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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杰：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再现现代文学先驱者的生动面貌 

【作者】傅小平

    近日，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撰著、列入2008年度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的《鲁迅传》出版，在

业内引起广泛关注。 

    这部近50万字的传记是吴中杰在之前完成出版的《鲁迅传略》、《鲁迅画传》基础上，结合自己

的人生体会和学术研究积累重新创作完成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我一直想写一本能够反映真

实的鲁迅的传记，但写起来难度真的很大，需要很多方面的积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传记，或有

不尽人意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见慢慢修改，假以时日再出一本《鲁迅后传》。 

    说到写作初衷，吴中杰说，过去写鲁迅，表面上是抬高了鲁迅，但这种拔高的结果是歪曲了鲁

迅，还有的人“为己所用”，给鲁迅涂上了“红色粉末”。近年来，一些“愤青”们则反其道而行

之，根本不看鲁迅的著作，只是将那些迎合主流意识的观点拿来批判。“这两种倾向表面上截然相

反，但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都是脱离了鲁迅本人及其著作，所阐述的都不是真实的鲁迅。” 

    事实上，自鲁迅逝世七十多年来，国内学者先后编写了十几种鲁迅的传记。但恰如鲁迅研究界人

士所说，鲁迅是个比较难写的传主，因为他个人生活并非大起大落，他的波澜，只呈现于头脑思想

中。前些年，学者钱理群、王晓明等推出的鲁迅传记，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鲁迅本

人出发，把鲁迅还原回一个“人”，把真实的鲁迅——起码是相对来说比较真实的鲁迅展现在读者的

面前。不过，他们在叙述和把握鲁迅的时候，倾注了自身深沉的感情和个人的体悟，与其说是写鲁迅

传记，不如说借鲁迅浇自己心中块垒。吴中杰对他们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他表示:自己这本传记不同

之处，在于它旨在真实还原鲁迅的人生，从多角度对鲁迅进行观照，对于其生活的各个侧面做充分描

述。“在普通读者的眼里，鲁迅的形象通常是一个顽强的战士，是一个终日‘横眉冷对’的无情者。

实际上，鲁迅有他自己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是一个完整的人。纵观鲁迅的一生，他也

并非是凯旋的英雄，而是带着满身心的伤痕的失败的英雄，他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生努力的徒劳，

不得不承认自己最终被残酷的命运之神俘获。” 

    吴中杰坦言，即使是在鲁迅逝世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鲁迅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而有些

学者对他的批评更是很不讲道理。比如鲁迅关于提倡“遵命文学”的论述，被简单理解为要求作家自

觉地遵循领导意图来创作文艺作品，甚至由此批评鲁迅，说他此论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误导

了作家；而在文化态度上，大家只记得鲁迅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

书”这句话，而无视于他在从事文化工作之始，就表明自己“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价值取向；又

比如，鲁迅指责中国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因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嘴里，

却被说成是教唆别人杀人，甚至要他对马加爵的杀人罪行负责。在吴中杰看来，正是由于对当时时代

背景的无知，批评者社会阅历和文化知识的缺乏，对鲁迅基本思想的不了解，还有意识形态上的歧义

等原因，造成了对鲁迅如此荒谬的误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更有必要对鲁迅思想和精神重新做一

番梳理。近年来，国内兴起一股研读胡适的热潮，鲁迅与胡适学术思想的优劣高下，随之也成了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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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的重点。有评论者在进行鲁、胡的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性的意见说:二十世纪是鲁迅世纪，二

十一世纪是胡适世纪。吴中杰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近些年来，追捧胡适的风气日渐高涨，这是长久压

抑之后的爆发，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学者却在褒扬胡适的同时贬抑鲁迅，这里面包含的思想歧义

不能不让人警觉。 

    谈及鲁迅精神在当下的意义，吴中杰表示:评价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就应该从知识分子本身的标准

来衡量。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品格是什么？这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鲁迅在前进的道路上

尽管有曲折，有错误，但他一直坚持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坚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这是他的可贵

之处，也是最值得发扬的优点。“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过去士人传统的影响，廊庙意识太

重，这严重地影响了文化思想的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所以鲁迅所坚持的独立精神和民间立

场，至今仍具有至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吴中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吴中杰评点鲁迅

杂文》《复旦往事》《海上学人》等著作多种。 

【原载】 《文学报》20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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