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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迅论：兼与李泽厚、林岗共悟鲁迅》乃刘再复先牛多年以来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
《鲁迅论：兼与李泽厚、林岗共悟鲁迅》既收录了自八十年代至令其个人关于鲁迅研究的重要探索和
最新思考，也收录_了他与李泽厚先牛、林岗先生共论鲁迅的精彩对话与篇章。
《鲁迅论：兼与李泽厚、林岗共悟鲁迅》对鲁迅性格、思想、精神的开掘，以及因此涉及中国人与中
国魂诸论，不仅立论严谨，而且诸多见解极为独到，对于鲁迅研究范式之突破（包括自我突破）、鲁
迅整体理解之把握，以及由此生发的对文化与人生的悟解之深，为鲁迅研究中所罕见。
而这种研究与开掘又看似平常地体现在对鲁迅作品的分析和对鲁迅“传奇”的叙说之中，从而轻松带
领我们走进鲁迅--这位“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也是“那个最孤独的人”--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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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再复，l941年生于福建南安，l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
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后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
中心荣誉教授。
著作有《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鲁迅传》、《鲁迅美学思想论稿》、
《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放逐诸神》、《人论二十五种》、《读沧海》、
《漂流手记》（十卷）、《红楼四书》（四卷）、《双典批判》等四十几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
作品已译为英、韩、日、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

　　刘剑梅，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
现为美国马里兰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曾出版过《革命与情爱》中英文版、《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与刘再复合著）、《狂欢的女神》
、《共悟红楼》（与刘再复对话），及诸多中英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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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
第一辑 海外自论鲁迅
　一、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1991）——在东京大学“鲁迅和异文化接触”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附论：反思，是为了超越——东京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侧记
　二、论鲁迅状态——答香港《城市文艺》编者问
　三、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与悲剧——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在新加坡实验戏剧学院的演讲
　四、鲁迅的复仇情结与复仇意象——重读《铸剑》
　五、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大精神类型——鲁迅与高行健
　六、朱正新著《鲁迅传》港版序
　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中国——刘再复访谈录
第二辑 海外共论鲁迅
　一、鲁迅与胡适比较——与李泽厚的对话
　二、中国现代诸作家评论——与李泽厚的对话
　三、“五四”新文化诸子评说——与李泽厚的对话
　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忏悔意识——与林岗共论鲁迅
第三辑 八十年代自论鲁迅
　一、论性格真实——《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节选
　二、鲁迅的悲剧观
　三、鲁迅杂文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
　四、鲁迅与中外文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五、《孔乙己》的美学力量
第四辑 八十年代共论鲁迅
　一、“吃人”筵席的发现——与林岗共论鲁迅
　二、寻求解脱的代价——与林岗共论鲁迅
后记 有眼应识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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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辑 海外自论鲁迅一、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1991)——在东京大学“鲁迅和异文化
接触”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一)鲁迅的偶像化：丢失与鲁迅的对话能力和提出质疑的能力鲁迅研究是我
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我也是这门显学的一个研究者，鲁迅研究不仅是我从事文学研究的一个
基地，而且是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除了写作《鲁迅和自然科学》、《鲁迅传》和《
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之外，还写了《鲁迅杂文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与个人
原因》、《鲁迅与中外文化》等文章，在《传统与中国人》中，我对鲁迅又有一些新的思考，这些论
著，产生过影响，因此，严肃地进行一些反顾乃是我的责任。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的反省不是对我所选择的整个研究对象的否定，至今，国学界把《红楼梦》
和鲁迅研究作为显学，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鲁迅与《红楼梦》确实是近500年来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
文学现象，就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而言，鲁迅更是一个特殊现象。
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是一个精彩而独特的存在，它自成一个由鲁迅语书创造的独殊的世界，这一自在
之物，值得我们纪念和研究，不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还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历史的
角度，都值得研究。
20世纪的中国作家，确实没有另一个人的作品，其中所蕴藏的思想内涵和美学容量可与鲁迅相比，因
此，鲁迅将不会随着岁月的冲洗而失去他的魅力，他将继续吸引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
学者。
我对自身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也包含着对鲁迅的一种更加理性的尊重。
这两年.多，我在西方学术界的边缘地带生活，才知道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格外尊重，哈佛大学社会学
系规定学生必读的三个最重要的学者的书，其中一个就是马克思；但是，他们的尊重是一种理性的尊
重，这种超越政治功利的尊重与我们国内那种膜拜很不同，我们是把马克思当做偶像，当做神像，当
做不能质疑不能扬弃只能崇拜和全盘接受的思想规范，这样就使马克思变成一个陌生化的神像从而失
去亲近感，而对马克思的理性的尊重，却使马克思回复为一个真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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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
的脊梁！
　　——鲁迅他彻悟了又回到人间，彷徨之后不是躲在院墙内谈龙说虎，饮茶避世，这才真伟大。
看破了还积极地生活着，没有矫情，不唉叹，参加左翼，培育青年，不妥协地战斗到最后一息，这才
是鲁迅。
　　——李泽厚作家之别，作品之别，归根结底是境界的差别。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以如奇峰屹立，形成一座白话文的文学金字塔，全在于他的境界高出其他作
家⋯⋯鲁迅的境界还不仅仅在于他自始至终对于人间有大关怀，而且还在于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
的认知以及对人性、国民性的认知，都有一种大眼界。
　　——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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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鲁迅论:兼与李泽厚、林岗共悟鲁迅》是刘再复作品7,鲁迅之论，无一不是中国人与中国魂（特别是
中国国民性）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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