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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年每年都要指导博士生、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我会常常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期
待学生们写出具有个人风格的性灵文字；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强调学位论文的规范性、科学性。
不过，二者冲突时，还是需要向学生申明我的立场：对于学位论文而言，规范性、科学性是重要的。
毕竟，按照学位论文的标准，严谨的学理性比作者的才情更为重要。
　　这种冲突，在指导我的博士生徐妍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再一次相遇。
　　徐妍是一位以性灵文字见长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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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样的文字更适合于文学批评，而不特别适合于学术研究。
但是，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学术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学术研究一定要摈弃性灵文字吗?性灵文字在
语言层面的美感，在思维层面上的直觉判断力，有时恰恰可以为学术研究带来敏锐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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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两个“凡是”的双重标准：再解读茅盾对“神化鲁迅”的质疑——以茅盾的《答（鲁迅研
究年刊）记者的访问》为中心　　新时期伊始，对于教条主义惯性思维的突围与固守，1979年发生在
思想界、鲁研界的关于鲁迅研究是否也有“两个凡是”问题的论争具有普遍性。
　　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和同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上发表
了茅盾的一篇文章《答记者的访问》。
其中，两段话语非常尖锐。
茅盾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
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
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
”“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
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
我看并非如此。
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
”①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鲁研界激起了轩然大波。
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争论得非常激烈。
特别是论战双方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著名作家、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全国政协
副主席的茅盾和资深鲁迅研究专家、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的李何林，更别具意味。
　　对于这场论争的价值判断，多少年过后，研究者大多持有公允的评价。
鲁迅研究史料家陈漱渝这样评价道：“在反对现代迷信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意
见，无论涉及何人，无论所举的例证是否妥当，都具有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
鲁迅生前就撰文反对神化任何个人，并亲手撕毁了别人强加于他的一顶纸糊的假冠。
反对神化鲁迅，有利于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鲁迅研究的无形束缚，有利于挣脱僵化单一的政治解
读模式，创造出一种自由探讨、平等切磋的宽松的人文环境。
”①近年来，对新时期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徐庆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今再读茅公的文章，已
没有什么新鲜的。
但在当年，在‘两个凡是，阴影露布的当年，要触动在这个阴影下被戴上光环而‘神化’的鲁迅，是
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④　　这些观点表明：在时间的流逝中，研究者已经祛除情绪化的因素，对这场论争进行客观、全
面的评述。
类似价值判断的观点，不再赘述。
本书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评判这场论争，而是试图回到当时论争的现场，辨析论争双方从意识形态话
语中突围的努力和限度。
或者说，回溯这场论争，是为了叙述并分析论争双方如何一面突围，一面秉持批评的双重标准。
当然，由于这场论争关涉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诸多复杂的历史问题、个人问题，即便时间过去多年，作
为这场论争的“局外人”，无论多么想还原事件本身的原貌，都是不可能的。
即便这场论争的当事人也认为：“现在这些事情说不清楚，有些事情宜粗不宜细，搞细了也不行。
”③这样，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根据时间之中浮现出来的史料，尽可能地描述并分析这场论争的话语生
成、话语中的意义以及这场论争的当代意义。
　　客观地说，茅盾的《答记者的访问》固然承当了“反对‘神化鲁迅”’论争的导火线，但这篇文
章的写作动因却隐含了论争双方的许多历史记忆和个人记忆，即关于左翼革命阵营内部的由来已久的
分歧。
这正是这场论争难以梳理和分析的地方。
　　先考察茅盾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的生成动因。
这篇文章的生成首先源自国家意识形态解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文化大背景。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话，同年7月21日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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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从此中国当代社会进入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新时期。
不过，茅盾在这个时刻发表这篇文章还有他所感知的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
即《答记者的访问》除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变革，还源自冯雪峰在“文革”时期写出的交代材料《有关
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①（以下简称《
材料》），可以说，《答记者的访问》的论争过程已经有学者徐庆全进行了细致梳理，但我们还是有
必要回顾并解读从“两个口号”的论争到“反对‘神化鲁迅”’论争的演变脉络。
　　“文革”结束，劫后余生的文学艺术界若想获得新生，必须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
专政论”。
其中，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重新评价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为周扬、夏衍等曾经主张的“
国防文学”正名。
因为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两个口号”之争，清理了周扬、夏衍等左翼阵营内部最后一批有
碍他们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文艺界领导人。
于是，在复出的周扬的主持和努力下，“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逐渐被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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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徐妍是一位以性灵文字见长的学生。
写作中，往往根据自己的情感倾向选择研究对象，并以自己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对研究对象进行体
察。
虽然经过三年读博阶段的专业规训，徐妍还是没有能够祛除学术研究中的情感因素。
客观地说，这样的文字更适合于文学批评，而不特别适合于学术研究。
但是，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学术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学术研究一定要摈弃性灵文字吗？
性灵文字在语言层面的美感，在思维层面上的直觉判断力，有时恰恰可以为学术研究带来敏锐的发现
。
为了呈现新时期鲁迅重构的脉络，徐妍的论著将结构设计为“建构”和“解构”两条线索。
该著采用“文本”细读的路数，对于鲁迅的阐释文本进行细读，既尊重了鲁迅本体，也尽力客观地描
述了新时期鲁迅研究史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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