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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交汇：鲁迅“嵇阮情结”的形成及创作体现 

王初薇 

（惠州学院中文系，广东惠州，516007） 

摘要：十年沉默期的鲁迅从辑录古籍碑帖中身临其境地回到了魏晋时代，读懂了嵇康、阮籍放达不羁背后隐藏着 

的深深哀伤，体悟到竹林玄学强调人与人的本性相融合的平衡美。这种萌生于中年时期的“嵇阮情结”潜在地与 

其青年时期所钟情的“托尼学说”相契合，并相互验证地统一于鲁迅的“立人”思想中，成为他投身即将开始的 

“五四”创作浪潮的精神资源，生成了一系列心怀大爱的“狂人”形象。 

关键词：鲁迅；十年沉默期；竹林玄学； “嵇阮情结” ； “狂人”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182−06 

一、引言：从鲁迅一篇“出风头”的 

演讲谈起 

1927年 9月的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是一篇值得高度重视的演讲文，也是鲁迅为数不多的 

演讲中唯一一篇谈及古代思想文化、借古讽今的精辟 

论说。我们可以视这场演说为一次将“嵇阮情结”转 

化为现实战斗资源的实践，鲁迅自己对这次讲演极其 

满意，称之为“以几点钟的讲话而出风头”的“大获 

利生意” 。并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 “在广州之谈魏晋 

事，盖实有慨而言。 ” [1](143) “有慨”的对象当指 1927 
年继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政变后，李济深 

在广州发动的“四•一五”反共屠杀，逮捕了共产党员 

和工人群众 2  000 多人，杀害 100 多人，当中也有鲁 

迅的学生，当时在中山大学任职的鲁迅对此深感愤怒 

和震惊。又恰逢 7月，心虚的国民党政府辖下的广州 

市教育局打着“学术”的旗号，大倡反共言论，并“邀 

请”学者参加学术演讲会，借此以窥其政治态度。鲁 

迅便作了这次貌似一句时政不提，却句句直讽当局要 

害的讲演。 

整篇关于魏晋时代文学的专题讲演万余言，从汉 

末至魏末再到晋末，分别论及了政治家兼文人的三曹 

父子，以孔融为异端的建安七子，以何晏为首的正始 

名士，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最后到不能超于尘 

世的田园诗人陶渊明。虽然所论颇众，但无论以所占 

全篇的比例来论，或就与当时时局结合的紧密度而言 

(篇末联系伪三民主义加以比照)，还是就鲁迅本人的 

心理认同感来说(鲁迅认为自己“不是曹操一党” ，介 

绍孔融时也没有分析其心理，谈何晏只是引出其为吃 

药的祖师，对于陶渊明的外平和内激愤也不以为意)， 

最重要的还要落到为被“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骂 

了一千六百多年”“受了很大的冤枉” 的嵇阮平反一节 

上 [2](523−539) 。 

在此，鲁迅充分发挥了他独有的“反常规”逆向 

思维：带着最深切的同理心分析了由于外部环境的虚 

伪险恶所造成的嵇阮表面行为和内心信仰的极端深刻 

的矛盾——表面上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 

礼教，毁坏礼教，而本心深处却是迂执地相信礼教， 

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悖谬？ 

起因于他们书生老实人的无奈：不满于当权者将“礼 

教”玩弄于鼓掌中，动辄借“不孝”的罪名诛杀有碍 

于专制统治的爱发议论的知识分子；不满于本应独立 

自为的“礼教”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满于这些屠 

夫们看似崇奉礼教，实却亵渎毁坏的行为；但他们又 

无计可施，在万般无奈下激而变为心口不一的狂人， 

外在看来虽放达潇洒，内心却是痛苦不堪。 

分析至此，可以说鲁迅不仅最深刻地走近了千百 

年前那一群“枕青石，卧松岗，临渊而啸，曲肱而歌， 

又性嗜酒， 善抚琴， 好赋诗， 喜玄谈” 的竹林七贤 [3](63) ， 

并体悟到他们放浪形骸背后隐藏着的深深哀伤，正因 

此，他被曹聚仁称为“千百年后的嵇康、阮籍的知 

己” [4](38) ；而且鲁迅将自己现时的政治环境、人生体 

验和竹林名士们的境遇与感触融为了一体，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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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呼吸着魏晋时代压抑的空气，仿若置身其中，将这 

种“竹林玄学”最大限度地纳入到了自己精神思维的 

一极，使之转化为其日后文学创作乃至思想战斗的有 

力资源，成了鲁迅自身潜在的“嵇阮情结” 。 

二、跨越时空的交汇： “竹林玄学” 

集“个人－人道”之大成 

“竹林玄学”承“正始玄学”而下，如果说“正 

始玄学”的代表何晏、王弼等名士所提倡的“名教本 

于自然”还是在统一名教与自然，调和儒家和道家的 

关系；那么“高平陵政变”之后 
① 
， “天下名士去其半” 

强烈地震荡着竹林名士的内心，对于司马懿父子一边 

公然践踏“正统”和“名教” ，一边却又高倡尊孔读经 

和仁义道德的虚伪行径，他们激而提出“越名教而任 

自然” ，公然地引道批儒，强调道儒之不可调和，乃至 

直接否定圣人与六经，发出了震荡千古的非儒之声。 

然而在这高亢激越的强音背后却始终伴随着一组抑悒 

悱恻的哀悼曲，竹林名士们以悲愤苦闷的心态及双重 

人格的矛盾表达方式坚守在玄学阵地上：既藐视礼法 

又至淳至孝，既超然物外又关注现实，既放达不羁又 

坚贞执着，将这许多看似矛盾的东西统一于“大洁若 

诞”“大诚若狂”的风格之中。 

由于竹林时期的玄学发展更侧重于人生哲学方 

面，并且可谓嵇阮等名士身体力行、真心实践的人生 

观。在以下的分类中会具体列举其行为、心态、思想 

与著作上的表现：首先，竹林名士在日常生活上是既 

藐视礼法又至淳至孝。针对当权者提倡的“以孝治天 

下” ，阮籍则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孝是自然之情，不拘 

形式照样可以表达哀痛。《魏氏春秋》曾记载： “籍旷 

达不羁，不拘礼俗” ，但却又“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 

检，而毁几至灭性” 。 [5](344) 这就是阮籍身上所表现出 

的行为矛盾。最有名的例子是，阮籍正“与人围棋” 

时传来母亲去世的消息， “对者求止” ， 而他照下不误， 

甚至还要 “留与决赌” ， 乖张之态可见一斑。 下棋完毕， 

“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出葬之日， 

又是饮酒食肉，临诀之时才“直言： ‘穷矣！ ’举声一 

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6] 。名教 

讲究男女授受不亲，阮籍反其道行之。《世说新语•任 

诞》载： “阮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 ”又记： “邻家 

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 ” 

“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 

往哭，尽哀而去。 ”以上与嫂告别，醉眠妇侧，哀哭邻 

女的坦荡行为实为其仁义兼爱之心的自然流露，非矫 

情匿性的礼法之士所能比拟。正如面对旁人讥讽时阮 

籍的所答： “礼岂为我辈设也！ ” 

其次在政治态度上，竹林名士是既超然物外又关 

注现实。司马政权篡位成功后，对当朝名士采取了拉 

拢和打压两手并用的策略。竹林七贤出现重大分化， 

除嵇康坚决不肯出仕外，其余六人相继出任。阮籍受 

官，整日纵酒昏酣， 不问政事，且终世 “口不论人过” ； 

嵇康拒官，归隐山林，长年怡情山水，以交友、锻铁 

为乐。并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陈述志向： “今但愿 

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 

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 [7](75) 由此观之，他们崇 

尚的是庄子游于物外、超然天地间的生存方式，并使 

自己处于一种与世无牵的半归隐状态。然而在思想深 

处和行文著作中，他们又并非真正的隐逸之士，实则 

有着极为炽烈的社会关怀之情。《晋书》言： “籍本有 

济世志。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 

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 ‘时无英雄， 

使竖子成名！ ’”愤世之情溢于言表。嵇康自述“刚肠 

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6] ，在《答难养生论》 

中曾描绘过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至德之 

世” [8](186) ，在《卜疑集》中还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社会 

理念和处世态度，通贯全篇的是关心社会、济世利民 

的热望。以上种种遗世其外、忧世其内、遁世其表， 

济世其里的矛盾也体现了嵇阮的言行在当时的险境中 

不得不扭曲表达的哀伤。 

最后在学术思想上，竹林名士是既放达不羁又坚 

贞执着。由于嵇阮在其著作中曾发出“非汤武而薄周 

孔”“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等惊世骇俗的激 

烈言辞，故人们通常目其为儒家学说的叛逆者。其实 

阮籍自小儒道双修，而嵇康“家世儒学” ，他们在早年 

的著述中也没有非议儒学的言辞，相反，对儒家社会 

的基本秩序始终是肯定的。具体到为人处世上，嵇康 

表面上仙风道骨，实际上有着真正的“大儒”风范， 

在表示自己政治态度和观点时，所遵循的是儒家“直 

臣”之道，即所谓“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 。 [9](171) 

并且他虽然自己说过非汤武薄周孔的话，但在《家诫》 

一文中训诫儿子嵇绍的时候，仍然把儒学的“忠孝节 

义”作为教条去约束儿子，甚至当自己身陷囹圄、命 

在须臾之际，也勉励儿子要“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 

守死无二” [10](237) 。嵇绍谨遵父教，长大后在为晋惠帝 

讨伐河间、成都的战事中，勇敢地“以身捍卫”晋惠 

帝，以“血溅御服”而成为可歌可泣的忠臣。 [3](68) 鲁 

迅也曾分析到“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 

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 

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 ，并 

得出推断——“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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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 康 自 己 对 于 他 自 己 的 举 动 也 是 不 满 足 

的” [2](536−537) 。究其实质，嵇阮之所以发为狂言，故作 

惊世骇俗之论，其实是含沙射影、借古讽今地借“非 

汤武薄周孔”来斥责以臣弑君的司马昭。而在学术传 

承上，他们其实是理性地审视儒道两家学说，有所选 

择地汲取两家之长为济世良方。 

综上可得，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里，嵇阮为了 

维护个人尊严，追求思想自由，实现人性解放而不得 

不终生采取如此张狂放达、任情随意、行为不检、放 

浪形骸的极端姿态，与当世采取了拒绝苟合与激烈批 

判的异常作风，可以说是魏晋时代最典型的个人主义 

者。但这种个人主义又狂而不非，放而不失，是积极 

严肃而非消极颓废的，是他们“外坦荡而内淳至” [6] ， 

即真与善之品格的体现，是建立在他们对社会、人生 

怀着广博兼爱，进行真挚思考和得到深刻理解等理性 

思维基础上的，因而也可以说他们同时是魏晋时期最 

突出的人道主义者。对比起虚伪造作的名教制度从外 

在桎梏人，违背人性，使人言不由衷、心口不一；嵇 

阮的任心而行更显人格的表里如一，而他们在对待他 

人的伦理观念上又更朴实自然地实践了儒家亲和仁爱 

与彬彬有礼的守德价值，表现出“唯有至真才更能接 

近至善”的人格美和行为美 [9](209) 。基于以上分析，某 

种意义上说，可以视重视人、解放人，强调人与人的 

本性相融合的竹林玄学穿越了千余年的时空，极其巧 

合地与流行于西方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思 

想相契合，并提前集二者之大成，作为中国思想史上 

曾经最惊心动魄又壮丽华美的一页而彪炳史册。 

三、 “西学”向“国学”的回归：十年 

沉默期为“五四”精神储备 

回顾鲁迅从童年到中年在中西学海间探寻的三个 

时期，我们先从国学启蒙期的夯实底蕴说起。国学启 

蒙期的幼年鲁迅是在与西方文化相对隔绝的状态下经 

历了传统文化较为系统的教育，少时的鲁迅也和其它 

孩子一样，在经书丛中不断出入， 读完了 《四书》、《五 

经》和其它圣贤的经典。幸而鲁迅的祖父对读书的态 

度是十分开明的，他认为经书之外也应涉猎。因此， 

鲁迅逐渐养成了喜欢野史甚于正史，喜欢子部杂家的 

笔记甚于官方正统文集的嗜好。又据鲁迅塾师寿镜吾 

的儿子寿洙邻的回忆，从前寿镜吾“常手抄汉魏六朝 

古典文学，但鲁迅亦喜阅之，故往往置正课不理，其 

抽屉中小说杂书古典文学，无所不有” [11](144) 。周作人 

也曾回忆道： “他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的 

‘宋文公’ 宋熹这两个大人物， 丝毫不感受影响。 ”“他 

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 

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 [12](435) 则鲁迅日后对与 

儒家正统相左的魏晋文学产生兴趣的种子，在他于私 

塾念书的时候就隐隐地埋下了。然而少年时期在偏僻 

的故乡接受蒙学教育的鲁迅只能在一种朦朦胧胧的对 

自由心灵渴望的心境下，去阅读那些饶有趣味的非正 

统文学，阅读的范围也只能限于中国古典书籍——这 

是一个在被动状态下夯实了国学底蕴的萌芽鲁迅。 

直到 “走异路， 逃异地， 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13](437) ， 

入矿务铁路学堂读书后，近代西方的文化和学说才逐 

渐为青年鲁迅拓展了一片新天地。1902 年，时值  22 
岁的鲁迅东棹赴日，在日本求学期间，他更是如饥似 

渴地大量阅览了西方的哲学、文学、美术甚至自然科 

学方面的书籍。 重读其早期用文言写成的《人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论 

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热血沸腾、意气风发、慷慨激 

昂并以天下为己任的年轻人。此时风华正茂的鲁迅正 

如“精神界之战士” ， [14](102) 在行文与行动上保持着昂 

然挺立的姿态，并用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 

情去提倡 “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 的 “立 

人”精神 [15](47−58) 。然而与尼采不同，从一开始鲁迅对 

尼采的强者主义就有所警惕，他对弱者表示了足够的 

同情。他更爱阅读被压迫民族的书籍，更愿意为被迫 

害的弱小民族及妇孺而斗争，这正是他具有不蔑视弱 

者、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这种人道主义 

里有托尔斯泰的影子，青年时期的鲁迅便实现了对人 

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悖论统一的双向结合——这是 

一个主动求真求知， 装备了精良西学武器的全新鲁迅。 

然而在近而立之年学成归国后的  1908—1918 这 

十年间，先在浙江教书，后在南京、北京做教育部公 

务员的鲁迅却鲜有文章发表， 与前后的创作状态相比， 

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十年的鲁迅可说是“沉默的鲁 

迅” [16](133) 。再结合其时他主要对汉魏六朝的古籍、墓 

志、碑帖和石刻造像及金石器物所做的辑录、校勘和 

收集等工作，可以说，这段沉默期里极少进行创作和 

全心全意“回到古代去”的鲁迅一扫青年时代的锐气 

逼人 [13](440) ，难怪要被那些尊“五四”时期破旧立新价 

值观为最高准则的局外人视为消极甚至反动的倒退行 

为。 

对于这段时期的个中原因， 不少学者都作了分析。 

从外部原因来说，钱理群先生引周作人的回忆认为由 

于时局黑暗、文网遍布，和当时北京的许多文官人人 

自危一样，鲁迅也只能韬晦隐忍，减少言论，借某种 

嗜好来消磨时间 [16](137) ；从内部原因来说，何锡章先生 

则认为是鲁迅从幼年时期培养起的抄书习惯所致，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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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孤寂而百无聊赖生活的排遣，又是对当时污浊氛 

围的无声抗议 [17](35) 。依据上述观点与前文分析，我们 

似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时期的鲁迅是一个被迫 

再度向国学回归的隐忍鲁迅。 

更深一层体认，本文认为鲁迅在这段时期的抄录 

古碑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 从被迫到自愿， 

从非自觉到自发自为的过程。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为什 

么在古中国的众多朝代中单挑魏晋， “以魏晋时代为纵 

坐标” [18](7) 来辑录古籍。并且在文网早已远去，奔波 

忙碌的后半生，并非教学之需，也非出版之急，鲁迅 

竟断断续续地辑录《嵇康集》长达  23 年，校勘十余 

次 [19](33−39) 。与其说辑校《嵇康集》是学术动机，不如 

说更多是鲁迅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和心灵欲求。 

《嵇康集》 伴随了鲁迅的后半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成了他潜在的生命文本，是他所博览过的众多中国古 

籍中能引起内在共鸣的 “自己的园地” 。而之所以鲁迅 

会选择魏晋、聚焦玄学、寄情嵇康，从文网时期的被 

迫沉溺延续到后半生的自觉追寻，内中的深层动机正 

是由于鲁迅从辑录魏晋时代的古籍碑帖中身临其境地 

回到了魏晋，读懂了嵇阮放达不羁背后隐藏着的深深 

哀伤，体悟了竹林玄学“唯有至真才更能接近至善” 

以及强调人与人的本性相融合的平衡美 [9](209) 。在归国 

后至“五四”前这段长达十年的沉潜期里，鲁迅的沉 

迷古碑是在向西方文化的“取”——即吸收了托尔斯 

泰人道主义和尼采个人主义后，回溯中国古典文化的 

过程中又“复”苏了魏晋一代尤其是嵇康、阮籍的精 

神风貌。此时，在其汲取的广阔的共时性人类文化资 

源里，鲁迅为他业已形成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并驾 

齐驱的人本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化里找到了思想支撑， 

这种萌生于中年时期的“嵇阮情结”潜在地与其青年 

时期所钟情的“托尼学说”相契合，并相互验证地统 

一于鲁迅一以贯之的“立人”思想中，成为他投身即 

将开始的“五四”创作浪潮的精神资源。 

四、 狂人大爱： “嵇阮情结”在知识 

分子形象中的投射 

曾有学者指出使得鲁迅找到尼采和托尔斯泰结合 

点的是拜伦 
② 
， 如果说在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的转 

戾点上，鲁迅在西方文化中寻到的认同者是拜伦，那 

么“嵇阮”则更加切近地成为他体认中国本土文化的 

化身，并且在小说创作的人物形象中一再表现出来。 

这种“嵇阮情结”又突出地体现在为庸众所迫害和隔 

离的先觉知识分子与革命家(即独异个人、 疯子、 狂人) 
这类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自 

觉采取与庸众对立姿态的同时也深深地爱着民众。 

谈到“狂人”形象，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应该是 

一群与庸众水火不容的人，与一般人的易妥协、好说 

话、常模糊、喜调和相比，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爱批判、 

多牢骚、闹不平、兴反抗。按理说，这样胆大包天的 

狂人、疯子一类人物总该塑造成桀骜不驯、目空一切 

的强者才对，但只要仔细阅读鲁迅在小说中为他们所 

铺设的一些小细节，又往往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们 

对社会、人生怀有的挚爱与温情。正所谓“无情未必 

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20](464) ，这就是鲁迅内心深 

处的“嵇阮情结”在“狂人”系列小说中的体现。受 

王瑶先生对鲁迅小说知识分子形象代际分类的启发 
③ 
， 

笔者认为可以从《呐喊》《彷徨》中挑出描写独异个人 

式先觉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形象的作品共八篇，把原有 

的分类拓得更广： 

首先，第一代知识分子以最早的旧式文人(如《孔 

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为代表，他 

们有着“文疯”气质所特有的正直纯良。由于科举屡 

试不第所导致的麻木恣睢和沉默沦落，使得他们在民 

众的眼中只是可供取笑的材料，是社会的多余阶层。 

然而这一阶层中的多数又偏偏是最要面子、脸皮最薄 

的读书人，因而庸众的冷漠势利与嘲讽排挤更雪上加 

霜地践踏了他们的尊严，加速了他们的灭亡。可是他 

们颓唐的外表下对孩子甚至是那些嘲弄他的孩子的态 

度是怎样的呢？在教写“茴”字的一段描述中，孔乙 

己先是循循善诱“很恳切”地要教“我”识字，并发 

自真心地出于为“我”将来做掌柜懂写字、能记账着 

想； 再是见 “我” 肯搭理的 “极高兴” ， 直到最后对 “我” 

的愈不耐烦和毫不热心只能无奈地“叹一口气，显出 

极惋惜的样子” 。 还有每回都肯分茴香豆给孩子吃， 并 

弯腰平等地和他们交流等细节都能见出孔乙己本质的 

纯真善良。另外小说还在情节叙述的细微处提到孔乙 

己虽然偷书，但品行却比别人好，从不拖欠酒钱，也 

可见孔乙己仍坚持着做人的基本尊严与正直品质。 

其次，第二代知识分子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 

《药》中始终不出场的烈士夏瑜和《长明灯》中没有 

名姓被目为疯子的主人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以章太 

炎先生为代表的早期社会改革者的形象。他们的个性 

沉稳温和，初步意识到了旧中国吃人的黑暗，在铁屋 

子中最早从沉睡中苏醒，便呐喊、挣扎起来，试图把 

其余昏睡的同胞们也唤醒，齐心协力打破这封闭的铁 

屋。然而事与愿违，发时代之先声的他们既无法被民 

众理解，又因为觉醒反抗而被当局剿杀，小说中最可 

悲的情节莫过于他们为之牺牲的民众竟主动充当帮凶 

反过来迫害他们。然而狂人在身陷四处皆是“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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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恐怖中还在担心兄长今后的命运，反省自己难 

免也曾吃过妹子几片肉的无知，发出拯救“没有吃过 

人的孩子”的渴望；《药》中的夏瑜即使身陷牢狱、危 

在旦夕，也还要为被压迫的人着想，劝牢头造反，挨 

打也在所不惜；《长明灯》 中的疯子虽然要把古灯—— 

这一宗族地位不可动摇的象征——吹熄的态度坚定决 

绝，并排除万难，表达意见的声音却是“低声，温和 

的” 。 

最后是以《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头发的故事》 

中的 N先生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为代表的第三代 

知识分子，这是在前辈革命家启发和激励下前赴后继 

的又一代先行者， 影射着鲁迅本人最真切的生命体验， 

其中也融入了他年轻时在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曾一 

同共事的好友范爱农的精神气质 
④ 
。 第三代知识分子有 

着看惯甚至看透了民众麻木愚昧的愤激和无奈。在启 

蒙无效、拯救失败的情况下，或者如《在酒楼上》的 

吕纬甫般聊以自慰，过得“敷敷衍衍，模模糊糊” ；或 

者如《头发的故事》中 N先生泄愤似的反语“我们统 

可以忘却了” ；又或者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转为复 

仇式的自戕以戕人。但无论是激而厌世地走向消极颓 

废，又抑或步入复仇自戕的极端，他们都始终没有忘 

却对弱者的关怀和同情，感同身受地为他们心灵的安 

宁与生命的质量着想，是有着关爱同情心的孤独者。 

在压抑的沉寂中，吕纬甫虽然消极颓废，但仍然会为 

了母亲的安心而甘愿付出种种无用的努力，为照顾阿 

顺的感受而强硬吃完她调的一碗过甜的荞麦粉；N 先 

生虽然发为狂言、转而怒骂，却还不忘考虑已剪发女 

子的艰难处境，惦记她们一生的幸福；魏连殳虽然激 

而自贱贱人，连自己的生命和尊严都抛弃了，却还变 

相地“摔给”(实际上是赠予)房东老太太滋补药材“仙 

居术” ，为其孙子买新鞋。而作为承重孙的魏连殳，在 

其祖母的葬礼上，先是在人群中出奇地沉默、冷静， 

再到独处时痛哭以至失声、长嚎，这些特异表现都与 

阮籍在闻其母去世时的怪诞作风极其相似……从这些 

令人感动的细节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竹林名士在鲁 

迅小说知识分子“狂人”形象中的再生，而且从这种 

“偏要向黑暗与虚无作斗争” [21](21) ，反抗绝望，永不 

绝望，于绝望中重生的人生哲学中读懂了鲁迅的独特 

与伟大。 

综上所述， 可以说鲁迅 55年的生命存在造就了一 

个永恒的文化载体，在其精神世界中， “文化”更多地 

与“世界”“人类”发生着更为紧密的联系。窥一斑而 

见全豹，观滴水可知沧海——鲁迅在投身“五四”创 

作以前， 在人生体验与文化积累上 “古” 与 “今” 、 “中” 

与“外”相冲突融合的两种矛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 

子在民族文化转型期心理历程的典型写照。因此，无 

论只肯定鲁迅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叛逆和突围的伟 

大意义，还是只否定他对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摒弃 

和截断，都是失之偏颇和过于绝对的。鲁迅经过了自 

己的思考，做出决然离去或理性回归的选择，这其间 

所展现的复杂性和多义性，都将对中华民族当代知识 

分子在面向“民族－世界”关系时有借鉴意义；也让 

我们在思索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关系的过程中，获得 

了一个时代的平衡。 

注释： 

① 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公元 249年)，司马氏在窃取曹魏政权 

的过程中对追随曹魏集团的名士实行的一次集中诛戮。 

② 高旭东指出鲁迅在尼采与拜伦的比较中看到， 尼采的强者精神 

是“欲自强，并颂强者”，拜伦的强者精神却是“欲自强，而力 

抗强者”，鲁迅一生走的正是拜伦的路，以对强者的反抗完成 

着自己的强者形象。见《拜伦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影响》，《鲁 

迅研究月刊》，1994年 2期，第 4−11页。 

③ 王瑶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生前就已计划写一部关于四代 

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认为鲁迅对于这个题材酝思已久，而且 

在他的作品中对前两代知识分子是已经有所表现的。见《论鲁 

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鲁迅作品论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19页。 

④ 《范爱农》作为鲁迅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唯一一篇忆 

及朋辈的纪实散文，除了悼念亡友外，其最为突出的写作意图 

是将当时舆论盛传的范爱农的死因——失足落水， 纠正为他积 

极“有为”的厌世与弃世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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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Expression of Lu Xun’s “JiRruan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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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 Xun traced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by compiling ancient books and inscription rubbing in his “tenyear 
silent period”. He read and understood Ji Kang and Ruan Ji’s deep grief hidden behind the bohemianism, realized the 
interpersonal balanceable beauty emphasized by “Metaphysics of Bamboo Groves”. “The JiRruan Complex” initiated 
in Lu Xun’s middle age corresponded to “TolstoyismNietzschean Theory” which attracted Lu Xun in his youth, they 
unified  in  his  thought  of  “Establishing  Human”  getting  fine  mutual  verification.  They  become  Lu  Xun’s  spiritual 
resources when he devoted himself to May 4th creation tide, and shaped a series of “the crazy man with a deep love” 
images. 
Key Words: Lu Xun; tenyear silent period; Metaphysics of Bamboo Groves; “JiRruan Complex”; “the craz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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