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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到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之前，中外的大批文化人聚居在桂林，掀
起了蓬勃发展的抗日文化运动，桂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胡愈之《忆
长江同志》），故被全国誉为“桂林文化城”。
本时期中外作家在桂林撰写或出版的研究鲁迅的论文有130多篇，专著有10多种。
经过几年来的阅读、探索，我写成了一篇《略论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论著》，曾于1993年冬中国鲁
迅研究学会在广州召开的“鲁迅研究新路向”专题学术讨论会上宣读。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漱渝研究员、副秘书长张梦阳研究员、《鲁迅研究年刊》主编阎
愈新教授等当即发表评论，认为这篇论文“是开拓了鲁迅研究地方史新领域和鲁迅研究阶段史新领域
的第一篇好论文”。
讨论会期间，张梦阳和其他不少同志还同我详细探讨了鲁迅研究的许多问题，一致认为全国的鲁迅研
究在抗战时期出现了空前高潮，当时的桂林文化城就是这个高潮的中心，桂林文化城发表和出版的不
少鲁迅研究论著都称得上鲁迅研究的一个历史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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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批评理论、方法与术语，有西方的，有中国古代的，本书根据各种具体需要都进行试用。
例如“趣”与“味”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属于不同的审美范畴，本书就以这种理论为武器剖析出鲁迅
杂文既多趣又多味；就“趣”而言至少包括有理趣、奇趣、情趣、形趣、语趣等等，就“味”而言至
少有新味、熟味、辣味、笑味、回味等等，自我感觉这比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分析鲁迅杂文趣味性所
获得的认识广博得多。
研究鲁迅旧体诗的艺术性，我比较侧重地借鉴了古代诗话，从而对前人关于鲁迅旧体诗“是最传统的
又是最独创的”这个正确论断作出了有一定说服力的说明。
但是我全书运用得更多的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就研究方法而言，包括了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
及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阐释学等等。
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政治，特别像直面人生、干预社会现实的鲁迅和鲁迅著作，自然便与革命的政治结
了不解之缘。
我们的鲁迅研究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也就必然要联系当今的社会人生，因此我的研究中也有
些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色彩，像评邵荃麟的《阿Q的死》的意义便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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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鲁迅研究的历史概况　　我国的鲁迅研究，从傅斯年在1919年2月《新潮》发表的评《狂
人日记》的文字算起，已有近80年的历史。
之后，研究鲁迅的文章、专家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宽，研究的水平越来越高。
我们如何正确认识鲁迅研究走过的道路，正确评价过去研究文章和专著的得失并认识其主导方向，这
对于任何一个努力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同志和关心我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批评史等的
同志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作为鲁迅研究地方史和鲁迅研究阶段史之一的桂林文化城时期鲁迅研究之
研究尤其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参照系，也是不可缺少的测量器之一。
——我们只有清楚地了解抗战时期鲁迅研究的全国整体情况，才能评说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在其中
所处的地位，我们也只有清楚地了解抗战以前全国鲁迅研究情况，才能认定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取
得了哪些进步；同样，我们也只有清楚地了解抗战胜利后直到现在的全国鲁迅研究情况，才能更好地
论述桂林文化城鲁迅研究的历史贡献和存在的局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桂林 历史的高峰-桂林文化城鲁迅研究�>>

编辑推荐

　　《历史的高峰：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精华探索》讲述了讨论会期间，张梦阳和其他不少同志还
同我详细探讨了鲁迅研究的许多问题，一致认为全国的鲁迅研究在抗战时期出现了空前高潮，当时的
桂林文化城就是这个高潮的中心，桂林文化城发表和出版的不少鲁迅研究论著都称得上鲁迅研究的一
个历史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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