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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聂绀弩“评议鲁迅”探微

耿 宝 强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２５６６０３）

　　摘　要：对鲁迅、周作人人格气度的不同态度，使沈从文的周氏兄弟比较有鲜明的抑鲁扬
周倾向。聂绀弩十分推崇鲁迅的道德文章，在与他的争论中，沈从文修订了对鲁迅的看法，对
鲁迅的为人，也有了高人一等、超越一般情绪的深刻见解：在说鲁迅“愤激”、“骂世”之外，看到
了其“诚恳”和“素朴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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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评议鲁迅”始终

抗战开始后，沈从文颠沛流离到昆明，受聘西
南联大。因为讲授“习作”课的需要，他对五四以
来的很多作家进行了评点。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６日
《国文月刊》第１卷第２期上的《从周作人鲁迅作
品学习抒情》，对周氏兄弟的为人与为文进行了比
较。就为人来说，他认为，周作人“充满人情温暖
的爱，理性明莹虚廓”，甚至“如秋天，如秋水，于事
不隔”；鲁迅则“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
塞，多愤激，易恼怒……”就为文来说，他认为，周
作人的小品文“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在消极态
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趣”；鲁迅的杂文
“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大部分是骂世文章”。

从一直坚守的京派文学观念出发，即使周作
人已经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与伪北大文学院院

长正式“落水”，沈从文依然如此盛赞他的为人和
为文，可见其为人的执拗迂腐。这让读者已经很
难接受了，再加上他鲜明的贬抑鲁迅的倾向，引起
尊崇鲁迅的读者的反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正在桂林的聂绀弩就是其中之一，读了沈从
文的文章后，他写了《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注：
刊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日的《野草》月刊）。沈从文对
鲁迅及其杂文的看法，聂绀弩是非常反对的。但
他的反驳方式很鲁迅化，不是自己条分缕析逐一

议论评述，而是非常有针对性地选用鲁迅文章的
段落，以鲁迅之矛予以反击，呈现出他特有的俏皮
风格。

譬如针对沈从文所说的鲁迅的“憎恨”，聂绀
弩先引用了鲁迅１９３５年针对沈从文而写的《七论
“文人相轻”———两伤》中的一节：“在现在这‘可
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
才能文。”［１］然后议论说：“说鲁迅的作品里有很多
憎恨的感情……我个人是并不抱什么反感的。”何
以如此？他认为，“以为爱与憎只是绝对相反，而
毫无相成之处，似乎不算知言。”由此荡开笔墨：
“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只有憎所应憎，才能爱
所当爱。”［２］６３６６

文章最后，聂绀弩概括说：“我们常常说：鲁迅
一生的历史就是战斗的历史，其实只说了一面，就
另一面说，鲁迅的历史就是被‘社会’围剿的历
史。”［２］６６６７交代了鲁迅文章的写作背景，摆明了鲁
迅“骂世”、“冷嘲”、“憎恨”的现实基础。即使在今
天，我们依然可以说，聂绀弩的这段话，是理解鲁
迅的“骂世”、“冷嘲”和“憎恨”的钥匙。

聂绀弩的文章，沈从文也许当时并没有看到。
但是，１９４７年１１月，鲁迅逝世１１周年之际，沈从
文以他特有的小说家的敏感对鲁迅做了新的阐

释，对鲁迅的文学史贡献从古籍整理、杂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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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评价。他认为，鲁迅“于古文
学的爬梳整理工作”，“能把握大处”；鲁迅的杂文，
“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
种种弱点的要害”；就小说而言，他认为，鲁迅是乡
土文学的领路者，使“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
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２０年文学主流。”［３］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对鲁迅杂文“强烈憎恨
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的认识，恰恰照应
了聂绀弩的文字。更难得的是，至于鲁迅的为人，
当时许多人以为他“偏狭”，沈从文却在说他“愤
激”、“骂世”的同时，又洞察了其“诚恳”和“素朴无
华”的一面。这是沈从文超越自我情绪、超越一般
读者的深刻见解。

二、沈从文抑鲁扬周的原因

鲁迅与沈从文相差不到２０岁，沈从文开始从
事文学创作是１９２５年，鲁迅去世是１９３６年，十多
年的时间，他们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见面的。但，
他们竟然从来没有见过面，而且有很深的过节。
这根源于一场误会。

１９２５年的４月，在北平走投无路的丁玲给鲁
迅写了一封求救信，鲁迅相信了当时正在他家的
孙伏园（注：一说荆有麟）的判断，以为是休芸芸
（注：即沈从文）冒名女性给他写信，很生气。之
后，他在给钱玄同的信里，以挖苦的口吻提到沈从
文。１９２８年初丁玲走红文坛后，鲁迅知道了真
相，曾说，真有丁玲这么一个人，我还真错怪了她。
事实上，鲁迅错怪的不是丁玲，而是沈从文。但他
没有就此向沈从文道歉或者是表示一种遗憾。

沈从文与鲁迅关系不睦，与政治思想、艺术观
念的不同有关，更与这次误解造成的心理上的创
伤有关。因为这对于年轻的沈从文来说是非常巨
大地打击，所以在以后的文章里，他不止一次提及
这个事情。比如１９３１年胡也频遇难，他写了《记
胡也频》。在谈到这件事情说，我们三个人（注：指
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当时的字迹比较一样，其
中丁玲给一个叫做自以为聪明的人写了一封信，
而这个自以为聪明的人还以为是我写的。［４］

正因如此，新文学作家中，沈从文评论最多的
就是鲁迅，篇幅最大，表现出来的情感也最为复
杂。吴投文先生认为，对逝世前的鲁迅，沈从文一
直是平视的，虽然他的年龄小鲁迅很多，走上文坛
的时间也晚很多。不过，他具有批评家与读者的
双重角色。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对文学家鲁迅

的小说与散文创作（包括其早期诗歌创作）持基本
肯定态度，眼光独具而又不失公允。作为一般读
者的沈从文，对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和作为战士的
鲁迅的杂文创作和人格气度持基本否定态度，常
见尖刻的嘲笑与辛辣的讽刺。［５］７５

也就是说，呈现在沈从文视域中的是一个分
裂扭曲和充满矛盾的鲁迅形象，所以如此，是因为
沈从文对鲁迅的评价是从他特有的标举独立与纯

正的文艺观出发的。这使他能敏锐准确地把握鲁
迅作品，尤其是小说与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复
杂的审美意蕴，也使他厌弃鲁迅在杂文中显现的
斗士型的人格气度和思想锋芒，从而消解了鲁迅
惯有的现实战斗精神。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来说，
这是不妥的。因为“完整的鲁迅是作为文学家与
思想家乃至战士同时出现而不可分割的三位一

体。”［５］７５

１９３５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使沈从文
对鲁迅有了更深的成见。鲁迅编《小说二集》，在
序言里面提到乡土文学，也把沈从文归为乡土文
学作家，但是他没有选沈从文的哪怕一篇作品。
而１９３５年的沈从文已经名满天下了，前一年发表
的《边城》使他成为了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而
且，《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设想一经提出，沈从
文就认为这是“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
贡献”，并说将这部书介绍给读者，“是件很值得快
乐事情”。［６］

没有选沈从文的作品，主要原因恐怕是鲁迅
不认同沈从文的作品。但是，两个人的矛盾影响
了选本编选的可能是存在的。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沈
从文写了《读〈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书评，没有谈
及自己的作品是否应该入选，但认为鲁迅的选本
“有抑彼扬此处”，“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特别点明
未选入王统照等几人的作品，对沉钟社、莽原社的
评价过高，“皆与印行这套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共三集，分别由茅
盾、鲁迅和郑伯奇编选。茅盾编的《小说一集》，收
文学研究会２９名作家的５８篇作品，其中有王统
照的《遗音》《一栏之隔》《技术》《车中》４篇。因
此，沈从文指责鲁迅没有选入王统照的作品该是
纰漏，但他所说的“个人趣味的极端，必将影响这
书的真正价值”，［７］却不能不说是事实。鲁迅既是
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是热情的激进主义者，所以
他在《小说二集》中选入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
外的３３名作家的６２篇作品，大多都是缓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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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经意间把对社会的憎恶注入读者的体内，具
有冷静中富于激情的特点。其中，浅草———沉钟
社有８个作家的作品被选入，是选入作品最多的
文学团体。

我们不能怀疑鲁迅的公正，但他选的作品，许
多已被研究者淡忘，沈从文的作品却越来越被大
家重视，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鲁迅编选的原
则、标准和方式可能确实存在着一些疑问。去世
之前，在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鲁迅曾将沈从
文排入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作家”之列。
“最好作家”之一的作品却没有体现在编选的作品
里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鲁迅去世以后，沈从文对他的看法逐渐有了
变化。于是有了《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的
周氏兄弟比较，有了１９４７年的《学鲁迅》。这是沈
从文第一次非常客观的评价他所认识的鲁迅的成

功和伟大，虽然还仅仅局限在文学方面。
与对鲁迅不同，沈从文对周作人是由衷的钦

敬，不止一次地称赞他如“秋水”般的性格，甚至巴
金在小说《沉落》中对周作人一类知识分子的生活
有所影射，沈从文就认为巴金火气太大，“过分偏
持，不能容物”，与之通过几封长信为周作人辩护。

日常言行中如此，文学创作中亦然。沈从文
反对闲适、幽默的小品文，但又在自己编辑的刊物
上大登周作人的小品文，并为之叫好。１９３４年，
沈从文的《论冯文炳》对周作人最得意的弟子废名
进行了评论。文章开头，沈从文就对周作人的文
学创作进行了概括：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
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
的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
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
生。［８］９６进而认为周作人的所有文字，无论是小
品、散文诗、介绍评论，还是翻译日本小品文，及古
希腊故事，与其他弱小民族卑微文学，都能“把文
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上来，那么非常贴
近人们的情感。”并预言他的文章，“因为文体的美
丽，最纯粹的散文，时代虽在向前，将仍然不会容
易使世人忘却，而成为历史的一种原型，那是无疑
的”。［８］９６

沈从文自视甚高，很少激赏人。如此推崇周
作人，是因为他与周作人都坚持以人为本的自由
主义立场，更是因为周作人为人宽容、谦和，在平
淡中至情尽礼、超然淡泊、节制内敛、与世无争，被
崇拜陶渊明的京派诸人，包括沈从文，认为是“活

着的陶渊明”。

三、聂绀弩维护鲁迅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积极宣传抗日，聂绀
弩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的监狱里关押了几个月
后被驱逐出境，并于１９３３年７月回到上海，旋即
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成为了左联理论研究
委员会的一员。第二年３月，他受聘国民党汪精
卫派控制的《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
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分歧日深，所以报上时有
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便创办了该报副刊“动
向”，任主编，并请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叶紫任助
编，使之很快成为了继《申报·自由谈》之后左翼
作家和进步文学青年的又一块重要阵地，在粉碎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个
过程中，受到了鲁迅的赏识和器重，两人书信交往
频繁不说，仅１９３４年鲁迅就曾两次邀约聂氏夫妇
在梁园吃饭。

聂绀弩主编《动向》期间，鲁迅在该刊先后发
表了２３篇杂文，包括《拿来主义》、《骂杀与捧杀》
等名篇。１９３６年初，聂绀弩和胡风等创办文学杂
志《海燕》，鲁迅继续给予最大的支持，亲自题写了
刊名，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出关》和《“题未定”草
（六至七）》，在第二期上又发表了３篇文章。为了
支持《动向》，鲁迅除了自己不断撰稿外，还推荐了
颇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徐诗荃的杂文。

鲁迅器重、支持聂绀弩，聂绀弩则非常敬仰尊
崇鲁迅。“两个口号”论争期间，聂绀弩最早表态
拥护鲁迅支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对
鲁迅犀利深刻的杂文，聂绀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
后来回忆说，鲁迅的“杂文至少很难再有了。然而
这并不排斥与他同时代的人，他的后辈景仰他，学
习他，学习他的思想、精神，以及他的杂文，乃至模
仿他的笔调之类。我就是学习乃至仿效鲁迅杂文
的一个。”他还说，我“这样一个人，虽然曾经爱
好、学习、甚至模仿鲁迅的杂文，但无论内容和形
式，其不会相像，毫无是处，相隔十万八千里，那是
十分自然的。”［９］

鲁迅影响了聂绀弩的创作，更影响了聂绀弩
的精神气质。鲁迅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
则大骂”的境界，罕有后来者，聂绀弩庶几近之，难
怪当时的人们誉其为“鲁迅派”了。夏衍曾说：“鲁
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当推绀弩为第一人。他
写杂文不拘一格，不陷于一个程式，绝对不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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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多彩多姿。”［１０］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鲁迅病逝后，聂绀弩怀着
无比悲痛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鲁迅治丧办事

处的琐碎而危险的工作中，并和胡风、巴金等１６
人为他们尊敬的鲁迅先生启灵、安葬、送棺、抬棺
入穴。在悲痛与操劳中，聂绀弩还写下了悼诗《一
个高大的背影倒了》，表达了失去领路人的深沉忧
伤与对未来的坚强信念。后来黄源编辑出版《鲁
迅先生纪念集》时，将该诗放在了首页。４０多年
后，钟敬文还说：“恕我狂妄，我始终认为在数量不
少的追悼鲁翁的诗篇中，它是值得反复吟诵的一
篇。”［１１］

除了《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聂绀弩当时还
写有散文《关于哀悼鲁迅先生》，记述鲁迅丧葬的

盛况。此后，他还陆陆续续写过许多纪念和研究
鲁迅的文章，１９８１年，纪念鲁迅诞辰１００周年之
际，聂绀弩已经７８岁了，还重病缠身，但他依然撰
写了总题为《为鲁迅先生百岁诞辰而歌》的１０题

２１首诗歌。
令人感叹的是，对于“评议鲁迅”的辩驳，聂绀

弩“认为那完全是一场误会”，之后两人“成了很好
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１２］他曾如许称赞沈从
文：“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
创痕渊深的感情，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
罗斯的悲哀’，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１３］

而在谈到朋友喜欢自己的作品不尽一致时，沈从
文把聂绀弩列在了很熟悉的朋友之列，他说：“沙
汀喜欢《顾问官》，聂绀弩喜欢《丈夫》……”［１４］

参考文献：

［１］鲁迅．七论“文人相轻”———两伤［Ｍ］／／且介亭杂文二

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８８．
［２］聂绀弩．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Ｍ］／／绀弩杂文选．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５：６６－６７．
［３］沈从文．学鲁迅［Ｍ］／／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文论）．
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３３．

［４］沈从文．记胡也频［Ｍ］／／沈从文文集（第９卷·散文）．
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６９．

［５］吴投文．沈从文论鲁迅：在疏离与接受之间［Ｊ］．上海交

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１）：７１７５．
［６］沈从文．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Ｍ］／／沈从文文集

（第１２卷·文论）．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７３．
［７］沈从文．读《中国新文学大系》［Ｍ］／／沈从文文集（第

１２卷·文论）．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８７－１８８．
［８］沈从文．论冯文炳［Ｍ］／／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文

论）．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

［９］聂绀弩．聂绀弩杂文集·序［Ｍ］／／聂绀弩杂文集．上

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２．
［１０］夏衍．聂绀弩还活着———代序［Ｍ］／／聂绀弩还活着．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３．
［１１］钟敬文．悼念绀弩同志［Ｍ］／／沧海潮音．哈尔滨：黑

龙江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１２．
［１２］汪曾祺．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Ｍ］／／沈从文．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南

京：江苏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２：１．
［１３］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７１５］．ｈｔ

ｔｐ：／／ｗｗｗ．ｈｏｕｓｅｂｏｏｋ．ｃｏｍ．ｃｎ／．
［１４］杨建民．沈从文评议鲁迅与聂绀弩的辩驳［ＥＢ／ＯＬ］．

［２０１１０７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ｙｗｅｄｕ．ｃｏｍ／Ｂｏｌａｎｑｕｎ

ｓｈｕ／ｂｌｑｓ２００８／ｂｌｑｓ２００８０８２５．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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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ＬｕＸｕｎａｎｄＺｈｏｕｚｕｏｒｅｎ，ＳｈｅｎＣｏｎｇｗｅｎｑｕｉｔ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ｌｙｂｅｌｉｔｔｌｅｄＬｕａｎｄｐｒａｉｓｅｄＺｈｏｕ，ｗｈｉｌｅＮｉｅＧａｎｎｕｄｅｅｐｌ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ＬｕＸｕｎｆｏｒｈｉｓｅｓｓｙｅ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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