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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书认为，杂文是鲁迅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是其浓烈的诗性

精神、丰沛的诗性情感，发达的诗性思维以及老辣的诗性语言共同

酿造的诗性结晶。这种包蕴于 “匕首投枪”外貌之下的独特品格，

是鲁迅杂文的独创，其非凡的价值在于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极大地

提升了中国杂文的品质，使其突破了古文的藩篱，完成了现代性的

质变。

这里所谓的“诗性”，具深浅两层涵义，浅层指诗歌的特性，

如抒情性、形象性、音乐性等; 深层则指文章之灵魂，是文本的精

神底蕴，一种具有诗化哲学意味的整体气氛。因此，“鲁迅杂文的

诗性品格”，则非指鲁迅杂文中那些偏于抒情类的杂感，由于诗歌

艺术的渗透而形成的某些诗性外形特征，而是指鲁迅的全部杂文在

整体上所具有的，一种由他的诗性精神、诗性情感、诗性思维和诗

性语言共同熔铸而成的内在的诗性品质，它将鲁迅的杂文创作推至

诗性的境界。

第一章阐释了鲁迅杂文的诗性精神。所谓 “诗性精神”可以

解释为作家内心世界中那些具有 “诗性”的主体精神，它不仅仅

指的是创作主体的“抒情情感的精神”，还应包括那些具有诗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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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人格意志、个性气质、创造能力，比如纯真、大爱、独立、自

由等等。鲁迅杂文的诗性精神主要体现为三方面，即人格的独立不

倚、心灵的大爱无伪和艺术个性的天马行空。他一贯所倡扬的

“个人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立人”思想，与他始于怀疑，而不

止于信仰和“自我生命体验式”的思想方法，均呈现出 “独立不

倚”的诗性精神。鲁迅的 “爱”是一种充满了神圣感和使命感，

充满了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的人间大爱。他的 “诚”，不仅

表现为真实，坦率，无伪，更重要则是表现为爱憎分明，敢爱敢

恨，不折不扣，绝少温吞等等这些特质。至于他那 “天马行空”

的创造力，从表象上来看体现为“恣意”和“博大”，而从就本质

上来看则是其“自由”心灵的外现。

第二章探讨了鲁迅杂文的诗性创造。本章从诗性情感、诗性思

维和诗性语言这三方面详尽论述了鲁迅杂文的诗性创造。诗性情感

与诗性思维，是鲁迅杂文“诗性品格”形成的最重要的两大基元。

鲁迅杂文的“诗性情感”，乃是一种富有激情的，积郁着创伤情

结、忧患情结和孤愤情结的，以爱为中心的交错缠绕的十分繁复的

情感系统，一种审美化的高洁、真挚、深刻且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

情感。其诗性思维，则主要体现为意象思维和想象思维。意象思维

不仅使他的文章达到了一般论文所具有的揭示事物本质的高度，而

且还使其具有超越于那些政论文章的形象性、深刻性和韵味性; 想

象思维则充分地调动了他的知识储备和阅历学养，将古今中外与眼

前事物联系起来，大大增强了说理的效果。鲁迅杂文的 “诗性语

言”，不仅表现为言简意深，具有隐喻性、暗示性、画意性、音乐

性和陌生化，而且因体现着鲁迅的自由、诗意的生命状态和天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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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创造精神，而呈现出超强的表现力和独异的个性，其基本风格

可概括为: “老辣”，即“老到”，“辛辣”。

第三章论述了鲁迅杂文的诗性渊源。与 “诗性品格”密切相

关的成因有三: 1. 鲁迅沉郁的诗性气质、深厚的杂学修养以及丰

富的人生经历; 2. 植根于中国诗性的传统文化土壤。不仅鲁迅杂

文的思维方式中所运用的融和着诗性情感的诗性思维体现了中国的

这种诗性的传统思维，而且他那言简意深，凝练隽永、具有音乐

性、画意性的极富表现力的诗性语言，从根本上说同样都得力于它

的载体即蕴藏着诗性特征的汉字。3. 与屈原、庄子、嵇康和尼采

等人的“精神相遇”。鲁迅在借鉴和吸收艺术营养的过程，与中国

作家之间并非是被动或主动的关系，而是一种 “精神相遇”的关

系。与其说是那些作家及其作品影响了鲁迅，不如说是鲁迅在与那

些和自己个性志趣相投的作家的深刻共鸣中，激活和强化了自己许

多潜在的精神力量和诗意情怀。比如，就鲁迅杂文所显示出的独立

不倚、大爱无伪、天马行空的诗性精神而言，就是在与中外很多作

家的“精神相遇”中得到确认、丰富和升华的。其中，屈原的爱

国主义和个性主义，庄子的瑰丽文采和自由精神，嵇康的长于辩难

和刚烈不阿，以及尼采的独立个性和破坏精神与鲁迅的 “精神相

遇”最具代表性。

第四章论析了鲁迅杂文的诗性价值。鲁迅的诗性杂文突破了古

文传统的藩篱，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杂文艺术品位，而且扩大了

它的精神格局，使其具有了 “天马行空”的大精神，而成为现代

知识分子通过传媒彰显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一种渠道。1. “杂

文”概念七要点: 1) 古已有之; 2) 以知识分子为创作主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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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旨归; 4 ) 以现代传媒为物质基础; 5 )

与中国人特有的思维习惯相契合; 6) 以独立意志、自由思想和批

判意识为内在精神; 7) 以幽默讽刺为审美基调。2. 鲁迅的诗性杂

文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杂文的艺术品质。它取材于更为具体的现实生

活，开掘得更有深度，形象与议论可谓水乳交融，讽刺效果更加完

美，往往富有多重意味，张力十足; 2. 鲁迅的诗性杂文使中国杂

文在精神品质上冲破古文传统的藩篱，脱胎换骨，实现了现代性的

完型。鲁迅杂文所具有的 “独立不倚”的诗性精神，远远超越了

古人所崇尚的 “个人主义”，使得中国杂文完全克服了内在的危

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反抗的现代精神; 鲁迅杂文所具有的

“大爱无伪”的诗性精神，远远超越了古人所崇信的 “仁者爱人”

的境界，使得中国杂文不再只是文人用以忧国忧民，抒怀把玩的工

具，而变成了作家是与大众一起直面人生，充满人间情怀的小品

文。3 “诗性”杂感是鲁迅杂文的独创，这种独特的诗性品格大大

增强了杂文用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批判力度。

总之，鲁迅杂文是其强烈诗性精神、浓郁的诗性情感、发达的

诗性思维以及老辣的诗性语言共同酿造的诗性结晶。“诗性品格”

是鲁迅杂文最重要的艺术本质之所在。

关键词: 鲁迅 杂文 诗性 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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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鲁迅的杂文已构成了一道独异的风景。

它虽为一种报刊体文章，主要用于社会与文化批评，却有着非凡的

文学价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在那嬉笑怒骂的文字里，不仅有着对

于种种时弊的思考与批判，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味与解剖，更有着驳

杂深邃的思想和狷介不羁的傲骨，涌动着甘为平民大众战叫的暖暖

情怀。时至今日，鲁迅杂文仍不失为文学经典，具有极强的现实意

义。近年来，关于它的思想性、战斗性和艺术性的探讨，依然是鲁

迅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其挖掘之深，阐释之丰，蔚为大观，令

人欣喜。然而，在众多话题中，有关其艺术品质方面的探究，却有

待深入。鉴于此，本文愿做这方面的努力，以求从 “诗性品格”

的视角，来探索鲁迅的杂文的价值。

在鲁迅的杂文创作中，偏于抒情类的杂感为数不少，由于诗歌

元素 ( 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 显明，历来为人所称道，被赞

为“独特形式的诗”【1】。然而，细寻起来，无论是它的抒情性、形

象性，还是音乐性、节奏性等等这些以往被大量阐释过的艺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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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其实只是道出了鲁迅杂文的浅层诗性，还未论及到它的深层诗

性，即鲁迅杂文内在的“诗性品格”。

那么，何为“诗性品格”? 这须从“诗性”这个概念谈起。所

谓“口闭则诗在，口开则诗亡”，“诗性”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带有某种神秘性，因而这个概念极难界定。虽然通常而言，

“诗性”可被狭义地解释为“诗歌的特性”，或被广义地理解为

“与逻辑性相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2】，但不难发现在这样的定义

中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 一、并非所有的诗歌都具有诗性; 二“诗

性”不仅仅表现为艺术性与审美性，还具有内在的精神性) ，均未

阐释清楚“诗性”的真正内涵，也都不过是一种权宜的做法。因

此可以说，迄今为止，应如何界定 “诗性”这个概念仍有待讨论

和阐发。

然而，诗性虽然万分玄妙，但它的存在却是历来被普遍认同

的，可以理解为一个无清晰界限的客观范畴。不难体会，不仅被称

为分行的语言艺术中有诗，其实一切体裁的文学中皆有诗。譬如，

卢梭的《忏悔录》不是以诗的形式创作的，但书中所体现出的那

种对自我灵魂真率而深刻的解剖，其精神所达到的深度及其所包含

的节奏，无疑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一曲讴歌人性的最激荡的诗篇;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但

在其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精湛的人物刻画背后，却分明彰显出一种史

诗的气度; 又如，司马迁的 《史记》虽为历史散文集，却堪称

“无韵之《离骚》”【3】; 沈从文的 《边城》虽为小说，但在那恬静

优美的讲述中，却充满了自然淳净的诗意; 曹禺的 《雷雨》 《日

出》虽是戏剧，但它那写实与写意相融合的笔法，却完全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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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的境界。可见，“诗性”并非诗歌所专有，它可存在于任何体

裁的文学作品中。只不过，“诗性”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一种至高

的理想境界，而非一般作品所能及。事实上，文学作品并非都具有

诗性，唯有那些具备了 “诗性”特质的纯熟之作方可入境，恰如

周汝昌评价张中行散文时所说的“诗，不仅仅是五言七言，平平仄

仄。它有独特的质素和性能。文境之高未有不是诗者”【4】。那么，

什么才是构成“诗性”的独特质素和性能呢?

翻阅古往今来的中外文论会发现，在论及 “诗性”时，大多

首先都是将抒情性视作诗性的本质特征。比如，中国古代很早就发

现，诗的发生就是出于抒情的需要，《毛诗序》所谓 “诗者，志之

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

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5】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写到: “神用像通，情变

所孕”; “惜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 辞人赋颂，为文造情”; “情

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此立文之

本源也”【6】
等等。西方人也同样出现了很多类似的阐述，比如，苏

格拉底认为美丽的诗歌是由那些完全沉浸在神圣的激情中时产生

的; 华兹华斯说: “诗歌是强烈的自发流溢”; 拜伦说: “诗歌应该

是阐释情感的”等等。可见，人们在抒情性之于诗歌的本质这个

问题，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此外，形象性 ( 或意象性)

和节奏性，也通常被看成是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早在古希腊时

期，西方的很多哲学家就特别强调过诗歌的节奏和模拟特征，比

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诗歌的职能就是 “通过意象来进行模仿

的”; 艾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将诗歌定义为 “一种具有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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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性的语言”; 弗雷德里克·霍夫曼说 “完美的节奏是诗歌

的重要因素，它必须伴随着诗意的想象”【7】。同样，中国的典籍中

亦有很多类似的阐说，比如，刘勰在 《文心雕龙·神思》中说:

“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 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

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6】; 胡应麟在《诗薮·内篇》中说:

“古诗之妙，专求意象”【8】
等等。可见，抒情性、形象性 ( 或意象

性) 、节奏性都是文学作品的“诗性”的体现。那么，能否因此便

将这三大特征作为“诗性”构成的内涵呢?

尚不能。不难看到，的确有很多诗虽然是诗，比如那些专事于

点缀升平，附庸风雅，无病呻吟之流的诗作，也同样均有抒情性、

形象性和节奏性，但由于其抒情主体人格模糊、意象趣味媚俗，语

言平庸寡味，因而无论就精神格调来说，还是就语感趣味而言，都

无法令人吟后从心底起兴，所以从本质上却与 “诗性”无缘，不

过是一类徒有诗形的诗而已。这便说明，“诗性”的内涵其实远不

止于抒情性、意象性和节奏性这三个特征，还有着更为丰富蕴藉的

深层内涵，即一种超拔的精神品格和独异的审美风貌。同时，“诗

性”也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一种超越了诗歌，乃至文学的疆界，

通往一切艺术的文化现象，正如约翰·穆勒所说的: “诗”这个概

念意指“诗性文化”的灵魂，在艺术实践中，“它既可以存在于韵

文中，又存于所谓散文中，它甚至不需要以词汇作工具，就能通过

所谓的音乐之声的其他听觉符号表达出来，甚至能通过在雕塑、绘

画和建筑中发挥语言作用的视觉符号表达出来”【9】。可见，大凡艺

术，均有诗性的流韵，它既是艺术特有的品性，也是艺术作品美感

的重要源泉。甚至可以说，“一切艺术的背后都是诗”【10】，“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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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本质是诗”【11】。

不仅如此，20 世纪而后，人们还逐渐发现，其实除了一切艺

术内蕴着的诗的性质，人类的语言也同样 “深藏着诗的性质，即

独特的、有机的、整体的，深含着情感价值; 从言说者角度说，每

次言说都是独特的，把不存在的欲念转化成为现实化的; 从结构上

说，对称、有机转换的表层和深层的原则; 音位的有限性和组合的

无限性的完美统一。这些都类似诗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特征。”有人

甚至认为，不仅艺术语言中存在着诗性，科学语言中亦存在着诗

性。“科学语言作为对世界性质特点的概括提炼以及建构，从创制

的动机方面说，简洁而有力地表述世界的性质; 从建构方面说，优

美、符合形式感的原则; 从科学家的语言追求方面说，充分的自由

性和最大限度的必然性融密无间。或者从科学语言转化为日常语言

的角度说，科学语言也是 ‘诗的’，科学语言的建构也充满诗性

智慧。”【12】

如此以来，“诗性”现象突然间仿佛变得无处不在，成了一个

学术界争相探讨的重要话题。以至后来，人们对 “诗性”的探讨，

已完全上升到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盘诘。“诗性”所蕴含的形而上

的意义，终于被学者们渐渐地意识到和挖掘出来了。可以说，自

18 世纪以来各种对其学理性的阐释，可谓是层出不穷，不厌其烦。

其中，以 1725 年维柯出版的《新科学》一书最为有名。在这部书

中，“诗性”虽然只是被界定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

以特指原始人类在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等方面的特性，

而非专门探讨 “诗性”内涵，但在他的学说中却显然已经论及到

了“诗性”与生命及精神之间的有机联系。而当 20 世纪诗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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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时，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才对 “诗性”问题做出了实

质性的回答。如海氏就干脆将 “诗性”视为与存在、真理、人性、

艺术、语言这五个概念有着十分密切关联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

首先，存在是世界的本源，存在的敞开则是真理; 其次，存在自身

即存在诗意，艺术是存在自身的显露，真理的发生属于艺术作品的

本性; 艺术的本质是: 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再次，人

性的完整塑造和实现，便是达到 “诗意地栖居”，即一种诗性与人

性的完整结合的生命最佳状态。最后，唯有诗人才能达此境界，语

言是自我实现的最佳手段，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这便启示我们，原来“诗性”，不仅仅是诗形，诗情，诗韵这

些浅层质素，更是“人内在的一种生命的体验，一种心灵的诉求，

以及性灵的彰显”。说到底，诗性乃是从人性中生成而来的，一种

与人的理想的生命状态、人的美好的精神追求相契合的本质存在。

而人的理想的生命状态和美好的精神追求，也无一不是诗化的，比

如纯真、仁爱、独立、自由、创造等等。也就是说， “诗性”，其

实是人的一种精神充盈、沉酣的生命体验，一种自我实现的审美的

存在。它给人以 “一种高尚的，雅致的，智慧的，灵动的，极容

易深入人的灵魂深处，内心深处的感悟状态，精光四射，魅力无穷

的感觉”【13】。如同庄子所追求的“逍遥”，孔子所提倡的 “仁境”，

耶稣所顶礼的“仁爱”，佛家所修炼的 “禅境”，王阳明所倡导的

“狂者胸次”，以及海德格尔所信奉的 “诗意的栖居”等等，其实

乃殊途同归，本质上无一不是指向诗性，指向真、善、美，指向自

由、独立、澄明的精神世界。可见，诗性是人类理想中共同的一笔

精神财富，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存在。不但 “凡人之心，无不有

—01—



! "
#$%$&’()*&+,-%-&./-&.*0(&1-$

诗”，诗性与人的心理和生理还存在着深层的互动效应。鲁迅曾这

样分析到: “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

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 惟有而未能言，诗人

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

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

破。”【14】
可见，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诗性还构成了欣赏者与艺术

之间能够产生共鸣的最重要的基础。这样，对于艺术创作而言，当

一件艺术作品具有了这种 “诗性”底蕴，与人类所向往的纯真、

仁爱、独立、自由的精神境界和生命状态相契合，那么无疑它也便

达到了一种诗性的境界。

综上可见，如果套用宋代诗人梅圣俞所说，“诗有内外意，内

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意含蓄，方入诗格”【15】， “诗

性”具有为深浅两层涵义。浅层指艺术作品的抒情性、形象性、

节奏性; 深层则指 “诗性”的深层内涵指的是艺术之魂，是作品

的精神底蕴，一种含有诗化哲学意味的整体气氛。一切艺术创作，

唯有具有了这种深层的诗性，方能达到了艺术的至高境界。那里不

仅是美的呈现，更是真理的显现，诗化人性的实现。可见，对于艺

术来说，其最佳的状态就是达到诗性的境界。而对于文学来讲，其

最高境界亦是诗性的境界。在这里，作家通过诗性语言，不仅传达

着“诗人之思”，更重要的是完成了一个自我人性的显现、敞开、

领悟、实现的生命体验过程，达到了一种归复本真，反抗异化，自

由创造的巅峰状态。于是，创作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产品，而

变成了作家内在生命力的一次不可抑止的喷涌，变成了作家的一种

独特的生命形式，一种诗性的创造过程。而作家们倾注于这种诗性

—1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