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概地说
: “

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 ”

因

此提出了
“

痛打落水狗
”

的光辉论断
。

然而
,

作为革命英雄的莱昂夫妇思想还不是那么成

熟
,

但他们的沉痛教训还是发人深省的
,

雪

莱能提出这个问题也是难 能可贵的
。

在诗中
,

诗人以其满腔的热情歌颂了人

民的坚决抵抗
,

生动地塑造了莱 昂这个革命

者的典型—
从开始阻止人 民处死暴君到同

情并号召人 民以暴力手 段进行 自卫 的全 过

程
,

形象鲜明感人
。

雪茱通过莱昂这个形象客

观地告诉人们
:

革命者不仅要有崇高的信仰
,

而且还必须坚持为实现自己的信仰而 斗 争
。

后来
,

暴君再次背信弃义
。

莱昂为了营救妻

子再次上当
。

残酷的暴君把他们双双推入火

中
,

活 活地烧死了
。

在这最后的时刻
,

他们

还
“

凛然生死义
、

临危 自从容
” ,

大声 疾 呼
:

“

让天下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平等! ” “

我们的死

亡会促进人类的前程 ! ”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

鲜血写下了可歌可泣 的篇章
, “

他们虽 死 犹

生
,

永垂于千秋万世 !
”

雪莱的这部诗作表达了当时欧洲最先进

的思想和最进步的美学观点
。

但也存在着不

少局限性
,

如在革命暴力问题上
,

他既声明

要
“

以不流血的方式推翻压迫者
” ,

还在正文

中几处发泄对革命暴力的不满情绪
,

尽管他

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革命暴力的必要性
,

但实

际上仍不提倡人 民拿起武器自卫
、

反击压迫

者
。

尽管雪莱的思想有一定的局 限性
,

但他

所写的这部《伊斯兰的起义》表现 了雪莱的革

命意志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

这部长诗是雪

莱早期社会政治和美学思想的概括及其诗歌

的最高峰
,

和他的其它作品一样
,

同为世界

文学宝库里的不朽遗产
。

“

条 陈
”

— 读鲁迅著作 日记之三

香 牛

“

条陈
”

见《故事新编
·

理水》
。

有的注解

说
:

条陈即旧时下级向上级分条陈述意见的

文件
。

其实
,

简明通俗一些的说法
,

条陈就

是现在的
“

报告
”

或
“

意见书
” 。

但他的用处
,

却与今 日略有不 同
。

今天
,

如果你的
“

报告
”

真是堕地作金石声
, “

意见书
”

真是提出了合

理的要求或建议
,

领导上是一定会考虑或想

出解决的办法来的
。

但在过去却不 同
。

在《而已集
·

反漫谈》

一文中
,

鲁迅慨叹而幽默地说
“

我身做十年官

僚
,

目睹一打以上的总长
”

才得到这一 种学

识
。

鲁迅说
,

我所 目睹一打以上的总长之 中
,

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
。

于是听话的属

员
,

便纷纷大上其条陈
,

久而久之如石沉大

海
。

莫非这许多条陈都一无可取吗 ? 后来我

才明白
。

原来做官的课程表上有一 项就是
“

看

条陈
” 。

因为他要
“

看
” ,

就须要你来写
。

如此

而 已
。

如还有另外奢望
,

如指望他能采纳你

的意见
,

或想出什么办法之类
,

那只能怪你

自己胡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