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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贵 的 自省
、

慎 独 精 神

— 从《一件小事》看鲁迅怎样对待文化传统

唐 荣 昆

7。年前
,

即
“

五四
”

运动发生的那一年
,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
,

向全中国

的成年同胞发出号召
,

要人们肩负起这一神圣的义务
:

自己背着 因袭的重担
,

肩住了黑暗的 闸门
,

放他们 (孩子们 ) 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

此后幸福 的 度

日
,

合理的做人
。

这震天撼地的话语
,

本该对 中国社会的发展
,

尤其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除旧
、

布新
,

起着极大

的推动作用的
。

但是
,

由于几千年以农立国的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的惰性
,

鲁迅的谆谆教诲
,

逐渐被人们淡忘
、

疏忽
,

甚至背弃 了
。

然而
,

历史却是无情的
,

当暴虐的皮鞭抽打 了人民的背脊之后
,

痛定思痛
,

人们才重新

想起了鲁迅的功绩
。

1 9 3 6年 10 月
,

鲁迅逝世后不久
,

郁达夫在《怀鲁迅》的悼文中
,

写了这样一段话
: “

没有伟

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
,

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 有了伟大的人物

,

而不知道拥护
、

爱戴

和崇仰的国家
,

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 ”

而今
,

过了五十多年
,

我们才真正体味到这句话的

真谛
。

—
“

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 、 “

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 ,

拿来形容那黑暗岁月中大多数中

国人的精神面貌
,

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

这 日子己经过去
,

但惨痛的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

为了

中华民族的振兴
、

崛起
,

我们对鲁迅这一伟大人物的
“

拥护
、

爱戴和崇仰
” ,

不能停留在口 头

上
,

或仅仅保存在心里
,

而是要切实地行动起来
。

7 0年前
,

鲁迅深感改造国民精神之刻不容缓
,

并发出了
“

救救孩子
”

的呼叮
。

为了让几万

万 中国同胞
,

从封建的栓桔 下解放出来
,

与
“

因袭
”

的道德观念
“

彻底决裂
” ,

他用笔投入战斗
,

夙夜匪懈
,

竭力尽瘁
,

献出了毕生精力
。

在
“

五四
”

文化运动
“

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

反对旧

文学提倡新文学
”

的
“

两大旗帜
”

下
,

鲁迅真正是一员
“

凶猛的闯将
” 。

可惜的是
,

我们这些后来

人
,

对他的作品往往领悟不深
,

没有看到他
“

每作一篇
,

都是
`

有所为
’

而发
,

是用在改革社

会的器械
”

①
。

于是
,

在评介讲析 中
,

难免抹煞了它的锋芒
,

减弱了它的威力
。

这样
,

从客观

效果来看
,

也就是让种种
“

因袭
”

观念在民族群体中继续潜藏下去
,

甚至得以
“

沉滓泛起
” 。

纂

于这样的认识和感受
,

现在
,

当我们重新捧读鲁迅的篇章
,

内心是怀着深重的歉疚的
,

真正

是
“

时时熬了苦痛
” “

想到 自己
” ,

也想到远远近近许多许多的人
。

这里将要着重论析到的《一件小事》
,

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许多作品中具有

代表性的一篇
。

许 多 人 认 为 小 说 的 主 旨 是

“

歌 颂 劳 动 人 民 的 崇 高 品 德

。 ”

— 其实这只是作品



,

并 不 能 包 涵 全 篇

。

有 的 人 认 为 小 说 表 现 了

“

从 劳 动 人 民 的 优 秀 品 质 中 体 现 出 革 命

的 力 量

”

和

“

革 命 的 希 望

” , “

看 到 了 祖 国 光 明 远 大 的 前 途

”

的 题 旨

。

—
这样一来,

便 无 法 理 解

“

五 四

”

革 命 高 潮 之 后

,

鲁 迅 为 什 么 又 转 入

“

仿 徨

” ? 继 《 呐 喊 》 之 后
,

第 二 部 小 说 集 为 什 么 题 名 为

《 仿 徨 》 ? 有 不 少 的 人 认 为 小 说 反 映 了 知 识 分 子 克 服
“

个 人 主 义

” 、 “

自 私 自 利 的 劣 根 性

” 。

—这样,

完 全 不 符 合 鲁 迅 对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问 题 历 来 所 持 的 观 点

。

持 此 论 者 也 从 未 引 述 过 除 作 品

本 身 之 外 的 任 何 材 料

,

加 以 证 明

。

我 认 为

, 《 一 件 小 事 》对 知 识 分 子 身 上 背 负 着 的
“

因 袭 的 重 担

” ,

是 作 了 深 刻 的 挖 掘 的
,
而

且
,

作 品 更 侧 重 在 褒 扬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身 上 具 有 的 美 好 品 德

。

《一 件 小 事 》 通 篇 只 九 百 来 字
,

可 说 是 一 篇 微 型 小 说

。

然 而

,

它 的 简 洁 精 炼

,

它 的 容 量 之

大

,

开 掘 之 深

,

实 在 是 令 人 惊 叹 的

。

请 看 小 说 的 开 头 一 段

:

我 从 乡 下 跑 到 京 城 里

,

一 转 眼 己 经 六 年 了

。

其 间 耳 闻 目 睹 的 所 谓 国 家 大 事

,

算 起 来 也 很 不 少
;
但

在 我 心 里
,

都 不 留 什 么 痕 迹

,

倘 要 寻 出 这 些 事 的 影 响 来 说

,

便 是 增 长
了

我 的 坏 脾 气

,

—
老实说,

便 是

教 我 一 天 比 一 天 的 看 不 起 人

。

这 里 写 到 了 一 个 中 心 人 物

:

知 识 分 子 的

“

我

” ;
写 到 了 他 所 生 活 的 环 境

:

民 国 初 年

,

军 阀 统 治

下 的

“

乡 下

”

和

“

京 城

” 。

这 样 的 一 个 人

,

生 活 在 这 样 的 社 会 环 境 中

,

他 就 自 然 而 然 地 会 在 内 心

产 生 一 种

“

坏 脾 气

” ,

而 且 日 益

“

增 长

”

起 来

。

为 什 么 会 造 成 这 样 的 结 果 呢
? 对 于这 一 问题

,

以

往 的 评 论 者

,

是 没 有 做 过 令 人 满 意 的 回 答 的

。

鲁 迅 说 过

: “

我 的 文 章

,

未 有 阅 历 的 人 实 在 不 见 得 看 得 懂

。 ” ② 跟 鲁 迅 同 时 代 的 那 些 涉 世 未

深 的 青 年 是 这 样
,

今 天 的 青 年 就 更 不 用 说 了

。

如 果 对 中 国 的 社 会 世 态

,

以 及 它 的 历 史 传 统

,

没 有 足 够 的 认 识 和 了 解

,

真 正 是 难 以 读 懂 鲁 迅 的 作 品 的

。

对
《 一 件 小 事 》 历 来 的 误 解 之 多

,

也

足 以 证 明 这 一 点

。

我 认 为

,

要 了 解 小 说 中 的 知 识 分 子

“

我

”

以 及 他 的

“

坏 脾 气

” ,

有 必 要 对 中 国 封 建 时 代 的 知

识 分 子 的 社 会 地 位 和 处 境

,

以 及 他 们 的 人 生 态 度

、

处 世 哲 学

,

作 一 大 略 的 考 察

。

在 漫 长 的 封 建 社 会 中

,

中 国 的 知 识 分 子 一 般 都 是 抱 着

“

士 为 知 己 者 用

” ③ 的 人 生 态 度 的
,

正 如 俗 话 所 说

、 “

学 成 文 武 艺

,

卖 与 帝 王 家

” 。

若 是 遇 到 顺 境

,

则 充 分 发 挥 自 己 的 才 能 为 世 所 用

;

处 于 逆 境

,

则 只 顾 保 全 自 己

,

或 当 个 隐 士

,

将 知 识 和 才 能 藏 之 名 山

,

束 之 高 阁

,

终 于 老 死 山

林

。

孔 子 在
《 论 语

·

公 冶 长 篇
》 所 说

: “

邦 有 道 则 知

,

邦 无 道 则 愚

。 ”

孟 子
《 尽 心 篇 》所 说

: “

穷 则 独

善 其 身

,

达 则 兼 济 天 下

。 ”

这 些 便 是 封 建 教 育 培 养 下 的 许 多 知 识 分 子

,

历 来 所 祟 奉 的 生 活 信 条

。

汉 末 三 国 时 代 著 名 的 知 识 分 子 诸 葛 亮

,

他 在
《 出 师 表 》 中 对 自 己 出 仕 任 职 之 前 的 生 活 态 度

,

是

这 样 表 述 的

: “

臣 本 布 衣

,

躬 耕 于 南 阳

,

苟 全 性 命 于 乱 世

,

不 求 闻 达 于 诸 侯

。 ”

后 来 又 为 什 么 出

山 辅 佐 刘 备

,

干 出 一 番 事 业 来 呢 ? 对 此 他 也作 了 说 明
: “

先 帝 不 以 臣 卑 鄙

,

狠 自 枉 屈

,

三 顾 臣

于 草 庐 之 中

,

咨 臣 以 当 世 之 事

,

由 是 感 激

,

遂 许 先 帝 以 驱 驰

, ”

一 句 话

,

就 是 为 了 报 答 刘 备 的

“

知 遇

”

之 恩

。

象 诸 葛 亮 这 样 的 立 身 处 世 的 态 度

,

在 中 国 封 建 时 代 的 知 识 分 子 中

,

是 很 典 型

,

很 有 代 表 性 的

。

中 国 封 建 时 代 的 知 识 分 子

,

实 际 上 是 把 自 己 的 知 识 和 才 能 当 作

“

商 品

” ,

作 为 投 靠

“

明 主

”

的 资 本

,

待 价 而 沽

。

说 穿 了

,

就 是 一 种

“

奴 性

” ;
他 们 没 有 自 己 独 立 的 人 格

,

必 须 依 附 于 皇 帝

—
“

君 主

”

或 某 一 显 官

,

才 得 以 施 展 自 己 的 才 能

,

实 现 自 己 的 抱 负

。

李 白 在
《 与 韩 荆 州 书 》 中

说
: “

生 不 用 封 万 户 侯

,

但 愿 一 识 韩 荆 州

。 ”

王 安 石 在
《 答 司 马 谏 议 书 》 中 说

,

: “

某 …… 受 命 于 人

主
。 ”

范 仲 淹 在
《 岳 阳 楼 记 》 中 也 说

: “

居 庙 堂 之 高

,

则 忧 其 民
;
处 江 湖 之 远

,

则 忧 其 君

。 ”

因 为

,



,

认 为 整 个 国 家 社 会

、

臣 民

、

土 地

、

山 河

、

草 木

,

一 切 都 是

皇 帝 的

。

所 谓

“

普 天 之 下

,

莫 非 王 土
;
率 土 之 滨

,

莫 非 王 臣

。 ”

④海 瑞 的 《 治 安 疏 》开 头 便 说
:

“
君 者

,

天 下 臣 民 万 物 之 主 也

。 ”

历 代 的 知 识 分 子

,

大 都 超 脱 不 了 这 一 传 统 的 观 念

。

当 统 治 者

昏 庸 无 道

,

朝 纲 靡 乱

,

时 局 动 荡

,

处 于

“

乱 世

”

的 时 候

,

知 识 分 子 就 只 好 采 取

“

明 哲 保 身

” , “

独

善 其 身

”

的 处 世 态 度 了

。

鸦 片 战 争 以 来

,

至

“

五 四

”

运 动

,

乃 至 封 建 军 阀 统 治 的 整 个 时 期 里

,

中 国 社 会 一 直 是 处 于

“
内 忧 外 患

” , “

灾 难 深 重

”

的

“

乱 世

” 。

封 建 时 代 深 受 孔 孟 儒 家 教 育 熏 染 的 知 识 分 子

,

生 活 在 当

时 那 样 的 环 境 中

,

绝 大 部 分 都 是 抱 着

“

苟 全 性 命

” 、 “

独 善 其 身

”

的 处 世 态 度

。

对 知 识 分 子 这 种

精 神 状 态

,

鲁 迅 是 深 有 了 解 的

。

鲁 迅 少 年 时 代

“

三 味 书 屋

”

的 老 师 寿 镜 吾

,

就 是 一 位

“

明 哲 保

身

”

的 知 识 分 子

。

他

“

方 正

、

质 朴

、

博 学

” ,

得 到 学 生

、

家 长

、

乡 里 广 泛 的 赞 誉

。

但 他 60 年如一

日
,

勤 勉 负 责 教 好 几 个 学 生

,

维 持 一 家 清 苦 的 生 活

,

不 愿 出 去 做 官

。

他 认 为 当 时 是 贼 官 当 朝

·

是 乱 世

,

有 良 心 的 知 识 分 子 就 不 该 出 去 做 事

。

有 一 次

,

他 的 二 儿 子 沫 邻 要 去 参 加 科 举 考 试

,

寿 先 生 执 意 不 让 去

,

竟 将 儿 子 关 进 书 屋 里 锁 起 来

。

寿 沫 邻 还 是 从 窗 户 逃 出 去

,

终 于 考 上 举 人

,

在 黑 龙 江 省 一 个 县 里 当 县 官

。

后 来 儿 子 派 人 给 寿 镜 吾 先 生 送 来 一 大 笔 银 钱

,

孝 敬 他 老 人 家
;

寿 先 生 见 后 大 发 雷 霆

,

骂 道

: “

畜 生

,

不 听 话
! ”

要 来 人 将 银 子 原 封 不 动 的 带 回 去

。

⑧

以
“

改 变 国 民 精 神

” ,

改 造 中 国

“

国 民 性

”

为 己 任 的 鲁 迅

,

对 于 知 识 分 子 如 何 摆 脱

`

因 袭

”

观

念 的 间 题

,

是 尤 为 关 注 的

。

19 2 5年 2 月 29 日所写的《 通 信 》 一 文 中
,

他 对 革 命 的 道 路

、

前 途

,

还 是 作 这 样 的 设 想

: “

现 在 也 只 好 从 知 识 阶 级 一 面 先 行 设 法

,

民 众 俊 将 来 再 谈

。 ” ⑥而 且 在 关

于 人 生 哲 学
、

处 世 态 度 这 一 重 大 的

、

根 本 性 的 问 题 上

,

他 更 为 注 意

,

思 考 得 更 多

。
19 1 9年 n

月
,

即 写 作
《 一 件 小 事 》 的 前 一 个 月

,

他 写 的 《 恨 恨 而 死 》 一 文
,

就 是 侧 重 在 批 评 知 识 分 子

“

愤

世 嫉 俗

”

的 处 世 态 度 的

。

他 说

: “

古 来 很 有 几 位 恨 恨 而 死 的 人 物

。

他 们 一 面 说 些

`

怀 才 不 遇

, `

天

道 宁 论

’

的 话

,

一 面 有 钱 的 便 狂 漂 滥 赌

,

没 钱 的 便 喝 儿 卜 碗 酒

,

—
因为不平的缘故,

于 是 后 来

就 恨 恨 而 死 了

。 ”

又 说

: “

中 国 现 在 的 人 心 中

,

不 平 和 愤 恨 的 分 子 太 多 了

。

不 平 还 是 改 造 的 引 线

,

…… 但 万 不 可 单 是 不 平
。 ” “

至 于
愤

恨

,

却 几 乎 全 无 用 处

。

愤 恨 只 是 恨 恨 而 死 的 根 苗

,

古

.

人 有 过

许

多

,

我 们 不 要 蹈 他 们 的 覆 辙

。 ”

⑦在 其 他 一 些 文 章 和 书 信 中
,

鲁 迅 又 多 次 谈 到

,

对 现 实 不 满

的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

他 们 的 老 毛 病 是

“

骄 傲 和 玩 世 不 恭

” ,

好 象

“

全 世 界 的 苦 恼 都 萃 于 一 身

,

在 替

大 众 受 罪 似 的

” ;
并 指 出 这

“

正 是 中 产 知 识 阶 级 分

一

子 的 坏 脾 气

。 ” ⑧

鲁 迅 还 一 再 地 指 出 这 种
“

坏 脾 气

”

的 危 害 性

,

劝 告 人 们 彻 底 抛 弃 这 毛 病

。

他 说

: “

卑 怯 的 人

,

即 使 有 万 丈 愤 火

,

除 弱 草 外

,

又 能 烧 掉 什 么
?

” “

国 民 倘 没 有 智

,

没 有 勇

,

而 单 靠 一 种 所 谓

`

气

’

实 在 是 非 常 危 险 的

。 ” ⑨他 希 望 中 国 青 年
“

都 摆 脱 冷 气

,

只 是 向 上 走

,

不 必 听 自 暴 自 弃 者 流 的

话

。

能 做 事 的 做 事

,

能 发 声 的 发 声

。

有 一 分 热 发 一 分 光

。 ”

L

这 里 还 要 提 到
,

鲁 迅 所 指 出 知 识 分 子 身 上 这 一 传 统 的 锢 疾

,

实 际 上 投 身 于 民 主 革 命 洪 流

的 许 多 较 为 敏 感 的 知 识 分 子

,

同 样 也 注 意 到 了 这 一 问 题

。

朱 自 清 在
《 论 气 节 》 一 文 中

,

就 曾 这

样 谈 论 到

: “

在 专 制 时 代 的 种 种 社 会 条 件 下

” , “

士 人 的 立 身 处 世 就 偏 向 了

`

节

’

这 个 标 准

。 ” “

忠 节

与 高 节

,

都 是 个 人 主 义 消 极 的 表 现

。

忠 节 至 多 造 就 一 些 失 败 的 英 雄

,

高 节 更 只 能 造 就 一 些 明

哲 保 身 的 自 了 汉

,

甚 至 一 些 虚 无 主 义 者

。 ”

L据 一 部 传 记 文 学 《 郭 亮 的 故 事 》 的 介 绍
:

当 年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湖 南 长 沙 主 持
《 湘 江 评 论 》 的 编 务 时

,

郭 亮 同 志 与 毛 泽 东 同 志 第 一 次 见 面

,

两 人 倾 心

交 谈 时

,

毛 泽 东 同 志 握 着 郭 亮 的 手

,

笑 道

: “

孔 夫 子 说 天 下 有 道 则 见

,

无 道 则 隐

。

我 们 恰 恰 与

他 相 反

,

在 这 天 下 无 道 的 时 候 却 挺 身 而 出

,

你 说 对 吗
? ”

郭 亮 道

: “

对 得 很
! 对 得 很 ! ”

可 见

,

凡

是 自 小 受 过 孔 孟 儒 家 教 育

,

读 过

“

子 日 诗 云

”

系 列 古 书 的 人

,

当 他 投 身 于 反 封 建 的 民 主 革 命 的



,

都 会 遇 到 这 样 一 个 问 题

:

如 何 克 服

、

抛 弃

“

苟 全 性 命 于 乱 世

”

的 传 统 观 念

。

对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身 上 背 负 着 的 这 一

“

因 袭 的 重 担

”

有 了 一 定 的 认 识

,

我 们 再 来 看 作 品 中 的

描 写 刻 画

,

定 会 叹 服 鲁 迅 的 笔 触

,

真 是 深 中 肯 紧

,

锐 利 无 比
! 小 说 的 开 头 为 什 么 要 写

“

我 从 乡

厂 跑 到 京 城 里 … …
” ? 因 为 在那 军 阀混 战 的 时 代 里

, “

乡 下

”

所 见 的 是 民 不 聊 生

,

满 目 疮 演

,

“

京 城

”

所 见

,

则 是 窃 据 国 家 权 柄 的 军 阀 统 治 者 弄 权

、

卖 国 的 种 种 罪 恶 行 为

。 “

我

”

对 社 会 现 状

的 观 察

,

不 仅 范 围 是 广 阔 的

,

而 且 时 间 也 是 很 长 的
;
仅 是

“

到 京 城 里

”

来

,

也 是

“

一 转 眼 已 经

六 年 了

” 。

六 年 来

,

亲 眼 所 见

,

亲 耳 所 闻 的 事 情 是

“

了 反 不 少

”

的

。

所 有 这 些

,

大 大 加 深 了

“

我

”

对 社 会 现 状 的 认 识 和 体 验

:

这 是 一 个 十 足 的

“

乱 世

” 。

由 于

“

我

”

是 打 从

“

幼 小 时 候

”

起

,

就

“

读

过

”

许 多

“

子 曰 诗 云

”

之 类 的 书

,

接 受 了 孔 孟 儒 家 那 一 套

“

传 统 观 念

” ;
身 处 这

“

乱 世

” , “

我

”

便 很

自 然 地 采 取

“

独 善 其 身

”

的 处 世 态 度

。

而

“

愤 世 嫉 俗

” 、 “

恨 恨 而 死

”

的

“

坏 脾 气

” ,

便 是 在 这 消 极

的 处 世 态 度 的 基 础 上 产 生 出 来 的

。

在
《 一 件 小 事 》 中

,

鲁 迅 对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落 后 的

“

传 统 观 念

”

的 挖 掘 和 剖 析

,

无 疑 是 击 中 要

害

,

非 常 深 刻 的
;
在 现 代

、

当 代 作 家 中

,

至 今 无 人 能 企 及

。

我 们 应 该 进 一 步 领 会 的 是

,

鲁 迅 对 这 个 知 识 分 子 思 想 感 情 的 转 变

: “

从 坏 脾 气 里 拖 开

” ,

也 是 描 绘 得 真 实

、

深 刻

,

很 有 说 服 感 染 力 的

。

从 时 代 环 境 来 看

:

这 是 发 生 在

“

民 国 六 年 冬 天

”

的 事

,

也 就 是 十 月 革 命 之 后

,

马 列 主 义 开 始 传 播 到 中 国 来

,

中 国 民 主 革 命 有 很 大 起 色

,

即 将

开 始 大 转 变 的 时 候

。

从 他 个 人 的 经 济 政 治 地 位 来 看

: “

我

”

是 属 于

一

F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过 着 清 苦 的 生 活

。

他 在

“

大 北 风 刮 得 正 猛

”

的 冬 天

, “

因 为 生 计 关 系

,

不 得 不 一 早 在 路 上 走

。 ”

可 见

,

是 由 于 帝 国 主 义 的 侵 略

,

封 建 军 阀 的 压 榨

,

使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中 的 绝 大 部 分 人

,

生 活 更

加 贫 困 化
;
他 们 根 本 不 能 象 封 建 时 代 的 士 大 夫 知 识 分 子 那 样

,

可 以

“

采 菊 东 篱

” , “

种 豆 南 山

” ,

或 是

“

躬 拼 垄 亩

”

了

。 “

皮 之 不 存

,

毛 将 焉 附

” ,

客 观 环 境 不 容 许 他 们 走 隐 逸 的 老 路 了

。

鲁 迅 眼 光 的 深 邃

,

还 在 于 进
一

步 表 现 出 知 识 分 子 能 超 越 原 来 的 生 活 圈 子

,

从 下 层 劳 动 者

身 上 去 寻 找 助 力

,

促 进 自
己 感 情 的 转 变

。

小 说 写

“

我

”

与 人 力 车 夫 的 接 触

,

固 然 只 是 一 次 偶 然

的 相 遇

。

但 就 作 者 来 说

,

能 这 样 写 决 不 是 偶 然 的

,

而 是 有 充 分 的 思 想 感 情 的 蕴 蓄 的

。 “

五 四

”

时 代
,

人 力 车 夫 问 题 已 作 为 重 大 的 社 会 问 题
,

引 起 人 们 普 遍 的 重 视

。

在 北 京 居 住 的 那 个 时 期

里

,

鲁 迅 外 出 常 常 乘 坐 人 力 车

,

与 车 夫 有 过 许 多 接 触
;
他 曾 在 日 记 上 多 次 记 述

,

赞 扬 人 力 车

夫 的 好 品 质

。

更 重 要 的 是

,

鲁 迅 早 己 敏 锐 地 体 察 到

,

知 识 分 子 不 能 光 从 书 本 上 讨 生 活

,

不 能

局 囿 在 原 有 的 生 活 圈 子 里
;
只 有 扩 大 生 活 实 践 的 范 围

,

开 拓 眼 界

,

扩 展 心 胸

,

才 能 跟 着 历 史

前 进

,

适 应 时 代 的 要 求

。

他 在
《 恨 恨 而 死 》 一 文 中

,

就 曾 恳 切 地 劝 告 那 些 抱 着

“

恨 恨 而 死

”

处 世

态 度 的 知 识 分 子

: “

诸 公
! 您 知 道 北 京 离 昆 仑 山 几 里

,

弱 水 去 黄 河 几 丈 么
? 火 药 除 了 做 鞭 爆

,

罗 盘 除 了 看 风 水

,

还 有 什 么 用 处 么
? 棉 花 是 红 的 还 是 白 的 ? 谷 子 是 长 在 树 上

,

还 是 长 在 草

上
? …… 四 斤 的 担

,

你 能 挑 么
? 三 里 的 道

,

你 能 跑 么
?

”

你 们

“

如 果 细 细 的 想

,

慢 慢 地 悔 了

,

这 便 很 有 些 希 望

。 ”

19 3 9年 5 月
,

纪 念

“

五 四

”

运 动 20 周年之 际
,

毛 泽 东 同 志 总 结 了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阶 段 中

,

青 年 运 动 的 经 验 教 训

,

提 出 一 个 重 要 的 论 点

: “

知 识 分 子 如 果 不 和 工 农 民 众 相 结 合

,

则 将 一 事

无 成

。

革 命 的 或 不 革 命 的 或 反 革 命 的 知 识 分 子 的 最 后 的 分 界

,

看 其 是 否 愿 意 并 且 实 行 和 工 农

民 众 相 结 合

。 ” L这 就 是
“

知 识 分 子 必 须 和 工 农 相 结 合

”

的 重 大 的 革 命 理 论

。

在 《 一 件 小 事 》 和

《 恨 恨 而 死 》 等 文 章 中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 “

五 四

”

运 动 刚 刚 发 生

,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肇 始 之 时

,

鲁 迅

对 与 中 国 革 命 发 展 有 关 的 这
一

重 大 理 论 问 题

,

就 具 有 那 么 明 晰

、

独 到 的 看 法 和 主 张

,

实 在 是



。

还 有
《 故 乡 》

、

《 风 波 》
、

《 祝 福 》 等 许 多 篇 章
,

都 是 既 写 了 知 识 分 子

,

也 更 大 程 度 上

写 了 劳 动 人 民
;

鲁 迅 总 是 把 两 者 结 合 在 一 起 来 写
,

而 且 都 触 及 了 人 们 的 文 化 素 质 问 题

。

这 许

多 材 料 足 以 说 明

,

鲁 迅 考 虑 中 国 文 化 的 改 造 和 革 新 问 题

,

不 是 象 某 一 些 同 志 那 样

,

把 自 己 的

眼 光 老 是 局 限 在 知 识 分 子 身 上 的

。

如 何 正 确

、

全 面 地 看 待 中 国 文 化 传 统

:

发 扬 积 极

、

优 秀 的 因 素

,

抛 弃 消 极

、

腐 朽 的

“

因 袭

重 担

” ; 《 一 件 小 事 》 也 给 了 我 们 有 益 的 启 示
。

有 的 同 志 断 言

: “

五 四

”

新 文 化 运 动 是 彻 底 地 反 传 统 的

,

而 且 进 一 步 推 演 论 证

,

提 出 当 今

的 文 化 建 设

,

应 该

“

全 盘 否 定

”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

的 主 张 L
。

我 觉 得

,

这 种 见 解 显 然 是 武 断 的

。

它 首 先 是 违 背 了 人 们 的 常 识

。

因 为

,

我 们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

包 括 将 来 的 共 产 主 义

,

决 不 排 斥 封

建 时 代 和 资 本 主 义 时 代 所 有 的 对 于 人 类 文 明 的 贡 献

。

列 宁 曾 说 过

: “

无 产 阶 级 文 化 应 当 是 人 类

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

地 主 社 会 和 官 僚 社 会 压 迫 下 创 造 出 来 的 全 部 知 识 合 乎 规 律 的 发 展

。 ”

L 谁 都

知 道
,

我 们 今 天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新 文 化

,

并 不 是 也 决 不 可 能 是 白 手 起 家

,

或 推 倒 重 来 的 凭 空 创

造

,

而 是 在 传 统 文 化 的 基 础 上

,

加 以 改 造

,

推 陈 出 新

。

— 我想
,

这 些 都 是 人 们 常 识 范 围 内

的 事

,

用 不 着 多 费 唇 舌 来 说 明 的

。

文 化 这 一 概 念 包 罗 万 象

,

文 化 传 统 也 包 罗 万 象

。

文 化 的 载 体 是 整 个 人 类

,

整 个 人 群

,

也

包 括 一 切 文 字 典 籍

,

一 切 物 质

、

精 神 的 产 品 和 成 果

。

总 之

,

广 义 的 文 化

,

是 指 人 类 社 会 所 创

造 的 物 质 财 富 和 精 神 财 富 的 总 和

。

任 何 人 在 研 究

、

探 讨 某 一 具 体 的 文 化 问 题 时

,

都 只 是 从 森

罗 万 象 中 择 取 少 许 样 品

,

加 以 分 析

,

作 出 判 断

,

指 出 其 某 一 局 部 是 落 后 的

、

过 时 的

,

或 是 进

步 的

、

代 表 历 史 发 展 方 向 的

。

所 谓 批 判 什 么

,

否 定 什 么

,

也 只 是 针 对 该 批 判

,

该 否 定 的 某 一

局 部 而 言

,

并 不 是 指 的 整 体 的 文 化

。

认 为 对 某 一 民 族

、

某 一 地 域 的 传 统 文 化

,

如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

可 以

“

全 盘 否 定

” ,

这 一 说 法 的 本 身

,

就 是 不 合 逻 辑 的

,

荒 谬 的

。

设 若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可 以

“

全 盘 否 定

”

的 话

,

那 么

,

中 国 人 便 不 成 其 为 人 类

,

中 国 社 会 就 该 回 复 到

“

混 沌 初 开

,

乾 坤 始 奠

’

的 境 况 中 去 了

。

还 是 鲁 迅 有 眼 光

,

鲁 迅 的 态 度 正 确

。

他 在 早 期 论 文
《 文 化 偏 至 论 》 中

,

就 主 张 这 样 来 建 构

新 文 化

: “

外 之 既 不 后 于 世 界 之 思 潮

,

内 之 仍 弗 失 固 有 之 血 脉

。

取 今 复 古

,

别 立 新 宗

。 ” “

五 四

,

时 期

,

对 于 文 化 传 统 中 落 后 腐 朽 的 东 西

,

如 封 建 礼 教

、

家 族 制 度

,

还 有

“

士 为 知
己

者 用

’ 、 “

苟

全 性 命 于 乱 世

”

等 等

“

因 袭

”

观 念

,

他 的 批 判 是 猛 烈 的

,

坚 决 的

。

但 是

,

同 时 他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认 为 是 良 好 的 部 分

,

也 注 意 保 护 和 阐 扬

。

例 如

,

他

.

说 过

: “

我 们 从 古 以 来

,

就 有 埋 头 苦 干

的 人

,

有 拚 命 硬 千 的 人

,

有 为 民 请 命 的 人

,

有 舍 身 求 法 的 人

,

……这 就 是 中 国 的 脊 梁
。 ” L

在 《 一 件 小 事 》 的 人 物 刻 画
,

艺 术 描 写 中

,

也 充 分 体 现 了 这 样 科 学 的

、

实 事 求 是 的 眼 光 和

态 度

。

对 车 夫 的 美 好 品 德

,

作 了 虔 诚 的 赞 颂

,

固 不 用 说

。

对 于 知 识 分 子 的

“

我

” ,

也 是 充 分 地

裹 扬 他 的 内 在 美 质

。

在 故 事 情 节 具 体 展 开 之 前

,

首 先 就 让 我 们 知 道

: “

我

”
己 经

“

从 坏 脾 气 里 拖

开

” 。

他 所 以 能 在 思 想 感 情 上 产 生 这 样 强 烈

、

重 大 的 转 变

,

除 了 种 种 客 观 条 件 之 外

,

更 为 重 要

的

,

是 他 主 观 上 具 有 一 个 突 出 的 优 点

:

自 省

、

慎 独 的 精 神

。

从 小 说 中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到

, “

我

”

的 思 想 感 情 转 变 的 整 个 过 程

,

完 全 是 一 个 人 独 立

、

自 觉 地 进 行 的

。 “

小 事

”

发 生 的 当 时

,

内 心

引 起 强 烈 的 震 动
;
事 情 发 生 后

,

两 三 年 来 还

“

时 时 记 起

” ,

而 且

“

时 时 熬 了 苦 痛

,

努 力 的 要 想 到

自
己

” 。

解 剖 自 己 竟 表 现 出 如 此 高 度 的 自 觉 性 和 主 动 性

,

真 是 非 同 一 般

。

平 心 而 论

,

这

“

小 事

”

实 在 也 不 过 是 一 桩 小 事
;
拿 一 般 人 来 看

,

是 无 足 轻 重 的 街 边 琐 事
;
冷 漠 对 待

,

无 动 于 衷

,

倒

是 很 正 常 的

,

不 足 为 怪 的

。

然 而

,

它 对 于

“

我

”

却 那 样

“

有 意 义

” ,

而 且 多 少 年 过 去 了

, “

至 今 忘



, 。

这 样 特 殊 的 人

,

这 样 特 殊 的 事

,

拿 一 般 的 眼 光 来 观 察 领 会 是 不 够 的

。

我 觉 得

,

鲁 迅

写

“

我

” ,

刻 画 这 个 知 识 分

一

子 形 象

,

是 特 意 给 他 灌 注 了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的 传 统 的 美 德

:

自 省

、

慎

独 的

。

曾 子 日
: “

吾 日 三 省 吾 身

。 ” 飞

勿
《 礼 记

、

中 庸
》 写 道

: “

莫 见 乎 隐

,

莫 显 乎 微

,

故 君 子 慎 其 独

也

。 ”

这 类 道 德 信 条

,

千 百 年 来

,

深 深 烙 印 在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头 脑 里

;
许 多 人 在 自 己 生 活 实 践 中

.

身 体 力 行

,

发 挥 了 重 大 的 作 用

。

而 作 者 自 己

,

就 是 保 有

“

自 省

、

慎 独

”

精 神 的 出 类 拔 萃 的 知 识

分 子

。

他 说

.

过

: “

我 的 确 时 时 解 剖 别 人

,

然 而 更 多 地 是 更 无 情 面 地 解 剖 我 自 己

。 ”

L又 说
: “

我 知

道 我 自
己

,

我 解 剖 自 己 并 不 比 解 音」别 人 留 情 面
。 ”

L 在 他 的 笔 下
,

出 现 了

“

我

”

这 样 独 特 的 具 有

“

自 省

”

精 神 的 人 物

,

不 是 偶 然 的

。

在 鲁 迅 看 来

,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身

_

L 固有 的
“

自 省

、

慎 独

”

的 美 德

,

是 应 该 发 扬 的

。

可 以 说

,

《 一 件 小 事 》就 是 弘 扬
“

自 省

、

慎 独

”

精 神 的 作 品

。

发 扬

“

自 省

、

慎 独

”

的 优 良 传 统

,

克 服

“

自 暴

自 弃

”

的

“

坏 脾 气

” ,

这 就 是
《 一 件 小 事 》 感 人 至 深 的 中 心 题 旨

。

如 果 说

, “

自 省

、

慎 独

”

作 为 中 国

文 化 传 统 的 一 部 分

,

也 是 要 来 一 个

“

彻 底 否 定

”

的 话

,

那 么

, 《 一 件 小 事 》这 篇 小 说
,

就 不 单 是

毫 无 价 值

,

而 且 是 该 归 入 毒 草 之 列 了

。

我 想

,

这 样 的 结 论

,

任 何 人 都 会 认 为 是 荒 谬 的

。

我 们 必 须 认 识 到

, “

在 文 化 战 线 上

” ,

鲁 迅 不 仅 是

“

向 着 敌 人 冲 锋 陷 阵 的 最 正 确

、

最 勇 敢

、

最 坚 决

”

的

, “

空 前 的 民 族 英 雄

” ,

L 而 且 是 继 承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

发 扬 民 族 固 有 美 德 的 可 贵 的 民

族 骄 子

。

—
《 一 件 小 事 》 这 一 短 小 的 篇 章

,

适 足 为 有 力 的 例 证

。

鲁 迅 著 作 卷 铁 浩 繁

,

鲁 迅 思 想 博 大 精 深

。

鲁 迅 说 过

: “

文 艺 是 国 民 精 神 所 发 的 火 光

,

同 时

也 是 引 导 国 民 精 神 的 前 途 的 灯 火

。 ”

L 鲁 迅 是 祖 国 的 精 英
,

是 中 华 民 族 之 魂

。

鲁 迅 精 神 就 是 照 亮

“

国 民 精 神 前 途

”

的 明 亮 的 炬 火
;

火 光 在 前
,

每 一 个 致 力 于 民 族 文 化 改 革

、

振 兴 的 炎 黄 子 孙

,

应 该 知 所 勉 策

,

知 所 奋 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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