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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写文学史的显著成果之一。
不仅是一部作家作品史，也是文学观念的发展史、社团杂志史、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接受史。
不居高临下，与学生在平等对话中重回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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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族历史地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入手，挖掘无处不在的奴役关系的根源，以暴露当政者的用心;他
目光犀利，判断正确，而又形容得当，寥寥数语，就好像摸到了被批判者脑波的一闪，灵魂附体般地
与被批判者“不相离”，“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甚至跨越时间的阻隔，准确地罩在一切强暴者头
上。
政治批判是国民性批判的一个窗口，但在舆论极端不自由的现代中国，政治批判要面临现实风险甚至
生命的威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所以这特别显出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
和道德勇气。
　　农民、妇女、儿童，是鲁迅杂文经常的谈论对象。
这些人是中国式的奴役关系中最底层命运最悲惨也是无力诉说的一群。
鲁迅对他们的悲惨处境寄予深厚同情，但并不居高临下地布施，更不宣扬任何意义上的弱者的道德，
而是在人格平等的意义上讨论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一样冷静地解剖他们身上的弱点，比如《阿金》谴
责底层妇女的糊涂跋扈，《上海的儿童》、《上海的少女》揭露都市儿童学习大人以自身弱点投机取
巧出卖人格，《我谈“堕民”》、《难行和不信》批评农民甘愿为奴和一味怀疑。
无情地解剖了被压迫者灵魂上由压迫者强行植入的愚黯与奴性，才更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权利结构
和意识形态的毒害。
鲁迅从不孤立地审视弱者，而是把他们放在整体奴役关系中考察，对弱者的认识是认识整个奴役关系
的一个环节。
　　鲁迅谈论更多的是现代知识分子。
他的早期杂文经常抨击遗老遗少，但很快就集矢于现代知识分子。
传统读书人慢慢绝迹，他们的精神特点或者消失，或者转移到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来了。
鲁迅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因此深知他们的优缺点，当他无情地解剖别人时也在无情地解剖自己。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分析知识分子的心理就是“鉴别”民族的灵魂以促其自醒。
鲁迅批评现代知识分子，着眼于他们源于传统的趋炎附势、恃强凌弱、善于瞒和骗的奴性，严厉地将
这视作灵魂的堕落，辛辣地将之概括为“帮凶”、“帮忙”、“帮闲”直至“扯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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