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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里的教育》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鲁迅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立人为本 尊重个性、只有改造社会，才能改造教育、
批判封建旧礼教和旧教育、让儿童活泼自由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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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里的教育》

精彩短评

1、把鲁迅与教育有关的文章集合成书，配适当解读，比较易读。本书收获最大的是以青年人为本的
思想，权威者、老先生不必凌驾青年之上，压制青年，而要给青年充分资源，让出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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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里的教育》

章节试读

1、《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69页

        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
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将诗之原理。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
；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
。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

2、《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32页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
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
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3、《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70页

        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死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
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
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
糊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

4、《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82页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
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
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

5、《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39页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
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
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

6、《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46页

        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

7、《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83页

        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
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8、《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07页

        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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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里的教育》

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是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
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绝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

9、《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50页

        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
，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
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
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
然不是“人”的萌芽。

10、《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223页

        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
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
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
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
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
”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想歧路上的方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
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我
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
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11、《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78页

        何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918事变后提出“中小学课程应增设公民科”，在公民科教材中“
采纳中国固有道德”，鲁迅作文编此“教科书”讽他。第一着，要能受，蛮如猪猡力如牛，杀了能吃
活就做，瘟死还好熬熬油。第二着，先要磕头，先拜何大人，后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头，砍头之
际莫讨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头，这点天职应该尽。第三着，莫讲爱，自由结婚放洋屁
，最好是做第十第廿姨太太，如果爹娘要钱化，几百几千可以卖，正了风化又赚钱，这样好事还有吗
？第四着，要听话，大人怎说你怎做。公民义务多得很，只有大人自己心里懂。

12、《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222页

        教育界的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

13、《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42页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
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

14、《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83页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
。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
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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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里的教育》

15、《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68页

        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 “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
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16、《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31页

        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
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

17、《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08页

        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
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

18、《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04页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19、《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272页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
玄虚起来了。
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
麻醉着自己。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人⋯⋯虽是等于为帝国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20、《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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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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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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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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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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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48页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印度——时，往往就与人
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
世。

24、《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97页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
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
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
骗的好方子。

25、《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46页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
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26、《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40页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根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
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
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27、《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45页

        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28、《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171页

        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
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
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我们自动的
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
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29、《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的笔记-第225页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
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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