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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好书，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我们对未来的无限的希望；如浩瀚大海中的一座灯塔，为我们
指引前进的方向。
“励志中国”系列图书蕴涵人生哲理、凝结人生智慧，不仅让您开阔视野，还能让您获得宝贵的知识
经验。
愿“励志中国”成为您人生道路上的朋友，帮助您在逆境和荆棘中勇敢前行。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一个小故事如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的方向；一本好书如一缕温
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的心房。
“励志中国”系列丛书愿做您成长中的伙伴，工作中的搭档，生活中的朋友，带给您“沙”的温暖，
“花”的芬芳，为您插上自由的翅膀，飞向成功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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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鲁迅散文题辞《题辞》是《野草》收集成书时鲁迅所写的一篇序文，作于1927年4月26日，作者特别注
明写作地点是“广州之白云楼”。
文章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使得文中没有一般序跋的套语，读起来颇有韵味。
鲁迅写这篇《题辞》的时候，距离《野草》的最后一篇《一觉》的完成已经一年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年前的8月，鲁迅为躲避北洋军阀的政治迫害，离开北京来到厦门，三个月后，他又抱着对革命的
向往之情，来到了广州。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了大屠杀，
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可以说，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代替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在这篇《题辞》中抒发了他的满腔悲愤和对国民党黑暗政治势力的强烈不满
，同时也表达了同旧世界彻底决裂、渴望革命新时代迅速来到的心声。
鲁迅在文章开头便说明了他写作《题辞》时的心境：“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
同时感到空虚。
”对于这句话，鲁迅在1927年9月23日写的《三闲集?怎么写》中解释道：“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
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
味，加香。
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
”在那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黑暗日子里，革命者无法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因此才会产生这种压
抑的感觉。
在《题辞》中，“地火”象征着革命，鲁迅渴望革命的地火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彻底烧毁罪恶的旧
社会，即使自己心爱的“野草”被一同烧尽也不顾惜。
关于这个寓意，有人曾问过鲁迅先生，鲁迅竟高兴地说：“你注意到这点，就懂得一半了。
”由于《题辞》里包含着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猛烈批判的火焰，所以它引起了敌人的恐惧和疑虑。
《野草》初版时，《题辞》被置于卷首，并在一至六版时都收入了，但在第七版时却被国民党书报检
查机关撤了下来。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篇文章在当时所具有的威力。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
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
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①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
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
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
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
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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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
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注解】①陈死人：特指死去很长时间的人。
②白云楼：指广州东堤白云路。
1927年3月29日，鲁迅迁居于此。
秋夜名作导读《秋夜》是《野草》中的第一篇散文诗，作于1924年9月15日，发表于1924年12月1日的
《语丝》上。
这是一篇寄予了鲁迅战斗情怀的作品，它通过托物咏怀的方式表达了作者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
首先，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深秋夜色的图景：奇怪而高的夜的天空、闪闪地映着冷眼的星星、摧残
着野花野草的繁霜、那窘得发白的月亮等。
与这样的一幅图景相对立的，是后园墙外的两株枣树。
这两株枣树代表了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战士形象。
虽然它们的果实被打得一个也不剩了，甚至连叶子也全部落尽，而且身上还带着打枣的竹竿所致的皮
伤，但它们“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映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
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枣树的这种斗争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希望。
与此同时，作者还描绘了另外两个可爱而又可怜的形象：一个是在繁霜下瑟缩发抖的小粉红花，一个
是在灯火中献身、喘息的小青虫。
小粉红花美丽而弱小，“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它代表了人民在黑暗的
重压下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而小青虫则是与枣树相异的另一个战士的形象，它向往着光明，于是从窗纸里进来，冲了玻璃的灯罩
，但是却遇到了火。
这说明它们虽然有向往光明的精神，并采取了勇敢的行动，但它们是莽撞的，因此作了无谓的牺牲。
对此，鲁迅也表达了对这些有些鲁莽的勇士的钦敬而又痛惜的心情：“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
⋯⋯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通过对比，鲁迅显然对“那默默地铁似的”与秋天的夜空搏斗的枣树赋予了更多的肯定。
他通过对枣树的象征性的描写，告诉人们既不能像小粉红花一样沉湎于缥缈的梦境，也不能像投火的
小青虫一样作无谓的牺牲，而是应该像枣树那样冷静理智地与黑暗势力作长久的韧性的战斗。
《秋夜》是对枣树的赞歌，也是对韧性战斗的礼赞。
正是因为有了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依附于黑暗势力的恶鸟才和躲逃的夜空及月亮一样，吓得“
哇的一声”飞走了。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
他方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
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
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
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
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
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
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
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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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
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
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
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陕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目夹）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
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
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
样地（目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①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
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
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
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
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
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
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
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
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
，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注解】①夜游的恶鸟：象征黑暗反动势力。
②猩红色的栀子：为常绿灌木，花大且有浓郁的香气，可供观赏，还可入药。
多为白色，红色的栀子花极其罕见。
1924年12月20日，鲁迅连续写下了立意相同而表达迥异的两篇散文诗：《复仇》和《复仇（其二）》
。
两篇作品同载入同年12月29日的《语丝》。
关于《复仇》的第一篇，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作了说明：“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
，作《复仇》第一篇。
”自鲁迅走上文学活动之初，“旁观者”的问题就一直引起鲁迅的关注。
而且正是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看到中国人“旁观”中国人被杀的记录片启才产生了弃医从文、以文
艺唤醒民众的想法。
在以后的文学道路上，鲁迅也一直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唤醒人民群众反抗这
一关键问题上。
而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麻木和蒙昧一直是鲁迅最为痛心的一件事，在许多作品中鲁迅都对此进行了批判
，并表达了对“旁观者”的憎恶。
因此，1924年写的这两篇《复仇》中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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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励志中国:鲁迅经典全集》:或是对社会、历史的严肃思考；或是对悠远岁月的凝眸追忆；或是对人
生百态的刻画描摹，他以笔为枪、以文作盾、唤醒国人麻木的灵魂，为黑暗的天空带来一抹恒久的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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