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鲁迅杂文读后感(优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
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鲁迅杂文读后感篇一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杂文读后感篇二

杂文，顾名思义，是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
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
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
称。

鲁迅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
文学家，革命家。读了这本书后，我感触很深。在字里行间，
我们能隐约发现鲁迅每一篇文章时的心态都是不同的。而
《鲁迅杂文精选》这本书收集了鲁迅的部分杂文，充分表现
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杂文虽然古已有之，然
而直到到了鲁迅的手里，杂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潜力才充分
表现出来。在艺术形式上，鲁迅的杂文擅长分析，以其高度
严密的论证，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一针见血地把道理说
得深刻透彻，因此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同时，鲁迅杂文特别
擅长使用讽刺手法，把社会上公然的、常见的、不以为奇的，
但却不合理的事物，加以精练、夸张，给予辛辣的讽刺，使
其文很有感情力量，常常能制强敌于死命。鲁迅经常运用典
故或自己创造的故事，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论述抽象的道
理。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
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对于文明，它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对资本主义文明、半殖
民地文明，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等都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
深刻地暴露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国民卑怯保守的病态心
理作了深刻的剖析。对于社会，它对社会的一切黑暗、统治
者的凶残、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都给予了猛
烈的抨击和批判。与此同时，对于统治者的压迫以及文化界
同仁的污蔑攻击，鲁迅也不惜用杂文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
讽刺。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仿佛看到了他本人正在对社会、事
物做一个评判。文章详细的学出了作者的内心思想及观点。
我忽然也理解了许多，更多的思考像泉水般涌现出来，读了
鲁迅的文章真是能让人豁达开朗啊。

建议大家都多读一读这本书!

鲁迅杂文读后感篇三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鲁迅杂文》是一本很好的册子，读完之后，有一种畅快淋
漓的爽劲，昂首挺胸，横眉冷对千夫指，道尽社会不公。下
面小编给大家带来鲁迅杂文选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鲁迅杂文选读后感篇1

鲁迅先生是个笔锋尖锐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其大量的文学
作品当中，读者时常感受其“痛心疾首”的言论，呼唤麻木
不仁的愚昧国民能早日清醒。最直接讽刺当时落后封建的社
会现状的莫过于鲁迅的杂文。《且介亭杂文》《华盖集》
《热风》《坟》《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
杂文集均能体现鲁迅“哀国人不幸，怒国人不争”的思想。而
《鲁迅杂文选》则把其中多部杂文集中的名篇收录其中，以
一百余篇的别具一格的文章反映鲁迅民初时期的思想革命论
调。

鲁迅的杂文自我中学就被收录到语文教材中，此番重温《鲁
迅杂文选》，依然感受到隐藏在鲁迅笔锋下的一腔热血。在
书中，我还发现鲁迅不仅仅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还很会演
讲，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给知识分子分享个人见解。

鲁迅的杂文都贯穿着“哀”和“怒”两种基本精神，而笔调
大多以讽刺为主。事实上，鲁迅为人幽默，洞察力强，谦虚



待人。如书中《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两文，观点
敏感，语言辛辣，但更显示出作者的机智幽默，并且直
穿“敌人”的“死穴”。《论“他妈的!”》一文中鲁迅把国
人常说的脏话提升为“国骂”，然后引用俄国的类似情况来
加以对比，指出发明这一句话的人物“确实算一个天才，然
而是个卑劣的天才”。人们不能蔑弃扫荡我的余泽和旧荫，
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鲁迅指
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
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这恰恰道出了文
章的写作目的。

《论睁了眼看》一文，作者点出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懦弱，
这也是其小说中经常反映的国人的一种劣根性。文中写
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
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
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
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文章的题眼为“睁了眼看”，实
际上讽刺的是我们缺乏勇气不敢正视前方。刚开始我以为作
者又把政治拉上了，但看完全文才发现文章所批判的是中国
文艺，尤其是封建性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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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
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批判文
言文，他认为中国文学在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语言的变革。
关于文艺如何发展，作者曾到香港、上海进行深刻而精彩的
演讲。《无声的中国》是鲁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
讲。读罢其演说词，大受启发。里面说到当时提倡文学革命，
其实就是文学革新，本该平和进行却有不少人反动。假如现
在我们还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的话，已经弄得像
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于是，鲁迅主张青年们“将中国
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古
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如此鲜明的观点在演讲中确
实能扣人心弦，但以辩证的角度来看，我跟作者不同的是，



古文不必全盘否定，它的存在也代表了过去的历史价值。所
以，抱着古文而死掉，舍掉古文而生存这一说法我不敢苟同，
但不得不佩服鲁先生坚定的立场。而尤其引起我共鸣的是，
他提出我们要说些较真的话，发出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
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刚才说到鲁迅关注中国文艺的道路，而在他于上海暨南大学
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当中，更是独到而尖锐地
探讨政治如何“破坏”文艺的问题。政治想维系社会现状使
文艺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他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
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这既符合不能固步自封的
道理，又吻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理。作者强调文艺和人一样，
不能安于现状，否则就是“挨打”。这种怒气，浸透在演说
词里，丝丝入扣，“怒国人不争”，这就是鲁迅一贯的观点。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
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
还是处处碰钉子”。中国碰钉子、碰壁的人太少，仅靠鲁迅
一人去“碰”，还是不能碰出什么气势。但这个“碰”，意
味着我们不乏先见者。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
思想，因为这会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
鲁迅的语气分明温和了，转而利用巧妙论证法道破知识阶级
能否存在的问题。鲁迅自嘲：“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
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
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呢。”
一巴掌拍向所谓的知识阶级，看来鲁迅的哀愁已达到悲壮的
程度了。

鲁迅杂文选读后感篇2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
思想，因为这会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



鲁迅的语气分明温和了，转而利用巧妙论证法道破知识阶级
能否存在的问题。鲁迅自嘲：“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
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
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呢。”
一巴掌拍向所谓的知识阶级，看来鲁迅的哀愁已达到悲壮的
程度了。

因为中国人陋习不少，鲁迅认为这是个要不得的习惯。常言
道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倘若“习惯”停留在不思进取的思想
上，便要不得。《习惯与改革》一文，作者主张给“体质和
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进行一点改革。但改革就必须革新，
而不是复古，这点与作者“摒弃古文”的思想是一致的。最
终，此文同样成为讽刺封建愚昧的刀具，剖开停留在“习
惯”或大喊未来而依旧怠慢的革新的事实。仅大叫未来的光
明，其实也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听众的，至少我这么认
为。

如此看来，鲁迅的杂文无不外乎是论述政治落后和文艺需要
革新，只不过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对于一个弃医从文的意
欲救治国人愚昧思想的文学大家，其一哀一怒的慨叹和激愤
始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鲁迅杂文选读后感篇3

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国人的是反帝反封建，而他就是新文化
运动的伟大旗手、奠基人。他用白话小说对人吃人的封建制
度进行猛烈的揭露和评击，他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翻
译家。他，就是鲁迅。

从鲁迅的杂文中可以看出鲁迅一生中思想最成熟的岁月，也
可以说倾注了他大部分生命与心血在此创作中。翻开《鲁迅
杂文选》，认识到爱国的伟大文学家最受争议的一面。

初读鲁迅的杂文，读到的也许是对它的不理解，但渐渐的发



现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
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形成的是鲁迅独特的风
格。

鲁迅的杂文被称之为“讽刺的艺术”。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
之一是夸张。从中看出，他将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
可鄙，甚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足为奇
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
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
一方面，使起特点格外突出，达到讽刺目的。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二是反语。从表面上看是对于人或事
物的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以及讽刺，这种手法往往
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效果，让人读起来，
不禁为之一笑，就如鲁迅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因为自己好
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迎头
一击。”

讽刺艺术之三则是比喻。鲁迅的杂文中可以看出有政治的特
点，但并不是完全系统地进行论证，而是经常以比喻手法，
形象生动含蓄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态度。这些比喻使得
文章读起来具有强烈感染力和讽刺意味，有种恰到好处，画
龙点睛的作用。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用对
方的话来攻击对方，找出对方相矛盾的说法和行为来讽刺对
方。

乍看杂文，分成了许多小标题。第一篇的《热风》是第一本
杂文集;第二篇《华盖集》作者将迫害和围攻比喻成交华盖运，
在调忾中体现了辛辣的讽刺，表现出对敌人的藐视和嘲弄;
《坟》则是一种比喻了;第四篇《而已集》表达他对敌人的极
大愤慨和决心用手中的笔同他们斗争的决心;而《三闲集》可
看出鲁迅先生明确批判立场和针锋相对的批判作风;《二心集》



则表明了自己对统治者怀有“二心”，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
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决心和勇气;《伪自由书》以时事
短评为主，这是运用反语;《南腔北调集》以作为对那些无聊
文人攻击的回答;辑入《花边文学》里的杂感，全部是以在报
刊上发表过的短评，是鲁迅对于社会批评的进一步开拓;《且
介亭杂文》表达了先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的愤慨和
帝国主义丑陋行径的不满;最后一篇《集外集》可看出是作者
对其作品的态度。

每个人的思想是不同的，而鲁迅通过杂文这把锋利的“剑”
来反映他的思想和实现他的革命目的。他的杂文，正如他自
己所说的“是匕首，是投枪，是能和读者同杀出一条生存血
路的东西”。

杂文给的启示数不胜数，读完鲁迅先生的杂文似乎看透了中
国那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最后只能感慨一句：杂
文一点儿也不杂，而是完美的思想统一!

鲁迅杂文选读后感篇4

翻阅浏览这本四五精致的作品集，把我从悲悯的观度至如梦
似幻的空洞虚体中现出的狂妄肆意，抓把蛮力地擒回现实生
活中的大实际和新文化，那颗疾速被暖化的寒心，甚于造诣
现令今的革命主义，令其深逐地了会到老辈们在受国民党的
压抑的身负冷气的不可忍。作者鲁迅先生传承了这样一种充
沛中国骨气魂魄，在多么跨步跚蹒的阻绕，大文学家力挺超
艺术的感思魂儿。文本体载多密而复杂，形式自由。这是以
感融文的极品杂文的基体。鲁迅先生拘谨谢绝了实至名归诺
贝尔奖名号的优胜，晋同是中国最影响力的文学盛坛引领者。
白话耿怀，来自肺腑的感言堪称独特的一流。例为晦涩、讥
讽、爽快、幽然、论理、议义鲁迅先风在这些文风欲例完现
淋漓尽致。鲁迅文学的方标完整了真理由心生，兑现了是非
对或错遵循科学骨欲。定格在生活的刻度，传扬出了人民的
宝贵品格，不愧为全族人民最敬忠仰慕的战士!更代表全族人



民在文化战线上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修进、果真、坚实、热
忱的空前英雄。

鲁迅以为“讽刺”是人生的真实，不化作虚有也不挥之出格，
鲁迅的杂文形式夸张，背话语调语化，幽幽谈写，使之表达
艺术蕴含着朴质和另类高度的思想内容;以实为基础抓住生活
中的实物和背景或勾勒社会丑恶真善的新奇新闻来表述自己
舒化的论点;不以为死板传教的叙述政文，堪为超化脱俗的进
阶创新教育体，稍纵松伐又紧促抓凑，这就是以速服人的城
灵魂的铸造根基。

夸张离不开写实，就好似牙齿离不开嘴巴，把反寻常，不合
理，便可爱，甚可鄙但又不以为奇的人事物进行绘真，给文
篇徒添异彩。反语表达强震的感情，振激了愤恨和恼怒，彻
底揭发了掩饰下的丑陋。

自我式的比拟素有特级魅力，再加上诙谐的简语化，缭诉清
馨，谈吐文风的畅欲和馥郁，寄托了悲观残暴下的哀思和缅
愁。构造成了寒星冷月比例出的日月星辰，无限凄美和万化
色斑。

针锋现代鲁迅的浮华，大胆地去叙文吧!

敬崇鲁迅先生笔轨，因成长在这里。

鲁迅杂文选读后感篇5

每每读起《祝福》，都会感叹祥林嫂命运的悲惨，增添几分
对其的怜悯，同时也有几许无奈。那样受尽苦难折磨的人儿，
得不到祝福，谈不上所谓的幸福。

《祝福》里的过年是认真的，从送灶神到祝福，礼数周全，
祭祀丰盛，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
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这“年终的大典”作为直接的生存



手段，却给祥林嫂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直接主宰祥林嫂
的命运。

受尽封建礼教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
要将她出卖，她被逼出逃，经卫老婆子介绍，到鲁镇鲁四老
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很快又被婆婆家抢走，卖到
贺家成亲，贺老六是个纯朴厚实的农民，很快又有了儿子阿
毛，祥林嫂终于过上安稳的日子。然而命途多舛，贺老六受
地主的身心摧残饮恨死去。不久，阿毛被狼吃掉。经受双重
打击的祥林嫂，丧魂失魄，犹如白痴，可是人们还说她改
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
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
后，她沿街乞讨，在除夕的鞭炮生中，惨死在街头。

祥林嫂是怎么死的，穷死?饿死?冷死?祥林嫂被代表政权的鲁
四老爷赶出鲁家大门，成了乞丐。没错，她是穷死，饿死，
冷死的。一连串的打击，鲁镇人的轻蔑，柳妈的恐吓，使祥
林嫂精神完全崩溃。当人们带着喜庆心情祝福之时，在她的
精神世界里，有的只是阴间惨状，死鬼男人争夺，阎王爷锯
尸，阎王爷代表神权，她是被吓死的，被封建统制通过祝福
活活杀死的。

五年前，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
青黄，两颊还是红的。五年后，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
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
带些泪痕。后来，花白的头发已经全白，会不像四十上下的
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失了先前悲哀的神色，
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
个活物。

是什么让一个人变化如此之大?生活上的打击是必然的，然而
精神上的创伤却是最残酷的。一个人，没了生的欲望，活着
还有多大意义。于祥林嫂而言，生的悲哀，死的恐惧，已让
她无所适从。



祥林嫂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有更多如祥林嫂般的劳动
妇女深受封建礼教的摧残，她们没有幸福可言，得不到应有
的尊重。

和祥林嫂相比，我们是幸福的。那么，我们就要珍惜我们现
有的幸福，不要等失去了才追悔莫及。如若我们遭遇到什么
不幸的事，依然会有人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没有生活上悲哀的困扰，我们更应去追求生命的意义，让这
段历程长满人生之花。祝福，为自己祈祷;祝福，也为他人送
去。

;

鲁迅杂文读后感篇四

鲁迅，原名周树人，相信大家都熟悉。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
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在195
月，第一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
话小说《狂人日记》。

很荣幸，在暑假里啃了鲁迅老先生的杂文精选，若说啃的连
骨头都不剩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最起码，在啃这本书前，我
还是做了一些调查的。原来鲁迅跟我可以说是老乡啊，居然
是浙江绍兴人。

对于杂文写作，鲁迅怀着一种目的明确的自觉意识，其中蕴
含着他的严肃、崇高而执着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他说过，
“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
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鲁迅的杂文，正是这样一种社会
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批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
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
是攻守的手足，”



这本书为我们收集了鲁迅先生的部分杂文，充分表现了鲁迅
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鲁迅先生曾说自己的杂文里讲的
“并名优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
用笔墨写了下来。说的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
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名副其实，‘杂感’而已。”
这本书把鲁迅先生的杂文介绍给读者，其意义也在与此。鲁
迅先生的杂文被诗人称为史诗，通过这本书收集的杂文，显
现出鲁迅的不屈不挠与旧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形象。(13.某)

杂文也被鲁迅称之为“杂感”或“短评”)，在中国是古已有
之的，而现代杂文的兴趣、发展和繁荣，则是和鲁迅的名字
分不开的。在鲁迅的笔下，杂文成为一种自由地摹写世相、
描述见闻、评说人事、言志抒情，内容无所不包、思想启蒙
和反抗现实的使命，从而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美
的艺术形式，攀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进入了“商尚的文学
楼台”

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现代文学
的旗帜，被喻为中国的托尔斯泰。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
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
先生一生的写照。

鲁迅杂文读后感篇五

鲁迅先生是个笔锋尖锐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其大量的文学
作品当中，读者时常感受其“痛心疾首”的言论，呼唤麻木
不仁的愚昧国民能早日清醒。最直接讽刺当时落后封建的社
会现状的莫过于鲁迅的杂文。《且介亭杂文》《华盖集》
《热风》《坟》《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
杂文集均能体现鲁迅“哀国人不幸，怒国人不争”的思想。而
《鲁迅杂文选》则把其中多部杂文集中的名篇收录其中，以
一百余篇的别具一格的文章反映鲁迅民初时期的思想革命论
调。



鲁迅的杂文自我中学就被收录到语文教材中，此番重温《鲁
迅杂文选》，依然感受到隐藏在鲁迅笔锋下的一腔热血。在
书中，我还发现鲁迅不仅仅是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还很会演
讲，曾到上海、香港等地给知识分子分享个人见解。

鲁迅的杂文都贯穿着“哀”和“怒”两种基本精神，而笔调
大多以讽刺为主。事实上，鲁迅为人幽默，洞察力强，谦虚
待人。如书中《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两文，观点
敏感，语言辛辣，但更显示出作者的机智幽默，并且直
穿“敌人”的“死穴”。《论“他妈的!”》一文中鲁迅把国
人常说的脏话提升为“国骂”，然后引用俄国的类似情况来
加以对比，指出发明这一句话的人物“确实算一个天才，然
而是个卑劣的天才”。人们不能蔑弃扫荡我的余泽和旧荫，
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鲁迅指
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
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这恰恰道出了文
章的写作目的。

《论睁了眼看》一文，作者点出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懦弱，
这也是其小说中经常反映的国人的一种劣根性。文中写
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
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
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
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文章的题眼为“睁了眼看”，实
际上讽刺的是我们缺乏勇气不敢正视前方。刚开始我以为作
者又把政治拉上了，但看完全文才发现文章所批判的是中国
文艺，尤其是封建性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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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
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大力提倡白话文而批判文
言文，他认为中国文学在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语言的变革。
关于文艺如何发展，作者曾到香港、上海进行深刻而精彩的
演讲。《无声的中国》是鲁迅于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



讲。读罢其演说词，大受启发。里面说到当时提倡文学革命，
其实就是文学革新，本该平和进行却有不少人反动。假如现
在我们还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的话，已经弄得像
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于是，鲁迅主张青年们“将中国
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推开古
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如此鲜明的观点在演讲中确
实能扣人心弦，但以辩证的角度来看，我跟作者不同的是，
古文不必全盘否定，它的存在也代表了过去的历史价值。所
以，抱着古文而死掉，舍掉古文而生存这一说法我不敢苟同，
但不得不佩服鲁先生坚定的立场。而尤其引起我共鸣的是，
他提出我们要说些较真的话，发出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
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刚才说到鲁迅关注中国文艺的道路，而在他于上海暨南大学
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当中，更是独到而尖锐地
探讨政治如何“破坏”文艺的问题。政治想维系社会现状使
文艺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他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
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这既符合不能固步自封的
道理，又吻合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理。作者强调文艺和人一样，
不能安于现状，否则就是“挨打”。这种怒气，浸透在演说
词里，丝丝入扣，“怒国人不争”，这就是鲁迅一贯的观点。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
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
还是处处碰钉子”。中国碰钉子、碰壁的人太少，仅靠鲁迅
一人去“碰”，还是不能碰出什么气势。但这个“碰”，意
味着我们不乏先见者。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
思想，因为这会使能力分散。《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
鲁迅的语气分明温和了，转而利用巧妙论证法道破知识阶级
能否存在的问题。鲁迅自嘲：“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
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
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呢。”



一巴掌拍向所谓的知识阶级，看来鲁迅的哀愁已达到悲壮的
程度了。

因为中国人陋习不少，鲁迅认为这是个要不得的习惯。常言
道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倘若“习惯”停留在不思进取的思想
上，便要不得。《习惯与改革》一文，作者主张给“体质和
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进行一点改革。但改革就必须革新，
而不是复古，这点与作者“摒弃古文”的思想是一致的。最
终，此文同样成为讽刺封建愚昧的刀具，剖开停留在“习
惯”或大喊未来而依旧怠慢的革新的事实。仅大叫未来的光
明，其实也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听众的，至少我这么认
为。

如此看来，鲁迅的杂文无不外乎是论述政治落后和文艺需要
革新，只不过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对于一个弃医从文的意
欲救治国人愚昧思想的文学大家，其一哀一怒的慨叹和激愤
始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