇

异的
、

未经分析的震撼力 —作为一个二十

世纪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知识者
,

第一人称叙

述者在价值上早已告别了 “ 故乡 ” 以及与之

相联的一整套童年生活经验
,

然而令人绝望

的现实人生却又激动起 “ 我 ” 对童年故乡的

追忆
,

这追忆从一开始便织进 了 “ 我 ” 最神

奇的梦幻之境
,

成 为 对 抗 “ 绝 望 ” 的 “希

望 ” 的源泉
。

很显然的
,

曾经被他摒弃的故

乡的现实绝不会是梦幻之境
,

那儿也并没有
“ 像一天云锦” ,

如 “ 万颗奔星 ” 交织
、

伸

展
、

飞动的 “ 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
” ⑩

。

因
此

, “ 回乡 ” 主题 自始至终便是在心理上的
“ 回乡 ” 与现实的 “ 回乡 ” 所构成的张力中

展开
,

其中奔流着两股对待 “ 故乡” 的逆 向

的情感态度 ⑩
。

人们可 以把它们解释为情感

与理性
、

幻想与现实的强烈的对立
。

但理解

作品的关键恰恰就在 活生生的现实绝不是

完全 由这两种对立态度中的一种构成的
,

而

只是由一种特殊的生命活动和心灵沉思在它

们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
,

把二者联结成独

特的
、

活的 统一 体
,

于 是 “ 希 望 ” 与 “ 绝

望 ” 的真实性在相互的对立关系中同时遭到

怀疑
,

而一种超越于这种 “希望 —绝望 ”

的生命力量却在二者的张力之中油然而生
。

《 故乡 》从一开始便展开了萧索的故乡与叙

述者 内心深处美丽的故乡的对立
,

于是在持

续不断的悲凉之感中
,

这两个对立的方面不

断地处于 “ 论争
”

状态
。

伴随着对少年闰土生

动的追忆
,

叙述者 “ 儿时的记忆
,

忽而全都闪

电似的苏生过来
,

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

乡了
” 。

然而接着而来的与闰土的重逢却使力

图 “ 兴奋 ” 起来的叙述者感到极大的震撼
,

他极力地想唤起少年闰土 的生动印象和童年

的经验以抵御从外形到心灵都失去了
“

生动
”

的闰土
,

然而闰土 “欢喜 , 凄凉 , 恭敬 ,
‘

老

爷 卜
· ·

⋯
’ ” 的情感变化过程

,

终于使 叙 述

者 “ 似乎打了个寒嚓 ” ,

体悟他们之间的可

悲的厚障壁
。

而另一方面
,

宏儿和水生似乎

在重复着叙述者与闰土的过去
,

这恰恰加深

了叙述者的悲衰
。

于是
, “ 我想到希望 , 忽

然害怕起来了 ” ,

因为在 “ 我 ” 与闰土的隔

膜之 中
,

在水生和宏儿与 “ 我 ” 和闰土的对

比之中
,

在 “ 我 ” 对故乡的追忆和对现实故

乡的感受的对立之中
,

我开始 自省 闰土和
“ 我 ” 其实都在祈祷着偶 像

,

那 便是 或 者
“ 切近 ” 或者 “ 茫远 ” 的希望

。

这是一种沉

重的 “ 重复” 与 “ 循环 ” 的感觉
。

一旦叙述

者意识到 “ 希望 ” 的虚幻
, “ 绝望 ” 的感觉

也即一同消逝
,

因为这一切不过都是笼罩现

一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实的幻影
,

由此
,

思 维 便 在 “希 望 —绝

望 ” 的两极对立和互相 “否定” 之中跃出了

这种恒定的二分法
,

直达现实的本然状态
,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
,

无所谓无的
。

这正如
·

地上的路
,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

走的人多了
,

也便成了路 ” 。

这里表达的恰恰不是如许多

评论所说的对 “ 希望 ” 的肯定
,

相反
,

正是

对 “ 希望 ” 的否定
,

对 “ 绝望 ” 的反抗
,

而

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

的生命形式 —
“ 走 ” 。

作为一种现实的行

为
, “ 走 ” 表达的只能是实践人生的方式

,

同时也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
。

倘若不这样

理解
,

而把这段描写理解为对 “希望 ” 的抽

象肯定
,

不窗是把鲁迅一再证实了现实的严

酷转换为毫无客观依据的轻率的乐观
。

《 呐喊 》《 仿徨 》中的 “ 回乡 ” 小说还

有《 社戏 》《 祝福 》和 《 在酒楼上 》
。

《 社

戏 》以心理上的 “ 回乡 ” 对抗现实的感受
,

没有构成心理 “ 回乡 ” 与现实 “ 回乡 ” 的相

互对立
,

后两篇的叙述过程却始终贯穿着两

种 “故乡 ” 的冲突在叙述者心理上造成的压

力
,

而对 自己与 “ 故乡 ” 的复杂关系的揭示

与 自省
,

使得小说在几重关系中形成张力
。

《 祝福 》表面看来只是 由第一人称叙述者讲

述的一个不幸的下层妇女的故事
。

过往的研

究也主要集中于封建的伦理关系是如何置这

个两次守寡的善良女人于死地的
,

评论者显

然是从一般的社会政治
、

社会思想的意义上

认识小说的反封建主题 以鲁四老爷及其所

代表的封建礼法关系为一方
,

以祥林嫂这样

的受害者为另一方
,

贬褒减否
,

僧恶同情
,

了了分明
。

然而
,

当我们把祥林嫂的故事放

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时
,

小说主题却复杂化

了 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小说中唯一对故乡怀

有些许念 旧之情而又真正格 格 不 入 的 “ 新

党 ” ,

是唯一能在价值上对故乡的伦理体系

给予批判性理解的人物
,

因 而实 质 上 也是
“ 故乡 ” 秩序之外的唯一具备现代思患的因

素 , 很 自然的
,

读者会把他作为小说中的某

种 “ 未来 ” 或 “希望 ” 的因素
。

然而
,

叙述

过程却恰恰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叙述者与 “ 故

乡 ” 的伦理秩序的 “ 同谋 ” 关系 此系沿用
·

赫斯特语
,

即对祥林嫂之死负有共同责

任
,

从而在祥林嫂故事之外引申出以 自省

作为心理基础的道德主题和叙述者对 自身所

处的两难困境的逃避 —这种逃避是对彻底

摧毁 了 自己的幻想的 “ 故乡 ” 的逃避
,

也是

自己对故乡发生的悲剧应负的道德责任的逃

避
。

这样
,

故事的内容和明确的批判指向与

故事的叙事形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悖论关系

叙述者的态度 自身遭到怀疑
,

而故事的反封

建内容恰恰又是由叙述者来叙述的
。

小说一

开始明显地使读者感到 “ 我 ” 和 “故乡 ” 的

愚昧
、

迷信和伦理气氛已完全隔膜
。 “ 无论

如何
,

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 。

但读者很快便

知道
, “ 我 ” 逃避故乡还 另 有 深 因 “ 况

且
,

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
,

也就使我

不能安住 ” 。

祥林嫂似乎 也把希望寄托在这

个 “ 识字的
,

又是 出 门 人 ” 的 “ 新 党 ” 身

上
,

但灵魂有无的问题却陷叙述 者 于 窘 迫

的两难 困 境
。 “ 惶 急 ” 、 “踌 躇 ” 、 “ 吃

惊 ” 、 “支悟 ” ,

最终 以 “ 吞 吞 吐 吐 ” 的
“ 说不清 ” 作结 如果仅此而 己

,

读者仍然

会相信叙述者至少是个无能却好心的人
,

他

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深沉的道德 感 与 责 任

心
,

因为他毕竟在心底里感到 自己对祥林嫂

的死负有道德责任
,

但是
,

接下来的描写
,

却使他与 “故乡 ”的伦理秩序
、

与鲁四老 爷

及祥林嫂悲剧的制造者们的径渭分明
、

格格

不入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

,

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
,

己经过去
,

并不

必仰仗我 自己的
‘

说不清
’

和他之 所 谓
‘

穷死的
’

的宽慰
, 心地 已经渐渐轻松

不过偶然之间
,

还似乎有些负疚
。 ”

然而
,

叙述者在潜意识 中仍然不能忘怀 , 仍

然感到内心的沉寂
,

于是池开始了对祥林嫂

故事的回忆
。

小说末尾叙述者 “ 在这繁响的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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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中
,

一

也懒散而且舒适
,

从白天以至初夜

的疑虑
,

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 ”

—
故事的叙述过程成了叙述者道德责任的解脱

过程
,

叙述者 自身的 “ 轻松 ” 感终于汇入了

造成祥林嫂悲剧的 “ 故乡 ” 的冷摸之中
,

因

此
,

对 “故乡 ,, 的逃避恰恰又表明了叙述者

并没有真正告别他的 “ 故乡 ” ,

新的文化认

同并未解开灵魂深处的盘根错节的旧传统
,

他本身无法成为改变 “故乡 ” 结构的有力因

素或导致现实变革的 “ 希望 ” 所在
。

毫无疑
,

叙述者与鲁迅本人都是 历 史 的 “ 中 间

物 ” ,

但叙述者仅仅意识到 自己与 “ 故乡 ”

的隔膜与疏远
,

却对 自己的内心行为与这个

自以为告别了的 “ 故乡 ” 之间的割不断的联

系毫无知觉
,

而鲁迅却 以他高超的反讽的语

言技巧
,

揭示了走出故乡的现代知识者无法

逃避
、

也不应逃避的两难困境
,

这不仅显示

了作家的道德良知和对 自身处境 的 冷 峻 沉

思
,

而且在小说画面之外推出了这样的精神

底蕴 面对绝望的现实与无望的命运
,

知识

者除了挺身而出反抗绝望之外别无他途
,

否

则你便是旧秩序的 “共谋 ” 者
。

正由于此
,

叙述者越是把 自己的道德贵任解脱干净
,

越

是感到舒适与轻松
,

我们却越加感到内心的

沉重
,

在 “ 反抗绝望 ” 与 “ 有罪 ” 之间别无

选择
。

《在酒楼 上 》包含了两个第一人称叙述

者即 “我 ” 与 吕纬甫
。

吕纬甫的故事本身表

现的现代知识者的颓唐与 自责已由许多评论

加以阐发
。

然而一 这个独白性的故事被置入

第一人称 “ 我 ” 的叙述过程
,

却表达了对故

乡与往事的失落感
,

并由此生发出较故事本

身的意义更为复杂的精神主题
。

第一人称叙

述者显然是在落寞的心境中想从 “ 过去 ” 寻

得几许安慰与希望
,

因此他对故乡 “毫不以

深冬为意 ” 的斗雪老梅与 “在雪 中 明 得 如

火
,

愤怒而且傲慢 ” 的山茶怀着 异 样 的 敏

感
。

然而
,

吕纬甫和他的故事却一步步地从

他心头抹去从 “ 过 去 ” 觅 得 “ 希 望 ” 的 想

头 他的 “ 怀旧 ” 的心意很 自然地使得叙述

过程不断地呈现 “期望 ” 与 “ 现实 ” 的背逆

造成的 “惊异 ” ,

显露出叙述者追寻希望的

稳秘心理所形成的独有的敏感
,

他从一开始

便从外形到精神状态感受吕纬甫 的 巨 大 变

化
,

但仍然从他顾盼废园的眼光中寻找 “ 过

去 ” 的神采
。

从吕纬甫的叙述过程中
,

我们

发现了叙述者在听了迁葬故事后对 吕纬甫的

责怪的 目光
,

而这目光恰恰又激起了主人公

对 “ 过去 ” 的追忆 “ 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

城穆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
,

连 日议

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的时候 ” , 这种追忆甚

至引起了他的 自责
。

于是 “看你的 目光
,

你

祖乎还有些期望我 ”

—叙述者从吕纬甫对
“ 过去 ” 的追忆与 自责中终于觉得了一丝希

望
,

而他对阿顺的美好感情似乎鼓励叙述者

的这种心意 , 当 吕纬甫叙述到他四处搜寻剪

绒花时
,

小说擂入 “ 我 ” 对从雪中伸直的山

茶树的生机勃勃与血红的花的观察
,

虽然回

应了小说开头对 “ 故乡” 景色的主观情感
,

然孤 吕纬甫终究逃不脱他所说的蝇子或蜂

子式圆圈
,

在 “ 模模糊糊 ” 的境地中 “ 仍旧

教我的
‘

子日诗云
’ ” , “ 我 ” 仍不 甘 心

,

粼那体
,

你以后像备怎么办呢 ” ,

吕纬甫

答道
“ 以后 —我不知道

。

你看我那

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 我现在什么

也不知道
,

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
,

连后

一分 ⋯ ⋯”

至此
,

叙述者对 “ 故乡” 与 “过去 ” 的追寻

实际上也是对生命意义或希望的追寻 彻

底地陷于 “ 绝望” 与 “虚无 ” 之中
。

如果小

说在叙事方式上是独 白性的
,

小说的结论必

然也就是吕纬甫的 “ 圈 ” 本身的悲观意义 ,

然而
一

《 在酒楼上 》却在独白之外保持了一个

从特定距离思考这段独自故事的 外 部 叙 述

者
,

小说的结论便转向为对绝望之 “ 圈 ” 的

思考性态度
,

这便提供了作者表述 自己的人

生哲学的可能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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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
,

他所住的旅

馆和我的方 向正相反
,

就在 门 口 分 别
一 。

我独 自向着 自己的旅馆走
,

寒风和

雪片扑在脸上
,

倒觉得很爽快
。

见天色

已是黄昏
,

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

纯 白而不定的罗 网里
。 ,

那种带有梦寻意味的山茶老梅已不复存在 ,

“ 我 ” 面临的是凛冽暗冥的罗网
,

恰在这种

绝望的境地里重又回荡起《 过客 》的 “ 走钾

的主题
,

正象 “过客 ” 告别 “ 老翁 ” 一样
,

“ 我 ” 独 自远行
,

向着黄昏与积雪的罗 网 ,
·

对 “过去 , 的追忆与对 “ 未来 ” 的思考转化

为 “ 反抗绝望 ” 的生命形式 “ 走 ”

伴随着 “ 反抗绝望 ” 的精神过程
,

一 ,

,’,, 回

乡” 小说 自始至终流荡着一种无家可归的惶

惑和对生命流逝的意识
。
《故乡 》

、

祝福 》、

《 在酒楼上 》 还包括《 孤独者 》 的叙述者
与都是思乡或寻访故乡的游子

,

但他们时时

刻刻都感到那种身在故乡的 “客子 ” 之感 ,

“ 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
,

但南来又只能

算一个客子
,

无论那边的干雪怎么纷飞
,

这

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
,

于我都没有什么关

系了
。 ” 《 在酒楼上 》 在这种寻找 “ 故

乡 ” 与逃避 “ 故乡 ” 的 “ 游子一客子 ” 的精

神过程 中
,

潜在地 回荡着一种久久不息的发

自灵魂深处的追 问 我是谁 从那里来 到

那 去 这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体现的正是现

代知识者在中国现实中找不到 自己的位置的

感觉
,

他们疏离了 自己的 “ 故乡 ” ,

却又对

自身的归宿感到忧虑
。

他们与乡土中国的关

系可归结为 “ 在 ” 而不 “ 属于 ” 。

惶惑构成

了鲁迅人生哲学的基本前提
,

迫使作家沉界
生命的意义

,

于是那种生命流逝的意识愈益

强烈
,

从而在 “ 回乡 ” 小说中形成了一个主

宰人物命运的精神人物 —时间
。

时间在叙

述者意识的两个方向展开 对
⋯“ 故乡 ” 、

对

过去的追忆
,

对现在及将来的沉思 从过去

转到现在 , 从父辈一代到薄子一代
,

从青春

到成年
,

又从现在到过去
,

从孩 子 转到 父

辈
,

从成年转到青春 ⋯ ⋯在叙述过程中
,

时

间与空间都可以逆转
,

而且伴随叙述者回忆

与插话又可从任意一个方向回到原来的地方

—心理时空与现实时空回环交织
。

在心理

与现实的两相映照之下
,

作家笔下的时间一

点点地吞噬人的生命
,

使蓬勃的青春变得枯

萎
,

而叙述者则在叙述对象的生命流逝中感

到 自己的生命也慢慢失去了魅力
。

然而恰恰

是在生命流逝的悲哀中
,

叙述者不再去追索

逝去的生命
,

再现过去的存在
,

而深深地体

会到生命的 “ 现在性少 ,

从而在虚无的过去

与虚无的将来之 间
,

用 现 实 的 生 命 活 动
“ 走 ” 筑成了 “现在 ” 的长堤

,

从而使

自己成为生命和时间的主宰
,

诞生出 “ 反抗

绝望” 的哲学主题
。

鲁迅的 “绝望 ” 远非停留在 生 活 的 表

层
,

它既是一种理论
,

又是二种 深 刻 的 感

觉
,

它不仅存在于寻找生命意义的失败
,

而

且存在于生命本 身 , 因 此
, 《 呐 喊 》《 仿

徨 》中的 “ 死亡 ” 主题尽管不象 “ 回乡 ” 主

题那样直接涉及 “ 希望 —绝望 ” 的关系
,

却以更为凄枪激烈的方式体 现 了 “ 反 抗 绝

望 ” 的人生哲学的生成过程及其 “ 挣扎 ” 意

味
。

对于狂人
、

魏连交
、

涓 生 来 说
,

死 亡

的成胁
、

感觉正如同 “ 绝望与虚无 ” 的感觉

一样
,

是他们 日常生活的现实
。

然而
,

正是

死亡的手舞足蹈使他们 日益体悟到 自我与现

实的真实状况
,

从而不断挣扎着调整 自我的

人生态度
。

这类小说大量采用内心独白的叙

事方式 《 狂人日记 》是 日记体
, 《 伤逝 》

是手记
, 《 孤独者 》的叙事过程夹杂大段的

书信和内心独白
,

介于 “ 回乡” 主题和 “ 死

亡恐主题两类作品之间
,

宛如一段悲枪的

精神史诗
,

独白本身便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

和哲理意义 , 因此
,

寻找和阐释这些错综复

杂
、

纷坛变幻的心理过程的演进逻辑 “反

抗绝望 ” 的哲学的推衍过程就存在于心理独

自之中
,

比之解析小说的外部叙事方式更

为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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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回乡” 小说中
,

叙述者寻求精神寄

托的过程转化为无家可归的惶惑
,

这种惶惑

在《狂人 日记 》等小说中则通过对 “ 死亡 ”

的体验而转化为对世界感到无名恐惧的陌生

和迷惘的情绪
,

转化为被抛入一种不可理解

的荒谬现实之中
,

听凭死亡
、

罪过以及深刻

的虑焦
、

不安
、

忏悔摆布的情绪
。

在这种无

限的孤独和由于疏离了世界秩序 而 产 生 的
“放逐感 ” 中

,

留给人的只有绝望和对 自身

存在的实际状况的深切体验
。

这种绝望和对

自我的体验并不意味着人的消极的
、

被动的

态度
,

相反
,

它意味着一切试图存在于绝对

和终极之中的秩序
、

价值
、

知识或感情都是

可疑的
、

表面的
、

相对的 —不仅旧传统
、

旧秩序是可疑的
,

而且 自我与 自我的否定对

象的关系
,

自我据以批判旧世界
、

创造新生

活的价值理想也值得 推 敲
。

觉 醒
、

幸 福
、

“ 新党 ”

—从终极的诚实来看这一切会不

会只是幻想 主人公为此劳命伤神
、

优心

忡仲
,

在焦灼的
、

紧张的思虑中体验到 “ 绝

望 ” 的真实性
,

并由此体验而洞悉 自我的无

可依托的状况
,

从而确认
,

自我的生命意义

仅仅存在于 自我的选择和反抗之中 —
“无

家可归的惶惑” 由此成为 “ 反杭绝望 ” 的内

在依据
。

显然
,

这是一种独特的思维逻辑

绝望的真实性不是把人引向颓丧
、

畏缩
、

消

沉
,

而是把人引向选择
、

反抗
、

创造
。

鲁迅

小说在表现 “ 绝望 ” 的真实性的同时
,

对颓

丧的精神状态予 以根本性的否定
,

这正是这

种思维逻辑的必然体现
。

对 “希望 ” 的否定

体现了对什么都不信赖 的 意 识
,

而 对 “绝

望 ” 的反抗则表明 “ 绝望 ” 与 “希望” 同样

是 “虚妄 ” 的
。 “ 由于对什么都不信赖

,

什

么也不能作为 自己的支柱
,

就必须把一切都

作为我 自己的东西 ” ⑧
。

《狂人 日记 》的叙述过程包含了深刻的

悖论 “ 吃人 ” 世界的反抗者自身也是有了
“ 四千年吃人履历 ” 的 “ 吃人者 ” ,

由独 自

觉醒而产生的 “ 希望 ” 被证明是虚妄的 ,
而

“ 绝望 ” 的证实紧密地联系 着 主 人 公 “ 有

罪 ” 的自觉
,

这种 “ 有罪” 的 自觉又为 “ 反

抗绝望 ” 提供了 内在的心理基础 —赎罪的

愿望
。 “救救孩子 ” 的呼唤似乎是对希望

的呼唤
,

是对 “ 真的人 ” 的世界的憧憬
,

但

狂人的心理独白恰恰又证明 “孩子 ” 也 已怀

有了 “ 吃人 ” 的心思
,

就象卡夫卡《判决 》

中的格奥克遭到的 “判决 ” 一样
, “你本来

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

但你本来的本来则

是一个恶魔一般的家伙 ”

—对 于 狂 人 和
“ 吃人 ” 世界的每一个生存者来说

, “ 本来

的本来 ” 使他们无可挽回地成为 “ 罪人 ” 。

这种 “ 罪人 ” 的自觉在两个方向上展示其意

义 一方面
, “ 罪 ” 的自觉使狂人洞悉了 自

己的实际处境
,

并通过反复地占有既往的东

西而把握住 自己的历史性 , 狂人由此意识到

自己不过是一个无法决定自身的历史性的微

不足道的创造物
,

孤独
、

焦虑
、

恐惧的情绪

不仅意味着 自我意志与世界
、

与 自己的有限

性或命运的对立
,

而且也意味着另一更深层

的不安
,

在这种对立的背后是杏隐藏着 内在

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对狂人的 存 在 理 由

而言无疑如同釜底抽薪
,

因为 “ 狂人 ” 之为
“ 狂 ” 人

,

正在于他与世界的关系的对立和

不协调
,

如果这种对立和不协调 用另一词

表达则是 “ 觉醒 ” 不过是幻影
,

那么狂人便

不再是狂人
,

而是吃人世界的普通一员 —“ 罪 ” 的历史性引导狂人走出狂人的世界
,

重新进入 “健康人 ” 的世界
,

如小序所言
,

“然已早愈
,

赴某地候补矣” ,

从而导出了

真正的 “ 绝望” 主题 “ 觉醒者” 的幻灭

另二方面
, “ 罪 ” 的 自觉形成了一种无法摆

脱的内心需求 “赎罪 ” 的愿望
,

这种愿望

伴随着激烈的 自我否定
,

不仅使狂人在 自我

与吃人传统的关联中感到 “ 不能想了 ” 的恐

惧
、

不安和恶心
,

而且也使狂人在 自己憧憬

的 “ 真的人 ” 面煎无地 自容 “ 现在明白
,

难见真的人 里” 。

这是 “ 置之死而后生 ”

的绝境
。

不管实际的处境如何
,

不管自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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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得救的希望
,

如果不去反抗 “ 绝望 ” 的现

实
, “ 我 ” 便更加罪孽深重 —在小说第十

二章的 自省与第十三章的 “ 救教孩子 ” 之

间
,

正横垣着一种 “ 罪 ” 的 自觉和 “ 赎罪 ”

的内心冲动
。

这种 自觉与冲动是 狂 人 之 为
“ 狂 ” 人的原因

,

一旦失去他们
,

狂人便不

再 “ 狂 ” 了 —除了向自己僧恶的传统认同

而外
,

似乎别无选择
,

而小说的内在逻辑正

显示着 这种 “ 认同 ,, 本身意味 着 同 流 合

污
,

因而在任何状况下都必须拒绝
。

由此可

见
,

反抗与拒绝的行为作为 “罪 ” 的意识的

现实延伸
,

不是源发于任何一种外在的权威

和意志
,

而是源发于一种 自觉 自愿的主观需

求
,

不是源发于对作品中一再提及的 “ 真的

人 ” 的憧憬
,

而是源发于面对现实的 自觉态

度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狂人的反抗体现了一

种真正 自由的精神
, 李而这种反抗和 自由选择

恰恰是 由对绝望的体认转化而来
,

或者说是

以 “绝望 ” 作为其认识的和心理的基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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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表述的 “ 现在
,

故乡的春天又在这

异地的空中了 , 既给我久经逝 去的儿时的回

忆
,

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

我倒不

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窖
,

—但是
,

四面又

明明是严冬 , 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 。

⑩ 竹内好 《 鲁迅 》 ,

第 页
。

注

①②
︸

⑧④

⑤⑥

上接第 页

迎风转
,

颓 轮 掠 海 深
,

叩舷伉汽发高

吟
,

疑有蛟宫泉客夜弹琴
。

评日 “

泳的是轮船
,

想像颇奇
,

似李贺诗

的境界
。 ” 又就全书令词和慢词 加 以 总 评

云 “ 集中令词
,

境界苍老
,

像 诗 中 的 宋

诗
。

⋯ ⋯《文心雕龙 》论诗
,

有
‘

请刚 , 、

‘傀上 , 的话
,

可以移作本集令词评语
。 ”

又说 “ 慢词多生僻的调子
,

却能圆特自然 ,

可是情不深
,

只以辞胜
。厂

豪放和婉约两体
,

倒是都有 , 不过典故太多
,

虽然华丽
,

真意

反让辞藻埋没了
。 ” 天见《清华周刊 》第四

十五卷第一期
,

年 月出版 这些话可

以和 “ 笔力雄健 , 藻彩 丰 赌 ” , “ 清 浑 高

华
,

工于铭剪 ,,, 相对应
,

不过比之夏
、

叶的

评语全面确切多了
。

附带一说 新版《鲁迅全集 》第十五卷

注释
,

邵伯纲的生年为
,

卒年不详
,

应

增订为 —
。

又邵次公的生卒年
,

注为 —
,

应为 —
。

邵

卒于 年 月寸日
,

因为俐进入新年
,

所以

容易误认为还是前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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