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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呐喊与仿徨

—从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看鲁迅在
“

五四
”

前后的思想

的鼓舞下
,

又产生 了对中国前途的新希望 他决定用进化论为武器
“

欲招缪撒
” ,

起来勇猛地
“

呐喊
”

了
,

他的小

说集《呐喊 》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

开篇之作《狂人 日记 》向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发 出了石破天惊的第

一枪
,

发出了第一声战 斗的呐喊
。

小说通过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的描写
, “

暴露家族制度

和礼教的弊害心
。

主人公
“

狂人
”

实际上是当 时觉醒的知 识分子 是最清醒的思想界战士
。

鲁迅把一个
“

迫害

狂
”

患者塑造成为向封建礼教冲击的造反者
,

彻底地反封建的新人
,

必然也被视为疯狂
。

他是带着
“
囚犯

”

的镣

铐进行战斗的
,

小说以“
今天晚上

,

很好的月亮
”

开始
,

展示 了一幅新人诞生的景象
。

接着狂人 自叙
“

才知道以

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 昏
”

表 明这个从旧垒中来的战士和传统的决裂
。

他在二十年以前
, “

把古久先生的陈年

流水搏子 瑞了一脚
” ,

大声抗议
“

从来如此
,

便对 么 ”

这种新的世界观
,

在封建统治犹盛的社会
,

只能被视为

异端
。

他被视为疯子
,

象鸡鸭一样被反扣在屋里
。

狂人从一些
“

吃人
”

的具体事例出发
,

对封建社会的历史本质

作出了前所未见的揭示
“

翻开历史一查
,

这历史没有年代
,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
‘

仁义道德
’

几个字
,

我横

竖睡不着
,

仔细看了半夜
,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
,

是
‘

吃人 ’ ”

这是觉醒的呐喊
,

是对封建宗

法制度的彻底揭露和血泪控诉
。

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 的历史
,

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
,

现在通过狂人的嘴喊了

出来
,

真是振聋发馈
,

惊心动魄
。

鲁迅作为一名当时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

确实
“

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

面看的清清楚楚
。

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吃人的滑头伎俩
,

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礴

沿着《狂人 日记 》的思路
,

鲁迅在《孔已 己 》
、

《白光 》等 小说中
,

揭露
、

鞭挞了封建教育思想和科举制度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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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灵魂的毒害
,

以唤醒民众
。

《孔 已 己 》中的孔已 己
,《白光 》中的陈七成

,

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殉葬品
。 “

孔 已 己

原来也读过书 ” , “

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
” ,

可是他 自己却穷困潦倒
。

孔已 己站着喝酒而与
“

长衣衫
”
不同

,

满 口

“

之乎者也
”
与

“

短衣帮
”不同

,

他不伦不类
,

实质上是一个在物质上与上层
,

在精神上与下层都距离遥远的多余

思想也无法使鲁迅找到新的真正的战友 鲁迅深深感到 自己好象 在沙漠中走来走去 年 鲁迅

在尚未找到革命动力和革命理想情况下
,

陷入 了深刻的思想矛盾和苦闷中
, “

两间余一卒
,

荷戟独仿徨
”
正是这

种落漠情怀的反映
。

鲁迅的可贵之处
,

在于他始终执着于现实战斗
,

在斗争中对现实和历史作深入的思索
,

对 自己的思想进行

严峻的自我解剖
。“

路漫漫其修远兮
,

吾将上下而求索
” ,

小说集《仿徨 》就是这时他战斗
、

探索
、

自我解剖的形象

表现和忠实记录
。

《呐喊 》和《仿徨 》都是反封建的战斗檄文
,

如果说《呐喊 》的侧重点是探讨农民间题
,

那么《仿徨 》则对知识

分子革命道路作了更多的探索 在《仿徨 》里有鼓吹
“

保存国粹
”

的四铭
、 “

学贯中西
”

的高尔础等封建余孽 有
“

躬行我先前所憎恶 ”

的魏连受
、

已经
“

敷敷衍衍
”

过 日子的吕纬甫
, “

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
”

的涓生和

子君这样的
“

独头茧 、还有大喊
“

熄掉他罢 , ”

的疯子这样的觉醒者
。

从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的画廊里可以看出
,

鲁迅在荷戟仿徨
,

继续战斗
,

探索着前进
。

鲁迅在《仿徨 》中描绘 了一组完全被否定的知识分子形象
,

并把他们作为封建势力代表加以抨击
。

这就是
《月巴皂 》中的四铭和《高老夫子 》中的高尔础 他们一个是道貌岸然的道学家

,

一个是不学无术的赌棍
。

四铭敌

视新文化
,

咀里常念道
“ ‘

化
’

到这样了
,

还不够
”
慨叹世风 日下

,

大发议论
“

学生也没道德 社会也没有道德
,

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
,

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
”

但他见到一位长得不错的要饭少女后
,

就无法摆脱淫邪的欲念
“

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
,

好的很哩 ”
立时把他假道学灵魂深处的肮脏抖露无遗

。

高尔础平 日只是打牌
、

看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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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吃酒
、

跟女人
,

而且作为一 个赌徒也是品格低下的 他们一伙用有暗记的赌具
,

能把
“

初出茅庐
”

的傻小子
“
扫

光
” 。

他胡 幽了一篇整理国故的文章而一跃为
“

知名学者
” ,

抱着看看女学生的 目的
,

去做贤良女校的历史教

员
,

而他的历史知识只是从《三国演义 》
、

《说唐全传 》之类的小说上看来的故事
。

正是这些以道德家 自居的人
,

此 这个小家庭经受不住沉重的社会压力 结果 子君回到老家 在冷眼下默默死去 成为封建祭台上又一件牺

牲品
,

涓生也只是略知
“

新的道路 ” ,

但也找不到
“

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 。

在此
,

鲁迅已在探索妇女解放

的道路 —不仅要废除婚姻包办制度
,

而且还要废除婚姻包办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

即封建经济制度 告诫人

们 个性解放的追求不能脱离争取社会解放和改变经济制度的斗争
,

不能独 自负着空虚的重担
,

在灰白的长路

上前进
,

要赶紧向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
。

吕纬甫
、

魏连受
、

涓生和子君虽有不同的经历和个性
,

但他们都在黑暗社会的重压之下
,

抗争失败
,

最后动

摇
、

退却
、

妥协
,

失去勇气
,

失去信心
,

悲剧的发生则是不可避免的
。

鲁迅曾把民族解放寄希望于知识分子
、

精

神界战士
,

但随着革命形势的推进和他本人的思想变化
,

对 自己以前的信奉有了新的思考
,

在如磐沉重包围的

旧 中国
,

一些孤军奋战的改革者败下阵来
,

有志的改革者
,

出路在哪里 鲁迅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一边

战斗
,

一边在仿徨中
,

对这些 问题思考
、

探索
,

给他带来巨大的重压感
,

并使他的作品也笼罩着沉重的悲剧气

氛
。

这三篇基调低沉的小说
,

最能代表鲁迅此时的思想
,

甚至这些人物
,

特别是魏连受
,

那孤军作战
,

愤世嫉俗

⋯ ⋯和作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

可以说
, “《孤独者 》是鲁迅小说中自传成分最多的一篇

’, 。 。

如果说
,

在 年鲁迅写的《狂人 日记 》是被革命浪潮所激动
,

那
“

救救孩子
”

的呼声是他的进化论观点的

真诚流露
,

那么
,

年鲁迅写作《长 明灯 》
,

则是在
“

五四 ”

运动的高潮过去
,

在他经历过一系列的斗争之后
,

对于进化论观点表示了深刻的怀疑
。

在《长 明灯 》时代
,

那盏象征着封建政权
、

族权
、

神权的长明灯
,

把无尽的

黑 暗洒向整个吉光屯
,

并且穿透麻木的居 民的心
。

这时突然有一个叛逆者
,

发出了
“

熄掉它吧
”

的喊声
,

并且
,

他不期望
“

劝转
”

别人去吹熄灯
,

因为他受过骗
,

上次就
“

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 ”
骗过他

,

所以这一次决意要 自

己亲 自吹熄它
。

鲁迅塑造的这个形象
,

可以说为
“

五四
”

开辟的反封建斗争
,

作了强大的思想发动
,

体现出作者

在仿徨中继续战斗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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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

断足也
,

孙殡盖经别足故曰孙殡
”

胡引的是郑玄对《周礼 》的注
。

《周礼
·

司刑 》“

别罪五百
。 ”

郑玄注
“

别
,

责 样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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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呐喊 》
、

《仿徨 》中通过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

表现 了他勇猛地彻底地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

也

体现出他思想的发展脉络 从呐喊到仿徨
。

他的仿徨有敌人强大
、

革命队伍分化的客观原因
,

也有缺乏明确革

命理想和 尚未认识到无产者是革命动力的主观原因
。

这个仿徨只是暂时的
,

与辛亥革命后的失望
、

颓唐 也不

一样
,

虽然
“

仿徨
” ,

却仍
“

荷戟
” ,

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战斗
。

大约到 了 年
,

鲁迅开始摆脱了仿徨的心情。 。

仿

徨而不止步
,

苦闷而不颓丧
,

是鲁迅在
“

五四
”

前后时期的思想状态
。

在对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幻灭
,

对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道路的失败进行批判之 中
,

鲁迅先生把 目光转移到劳动人 民身上
,

认识到 了劳动人 民的

革命力量及革命的必然性
,

是这段呐喊
、

仿徨探索的成果
,

并为最终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

从进化

论到唯物史观的世界观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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