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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救国思想流变探微

杨　坤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　要：生活在中国急需疗救的时代，作为爱国者的鲁迅，自然担起了救国的担子。从中
国到日本，从日本到中国，对如何救国，鲁迅经历了从科技救国到文艺救国到革命救国的思想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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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即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１］６９８的鲁迅是一个无
可非议的爱国者。人们注意到的更多的，或许是
他在文学所展现的“格式的特别和表现的深切”，
然而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爱国者的鲁迅，救国才
是其思想发展的主流，鲁迅的救国思想不断发展
变化，经历了从科技救国到文艺救国到革命救国
的转变。

　　 一、科技救国

经历了家道中落的鲁迅厌恶了周围熟悉的人

群，为摆脱这种旧有的人事关系和改变自己的命
运，１８９８年，鲁迅前往南京寻求别样的人生，并先
后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
学堂学习。在此期间，学习的鲁迅接触到维新变
法的宣传刊物《时务报》，作为热血青年的鲁迅，救
国救民的壮志开始生根，受惠于维新变法派留学
生的变法举措留学日本。就这样，鲁迅抱着寻求
新知、拯救过敏的热情来到了东京。鲁迅进的第
一所预备学校是东京弘文学院，并加入了革命团
体浙学会，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且颇为勇敢。
从剪辫子事件就可看出，在剪辫之后不仅毫无畏
惧，还特地“断发照相”，以资纪念，并题了一首
诗———自题小像，赠给友人许寿裳。诗云：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２］

此时的鲁迅意气风发，决心为祖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而贡献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并积极思考着
如何救国。

鉴于当时中国屡受侵略与瓜分的现实，海外
留学生的思想情绪是非常复杂的，占主导地位的
是富国强兵之类浓郁的民族主义诉求，民族主义
是２０世纪初几代留学生心中一个无可化解的具
有标志性的“情结”。［３］９７自洋务运动以来，“师夷
长技以自强”的思想逐渐流行起来，这是当时留学
生对于时代的分析，在他们心中，挽救中国的最重
要的路径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他们普
遍认识到要强大如西方，就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
面貌、科技实力，为此许多人投入到实业救国中。
但遗憾的是，大多因私人利益偏离了初衷。地大
物博的中国，却因为科技不够先进，造成许多资源
的浪费，西方列强又觊觎着中国的丰富资源，不断
地侵略、瓜分。

如诸多留学生一样，鲁迅很重视西方科学知
识，以为是足以启民智、发民力来解救中国危亡的
东西。他写下《中国地质略论》，并和好友顾琅合
编了一本《中国矿产志》，希望通过这些书作来让
民众了解科技强国的道路。然而这种对科技的认
知并未被大众认可，希望通过这些书激发国人的
救国思想亦没能起到很大的功用。鲁迅著书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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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在于开启民智，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情绪，
这就迫切地需要进行普及宣传，将这些深奥的科
学知识讲得简单，让国人更容易接受。于是，他又
求助于文艺的力量，开始翻译“科学小说”，如《月
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世界史》
等。［２］鲁迅将科技融于文艺中，宣传科技的重要性
和必然性，让更多的民众理解和认识科技的力量。
虽因各种原因许多未能出版，仍可看出其以科学
思想启发民智的主旨。

鲁迅在弘文学院结束学业后，选择医学作为
他从事革命、拯救祖国的实践方向。鲁迅说他学
医的动机，是因从译出的历史书上知道日本维新
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因此他很想通过医学来推
动祖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此外，父亲的病也使他对
那些骗人的庸医失去信任，同时对被骗病人和家
属起了很大的同情。鲁迅选择了远在日本东北的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正是其科技救国思想的具
体体现，是受洋务运动影响之后的一次真正实践。

回校后的鲁迅，一方面深受孙中山在东京革
命言说的鼓舞，另一方面又因成绩事件受到很大
刺激，明显地体会到了异国中的那种民族歧视和
国籍歧视。在第二年新添的细菌学课上，看到被
日军砍下头颅的中国人和周围麻木的看客，彻底
粉碎了鲁迅从医救国的计划。学业没有结束，鲁
迅便来到了东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
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
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
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
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
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
倡文艺运动了。”［４］２４０

二、文艺救国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清末一种进步的社会思

潮，严复“开民智”、“新民德”的倡导，以及梁启超
对中国民众的论断都十分深刻的思考了国民性的

问题。还有章太炎提出的用革命消除民族性格中
的怯懦、诈伪、浮华，用革命祛除国民的“畏死心”、
“拜金心”、“退却心”的主张，以及邹容《革命军》中
“拔去奴隶之根性”的呼号，都是针对改造国民性
问题的深切思考。

鲁迅向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受其革命精神和
学术思想影响很大，认为中国社会最需要做的是
对民众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并在《河南》杂志

将自己所想说的话说了出来，即《人之历史》、《摩
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编》和《文化偏至论》四篇论
文。启发群众觉悟的“立人”主张，是鲁迅早期革
命思想的中心，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是故
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
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４］５４

囿于中国的旧的传统，鲁迅只能发出呼喊以求精
神界的战士，这种呼声在当时的中国是落空了的，
因为这样的人在中国还没有。鲁迅再次走向了求
助于外国的道路，与周作人合作的《域外小说集》，
也不过是被压迫民族的弱小国家的作品，未能起
到宣传思想的作用。

无情的打击接连到来，理想的头颅不断碰撞
在现实的岩石之上，这些经验使他进一步认识了
中国的社会，对于那些麻木的群众，不是靠一时热
烈的呼声所能奏效的，而应该进行长期的、韧性的
战斗。

１９０７年７月，鲁迅带着那无法排遣的寂寞回
国。在北京的鲁迅，虽仍坚持做好自己的工作，为
避无所谓的麻烦，鲁迅开始抄古书，看佛经。［２］这
一段时期，鲁迅可以说是处于一种沉寂的状态，然
而虽然沉默，却在内心精神世界中生成新的生长
因素，彭小燕认为“归国之后的‘沉默鲁迅’精神世
界中存在着三个结构性层面：对国民物质生存苦
难的关注，对２０世纪中国社会性的黑暗现象的直
面以及对同胞生存虚无的透视”。［５］但是，不久一
本杂志和一个青年却打破了鲁迅与世隔绝的生

活，这本杂志即《新青年》，而这个青年就是《新青
年》的编辑钱玄同。钱玄同为寻找优秀撰稿人而
“三顾”鲁迅，但鲁迅却迟迟不肯答应，直到两人谈
到“铁屋子”比喻时，鲁迅才有所改变。鲁迅认为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
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
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
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
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但是
钱玄同却反驳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
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有着沉重的经
历和对现世的清醒认识，他的精神气质更适合捡
起手中的笔，投身于打破“铁屋子”的战斗之
中［４］２７１。

１９１８年４月，《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第
四卷第五期上，这篇作品运用象征的手法，通过一
个迫害狂患者的思想互动，深刻地暴露了家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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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礼教的弊害。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的笔
锋更加纵深拓展，从多方面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
了批判。鲁迅始终坚持“立人”思想进行着战斗，
首先要做的就是破除旧的一些思想，他要求人们
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恢复作为人的本质。无法
改变社会的冷漠状态，只能去揭露、去讽刺，以求
唤醒民众以克服这种冷漠状态。在《明天》一文
中，鲁迅通过单四嫂子的悲惨命运，体现出冷漠空
气中的社会压迫。自然，如果只是揭露、讽刺，或
许就会让更多的人走向绝望，何谈改造的实现。
所以，在《一件小事》中，鲁迅对人力车夫进行了极
力歌颂，并且把它的反动的政治与儒教对立起来，
认为这便是希望所在。其次要进行建设，鲁迅锐
意改革，将希望寄予青年。在《狂人日记》的末尾，
他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在《随感录》中，他
又号召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
自暴自弃者之流的话。投入新文化运动之后，鲁
迅说他的思想“毫不悲观”，他认定生命的路是进
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型的斜面向上走，
什么都阻止他不得，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
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总
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鲁迅如一个凶猛的闯将走在文化新军的前

面，深切地关注下层社会，让普通的农民和城市贫
民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同时也描写知识分子，
关注他们的历史命运。认识到“唤起民众”是一个
必行之举。对于国民性的探讨在《阿 Ｑ正传》中
达到了高峰，着力描写了阿Ｑ身上的那种消极可
耻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就像一根毒针，刺进
了阿Ｑ的大脑皮层，使他不觉醒。对于民众麻木
状态的探究，对辛亥革命没有“唤起民众”的失败
经验的批判，到阿Ｑ开掘到了最深点。

三、革命救国

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引入中国，为中国带来曙
光，最终走向何方？早期的鲁迅信仰进化论并受
尼采学说影响，后期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论，以其亲身实践告诉人们革命方能救国。

经历革命文学论证之前，鲁迅已经历了辛亥
革命、国民革命，他带着对这些革命的伤痛、反思
来审慎面对其时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经
历辛亥革命的鲁迅已经逐步开始靠近了革命的救

国方式，只是因为当时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他有点
失落，他在《阿Ｑ正传》中写道：“革命党虽然进了

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
官”，［４］２７４这一巨大的反讽戏弄了鲁迅勃发的真挚
激情，使其对政治革命失去了信任。但鲁迅并未
因此而失却希望，他说“惟其有了它（革命），社会
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
蛮到文明，”［６］４３７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国民大革命轰轰
烈烈地开展着，鲁迅辗转于厦门、广州、上海等地。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的“清党”给了鲁迅很大的震惊，促
使他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进行思考，面对杀人
者“血的游戏”，鲁迅认为共产党应该进行复仇，并
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共产党人和他们信奉的主义，
他认为“包围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本身，便教给他
们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形态的东西。不是想不想革
命的问题，而是革命乃是中国惟一的现实生
活”［７］１７８，也就使得鲁迅“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
有将来”［８］１９８。

由厦门前往广州时，鲁迅“还有一点野心”，便
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
进攻”，［６］４７３而这时期伴随鲁迅更多的却是革命
团体的攻击和团体内的“冷箭”。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５
日，创造社作家出版了《文化批判》月刊，并在第１
期上发表了冯乃超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艺
术与社会生活》，率先公开指名批判和围攻鲁迅，
李初梨、成仿吾也相继发表文章加以批判，鲁迅被
迫卷入了革命文学论争之中。面对这种由政治扶
持的文学，鲁迅于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３日撰写了《“醉
眼”中的“朦胧”》，尖锐批判了创造社作家理论上
的模糊和错误，后来又撰写了《革命咖啡店》、《文
学的阶级性》和《文学与革命》等文进行反击，在论
争中鲁迅的思想逐渐向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

义靠近。
事实证明，批判鲁迅是创造社、太阳社这些作

家错误的一致行动，共产党要求创造社、太阳社作
家停止围攻鲁迅，这场论争终于在１９２９年上半年
基本结束。本着救国济民的鲁迅接受了共产党的
撮合而加入左联，与左翼作家握手言和。对于加
入左联，鲁迅是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的，“倘使
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
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
了。”［９］８只要可以救国，鲁迅甘愿做人脚下的爬
梯。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鲁迅在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的讲演，指出今后应该注意的是：第一，对于旧社
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要

３６　第３期　　　　　　　　　　　杨　坤：鲁迅救国思想流变探微



注重实力；第二，应该扩大战线；第三，应当造出大
群的新战士；第四，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未必
要条件的［１０］２３－２９。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引领的革命
有利于中国，可以实现他救国的希望，通过讲演也
可以看出鲁迅革命救国思想的逐渐成熟。从鲁迅
给萧军的信中很可以看到此时鲁迅的心境，“不
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
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
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１１］

加入左联后的鲁迅以其丰硕的创作实绩和其

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进行着工作。他阅读并翻
译了多种苏联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用犀利的文
笔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进行斗争，“左
联”五位青年进步作家，被国民党逮捕杀害，鲁迅
随即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现状》等文章，揭露国
民党政府的罪行。鲁迅积极地进行被害同志的营
救工作，在瞿秋白、陈赓、廖承志、丁玲等人的营救

工作中，奔走呼号，做了极大的努力。１９３５年冬，
中共北方局跟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他又为党接通
了这条中断的线，使革命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鲁迅，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痛苦的灵魂”，
“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

１９１８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
的呐喊队；１９２６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背景逃向
温暖明亮的南方；１９３０年，他更从孤寂的自由知
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
的营垒。”［１２］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凌晨，鲁迅为中国
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病逝
于上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苦苦地跋涉了五
十六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鲁迅的
一生，经历了从科技救国———文艺救国———革命
救国这样的思想演变过程，可谓中国知识分子探
索救国之路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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