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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五年鲁迅杂文文体研究述评

张小刚
,

王莹莹

(新疆医科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
,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 54)

【摘 要】杂文在香迅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

本文从文学归属
、

十五年的奋迅杂文文体研究进行了梳理
。

【关键词】每迅杂文 ; 文学归属 ; 文体特点 ; 文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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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特点
、

文体选择等方面对近

1883 ( 2X() 7 ) 0 2 一 00 28 一 04

在鲁迅的写作生涯中
,

杂文无论从数量还是

质量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特别是在创作的

后期
,

鲁迅几乎全身心地投人到杂文创作中
,

“

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

的
,

也可以说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
。 ”

川鲁迅杂

文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证明着其

不朽的价值
,

体现着
“

民族魂
”

伟大的精神内核

和人格力量
,

为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增

添了丰厚 的资源
。

鲁迅杂文研究的价值不言而

喻
。

本文试将近十五年来的鲁迅杂文文体研究作

动态评述
。

作为一种未经规范化的文体
,

自杂文产生以

来
,

其文学归属问题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

近

年来的鲁迅杂文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探讨了这

一问题
。

李德尧 《鲁迅杂文艺术本质漫议》 `2 ’一文

把鲁迅杂文置于文学艺术的统一格局中去考察
,

认为
“

杂文之为文学就是因为它是遵循艺术思维

规律而创作的
” 。

该文从受西方理论影响的
“

纯

文学
”

理论模式中超脱出来
,

从我国尚文
、

言

志
、

抒情的传统散文观念中
,

对鲁迅杂文的艺术

本质给予综合把握
:
它是将理性溶人生活的直

观 ; 用描写
、

叙述的手段将议论直觉化
、

艺术

化 ; 将抽象的思辨与感受意象化
、

象征化
、

符号

化
。

这种探讨打破了某种僵化的文学观念
,

对重

新认识鲁迅杂文的文学本质属性有启发意义
。

王

嘉良 《诗情观念
:
鲁迅杂感文学的诗学内蕴》 【3]

(上
、

下 ) 和 《形象反映方式与艺术思维特质

— 鲁迅杂文的诗学意义阐释》 L̀ ,两文分别从情感

和形象反映方式的角度来探讨鲁迅杂文的文学本质

属性
。

前文探讨了情感在鲁迅杂感文学本质构成中

所起的重要作用
,

情感的表现形态及作为独特文学

品种的杂感文在情感表达上的独特性
。

后文从形象

反映方式介人杂文创作以来所显示的艺术思维特征

上把握鲁迅杂文
,

认为形象反映方式是鲁迅杂文艺

术地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
,

鲁迅杂文把逻辑判断和

审美判断相结合
,

而逻辑思维向形象思维的转化使

创作思维呈现为真正的艺术思维
。

情感和形象本是

文学的两个基本质素
,

王文从此切人探讨鲁迅杂文

的文学本质属性是有说服力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李
、

王二人的文章更多地超越了对杂文某些文学性

质素的论辩
,

而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对鲁迅杂文的文

学本质作出确认
,

显示出对鲁迅杂文文学本质属性

辨析的理论深度和宏观眼光
。

姜振昌
、

孙思信 《鲁

迅杂文文体的根本艺术特征》 `, ’一文认为
“

曲笔
”

艺术是鲁迅杂文的根本艺术特征
,

而内在机制即
“

杂文构思布路的脉络
”

和外在表象即
“

语言的模

糊特性
”

的综合运用
,

使鲁迅
“

最终把杂文推向
`

形象化
’ 、 `

诗
’ 、 `

文艺性
’

的归途
” 。

彭定

安在 《鲁迅学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 1

年 5 月版 ) 中将鲁迅杂文置于
“

鲁迅艺术世界
”

的

总体构架中考察
,

在第七章中多侧面探讨了鲁迅杂

文的诗学本质及其特征
。

论著从
“

甜美
”

与
“

有

用
”

的结合 ; 鲁迅杂文艺术本质的基础
: “

时代气

候
”

与
“

精神气质
” ; 鲁迅杂文的

“

文学的内在本

质
”

之基础
:
零金细玉构筑的思想大厦 ; 幽默

、

讽

刺
、

激情 ; 中国现代诗史与中国现代灵魂的镜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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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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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艺术的中外思想一文化渊源 ; 多重对立 都不符合鲁迅文体思想及文体 / 文类构架的实际
。

因素结合的思想诗 ; 独创
、

新颖的文体与杂文语 因此
,

鲁迅杂文的文体意识
“

是一种长期自觉控制

言等诸多层面切人
,

从整体上把握鲁迅杂文的文 下的对文类的建构
” 。

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鲁迅

学本质特征
,

使鲁迅杂文文学本质得以立体化的 文体研究别开生面
。

该文不是鲁迅杂文研究专文
,

展示
,

对鲁迅杂文诗学研究不无启发意义
。

也有 但无疑对鲁迅杂文研究有启发意义
。

如果说皇甫积

文章对鲁迅杂文的文学归属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

庆的文章是一种对鲁迅文体的宏观审视的话 ; 那么

李继凯 《文体史视域中的鲁迅文体》 【61 (上
、

下 ) 查树楼 《鲁迅对杂文文体真谛的认识和追求》 `川

一文从现代文体学的广阔视域观照鲁迅文体
。

针 则是从时间的维度上梳理了鲁迅对杂文文体的认识

对鲁迅杂文
,

认为
“

鲁迅的杂文在总体上看来是 过程
。

该文把鲁迅对议论形象化 (
“

曲笔
”

艺术运

具有
`

诗性
’

的批评性
、

议论性文字
。

是独特的 用 ) 这一
“

杂文支配性规范
”

认识分为
“

五四
”

时

文体样式
。

其中有较大部分的文字文学意味很 期的
“

朦胧与自发
” 、 “

语丝
”

时期的
“

清晰与自

浓
,

诗性很强
,

是可以被视为文学的
。

但并不是 觉
” 、

三十年代的
“

升化与成熟
”

三个阶段
,

并进

可 以将鲁迅所有杂文都作如是观
。 ”

而应从更为 一步指出鲁迅是把此当作杂文文体的本质特征来

广阔的文化视野来认识鲁迅杂文的价值
。

认识和追求的
。

文章较为清晰地勾勒出鲁迅对杂

作为
“

文体家
”

的鲁迅有明确的文体意识
,

文文体认识的轮廓
。

研究者还运用文体理论剖析

这不仅体现在其学术著作 《中国小说史略》 中
,

鲁迅杂文的文体特点
。

刘泰隆 《鲁迅杂文的文体

而且体现在其创作实践中
,

研究者从不同方面探 特点》 `’ 2 ,根据中国古代文论中将文体分为体裁
、

讨了鲁迅杂文的文体思想和文体特点
。

袁 良骏 语体
、

风格三个层次的理论
,

提出并论证了鲁迅

《杂文的概念与鲁迅的杂文观》 ” ’一文对
“

杂文
”

, 杂文文体的特点
:

体裁杂多而统一于杂文质
,

语

的概念进行了辨析
,

并切近文本实际
,

从鲁迅有 厂 言特色萦多而统一于诗化
,

风格多样而统一于战
关杂文的论述中提炼了鲁迅的条妥视丁茶贾角犷 、 斗性

。

如果说刘文是从整体上把握鲁迅杂文的文

文之一体 ; 杂文分两种
:

作为
“

匕首
”

和
“

投 体特点的话
,

张直心 《论鲁迅对 <二心集 > 型批

枪
”

的杂文
,

作为
“

小摆设
”

的杂文 ; 提倡
“

有 评文体的反拨》 【川一文则是颇有见地的个案研究

情的讽刺
” ,

反对
“

无情的冷嘲
” ; 主张积极健 的成果

。

张文重新审视 《二心集》 型批评文体
,

康的幽默 ; “

写杂文也不易
” 。

论者熟捻研究对 深人描述了鲁迅对苏式文论形式认同
、

模拟
、

扬

象
,

捕捉准确
、

敏锐
,

眼光独到
。

吕若涵 《试论 弃的过程
。

论者一反学界将 《二心集》 视为鲁迅

鲁迅的杂文理论》 〔. ,从鲁迅对杂文文体的确认
,

对 批评文体发展顶峰的成见
,

深人剖析 《二心集》

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 明批评的提倡与实 型批评文体理论化
、

体系化
、

逻辑明快的特点 ;

践
,

对杂文创作规律和美学原则的发现和总结等 同时指出
,

这种文体存在着审美体验的狭隘
,

将

方面探讨了鲁迅杂文理论 的丰厚内涵
。

论者指 文学的阶级功能绝对化
,

阶级分析普泛化
,

语言

出
,

鲁迅的杂文观是一个丰富
、

完整
、

具有较高 形式中的二极对立思维格式等缺点
。

而鲁迅晚年

的理论价值的体系
。

韩立群 《鲁迅杂文文体理论 批评文体终于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深化
,

走

及其实践》 ` 9j 一文认为鲁迅的杂文观继承并发展了 向
“

血书
”

化
、 “

非体系
”

和诗性含混
。

中国古代传统的大文章观
,

主张文体形式的多元 作为现代文学大师的鲁迅
,

在小说
、

散文
、

散

性与审美品性的一元性
,

其战斗性审美品格在艺 文诗
、

旧诗方面都创作了堪称典范的作品
,

而最终

术方法上的集中体现是讽刺艺术的运用
。

而皇甫 却选择了杂文
。

其中缘由匪夷所思
,

引起了研究者

积庆 (结构
、

解构
、

建构— 论鲁迅文体思想及文 的注目
。

朱晓进的系列论文 《杂感文
:
鲁迅文体选

体 / 文类构架》 `’ 0] 一文对鲁迅文体世界的文体 / 文 择的归宿》 〔14 , 《鲁迅对杂文的偏爱及其主要原

类构成作出了动态描述
,

体现了现代系统论辩证 因》 ` lsl 和 《鲁迅的文体意识与文体选择》 〔’ 61 等集

地把握系统与要素关系的思维特征
。

文章认为鲁 中探讨了这一间题
。

朱文对鲁迅杂文文体特征的认

迅文体世界的文体 / 文类构成是一个
“

有设想
、

受 识显示了认识上的逐渐深化的过程
。

论文结合时代

控制的系统
” ,

而裁然分开的个别文体的研究或 环境和作家的个性特征
,

探讨鲁迅选择杂文的原

单纯强调鲁迅文体发展思想及文体融合的一面
,

因
。

认为鲁迅是从追求时代性和文学性统一
、 “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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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意识
”

和
“

文体意识
”

相统一的基础上选择了

杂文
。

作者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从现代语言变迁

史
,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认识鲁迅杂文的文学

史价值的重大意义
,

显示出全面把握鲁迅杂文文

体选择的努力
。

李德尧 《<热风> 一一一在新旧思潮撞

击中的文体选择与创格》 `’ 7 ’一文探讨了辑录鲁迅

在新文化运动高涨年代所写的随感录和短评的杂

文集 《热风》
。

文章认为
,

鲁迅选择随感录这种

文体
,

首先是
“

自觉意识到当时思想革命的需

要
” ,

其次是
“

发现了杂文与自身的人格
、

思

想
、

艺术气质的亲近关系
” 。

《热风》 在保持统

一风格的基础上又有随感体
、

格言体
、

寓言体
、

散文体等诸多体式
。

王向远 (鲁迅杂文观念的形

成演进与日本文学》 `” ’一文考察了日本文学对鲁

迅杂文观念的影响及鲁迅对 日本文学观念的超

越
,

从而确认
“

鲁迅杂文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独创

性
” ,

杂文是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体
。

这种探讨

冲破了对鲁迅杂文观念渊源的单一认识
,

与世界

文学建立了联系
。

在杂文文体研究方面
,

李德尧的专著 《新文

化先驱 的文体选择
:
论鲁迅杂文的文体精神》

(武汉大学出版社
,

1994 年 1 月版 ) 颇引人注

目
。

该著把鲁迅杂文作为一个独立
、

完整的艺术实

体进行研究
,

聚焦鲁迅杂文的文体精神
,

以鲁迅杂

文文体的历时性演变为经
,

以对不同时期具有文体

特征与诗学意义的概念
、

范畴的重新发掘为纬
,

清

晰地勾勒出鲁迅杂文文体发展的轮廓与特征
,

对鲁

迅杂文的艺术本质
、

文体精神
、

诗学意义都有新的

阐发和论述
。

该书是近年鲁迅杂文研究方面出现的

一部力作
,

显示出作者以鲁迅精神研究鲁迅杂文的

可贵品质
。

近十五年的鲁迅杂文文体研究取得了一

定成绩
。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重新确认了鲁迅杂文的

文学本质属性
,

显示出理论的深度和宏观的视域 ;

多向度探讨了鲁迅的杂文文体思想及其成因
,

并有

专著系统化地探讨这一问题
。

在一些研究者的眼

中
,

杂文应
“

侵人
”

高尚的文学楼台
,

成为文学中

的正宗
,

此方面文章已显示出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开

放的文学胸襟
。

但对鲁迅杂文的文学归属持异议甚

至轻薄者亦不乏其人
。

应该说
,

在这个问题上展开

学术论争是非常有意义的
,

有利于深化对鲁迅杂文

的认识
,

也有利于深化我们对文学的再认识
。

对鲁

迅杂文文体观念的探讨
,

则进一步深化了对作为文

学家的鲁迅的自觉的文体意识的认识
,

使一个始终

不放弃杂文文学追求的鲁迅的面目更加清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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