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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2年6月27日钱理群上完最后一课，告别北大讲台。
钱老曾言，退休以后有一种自由感：从此可以不受身份与地位的束缚，无所顾忌地&ldquo;胡思乱想，
胡说八道&rdquo;了。
本书即是这样的&ldquo;乱想&rdquo;与&ldquo;胡说&rdquo;的产物，取名为&ldquo;退思录&rdquo;，从
字面上说，就是&ldquo;退休之后的诸多感想的记录&rdquo;，也还有&ldquo;退一步，海阔天空&rdquo;
的意思。
因为是放马似地野跑，写出来的东西也就零散而漫无边际，编串起来，达五卷之多。
《智慧与韧性的坚守：我的退思录》是其中的一卷。
　　《智慧与韧性的坚守：我的退思录》中，钱理群以敏锐的发现和亘接的剖析，展开了诸多事件与
世象中不常为人所省觉的一面。
学术规范，大学改革，世界和平，文化重建&hellip;&hellip;都能从历史经验与现实分析中透出浓厚的人
本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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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辑一】在台湾讲鲁迅漫说&ldquo;鲁迅左翼&rdquo;传统部分台湾青年对鲁迅的接受陈映真和&ldquo;
鲁迅左翼&rdquo;传统课后感言语文教育座谈会追忆【辑二】文学、学术沉思录革命者、大地赤子的文
学疯狂时代真的人的声音&ldquo;咬住不放&rdquo;&ldquo;假如郭小川还活着&hellip;&hellip;&rdquo;读
钱谷融先生用个｝生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辑三】直面教
育&ldquo;予所奔走者，从未离教育二字&rdquo;王尚文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命运《教育思想者》丛书
总序《底层教师的声音》丛书总序&ldquo;莫斯科不相信眼泪&rdquo;直面存在困境日常教学的琐细中
隐含着深长的教育意义坚守，需要韧性与智慧让真正的教师成为教学研究和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中国
教育的血肉人生让诗歌伴随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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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想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ldquo;鲁迅左翼&rdquo;。
　　首先，我试图做一个区分，把三十年代的左翼传统区分为两条脉络。
　　一个是&ldquo;鲁迅左翼&rdquo;，另一个是&ldquo;党的左翼&rdquo;。
　　这个区分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鲁迅博物馆的王得后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最早在2006年的《
鲁迅研究月刊》第2期，发表了《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指出在三十年代的文学运动中，鲁
迅的文学与左翼文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深刻的分歧。
我下面的想法基本上是受他这篇文章的影响与启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发挥。
　　三十年代的&ldquo;鲁迅左翼&rdquo;和&ldquo;党的左翼&rdquo;之间，有非常复杂的缠绕关系，存
在着深刻的联系，这是我们首先要肯定和强调的。
他们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以致形成一个提倡无产阶
级革命文学的左翼阵营。
鲁迅有一个概括，说&ldquo;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
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rdquo;。
在和革命的劳苦大众同战斗、同命运这一基本点上，&ldquo;鲁迅左翼&rdquo;与&ldquo;党的左
翼&rdquo;之间是有着深刻认同的。
鲁迅一直把左联的共产党人视为&ldquo;战友&rdquo;，并不是偶然的。
　　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运动，同时是国际左翼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中的重要背景，是世界经济危机，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经济萧条，唯独社会主义的苏联经济
建设获得了相当的发展。
这就导致全球性的知识分子的左倾化，同情苏联，向往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普遍倾向。
当时就有 &ldquo;红色三十年代&rdquo;之称。
鲁迅的左倾也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就鲁迅而言，他参加国际性的左翼运动是有自己的内在逻辑的。
他曾专门写过文章，说他早就从俄罗斯文学那里知道，世界是以&ldquo;压迫者&rdquo;与 &ldquo;被压
迫者&rdquo;来划分的。
他原来就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现在就更加自觉的认同左翼运动的国际性。
这突出表现在他和东亚国家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在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遇害之后，鲁迅在
悼念文章中，很明确地说&ldquo;日本和中国大众本来就是兄弟&rdquo;。
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国际性的运动，何况他们和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还有组
织上的联系。
尽管有不同背景，但对左翼运动国际性的认同，也是鲁迅和共产党联合发动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思想
基础。
　　但&ldquo;鲁迅左翼&rdquo;和&ldquo;党的左翼&rdquo;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是不能忽视的。
　　王得后先生的文章对他们之间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这里就不再重复。
本来，通过使自己成为执政党来实现政治理想、执政理念，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就在于，当掌
握和巩固权力成为目的以后，就可能发生革命党向既得利益集团的蜕变，理想、信念和权力的要求发
生矛盾的时候，就必然将权力也即既得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就跟鲁迅这样的一直以实现理想、
信念为根本目的与追求的知识分子发生分歧。
　　三十年代中后期，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改变策略，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学上提
出&ldquo;国防文学&rdquo;的口号。
鲁迅对&ldquo;国防文学&rdquo;口号并不反对，但是有点担心，如果过分地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会不
会掩盖或者美化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
会不会因此损害工农民众的基本利益？
他有这样的担心，就提出另外&mdash;个口号：&ldquo;民族革命战争时代的大众文学 &rdquo;，强调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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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革命陛，要维护大众的利益，也就是要坚持他的左翼立场。
　　本来&ldquo;国防文学&rdquo;和&ldquo;民族革命战争时代的大众文学&rdquo;，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是可以并存，互为补充的，至少是可以讨论的，但当时却不允许，认为提出了一个口号，就必须服从
，而不允许另提口号，否则就是破坏统一战线。
鲁迅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逻辑，于是就发生了激烈论争。
　　这里我们可以顺便讲一下郭沫若的态度，开始他对&ldquo;国防文学&rdquo;口号也有所保留，但
是当党派人告诉他这个口号是党提出来的，郭沫若立刻改变态度，说：我服从党的决议，我要做党的
喇叭。
鲁迅与郭沫若的不同态度，标示了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
　　对这一点，鲁迅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这涉及鲁迅对政党政治到底怎么看。
　　这里有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
许广平是一个政治意识很强的激进青年，所以在1927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曾经有加入国民党的想法
，她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就对她说，一个政党是要靠组织力量来实现它的理想、信念的，所以政党
是要强调纪律性的，要求党员绝对服从政党的决议，有的时候就要牺牲个人的意志。
因此你要求入党，就必须想清楚，你是否愿意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个人意志，如果愿意就加入，如果不
愿意，要始终保持个人意志和独立性，就别加入。
这大体代表了鲁迅对政党政治的基本看法。
　　而且对自己这样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作家，和革命政党的革命家之间的关系，鲁迅是有清晰的认
识的。
他在1927年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文中说，当反对旧社会的黑暗势力时，
左翼文艺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之间，是可以合作的。
但是当革命胜利，革命政治家掌握政权以后，这时候他就希望维持现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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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慧与韧性的坚守》为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退休后的一部思想性作品。
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关注时代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投以深切思索。
以敏锐的发现和亘接的剖析，展开了诸多事件与世象中不常为人所省觉的一面。
学术规范，大学改革，世界和平，文化重建&hellip;&hellip;都能从历史经验与现实分析中透出浓厚的人
本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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