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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技经典全集》

前言

文艺的大众化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
鉴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
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
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
，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什么谓之“有益”，非在本问题范围之内，这
里且不论。    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
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
陈腐的劳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    因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
准备，所以我想，只能如此。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
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
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    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
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需]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
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鲁迅    一九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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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
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
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
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
，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是要费些功夫才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的，那些艰涩的文字往往带给执们前所未有
的启发，字字珠玑，句句发人深省，每次品读都能有所收益。
    这本《鲁迅杂文经典全集》收录了鲁迅先生的主要杂文作品，包括《坟》、《华盖集》、《而已集
》、《三闲集》等。杂文被认为最能充分体现鲁迅先生的创作精神，鲁迅先生不仅将杂文作为与各种
不同论调斗争的武器，还描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有批判也有赞颂，有讽刺也有呐喊，其
犀利大胆的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非常高的地位。
    《鲁迅杂文经典全集》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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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时使用的笔名。鲁
迅1898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初步接受了进化
论思想。1902年赴日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大量阅读西方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书籍，并开始写
科学论文。1904年他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不久弃医从文。1906年回到东京，翻译、介绍俄国、
东欧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并与周作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写了《人的历史
》、《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    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爆发时，积极组织宣传活动。1912年到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
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20-192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
师范大学任教；1926年赴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主任和教务长，10月
，赴上海，开始了更加光辉的战斗历程，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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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并非闲话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
，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
》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违了“和光同尘”。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
人尊敬。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
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
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
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
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近来又
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问题，我于是心血来潮，忽而想：又捣什么鬼，装什么佯了？但我即
刻不再想下去，因为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
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
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这种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们也何至
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    此后，风潮还是拖延着，而且展开来，于是有七
个教员的宣言。发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其中的一个是我。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
三十日发行(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现代评论》上，西滢先生就在《闲话》的第一段中特地评
论。但是，据说宣言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才在报上见到的，所以前半只论学潮，和宣言无
涉。后来又做了三大段，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这才文思泉涌的罢，可是《闲话》付印的时间，大概
总该颇有些耽误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闲话”。    《闲话
》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
，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
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
会暗中挑剔风潮”。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
实在应该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
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了。这些“流
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但是，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
，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造各责小板五百完案，“
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胡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
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宣言中
所谓“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为此辈的手段写照。而且所谓“挑剔风潮”的
“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没有调查详细的
事实，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惑
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
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
，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但在《闲话》的前半，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已
经比学校为“臭毛厕”，主张“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了。为什么呢？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
发现；二者学生把守校门：三者有“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
”。但这所述的“臭毛厕”的情形还得修改些，因为层次有点颠倒。据宣言说，则“饭店开会”，乃
在“把守校门”之前，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最精彩”，所以没有摘录，或者已经写好，所以不及摘
录的罢。现在我来补摘几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颦——    “⋯⋯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
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校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
员六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
，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插话而已
。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
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
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入情之常，不足深怪；但当佩佩
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
的。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招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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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毛
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干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
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打扫夫又怎么动手？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    至于“万不可再敷衍下
去”，那可实在是斩钉截铁的办法。正应该这样办。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
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
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
：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
着哩！    五月三十日    P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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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鲁迅杂文的题材是广泛的，但他每有所作，都把眼光的焦点对准人心、人情和人性。无论披羊皮的刽
子手，还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道貌岸然者，抑或是拉起虎皮大旗虚张声势不做实事的假革命者，
以及那些卑怯的贪婪的没有长远眼光的被压迫者，他的笔都是直指每个“人”的灵魂。    鲁迅把人分
为主子、奴隶和奴才，在他的眼中，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应以解放自己，获得人的价值，做自己命
运的主人来寻求生之道路，来反抗同族和异族的压迫、屠戮、奴役、敲诈、掠夺和刑辱。他说：“生
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
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不仅如此，他对青年的指导也是诚恳的，热忱的，极其负责任的，“
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所以我终于还不想
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
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以免误解，就是：我之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
展，也不是放纵。”    鲁迅的杂文又多是批评的，批评出于不满，不满也出于对生命追求完善的天性
。因此他的杂文又是否定性的，但是这种否定又是以有所肯定为背景，并非某些人所识的鲁迅的杂文
多是“骂人”。他说：“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只有读懂了这些，我们才能懂得鲁迅灵魂深处对于我们中国人
和全人类的大爱。    读鲁迅的杂文，常常能发现文字精练、内涵精辟的“炼语”，令人拍案叫绝，过
目不忘，这是对我国新文化坚实而深厚的建设。“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
已经变了傀儡了。”(《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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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运命》)    然而，权力掩盖现实的黑暗，扭曲甚至力图抹杀
生命的残酷，迫使着鲁迅的杂文产生变奏，曲折，讽刺，反语，隐蔽，话里有话，带着愤懑，使先生
的思想也有些偏激，本意有些隐晦，读时会有一些不易理解，文中会尽可能给予注解，只求对读者有
所帮助。    在鲁迅五十五年的生命历程中，创作的杂文集达十六本之多。本书从先生众多的集子中挑
选一些为大家所共认的经典作品编辑成册，衷心希望能得到读者、同人及专家的批评和建议。    编者  
 201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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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篇》、《而已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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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外杂文》，这本《鲁迅杂文经典全集》全面展示了中国文学大师鲁迅的杂文，让您可以充分领略
大师的文学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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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想看看鲁迅对骂的那些作家批评鲁迅的文章，互相比较应该挺有意思。看完他的杂文，给我一
种中国一百年来什么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政府还是那些政府，宣传部门还是那么喜欢删删减减
。其中关于女性跟子女服毒自杀的文章和去年的那起事件又有什么不同？
2、书名是杂文 不是杂技
3、迅哥好像是见一个骂一个呀！

Page 10



《鲁迅杂技经典全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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