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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可不读的鲁迅。如果说英国 史学不能没有莎士比亚，那么我

们的民族则不能没有一一-鲁迅。一仓年轻人，如果他想对文学多少

有点了解，就不可不读鲁迅，他是现fi中国的民族魂，发韧于"五四"

时期的中国新文学 苦无论语言形式总是表现对象，都是中国文学史

上一座新的高峰，而峰巅之上的领军t更是鲁迅。

鲁迅(188 1 - 1 936 ) ，原名周树人，中国新文化革命的先驱，伟大

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生于浙江绍兴一富裕人家，少年时

代，由于家庭的变故，寄住乡下一个贫苦的亲戚家里，因此有机会和

劳动人民接触。为了拯救苦难的国家，他到日本留学，期望以医学拯

救落后的祖国。后来鲁迅感到，医学并不能拯救人们的麻木灵魂，使

毅然弃医从文。他一生中著作颇丰，写了很多战斗的小说、杂文和思

想批判的论文。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况《狂人日记》无情地揭露了几

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仁义道德"的假面目，暴露出血淋淋的封建道

德吨人"的本质，是我国文学革命的专一声春雷。他的小说主要收

集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里 。 严要小说有《孔乙己H药H一

件小事H故乡 H阿Q正传H祝福》等 。 ' !斋迅也写了很多杂文和散文，

如《读书杂谈H拿来主义H野草H秋夜如《藤野先生》等 。

鲁迅的作品，不仅以新的概念，新1的人物、题材、主题以及多种

多样的创作方法，而且以丰富的内容、流刻的思想打破了我国传统

小说的旧格局，冲刷着中国人的灵魂，显示出"五四"文学革命的实

绩。

青少年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真正读懂鲁迅先生是很不容易



的，这需要相当丰富的社会阅历、历史知识和文学敏感。我们选编这

本书，是为青少年提供一个比较方便和有特点的读本，通过阅读本书

他们可以大致地了解鲁迅先生作品的思想状态和艺术特 色。为了选

编这个读本，我又重温了鲁迅全集，再一次感受鲁迅先生笔下富有激

情豪壮的呼喊和愤世忧民的思想。

在此我们精心挑选了最具其代表性的小说、散文、杂文、书信等

作品并收录出版，重新结集为《鲁迅作品集 ·精读本》奉献给读者， 目

的是使读者识见到鲁迅作品的总貌，进而全面的认识鲁迅，增进自 己

的文化修养。希望广大读者能在闲暇之余，打开这本书，静静领略一

代文学大师的心血之作，从中汲取到有益的知识，便是我们的心愿所

在了 。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对鲁迅先生艺术的领悟难免会失之偏颇，衷

心地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编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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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

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

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o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一一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

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

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

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靡，蟠蝉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①，…..多不是容易办到

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

面目;我要到 N进 K学堂②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

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③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

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

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莫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

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去进了 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

谓格致⑤，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

体新论》和《化学E生论》⑥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

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元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

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⑦

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③

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

①平地木，即紫金牛。一种药用植物。

②到 N进 K学堂 ， N指南京。 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 鲁迅 1898 年由绍兴至南京人南京水师学堂读

书。

③伊，白话文运动初期用作女性第三人称代词。

④清朝末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推行洋务运动，在国内举办军事工业和工矿企业，并开设各类传授现

代科技知识的学校。在这类学校读书泛称学洋务。

⑤格致，"格物致知"的略语，指穷究事物原理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清末讲西学者将之作物理、化学的

总称。

⑤《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关于生理学和营养学的著作。清末译成中文，前者为英国合信著，

1851 年出版，广东金利埠惠爱医局石印本 ;后者为英国真司腾著 ，1879 年出版 ，上海广学会刻本。

⑦日本维新，指日本明治年间(1868 - 1912)的维新运动。 在此之前 ，部分日本学者大量输入西方科学

技术和医学，对日本维新运动的兴起产生过积极影响。

⑧医学专门学校，指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鲁迅在 l如 - I蜘年间曾在该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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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咋品采·精读本

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

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

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

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①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

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

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

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

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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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苗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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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

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

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

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

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

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

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t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 ，是 自此以后的事。 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后来想 ，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

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

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嚣，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

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

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

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

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② 里有三间屋 ，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继死过一个女人的 ， 现

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仆午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③。客

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

①日俄战争 . 1904 年 2月至 1905 年 9月，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

的战争。

② s 会馆 ， 即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商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 鲁迅从 1912 年 5 月 至 1919 年 11 月 曾住在这

③ 5告碑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时在公余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金石拓本。 已出版影印本《鲁迅辑
校石刻手稿》三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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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

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

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①，将于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

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②，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

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

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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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

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元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

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

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

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

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

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昕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

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

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

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

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

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

之为《呐喊》。

-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①金心异，即钱玄同 ( 1887 -1939) ，浙江吴兴人。1908 年曾在东京与鲁迅同昕章太炎讲学。 "五四"时

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曾是《新青年》的编辑之一。

②《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的重要刊物，主编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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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①，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要渐阙。日前偶

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

早愈，赴某地候补②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

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

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

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

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

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

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

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

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

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

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

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

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

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

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①昆仲，称他人兄弟的敬词。

②候补，清代官制，指已取得官衔但尚未任职的中下级官员，可由吏部抽签下派，昕候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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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一一也府给知县打榈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街役占了他妻子的，

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

口才出气!"她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猿牙的一伙人，便都哄

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

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徊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

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锢

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猿牙人的笑，和前天徊户的话，明明是

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

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

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

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

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

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

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徊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

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

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

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

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

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

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

揣一揣肥癖: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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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于。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

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

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

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

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

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l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

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

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①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

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

食"②;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吻。我那

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徊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

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

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

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1.圄

J 、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

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战。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

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刊也们没有杀

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

①"本草什么"，指《本革纲目>，明代李时珍著，该书对唐人陈藏器《本草拾遗》中有关以人肉治肺痴的

记载提出异议。此处说法当为狂人"记中语误"。

②"易子而食"，语见《左传》宣公十五年，宋将华元对楚将子反描述宋都遭楚军围困时的惨状"敝邑易

子而食，析骸而赛。"

③"食肉寝皮"，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国州绰对齐庄公说"然二子者，譬如禽兽，臣食其肉而寝

处其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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