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都不宽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个都不宽恕>>

13位ISBN编号：9787511500472

10位ISBN编号：7511500471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陈漱渝 主编

页数：5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都不宽恕>>

前言

《一个都不宽恕》1996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初版。
因当时跻身于畅销书排行榜前列，陣即遭到盗版（起码有两种盗版本）；又因为盗版书错字超标，遭
到了某读书周报的酷评，使我精神物质两败俱伤。
不料14年之后，本书又有幸得到修订再版的机缘，作为编者，自然会倍感欣慰。
“一个都不宽恕”这六个字出自鲁迅遗嘱式的杂文《死》。
鲁迅在留下七条遗嘱之后接着写道：“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间起我来，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显然，鲁迅素来不认同这种“勿念旧恶”的“恕道”，主张“拳来拳对，刀来刀挡”的“直道”。
他认为人被压迫，且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的时候，反抗和斗争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同样在杂文《死》中，鲁迅谆谆告诫他的读者——“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
万勿和他接近”。
这也就是说，宽容的对象中，不应该包括那种一方面贻害于人一方面又骗以“宽恕”美名的伪善者。
鲁迅的上述主张，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吴越地域文化的明显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社会现
实的深刻启示。
宋代理学家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 的注文中提出过“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见解，被鲁迅
引用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的战斗檄文当中。
明末浙江籍佥事王思任所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这句话也使鲁迅十分欣赏，
并因身为越人而引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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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为鲁迅参与的历次论争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史料，也为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
潮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论争内容涵盖20世纪早期鲁迅和复古派、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左联内部的几次论争等等，论争人物涉
及吴宓、章士钊、陈源、梁实秋、田汉、郭沫若、徐懋庸、顾颉刚、高长虹等。
而论战起因，既有不同革命营垒的分歧，又有由误会引发的私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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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与复古派的论争1  估“学衡”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鲁迅与复古派的论争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文
化保守主义  估“学衡”  《学衡》杂志简章  《学衡》弁言  中国文学改良论  评提倡新文化者  《吴宓
自编年谱》（节录）2  批“甲寅”  鲁迅与章士钊的一场诉讼  答KS君  十四年的“读经”  从胡须说到
牙齿（节录）  学界的三魂  “碰壁”之余  再来一次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为北京女师大学
生拟呈教育部文二件贰  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  新文化营垒的分化：与现代评论派之辩  关于陈西滢  我
的“籍”和“系”  并非闲话  并非闲话（二）  并非闲话（三）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有趣的
消息  不是信  我还不能“带住”  无花的蔷薇之三（节录）  粉刷毛厕  参战  剽窃与抄袭  “管闲事”  新
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  陈源致周作人  徐志摩致周作人  
徐志摩致周作人  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叁  左联时期参加的三次论争1  “嘘”梁实秋  鲁迅参加“左联
”的第一仗  我也来谈梁实秋  卢梭和胃口  文学和出汗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丧家的”“资
本家的乏走狗”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卢梭论女子教育  论批评的态度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论鲁迅先
生的“硬译”  “资本家的走狗”2  撕开“民族主义文学”的假面  撕开民族主义文学的假面  “民族主
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不通两种  对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  止哭文学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以民
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附录：反共文人的攻讦  二心集·序言（节录）  “以夷制夷”  伪自由书·后
记（节录）  准风月谈·后记（节录）  文坛上的贰臣传《国民日报》  解放中国文坛管理  如何突破现
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  鲁迅加盟左翼之动机  鲁迅卖狗皮膏药  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勾当  
鲁迅愿作汉奸  内山完造底秘密  鲁迅与托派3  戳穿“第三种人”  戳穿“第三种人”  关于杜衡先生的
一篇回忆  论“第三种人”  又论“第三种人”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  论“第三种人”  “
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  法国通信——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谛运动
藏塑舒肆  左翼文坛内部之争1  “革命文学"论争  “革命文学”之辩  “醉眼”中的朦胧  我的态度气量
和年纪  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三闲集》序言  艺术与社会生活（节录
）  死去了的阿Q时代  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弱水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
眼”中的朦胧》  “除掉”鲁迅的“除掉”！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阿Q与鲁
迅  “眼中钉”  周伯超致鲁迅2  鲁迅与田汉之争  鲁迅与田汉  答《戏》周刊编者信（节录）  调和——
读《社会月报》八月号  田汉致鲁迅  田汉致《戏》周刊编者信3  鲁迅与廖沫沙之争  廖沫沙误伤鲁迅  
花边文学·序言（节录）  倒提  论“花边文学”4  “两个口号”论争  人事纠葛下的一场论事  “敌乎
，友乎？
余惟自问”——徐懋庸临终前后琐忆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徐懋庸致鲁迅  一封真的想请
发表的私信  还答鲁迅先生  我所受于鲁迅的影响附录：《社会日报》上攻击鲁迅的一组材料  鲁迅将转
变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  《文学》起内哄  鲁迅茅盾暗斗  鲁老头子笔尖儿横扫五千人  读鲁迅先生关于
统一战线问题应为徐懋庸先生辩白的几句话  鲁迅笔下的二位西装大汉  梅雨以大义责鲁迅  曹聚仁致鲁
迅伍  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  中西文化之辩  咬文嚼字  咬嚼之余  咬嚼未始“乏味”  青年必读书——应
《京报副刊》的征求  熊以谦致孙伏园  我希望鲁迅先生“行”  可叹致柯柏森、熊以谦  为中国书打抱
不平  真是偏见的经验  柯柏森致鲁迅  笨伯致孙伏园  瞎咀（郝广盛）致孙伏园郝广盛  重三感旧——一
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  “感旧”以后（上）  “感旧”以后（下）  扑空  答“兼示”  玩笑只当它玩笑（
上）陆  与高长虹、顾颉刚等人的短兵相接1  鲁迅与高长虹  高长虹和他的“月亮诗”  所谓“思想界先
驱者”鲁迅启事  《走到出版界》的“战略”  新的世故  新时代的放债法  《两地书》原稿中的高长虹  
鲁迅致友人信中的高长虹  给鲁迅先生  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给  一点回忆——关于鲁迅
和我  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2  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为何与顾颉刚势不两立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  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  《两地书》（原稿）中的顾颉刚  鲁迅致友人信中的顾颉刚3  鲁迅与杨邨人 
杨邨人和鲁迅的一场论战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青年与老子  伪自由书·后记（节录）  准风
月谈·后记（节录）4  鲁迅与史济行  史济行和鲁迅的一场论战  史济行致鲁迅  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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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
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
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
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说，“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绎”如此，述作可知。
夫文者，即使不能“载道”，却也应该“达意”，而不幸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
自了，何以“衡”人。
，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
看罢，诸公怎么说：《弁言》云，“杂志迩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
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顶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异于“杂志迩例”的宣言，并为一
谈，太汗漫了。
《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说，“或操笔以待。
每一新书出版。
必为之序。
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
顾亭林曰。
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其此之谓乎。
故语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
犹语商贾以道德。
娼妓以贞操也。
”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领袖后进之责”，便有这样的大罪案。
然而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来呢？
照前文推论，那便是我的质问，却正是“语商贾以道德。
娼妓以贞操也”了。
《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中说，“凡理想学说之发生。
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
决非悬空虚构。
造乌托之邦。
作无病之呻者也。
”查“英吉之利”的摩耳，并未做Pi。
。
fUt。
，虽曰之乎者也，欲罢不能，但别寻古典，也非难事，又何必当中加楦呢。
于古未闻“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宁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谓“有病之呻”了。
《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
五帝招绅先生难言之。
”人而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招绅先生皆难言之，抑
是五帝之事，招绅先生也难言之呢？
推度情理，当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招绅先生难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
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
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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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翻看书页，我们依旧能闻到80多年前文坛浓郁的硝烟味，可以看
到以鲁迅为旗帜的文化新军和明明暗暗的论敌进行较量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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