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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我多年前写的一本书。
当时觉得真理在握，气冲斗牛，现在老了，不这么看了，觉得自己也可能是错的。
    最近看到一本专为反驳我而写的书，名为《著名作家的胡言乱语——韩石山的鲁迅论批判》(房向东
，2011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前面还有北大某教授的万字长序，名为《“反鲁英雄”韩石山、苏雪
林优劣比较论》，前者说我的言论怎样的“操蛋”，反来则让它“见鬼去吧”。
护法的韦驼不过尔尔，其所护之法，又能如何了得。
拜读之下，又犯了心思，觉得自己很可能还是对的。
    退一万步，即使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鲁迅研究既然是一种研究，也应当允许有这么一个思路，有
这么一个观点，何至于到了“操蛋”且“见鬼”的地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总比一家独尊好些。
只能说好，不能说一个不字，叫什么都行，叫研究总觉得别扭。
我的看法是在读书中发端的，也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完善的。
我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德行与智力，却不敢无视那么多书本的品质，还有它们的作者的诚挚。
    当年书成之后，送了几家出版社，这家让删一些，那家让删一些，删了又不出，后来还是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给出了。
此番修订，原本想将删去的恢复过来，想想，还是免了吧，还是尽量保持原先的模样。
有两三个材料，实在不忍心舍弃，加在了书中适当的地方。
有看过原书的朋友，粗略翻阅，不难发现。
    原书中的一些掉字衍字，错了的人名地名，凡是看出的，都改了过来。
    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朋友，给此书一个修订再版的机会。
    2011年4月3日于潺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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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鲁迅和胡适，后人对他们的议论可以说不惜笔墨，洋洋洒洒。
而韩石山先生的这种比较研究，在汗牛充栋的鲁研胡研著作中，亦有可圈可点之处。
即使初版至今六年，评论文字仍络绎不绝。
当时，恐怕作者自己也未能料到。
对《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全新修订版）》的认同基本有三点，一是材料翔实，考证有序；二是观
点明确，绝不含糊；三是意犹未尽，留给读者思考空间。
有这三点，《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全新修订版）》在当今鲁研胡研界，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
至于“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个说法能否让人接受，已无碍它的流传。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作者简介

　　韩石山，山西临猗县人，生于一九四七年。
一九七○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
曾任《山西文学》主编，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早年写小说，继而散文、随笔、评论，均有涉猎。
近年来潜心于现代文学研究与人物传记写作，主要著作有《民国文人风骨》《徐志摩传》《李健吾传
》《寻访林徽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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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胡适的文风 这一章说说鲁迅和胡适两人的文风与社会理念的不同。
先说文风。
 不管两人的留学背景有什么不同，思想品质上有着怎样的差异，也不管他们生前身后有着怎样的遭际
，作为后人，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文章，想学的和不想学的一切，也都包含在他们各自的文章中。
换句话说，他们的文章写得怎样，能从中学到些什么东西，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要在不长的篇幅里，全面地谈两人的文风，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能是择其大端，略加论列，有个大致的判断就行了。
为了保持论述的公允，每人只选两篇文章，且都是前期的。
 先谈胡适，以便谈鲁迅时有个比较。
 什么是文学，或者说什么是好文章，胡适有固定的看法，终其一生没有什么改变。
 一九二一年年底编辑出版的《胡适文存》，后来称做第一集，收有一篇《什么是文学》。
一开头便是，他曾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
"接下来说，怎样才是好与妙呢，这就很难说了。
他曾用最浅近的话说明如下："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
" 这是篇文章，也是写给钱玄同的一封信。
原信没有署年月日，《胡适文集》的编者注明，此信写于一九二○年十月十四日。
信中引用的那句话"语言文字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云云，就更早了，是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中说的。
该文载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可说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作品。
 这些，可说是胡适关于文学与文章的最初的主张。
 一九五九年，胡适已六十八岁，眼见就是古稀之龄了。
五月十六日这天，有台湾大学的六名侨生代表到南港"中央研究院"来拜访胡适，这些学生组织了一个
海洋诗社，还带来了他们的刊物《海洋诗刊》。
交谈中，胡适说： "大部分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或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
你们的诗，我胡适之看不懂，那么给谁看得懂？
我的《尝试集》，当年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表达出来；如果朋友们都看不懂，那
成什么诗？
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听得懂；西洋诗人也如此，总要使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
律诗，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价值。
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
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
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胡适和胡颂平聊天时说起，过去有一位朋友请他吃饭，这位朋友的儿
子写了一些诗，说是新诗吧，又带些旧诗的样子，已排印好，预备出版了。
主人夫妇对他们的儿子很夸奖，要他看一看。
他看了之后，发现这孩子写的诗，全是不通的。
他在他们家里，他们又预备了很好的饭菜请他，怎么说好呢？
这让胡适很犯愁。
只好说，这是孩子的老师不好，不肯好好的指点孩子的错误。
又对主人夫妇说了下面一段话： "无论诗或文，第一要做通。
所谓通，就是通达。
我的意思能够通达到你，你的意思能够通达到我，这才叫做通。
我一向主张先要做到明白清楚。
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后，你的意思才能够通达到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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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叫力量。
你能把你的意思通达到别人，别人受了你的感动，这才叫力量。
诗文能够发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叫做美。
" 这两件事，都记在胡颂平整理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
与一九二一年的看法相比较，将近四十年后六十八九岁的人，和四十年前二十八九岁时说的话，几乎
一模一样。
 不光对写作，就是一些小的事情上，也是这样。
胡适晚年曾在台湾师范大学演讲，提到律诗和京剧，斥为下流。
座中喜欢律诗和京剧的人听了大为惊愕，事后梁实秋告诉他们，这是胡先生数十年一贯的看法，可惊
的是他几十年后一点也没有改变。
确也是的，无论是对文学艺术，还是对社会政治，胡适的许多观点，一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这有浅的一面，也有执著的一面，常人是难以做到的。
 胡适平日谈论他人的诗文，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最爱用的一个术语是"通"字。
仍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的事情为例。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对胡颂平说："韩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学生皇甫、
孙樵等，没有一个是通的。
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写通了，元微之也写通了。
在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欧阳修、苏东坡两人是写通了。
" 同年三月二十七日，胡适看过《张荫麟集》，上面有红色原子笔的批语。
其中一条是：张荫麟说他的译文受林琴南翻译的影响，这话不确切，还有一些句子不通的。
对书中译笔不通的地方，都划上了红杠。
又对胡颂平说："你们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
像某君‘天道循环之’的‘之’，无论如何是不通的。
"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看了胡颂平抄录的《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后，胡适说："中古时代，从三
国末到唐朝的文章，有许多文章是不通的；因为活的文字已经死了，用死的文字来写活的语言，所以
很少能做通的。
" 以上是胡适本人的看法，再看别人对他的文章是怎么看的。
温源宁的《一知半解》书中有篇《胡适博士》，谈到胡适的文笔时是这样说的： 胡博士的文笔，清清
爽爽，受到应得的赞赏，正是文如其人。
我们一想到赫克尔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可以依据物质、力和遗传的习性来说明的简单的宇宙
机构，一下子在我们心目中出现了。
我们一想到赫胥黎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人类一下子成了一种容易理解的很简单的动物。
我们一想到约翰?司图阿特?米尔的文笔那么清清爽爽，于是，我们一下子认识到，思想过程要靠三段
论法和命题来形成。
胡博士的文笔清清爽爽，值得赞赏，他的信条清清爽爽，更值得赞赏，这跟赫克尔、赫胥黎和米尔不
是有些关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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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小事中每每隐匿着大的历史事变的开端，可惜这样的见微知著，常是许多历史学家事后的聪明。
——《鲁迅和胡适：同时来到历史的交叉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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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编辑推荐：我的看法是在读书中发端的，也是在阅读《少不读鲁迅老不读
胡适》的过程中完善的。
我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德行与智力，却不敢无视那么多书本的品质，还有它们的作者的诚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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