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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部分篇章引用作者原

文，涉及部分作者稿酬事宜。但由于出书时间所

限及作者情况不同的原因，在本书出版之际未能

做到一一与相关作者取得联系，未能及时支付稿

酬。在此向这些作者致歉，同时敬请作者或其版

权继承人见到书后与我们取得联系，索取稿酬。



联系地址: 内蒙古北华版权事务中心。

联系电话: 0471 － 4967453。

再次向作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远方出版社

2007 年 3 月 3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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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流淌，留给

世人难以计数、浩如烟海般的书籍。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是

那些古今中外久经时空考验的名家传世著作。这些名著都凝

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深入并改变着我们的言行与思想，成为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不朽佐证。

世事境迁，斗转星移，这些名著创作的时代与我们已经相

去甚远。我们如何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解读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为社会生活服务，已成为今天

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外名著

解读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 38 册，都是从人类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

深远的中外名著中精选而出的。在各个分册当中我们设置了

多个栏目，例如必读理由、作者小传、写作背景、内容概要、精

彩篇章、妙语佳句、作品解读、作品影响、名家评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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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书中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多

角度地解读这些中外名著，提炼出作者创作的主旨，为广大读

者提供指导性的阅读建议。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时间仓促，有误之

处，欢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指教批评，以便今后修订完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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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理由

《呐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集，开
创中国现代文学史白话小说的先河。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

这部小说集富有深刻的时代理论和时代特色，揭示了
各个阶层不同性格人物的思想状态及其形成的原因，充分
地暴露了家庭制度和封建思想，体现了鲁迅锐意创新的革
命精神。
《呐喊》共收录了鲁迅 1918 至 1922 年间写的 14 篇小

说。《呐喊》的深刻含义就是给革命者助阵作战，使他们不
惮于前驱。小说具有充沛的反封建的热情，从总倾向到具
体描写，都和“五四”时代精神一致，表现了文化革命和思
想革命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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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公元 1881 年—1936 年)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
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 1918 年为
《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1881 年，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
里。13 岁那年，鲁迅的家境开始败落，先是在京城做官的
祖父因故入狱，此后父亲又长期患病最终不治而亡。这一
系列的家庭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上有孤弱
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作为家中的长子，鲁迅不得不早
早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同母亲共同面对家中的不幸。天真
活泼、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此结束了，生计问题使他过早
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几乎每天，他都要
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然后再拿着药方到药店去为父亲
买药。以前家境好的时候，鲁迅家是街坊四邻羡慕的对象，
他们用特别的眼光看待这位“公子哥儿”，话语里包含着亲
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自从家道败落以后，他们的态度
就全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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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幼小的鲁迅心灵中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以至于那时的他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在当时的中国，人与
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
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
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
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
人的真面目”( 《〈呐喊〉自序》) 。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
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
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前后的
日子里，因为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住了一段时期，这使
得鲁迅对于淳朴的农村生活产生了亲近感。在那里，他与
许多的农村小伙伴成了好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划船、看
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
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

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
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
官。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
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

第二条路是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
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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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自己也有了权势。如果这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
经商，虽然这会被很多人看不起 ，但至少可以发家致富，不
至于流离失所、穷困潦倒。鲁迅走的则是当时被人最看不
起的另一条道路: 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
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 年，18

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 8 块银元，抱着到
“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
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
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

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
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
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
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
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
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
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
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
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好胜心都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
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也使他获得
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 年，鲁迅东渡日本留学。刚到日
本的时候，他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又进入了仙台
医学专门学校。父亲的死，是促使鲁迅选择学医的惟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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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希望通过现代医学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
病人，改善中国人的健康，摘掉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

同时他希望通过医学启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学习西方科
技知识，改造国家。但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这种梦想。

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
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
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
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解剖课的成绩
得了 59 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
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
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
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
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
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
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
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

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
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

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

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
的病根何在? 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
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
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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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
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
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
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
士”。

1904 东京弘文学院毕业照

留学日本期间，鲁迅的艺术素养以及思想认识有了很
大的提升，他对当时世界文化发展有了比较客观全面的认
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有了更切实的思考，并初步
完成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但是，当时的鲁迅还做不
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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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想和感情，就连很多在日留学生也不怎么赞同他的
观点。他的事业刚开始就被泼了一盆冷水，翻译的外国小
说只能卖出几十册，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
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 年，鲁迅
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
堂任教员。这一时期的鲁迅，思想极其苦闷压抑。

1909 年从日本回到杭州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令他感到非常振奋。但接
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些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使
得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
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
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这时他的生
活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



呐 喊

8

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
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
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

1912 年辛亥革命后

北京。
1918 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

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
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
凝聚了鲁迅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命运的思索。它通
过“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吃人”历史进
行严厉的痛斥，向愚昧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
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 “救救孩子!”可以说，鲁
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