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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想象
!

王小惠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K#M$

摘C要!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想象具备着特殊的意义$其话语内涵早已超越了历史中的

辛亥革命# 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想象却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解决的冲突,

一方面几乎全盘性地去批判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但另一方面却从情感与道德立场肯定辛亥革

命中某些积极的因素# 同时由于鲁迅个人无意或有意的选择$使他所建构的辛亥革命想象并

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中的辛亥革命$呈现出如下两大特征,一是刻意地去弱化了辛亥革命的历史

影响力(二是过度责备辛亥革命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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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辛亥革命是中国摆脱中世纪的愚昧状态!踏

上近代化路程的重要时期!其间全国的民主革命

精神的高涨!具有政治与思想上的启蒙意义" 在

现代文学领域!作家在记录#辛亥革命$之时!也

全面挖掘了#辛亥革命$所特有的话语潜力!使之

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蜕变为一种文学想象!具

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是

怎样被叙述!怎样被建构以及现代文学怎样利用

辛亥革命!至今仍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

环节" 鲁迅是现代文学中的集大成者!对其创作

中的辛亥革命进行研究!可起到窥斑而见全豹的

效果"

一

有关辛亥革命的题材在鲁迅的杂文中曾反复

出现" 对此情况!我们进行量化统计!结果表明(

第一!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出现频率较高!

非常丰富!这就犹如许多照相底片!各有不同!但

任何一张底片都能如实地反映出其他底片无法展

现的内容.第二!在不同的创作背景下!鲁迅用杂

文来叙述辛亥革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在&杂

忆'与&忽然想到'等文中!鲁迅把辛亥革命当作

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进行解读与评价!而另一些杂

文中的辛亥革命又被转化为修辞化的词语!例如

&革命时代的文学'与&无声的中国'等作品中的

#辛亥革命$以及#民元革命$!同时一些带有辛亥

革命色彩的词语也常会出现在杂文中!比如&铲

共大观'%&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中华民国

的新#堂4吉诃德$们'%&迎头经'%&透底'%&重

三感旧'%&迎神和咬人'%&洋服的没落'%&病后

杂谈'等杂文中的#五色旗$%#排满色彩$%#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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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革命党$%#三民主义$%#马褂$%#袍子$等"

总之!鲁迅用杂文来叙述与评价辛亥革命的方式

是相当丰富与复杂的!因为鲁迅不可能完全跨越

其创作时的时代语境!那么他笔下的辛亥革命这

一事件的话语意义!就不可能局限于其固有的历

史内涵!相反会成为鲁迅来反思过往!审视现实的

契机!具备着现实批判意义"

鲁迅用杂文来评价与叙述辛亥革命之时!也

建构了作家自己的辛亥革命想象" 但鲁迅杂文中

的辛亥革命想象却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解决的冲

突(一方面几乎全盘性地去批判辛亥革命的局限

性!但另一方面却从情感与道德立场肯定辛亥革

命中某些积极的因素" 因而在讨论鲁迅杂文中的

辛亥革命!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就要区分两个层

次(客观的%理性的层次和主观的%情感的层次"

"一$客观的%理性的层次

在鲁迅的杂文中!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因为它

除了在形式上更改了官衔!消灭了封建社会的一

些标志之外!并没有带来实质上的改革!相反却暴

露了中国人的痼疾!甚至#把中国社会的恶势力

从它传统构架的束缚中释放出来$

*$+!"G

" 首先!从

革命性质来看!鲁迅认为辛亥革命不是排满革命!

而是以#排满$为切入口!来完成对于现代理想中

的政治秩序与民族关系的重构" 梁启超在&政治

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指出辛亥革命是排

满革命!具有#民族复仇主义$" 而鲁迅却否定了

辛亥革命的#排满$学说!#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

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

!#中国最

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响应者!因为口号是2光复

旧物1!就是2复古1!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

缘故$

*%+!!%

" 当时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大多曾留学

日本!目睹了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的崛起!所以把

日本之所以强盛!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之所

以与西欧列强抗争的原因!归结于日本向西方学

习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 但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

力量相当地薄弱!所以革命者不得不借助#排满$

力量!来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那时所谓文明!

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

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

*#+!!#

"

而从革命价值来看!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并没

有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只是枉然失了

一条辫子$" 例如在&突然想到'中!鲁迅写道#我

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33我觉得有许

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国民

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

一个国度$

*F+#H

" 辛亥革命的价值!让中国的支配

权从一个社会集团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集团的手

上!#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

狱$

*K+KM

" 形式上虽然号称革命!而在实质上则中

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本没有成功!封建统治秩序

始终未被打破!中国黑暗依旧!就像在&失掉的好

地狱'里面!#人类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

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 而地狱里面!油一样

沸!刀一样.火一样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

转$

*!+!"G

" 同时!从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

鲁迅认为辛亥革命未被民众接受!并产生了阿 k

式的革命者" 例如在&来了'中!鲁迅记载着辛亥

革命来临之时!普通民众的反应!#有一日!忽然

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人逃到乡下!乡下人

逃到城市里" 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2他们说

要来了1$

*#+F%$

" 辛亥革命来临之时!城里人逃到

乡下!乡下人逃到城市里!这反映出当时普通民众

的恐慌" 这种恐慌表明民众根本没有理解辛亥革

命!那就谈不上接受了" 并且在这种恐慌中!出现

了阿k式的革命者!#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 k可

要做革命党的问题"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

阿k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 我的阿 k的

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

*F+FKG

"

"二$主观的%情感的层次

在杂文里!鲁迅用历史理性的眼光来剖析辛

亥革命!但是在剖析的过程中!作家仍回避不了自

己主观情感的影响!从而情理兼收!相得益彰" 在

杂文中!鲁迅因辛亥革命所迸发出的感情相当复

杂!可从辛亥革命本身以及革命者来进行分析"

对于辛亥革命!鲁迅是失望的!#见过辛亥革命!

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

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

了$

*%+%MM

" 鲁迅的失望与颓唐!表明在国家方面!

辛亥革命是失败的!未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在他个

人方面!鲁迅曾加浙学会与光复会之时的那股时

H%#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CCCCCCCCCCCCCC第 !$ 卷



代激情以及改造社会的努力已经落空" 极度失望

的情绪一直侵袭着鲁迅!例如在他的许多杂文中

常会出现带有辛亥革命色彩的词语!像#民元革

命$%#五色旗$%#三民主义$等" 这些词在文中主

要是起到反讽与自嘲的效果!但是它们就像是纸

老虎!一旦被戳破!却只有凄凉而已"

针对革命者!鲁迅也是十分矛盾的" 首先!鲁

迅非常尊敬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 例如

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写道#中山

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

章" 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

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K+!GF

" 并且在&战士与苍

蝇'与&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鲁迅肯定了中山

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

的先烈" 其次!鲁迅相当同情那些因辛亥革命而

牺牲的革命者!因为他们要么成为傀儡!要么被人

遗忘" 许多革命者生前被人冷落!被人残杀!但在

革命成功后!他们成为民众的偶像!被当做神来供

奉着!那么此时他就成为傀儡!例如&补白'中就

记载着革命党人陶成章被人暗杀!他的父亲也因

此受到牵连!大受痛苦!但是革命兴旺之时!不仅

他的父亲被人尊为老太爷!他也被当做神供奉在

祠堂里面! #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就有五百

人$

*F+#"!

" 但是另一些革命者却早已被人遗忘!

&论#费泼赖$应该缓行'中提到的秋瑾女士!就是

死于告密!革命后她暂时被称为#女侠$!#现在是

不太听见有人提起了$

*#+!KF

" 同时她的同乡王金

发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最后却因受贿!放了他"

可看出!革命者并没有得到民众的真正尊敬!#我

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

故意的$

*F+#H

" 并且!鲁迅十分痛恨那些伪革命

者" 在革命之初!伪革命者凭借#共和$与#民主$

来蛊惑人心!骗取民众的信任!而在革命成功后!

就露出了其奴才的嘴脸!残酷地去压迫人民!#我

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

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

*F+#H

" &这个与

那个'就描绘了一个伪革命者的奴才相!#我在 ?

城来了一个都督" 33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

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以!

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F+#%#

"

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想象!在客观理性与

主观情感的层面存在着冲突" 换言之!因为鲁迅

出于理性上的思考!在完全拒绝辛亥革命之时!又

信奉了辛亥革命中的某些价值!在情感上对它产

生了认同" 这一点也可以用鲁迅的进化论思想来

进行解释" 因为鲁迅作为进化论者!他把辛亥革

命纳入到历史空间之中!认为它也是#中间物$!

证明了它的局限性与过渡性!同时他也高度肯定

了革命者去主动干预社会历史变革!与旧营垒对

抗的行为" #辛亥$一词对于现代作家来说!具备

着特殊的意义!不同作家用不同的叙述策略来充

分利用了辛亥革命的话语力量!从而使他们所建

构的辛亥革命想象具有不同的道德立场" 郭沫若

建构的辛亥革命想象饱含着政治激情!贯彻着中

共的正统思维!#辛亥革命的结果!中国的支配权

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里$

*#"+#%G

!具有阶

级批判的味道" 而老舍作为一名满族作家!因此

辛亥革命中的#排满$口号!使其陷入非常尴尬的

境地" 在老舍的作品中!辛亥革命成为一个符号

性的事件!不论怎样描述!都很难逾越符号所划定

的雷池半步"

二

章开沅%桑兵以及张磊等从事辛亥革命研究

的历史学专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一致认为辛亥

革命是一场跨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是中国

走出中世纪!踏上近代化路程的重要步伐!是民主

共和的胜利!并认为#三民主义$是当时最先进%

最科学的民主革命理论和政纲!充分肯定了辛亥

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而鲁迅却认为辛亥革命

的意义在于!#只枉然让人失了一条辫子$!并讽

刺#三民主义$为#中国现代圣经$" 从而可看出

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想象不同于历史中的#辛

亥革命$!其表现可从如下几方面来论述"

"一$弱化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力

#阿k$这个形象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具备

了固定的意义!但在某种程度上!他身上所具有经

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会抵消辛亥革命的历史权

威" 当然!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不可能使中

国农村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会产生大量阿 k式的

革命者!但这不是历史的主流!#代表着时代潮流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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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鲁迅笔下的2未庄1式的农村和阿 k式农

民!而是白朗及起义队伍$

*#!+HH

" 白朗起义称#公

民讨贼军$!提出#逐走袁世凯!建立完美政府$的

口号" #公民讨贼军$

*G+中的#公民$一词!表明白

朗起义不再是朱元璋式的农民战争!不再是以争

夺皇权!来建立新王朝为目的!这也反映了辛亥革

命让中国农民在思想上的觉悟与政治上所出现的

变化" 白朗起义验证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力!

#它不蒂是民主主义的农民宣传队!宣告中国农

民开始与封建王权决裂!王权主义在中国开始丧

失其群众基础$

*#!+HH

" 在杂文中!鲁迅夸大了阿

k!却丢掉了白朗!这无疑就降低了辛亥革命的历

史价值"

鲁迅在逝世前两天所创作的名文&因太炎先

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写道!#我的爱护中华民

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的有

剪辫的自由$

*H+MMH

!这说明他始终都不能完全接受

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就是

让人有了#剪辫子的自由$" 辛亥革命是民主共

和的胜利!但是却没有成功建立共和的民主政权

统治" 鲁迅曾留学日本!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

新$之后的强大" 此种记忆会转化为鲁迅的潜意

识!使他不自觉地用#明治维新$作为标准!来判

定辛亥革命的社会效果" 因为辛亥革命未实现像

明治维新那样的民主共和政治!那么它所取得的

民主共和的胜利!根本无法满足鲁迅对资产阶级

革命的期望值!最后他用#剪辫的自由$来嘲笑辛

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并且鲁迅是进化论者!把辛

亥革命当作为#中间物$!把其纳入到无极限的历

史空间之中!从而把辛亥革命定义为历史变化中

的一瞬!这就掩盖了辛亥革命所发出的光芒"

"二$过度责备辛亥革命的阴暗面

观察辛亥革命的阴暗与悲观的一面!是鲁迅

杂文的主题" 比方说!辛亥革命鼓舞起人们的民

族精神!使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人们不自觉的抵

抗侵略到自觉起来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强盛

而进行斗争的逐步深化过程$

*##+K!

!但却没有通过

唤醒民族精神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标!使#三民

主义$成为#空招牌$" 鲁迅不遗余力地对此进行

批判!其怒火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例如在

&最艺术的国家'中!鲁迅讽刺辛亥革命只是上演

了一场#男人扮女人$的把戏!为合上时代潮流!

而把中国装扮成#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

失修!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仿佛花旦脸上的脂

粉$

*M+$M

" 对于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鲁迅一直评

价不高!认为它只赶跑了一个皇帝和去掉一条鞭

子!却换来一大批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在杂文中!

鲁迅每当提到有关军阀混战的内容之时!文中总

会出现#辛亥革命以后$%#民元革命之后$%#五色

旗$%#排满色彩$%#辫子$%#革命党$%#三民主

义$等带有辛亥革命元素的词汇" 这就把军阀混

战与辛亥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也让军阀割

据自然成为控诉辛亥革命的有力证据" 军阀混战

是辛亥革命所导致的社会灾难!但是它却有利地

抵制了封建君主复辟!所以军阀割据是辛亥革命

的病因所在!也是其光辉所在" 按历史的辩证法

来讲!军阀割据是坏事!而阻止封建帝制复辟却是

好事" 鲁迅通过杂文来历数军阀混战的罪恶!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

要得地狱的统治权$

*K+KM

!但是用军阀割据所带来

的社会灾难来消解辛亥革命的权威性!这就放大

了辛亥革命的阴暗面!显得责备过度了"

鲁迅身上具有一种天生的孤独感!对外在世

界一直充满着怀疑精神!#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于天上看见深渊" 于一切眼中看出无所有.于无

所希望中得救$

*!+!"!

!相当关注事物的反面与阴暗

面"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先驱们一次冒险的革命

尝试!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根本无法经受住鲁迅

的质疑!反而会在鲁迅的审视下!变得筚路蓝缕!

不堪一击!#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F+#H

" 同

时鲁迅非常关注中国国民性!在弘文学院时就提

出他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什么是理想的人性) 中

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由此

可见!鲁迅认为#国民性的缺点!乃是中国危机的

核心问题$!因而要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第一步就

是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 但这却是辛亥革命所

忽略的一点!它是以#排满$作为捷径来实现革

命!根本没有走改变国民性这条道路!因而它在获

得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之时!却没有改变中国

#人吃人$的现状!也就不符合鲁迅预设的革命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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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更未取得鲁迅所想要的革命效果" #中国固

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

满人已经退席$

*#+!#H

!中国仍然还是#安排这人肉

的筵宴的厨房$" 最后在鲁迅的眼里!辛亥革命

成为一场华丽的闹剧!让人们失去一条辫子后!唯

有#热闹$而已!#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

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 然而革命成功

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

热闹$

*F+%#"

"

总之!鲁迅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因而

他在杂文中所建构的辛亥革命想象!毫无政治偏

见!更重要的是他以历史中间物来诠释这一历史

事件!使其眼中的辛亥革命具有历史生命力" 针

对辛亥革命!不同的政党都会费尽心思来利用其

所具有的话语力量!各取所需!使辛亥革命不再具

有统一的道德与政治立场" 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

大师!他所建构的辛亥革命想象!不可能回避政党

的纷争" 不同政党在重建辛亥革命的过程!会时

常去挖掘鲁迅的辛亥革命想象!用夸大与缩小!甚

至是歪曲的方式来盗用鲁迅的观点!以求证明自

己的合理性与权威性" 例如!中国共产党就通过

改造鲁迅眼中的辛亥革命!从而来重塑民国历史"

当然鲁迅弱化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力以及过度责

备辛亥革命的阴暗面!这为辛亥革命所划定的雷

区!很难逾越!继而成为了一种正统与大众的观

念!取代了历史中的辛亥革命" 这也让鲁迅那本

无政治偏见的辛亥革命想象!被套上了政治的外

衣!解构与消费了鲁迅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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