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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小说的名实意识
!

吴翔宇

摘
!

要!鲁迅的小说贯彻着一种具有现代品格的名实意识#名析离于实之外"遮蔽着人

的认知功能!通过命名"掩盖了吃人的社会本质$由于崇名"取消了主体的当下行为#鲁迅

运用无名身份与共名效应的比照%有名身份与正名困境的反讽等张力策略"还原了实的本

质#这种弃名崇实的意识"执著现在"强调当下之行"体现了鲁迅小说理性的文化批判立

场及文学精神#

关键词!名实意识$命名$无名$共名$正名

长期以来"儒家所推行的重名观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进程#名是道德观念和

实用精神生成的存在之有"成为人身上沉重的精神负荷#(五四)以降"主体意识的觉醒越

来越受关注"这为名实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条件#在这一方面"鲁迅小说所作出的努力值得

正视#他一方面揭露命名背后吃人本质及崇名对当下之行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无

名身份与共名效应的比照%有名身份与正名困境的反讽等叙事方式"澄明了实的本质#在

对名和实的判断%取舍等意向行为中"主体执著当下"秉持弃名崇实的理念"绽出和确证了

主体的知行意识"这正是鲁迅名实观的基本要义#

一%名对实的遮蔽作用

在鲁迅看来"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

(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既是吞噬弱者的障眼法"也是阻碍当下行动的绊脚石#究其

原因"(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

!

#研读鲁迅的小说"

不难发现!不管是当下视域的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古代的英雄和圣人"几乎都陷入名的泥

沼和困境中难以自拔#名如(鬼打墙)一般弥散成(无物之阵)"是黑暗与虚无势力不可忽

略的组成要素#在名的文化重压下"实的本质往往被遮蔽#鲁迅小说的名实意识的扩充

本源于名对实的作用关系"具体而言"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命名"掩盖了吃人的社会本质#鲁迅认识到"在中国文明这个(人肉的筵

席)中"吃人者依托强加的命名及开具的名目"将吃人行为合法化#对于现存秩序的反抗

者"则将其定义为异类加以驱逐或剿杀"使之无害化#*狂人日记+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刻

的剖析#(狂人)以怀疑精神的眼光对民族历史进行了独到的经验性解读和发掘!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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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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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所阅读到的并不是民族历史的总体性形态"而是从这一形态的隐匿的缝隙之中&(字缝里)'

看到了被遮蔽的历史本质#古今一致&(历史没有年代)'的历史以(仁义道德)之名掩盖其吃人的本质#

由此"当狼子村的佃户将其吃掉的人命名为(大恶人)时"吃人就具有现实合法性#封建礼教吃人也要借

看脉这一名目来揣人之肥瘠#他们的老谱是即使吃人"也要(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被吃者"(将

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这种软刀子割人不觉痛"吃人者虽然眼里含着恶狠狠的凶

光"可脸上却(笑吟吟)的#类似虚伪面目背后的勾当鲁迅早就看透!(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

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泪珠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

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22心里可真是这样想/ 一做戏"则台前的架子"总

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

!

(狂人)&*狂人日记+'%夏瑜&*药+'%(疯子)&*长明灯+'%

B

先生&*头发的故事+'%魏连殳&*孤独

者+'%吕纬甫&*在酒楼上+'%子君&*伤逝+'等人构成了鲁迅小说的(疯子)谱系#通过命名"(常人)

"将

其视为(异类)加以驱逐#在(常人)铲除异己的过程中"他们使用了压制声音的(驱巫)手段"目的是(不

让周围的人同他交流"让周围的人对谵妄病人的自由呼喊%高亢表演无动于衷"保持缄默)

#

#在这种不

容解释的集体行为下"(疯子)们被(常人)剿杀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是维持现实合法性的需要#以*长明

灯+为例"(疯子)因要熄灭自梁武帝点起的"一直传下来"没有熄过的(长明灯)而成了吉光屯的公敌#在

小说的开篇"吉光屯的茶馆里弥散着沉闷的空气和趋同的话题"三角脸%阔亭%方头%胖脸的庄七光%灰五

婶等人的闲谈引出了要熄掉长明灯的(疯子)"(疯子)成为游离于(茶馆)空间之外的(被言说者)和(被命

名者)#这种趋同的闲谈容易遮盖存在的真实声音"(人们在闲谈之际自以为达到了对谈及的东西的领

会"这就加深了封闭#由于这种自以为是"一切新的诘问和一切分析工作都被束之高阁"并以某种特殊

的方式压制延宕下来)

%

#小说的叙事人称和言说姿态&(我们.他)'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是整

个吉光屯正常秩序的维护者"而(他)则是一个偏离了正常轨道的(异数)#当他被加上了(不肖子孙)和

(忤逆)的名目时"(除掉他)就变得合情合理#而作为言说主体(我)的价值判断就附庸于作为整体的(我

们)中#这种言说方式将(疯子)强行排斥于现存的秩序之外"使之成为另类的(他者)而放逐到文化的边

缘#(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常人)是现实的胜利者"他们以集体的名义维护着现实存在的合理表象#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所谓(命名)&

2:,726/7:2

'"即(个人奴役似的被迫对一个符号的认

同)

&

#可以这样理解"(疯子)或(狂人)之名正是(众数)异己的(套话)&

?/1C1:/

D-

1

'"套话对(他者)进行

描述和行动时"可以省略推理的过程"是一种不由分说的表述"标志着对(他者)凝固的看法#因此"(疯

子)们作为(众数)不被认同的(他者)"始终受他人话语的奴役"在其没有形成真正自我诉求的时候"他的

自我本质却已经被他人预先界定了#其实"绕过这些命名"(疯)%(狂)%(异)所体现出的精神气质能让我

们洞察到这种(命名)的虚妄性#西方学者瓦尔特3

E+

法伊特认为!(理解有两个基本方面!理解他者和

疏者#)

'他的意思是如果读者与他者命名的话语完全一致"那么读者就失去理解的条件"结果也只有误

读$相反"读者只有跳出他者命名的框架"才能获得理解真实本质的权利#(疯)%(狂)%(异)来源于对世

俗观念的独异视角"是最适合用(疏者)化角度来解读的#在(疯子)们似乎疯癫的言行中"洞悉到了被普

遍社会意识盲视和遮蔽的社会本质#他们的独特的(疏者)世界恰是冷静和理智精神的交汇#当我们用

(疏者)的眼光去解读鲁迅小说的时候"能更好地理解鲁迅利用(疏者)拷问(他者)的叙事努力与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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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是与(文化反抗者)并立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日常习惯及秩序的存在者%维护者#海德格尔认为"他们是非本真%沉沦的人

的总称"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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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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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克尔凯郭尔称这类人为(极肤浅的非个人)和(群体人)"

这些人不需要孤独"当必须独处的时候"就会很快死去"是一种缺乏精神自我的个体"参见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中国工人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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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尼采则将其定义为(末人)%(平均人)#他们没有创造的愿望和能力$谨小慎微"浑浑噩噩地度日$其个性

已经泯灭"千人一面"把尚未丧失个性的人视为疯子#参见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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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这一视角"我们能清晰地洞悉到(常人)对(疯子)%(狂人)们命名的内在本质#

其二"由于崇名"主体被迫取消当下行为#在小说中"鲁迅用一贯的启蒙立场批判了国民对名的崇

拜而取消当下行动的劣根性#国民对自己的人格价值和社会角色的评定"依赖一种具有现代意识和人

格精神的当下担当作为前提#当他们意识不到名本身衍生的文化遮蔽力时"只能被动地生存于既定的

人生轨迹中"成为名的牺牲品#在这种生存境域中"人的主体意识是被给予的"其反抗意识自然隐退#

我们可以以*阿
>

正传+析之#一方面"阿
>

是很敬畏名的#他曾说过一次自己姓赵"这惹来了赵太爷

的不满!(你敢胡说4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 你姓赵么/)(你怎么会姓赵4 ...你哪里配姓赵4)这

是儒家正名的逻辑"名在言先"姓氏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由此"在这种名的威吓下"阿
>

只能怯生生地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另一方面"名又是阿
>

生活中的阳光雨露"有了名也就有了面子"才有可能在(与

人奋斗)中(得志)#而他的正式出名"则受惠于赵太爷给他的一记耳光"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其

理由是赵太爷是大名人"所以(打嘴巴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了)#这种对外在虚名的盲目推

崇既是阿
>

(精神胜利法)的重要内涵"也是他取消现实的行动%反抗的内在动因#阿
>

的跟随者还很

多"如卖弄和兜售(回)的四种写法"始终不愿脱下象征功名的又脏又破的长衫的孔乙己&*孔乙己+'"名

是他唯一骄傲于人"从而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但是"封建科举使他迂腐无能%好吃懒做"永远不能正视

现实"缺乏任何当下积极的行动"以致一生穷困潦倒"成为鲁镇咸亨酒店里的笑料#与孔乙己极其相似

的是陈士成&*白光+'"为了追求名"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在逐名无望的时候"失去了生存的热望#在象

征着科举功名的(白光)的指引下"最终沉入万流湖底"结束了生命#此外"*端午节+和*高老夫子+中的

方玄绰和高尔础都是爱慕虚荣"讲究名士气派"将(名)看得比生活更重要的人#方玄绰经常挂在嘴边的

(差不多主义)%(无是非)是他藐视实践%取消行动的最大借口#高尔础是个(思想极端腐败%连高尔基的

姓名都不了解的人物)"鲁迅偏让他改名高尔础"对这个好虚名的假道学"作者毫不留情地予以讽刺和调

侃"给他冠以各种头衔!(高老夫子)"(高尔础)%(高老师)%(高干亭)%(老杆)%(础翁)#这些看似矛盾的

称谓指涉同一个人"把他不学无术%卑鄙下流%装腔作势%附庸风雅%故作正经%热衷虚名的丑恶嘴脸暴露

无遗#高老夫子每天最爱做的事情是(照镜子)与(打麻将)#(镜子)是文中反复使用的道具"共出现
%

次"

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它与虚假%幻象%易碎相联系"隐喻了高老夫子热衷的(新学问%新道德)都是不堪一击

的虚假的幻影#从深邃的鼻孔的海里传出的嘻嘻(笑声)"是他沉溺于各种虚名下卑劣且虚无的灵魂的真

实写照$打麻将是他完成灵魂拯救的有效手段"(打出来的骨牌在初夜的寂静中清澈的作响)"使他渐渐舒

适"乐观"(世风也终觉得好了起来)#应该说"鲁迅将这类人的精神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从上可知"命名和崇名的后果是!吃人的历史本质被遮蔽"主体的当下行动被取消#由于名的遮蔽

作用"人对实的认知越来越偏离了它的本质"其后果是人不可能用自己的生命意识去拥抱和创造空间"

也更不用说通过主体的反抗去获致意义和希望了#这样一来"(主.奴)社会的伦理秩序和(铁屋子)的

空间秩序也就越来越稳定"时间从社会进程中抽离出来"被悬置和吞噬#这里呈现的是如伊恩3瓦特所

说的古典叙事&(无时间的故事反映不变的道德真理)'

!

#它为中国的社会深层结构停滞不前"没有严

格意义的(历史)流动感的社会本质作了很好的注脚#

二%名的消解与实的去蔽

对于重名轻实的危害性后果"鲁迅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判断和认识#如果说社会现实因受名的遮蔽

而处于一片黑暗%一团神秘中"如果说主体在体验存在这伟大神秘时他们的力量变得非常微弱"那么"主

体该如何对与自己的本质休戚相关的神秘表达自己的存在态度和生存方式呢/ 鲁迅的方法是将名置于

历史的现场"在互文参照中"我们能在文本内与外%文本和历史语境中洞悉名与实的多维关联"祛除名蒙

于实上的晦蔽"藉此还原历史的真实本质#这主要通过两种张力策略来实现#

一是无名身份的共名效应放大了名的虚妄性#所谓(无名)是指人物本身没有名目&甚至连姓名都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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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模糊'"以音%形状%习惯或称谓暂代#(狂人)是无名的"(某君昆仲"今隐其名)"(惟人名虽皆村人"不

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孔乙己是无名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

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阿
>

是无名的"(我并不知道阿
>

姓什么"有

一回"他似乎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我又不知道阿
>

的名字是怎么写的#22阿桂还是阿贵呢)"

(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九斤%七斤%六斤是无名的"(这村庄的习惯有些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

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祥林嫂是无名的"(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山

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此外还有如(一大簇人)%(一堆人)&*药+'"(几堆人)&*明天+'"(人

丛)%(马蚁似的人)&*阿
>

正传+'"(三角脸)%(方头)&*长明灯+'"(秃头)%(红鼻子胖大汉)%(白背心)&*示

众+'等都属于无名者#在传统小说那里"很难想象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物能成为讲述故事中的人物"而鲁迅

的这种书写到底是要建构人物身份还是要消解人物身份/ 这种叙事背后蕴含着什么哲理意味呢/

用老子所谓的(无)&即它随时%随处存在却又无以名状'来理解鲁迅的无名身份书写有很大的启发

作用#无名身份的塑造就是对虚名本身的一种消解和颠覆#同时"无名人物无时无处不存在"在共时的

层面上人物身份的归属因为模糊而扩散"这种超越时空的无名也就成为共名式的典型人物#由于无名

人物没有文化身份的深切认同"没有明确的社会阶层的身份归属"使他们成为一个概括性的游离式的

(符码)"由此"无名人物身后有诸多的跟随者和认同者"他们共同构成具有相同精神特质的共名系列#

如此看来"无名)身份越隐晦越不确定"就越有现实概括性和弥散性"它能突破了空间的限制"打通了对

现实的理性阐释"达到从(个)的发现到(类)的概括的共名效应"这体现了鲁迅对名和实关系的辩证思考

和独特的艺术效果#由此"无名人物就成为带有抽象概括性的寓言式人物"名的虚妄性被扩散和渗透到

了社会历史的各个层面#名作为附加在实表面的外在符码"其本身的地位和功能受到质疑#其结果是

名的虚妄性和遮蔽性被放大"实的本质被彰显出来#

二是有名身份的正名困境消解了名的神圣性#鲁迅曾说过!(更必须多多,教训-那些痛心的愚劣人

民"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

!所谓(正名)就是要改变能指与所指不符的现象"它是(名实)观的应有之

义#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正是依托这种时间(距离)"历史才变得庄严神圣#在鲁迅看来"这种由

时间造成的神圣感会导致对历史的(误读)或(曲解)"它会把历史人物包裹得像出土文物那样"古色古

香%土花斑斓"就像(鼎在周代"恰如碗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得干干净

净"金光灿烂)

"一样"历史本身%历史人物也不例外#*故事新编+的主人公多是先秦的名士%圣人%英

雄"但这些有名者在为自己正名时"都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中#昔日很有名望的射日英雄后羿&*奔月+'

在面临狩猎时代向农耕时代的转变"名实不符"很难适应#在这种错位的时空环境中"后羿仿佛走进了

(无物之阵)"昔日的强弓利矢只能用来射乌鸦%母鸡#老太婆的话颠覆和解构了后羿曾经的名!

(你真是枉长白大4 !!你究竟是谁哪/)

(我就是夷羿#)!!(夷羿/ !!谁呢/ 我不知道#)!!

(有些人是一听就知道的#尧爷的时候"我曾经射死过几匹野猪"几条蛇!!#)

(哈哈"骗子4 那是逢蒙老爷和别人合伙射死的#!!)

后羿为自己正名和辩诬时"潜意识中有对昔日名的向往&(有些人是一听就知道的)'但现实的语境

中的遭遇让他的正名变得没有说服力"也没有底气#*采薇+中的伯夷%叔齐是儒家忠义的代表人物"孔

子称他们是(古之贤人)&*论语3述而+'"孟子称伯夷为(天下之大老)&*孟子3离娄+'#他们为自己正

名的方式是始终抱着(不食周粟)的气节"在首阳山"当小丙君和阿金姐用相同的话(,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难道你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质问他们时"他们失语了"(好像一个大霹雳"震得他们发

昏)"最终郁郁死去#他们正名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意识到了(商王无道)"(变乱旧章"原是应该征伐

的)"然而却还要(撇下祖业)"(昏弃其家国)"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脱离现实的社会景况"一生死抱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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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翔宇!论鲁迅小说的名实意识

谓(义士)的虚名#*出关+和*起死+中的老子和庄子都是知识的传播者%智者的代表"老子给签子手%帐

房和书记讲其所谓(道可道)(众妙之门)时"大家面面相觑"显出苦脸来"签子手打起哈欠"书记竟打起瞌

睡来#从*道德经+和其他收缴物胡乱摆放的命运不难看出老子正名的失败#庄子救醒了汉子"汉子非

但不感谢还向他索要衣服%包裹和伞"庄子用他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理论向他解释"结果正名

无效"在百般无奈的时候"庄子被迫吹响警笛来自救#

显然"鲁迅的这种叙事是他对历史的(刨祖坟)式的拷问"撕掉披在古代英雄%圣人身上的虚假面纱#

在他看来"现在的情形是(古来如此)%(古已有之)#重名轻实的国民根性在古代人物身上早有表征#过

去与现在的(共同性)的精神本质在于历史文化传统的集体无意识延传#其实诸子百家中的各家学说"

真正为民众设想的实在微乎其微"(什么百家争鸣呢/ 说是百家争,名-反倒更贴切",以此驰名"联合诸

侯-才是他们的本意#)

!此话看似偏激"但也颇能切中诸子百家的文化心理#鲁迅崇尚的是脚踏实地的

实干精神"他认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

的人"22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

梁#)

"

*补天+中的女娲%*非攻+中的墨子%*理水+中的大禹%*铸剑+中的(黑色人)%眉间尺等人在现实的

语境中"抛却名的诱惑和影响"扎实苦干%决绝反抗"这些都是鲁迅赞赏的#

通过名与实张力结构的建构"让文本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容纳和生成了多种意义"按乔姆斯基的语言

结构&深层与表层'论"文学语言的深层结构要远比日常语言的深层结构丰富得多"它大大扩展了表层结

构的内在意义场#采用以上两种叙事方式能突破能指在表达所指时"不可能说出对象的所有方面的局

限"在(名)这个符码的外部空间生发出互文性的增殖效果&(无名)个人与(共名)群体的相互扩充%古人

与现代人的彼此映照'#在文本(置换)的互动中"文本对社会历史阐释的意义就更加深广#将名与实置

于丰富多彩的文本内外的语义场中"能将遮蔽了的文本内部%文本间%文本和文化语境的(语言形象)重

新激活起来#这正体现了鲁迅小说关于名实意识的独特叙事功力#

三%弃名崇实的现世情怀

五四发现了(人)"也对人的名实意识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询#新的名实意识是建构在对旧的名实

观的扬弃和重构基础之上的#鲁迅意识到了传统思维中名对实的危害性和遮蔽性"一针见血地指出!

(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好名目当然也好得很#只可惜美名未必一定包着美德)

#

#他发出呼吁!

对于那些带着假面具"(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言行不符"名实不副)"以名招摇者"鲁迅则(偏要在庄严

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

%

#这些表明了鲁迅对以规范秩序与价值判断为载体的传统名实观的怀疑与

否定"这种否定的姿态消解了纠缠在个体生命身上的种种理性缰绳%超越了整体精神%道德观念强加在

个体身上的存在之有的终极取向#

在鲁迅看来"对名盲目的推崇和迷恋是一种顺从%妥协的思维短视$预成的肯定之中隐含着一种臆

想"一味肯定和认同的过程正是消磨斗志和个性"削减多样性和特殊性的过程#鲁迅小说的名实意识的

显在表现是鲁迅的(自我)及其心灵世界在当下的生存状态"而其基本结构却是个人与历史%个人作用与

历史运动等问题"主体是在这一结构中形成的"也只有借助这一结构才能得以说明#鲁迅对于主体的当

下审视是完全个人化的"然而却包含着深刻沉厚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内容"主体思维的任何一次调整"都

源于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全面而深刻的体认#在批判旧的名实观的同时"他建构了弃名崇实的文学

精神"并以此作为指导其文化批判的立场#具体而论"弃名崇实的文化意义包孕了如下两方面!

第一"弃名崇实彰显了鲁迅一贯的(实干)精神#鲁迅无情地撕破梦幻的面纱"将血淋淋的事实置于

现在"并强调当下之行"(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二十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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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

!当主体单剩下自己真实的内心与世界相对时"外在的诱惑和虚幻的梦想也就

被驱散#由此"主体是独立思考和选择%独立领会和行动着的(我)自己"而不是假冒(我)的名义"将一切

交给虚名或他人来安排的(常人自己)#魏连殳&*孤独者+'在给(我)的信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我称你什

么呢/ 我空着"你自己愿意称什么"你自己添上去罢"我都可以的#)(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

就是"我都可以的#)这是魏连殳在死亡的(临界处境)中对名的透彻而深刻的理解#鲁迅让生性充满叛

逆和狂妄特质的(孤独者)最终走向死亡或幻灭的道路"体现了他对生死转换的理性沉思#他们的(狂)

既来源世俗的偏见"传统将其视为(狂人)$同时又有现实所逼迫生成的缘故#他们的死带给我们更多拷

问现实%反观生的启示#在文本的最后"(我)听到魏连殳的死"竟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魏连殳的

生让(我)认识到什么是虽生犹死"他的死却让(我)看到了获得解脱和新生的愉悦#魏连殳是一个彻底

的叛逆者%反抗者"最终用(自戕)的方式复仇这个世界"借以毁灭包括旧我在内的黑暗人间"由此"通过

死亡逃脱了尘世的龌龊纷争"获得了灵魂的自由#*铸剑+中的(黑色人)不但拒绝命名"认为(义士)这样

的称呼会冤枉他"(同情)的说法使他遭受侮辱"更将(仗义)%(同情)这些在常人看来高尚%伟大%光荣的

名称进行了审判"认为(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正人君子)是(新时

代里精神的放债者)"他们拿走(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自称(喷泉%热与太阳)"你的被同情%产业%爱

人都是它赏赐给你的"(无非要你报答一点)"否则"便用(忘恩负义)给你治罪"使你(身败名裂)#他看穿

了(正人君子)的伎俩"也看清了那些虚名的欺骗本质"所以他说(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

要给你报仇4)他以强烈的复仇行为与虚名抗争"独自肩着黑夜"在艰难的踯躅中走着属于自己的道路#

第二"弃名崇实凸显了鲁迅(执著现在)的历史精神#鲁迅对过去和未来始终是保持理性和警惕的#

他意识到"过去和未来都可能成为(名)寄生的土壤#如过去的光环和未来的预设都可以让主体逃离当

下的时间境域"丧失当下的行动#因为(过去时间和将来时间的不在场性"很容易为怯懦者提供时间归

所)

"

#鲁迅执著于当下"克服过去和将来时间体系中名对实的遮蔽影响"将过去和将来作为对现在阐

释的一种背景"既不把过去凝固化和神圣化"也不等同于对将来任意地美化#过去与将来作为一种心理

体验而被收归于现在这一时域之中"作为自然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与将来都被抽出了内容"也就是说不再

是一个实体性存在"仅仅代表着一种借以窥视和预测事物和现象规律的参照性时域#于是"历史不再是

等待由主体之外的力量将某物填充的空虚结构"它本身成为主体体验%经验的对象"它不再是工具性的"

而是属己的"自身实现着的#这也意味着将主体推至虚无的前台"没有后路可遁"唯有不断超越和前行#

在这里"人的表与里%灵与肉的对立%奔突以至最后虚无的发现及和解"都得到了充分的演示#这样"不

但剥去了附在实上的名的蔽晦"而且理顺了名与实的先后逻辑关系与意义建构#

总之"要穿透存在物的遮蔽"让本真的存在到场%显现"要求主体精神介入存在物的内部"破除名的

影响和牵绊%还原一个赤诚的自我"这是鲁迅小说名实意识建构的逻辑基点#鲁迅小说的名实意识以

(执著现在)为内核"以实干的精神来对抗名的虚妄和危害"这种名实意识与文本所生成的意义联系在一

起"共同参与和介入鲁迅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显示了其小说的独特价值#鲁迅的小说从瞬间中提取永

恒"从非固定%开放的名实关系和充满问题性%未完结性的历史意蕴中生成一种深刻的现代精神"成为中

国现代社会的隐喻和寓言#这种(弃名崇实)的观念是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是(个人)发现和觉醒的现

代性标志"是符合自身逻辑系统的对主观意识的确信"体现了鲁迅所把握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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