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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鲁迅》

前言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题目？还是先从一件小事说
起。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看了在学校放映的电影《鲁迅》，非常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也很不错
，能拍成这样，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因此我注意到编剧
的一个陈述，强调鲁迅“兼有‘儿子’、‘丈夫’、‘父亲’、‘导师’、‘朋友’等几重身份”，
整部电影也是围绕这五方面来展开的，着重从日常生活中来展现鲁迅情感的丰富，同学们看了电影以
后，觉得亲切而感人，这说明电影是成功的，它有助于年青一代走近鲁迅。但我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
，喜欢从另一面来看来想，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拍这么
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难道仅仅在于告诉今天的观众：鲁迅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
吗？”这其实就内含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并不缺少好儿子，好父
亲，好丈夫⋯⋯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呢？这正是我们所要问的：鲁迅对于现代中国，对于我们民族
的特殊的，仅仅属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
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
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是的
，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
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这样说，强调这一点，不是要重新把他奉
为神，重新把他看做是“方向”、“主将”、“导师”——这些说法，恰恰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
是3O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
来没有成为“方向”，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方向”，因为他对任何构成“
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
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
坏公民”，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好
的怀疑主义者”和“坏的公民”。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
子都有一个“导师”和“国师”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
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
要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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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鲁迅》

内容概要

《正说鲁迅》主要内容：坛坛都是好酒。他抽烟、喝酒、看好莱坞大片；他既是青年的导师，也是溺
爱孩子的父亲；他尖刻，却难掩智慧的幽默；他战斗，却决不做无谓牺牲！他，就是人间鲁迅！孔庆
东是北大学生们的最爱，他曾多次高票当选北大十佳教师，所开每门课堂堂爆满，其中关于鲁迅研究
的课程最受追棒。他精彩的鲁迅研究课程，多次造成北大图书馆内《鲁迅全集》被借阅一空。2006年
，孔庆东在央视“百家讲坛”正讲鲁迅，引起众多国内外鲁迅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他以大众化、当代
化的视角看鲁迅，刻画出鲁迅生活世俗的一面。他舌如莲花，妙语迭出，毫不掩饰自己对鲁迅的顶礼
膜拜之情，他评价鲁迅为“纵横十八年，天下无敌手，战士多智慧，独孤求败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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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鲁迅》

作者简介

孔庆东，人称“北大醉侠”，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坛主，新浪文化博客首
席博主。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曾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之首。 十余
年来，孔庆东博士先后写出当下中国罕见的酣畅淋漓、嬉笑怒骂的痛快文字，其《47楼207》、《笑书
神侠》、《千夫所指》、《空山疯语》、《口号万岁》、《四十不坏》等书一直畅销不衰，为当今影
响最大的思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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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鲁迅》

书籍目录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代序）
爱恨情仇
一、祖父罹罪，家道中落
二、“母亲娶媳妇”
三、手足失和，相煎何急
重出江湖
一、弃医从文
二、消沉的“周树人”
三、铁屋中的呐喊
革命与金钱
一、清醒的金钱观
二、战士“斗智不斗力”
三、懂得休闲，懂得放松
四、人生观与生存哲学
身陷重围
一、吟罢低眉无写处
二、阵营内的矛盾
三、改造民族魂
四、“横站”
谁在吃人
一、狂人不狂
二、被吃的灵魂
三、阿Q的悲剧
祥林嫂之死
一、谁是凶手
二、鲁四老爷？婆婆？柳妈？
三、“我”
四、清醒的彷徨
鲁迅的当代意义
鲁迅是语文教学的灵丹妙药
鲁迅思想研究变迁及其他
鲁迅性格分析三篇
一、伟大的二重性格
二、丰富的痛苦
三、痛心的偏激
大众文化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
鲁迅诗文导读
《坟》
《野草》
《朝花夕拾》
《热风》
《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三闲集》
《二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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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鲁迅》

《伪自由书》
《南腔北调集》
《准风月谈》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二集》
《且介亭末编》
《集外集》
黑色的孤独与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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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鲁迅》

章节摘录

一、祖父罹罪，家道中落鲁迅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爷爷是翰林出身，曾经担任过知县，后来在
北京担任内阁中书，他的父亲则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秀才1。因而，周氏家族在绍兴当地算是一个名门
望族。这样的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使得少年鲁迅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加之鲁迅聪慧过人，因此，展
现在鲁迅面前的似乎应该是一条读书取仕、光宗耀祖的“光明大道”。可是，世事难料，在鲁迅13岁
那年，一场重大的家庭灾难打破了周氏家族的宁静，也从此完全改变了鲁迅的生活。那么，这究竟是
一场怎样的灾难？这场重大的家庭变故会给鲁迅的成长带来怎样的改变呢？鲁迅的家庭，用今天的话
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中产阶级家庭，甚至比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还要好的一个周氏大家族2。不幸
的是，在鲁迅幼年的时候，他们家里遭到一场比较大的灾难，这个大的灾难是由于他的祖父参与了一
个案子，是科举考试行贿的案子。我们今天全世界考试作弊成风，在很多著名的大学里，大学生都普
遍地作弊，我本人也处理过很多作弊现象，我非常痛恨这种现象，但是很多学生习以为常，说考试作
弊有什么了不起，判我不及格我下次再补考，说得轻描淡写。但是我们知道，在古代，考试作弊是大
罪，是了不得的大罪，甚至要杀头的，为什么？因为考试作弊就是欺骗最高领导人——皇帝。国家通
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你考试作弊，不就是欺骗国家吗？所以考试作弊其实应该是大罪，我们今天太过
于轻描淡写作弊这个事情了。鲁迅的祖父因为科举考试行贿3就被判了死刑，我知道有很多青少年朋
友不会理解，真有这么夸张吗？科举考试行贿要判死刑，真没劲，其实这个事情确实很严肃，他的祖
父就是被判了死刑，但是这个死刑很有意思，不是立即执行，我们知道判死刑有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
，缓期一般就不会死了，表现好一点，不再作恶，就改成无期徒刑，鲁迅的祖父被判了死刑，没有说
立即执行，可也没有说缓期多长时间，而是判了当时叫“斩监候”的罪4，意思是先不斩，先押着，
什么时候杀头，看皇上高兴不高兴，皇上一高兴，没准就不杀了，就赦了，如果不高兴，也许哪天拉
出去斩了，所以这事是一个悬念，它没准。中国古代什么时候杀人5？每年秋天，秋天草木凋零，中
国的一切都是配合自然界的节奏，春天草木繁盛，百花盛开，不适合杀人，杀人煞风景。所以一到秋
天，鲁迅家就慌了，一到秋天就花很多钱上下打点，买通关系，希望把今年熬过去，今年熬过去了，
明年还得如法炮制一番，就这样年复一年，家里有多少钱也都用出去了。这一场官司下来，他们家就
败落了。由于这场官司，他父亲秀才的名号也被革除了，到手的文凭给收回去了，不算数了6。在这
个过程中，鲁迅一个小小的少年，切实地感受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鲁迅有一句很沉痛的话，说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可以看见人生的真面目7。”人生的真面
目是不容易看到的，不是说努力就可以看到的，你没有条件就看不到。鲁迅则有家道中落这个条件。
一个孩子家里条件不错，成绩都不错，别人也说你好，一切绿灯都打开了，你看不到人生的真面目。
等到哪天你突然考个倒数第一，家里还交不起学费了，你就能看到人生的真面目。少年鲁迅是长子，
所以过早的生活的重担、精神的压迫就撂到这个少年的肩头。因为鲁迅的爷爷被判“斩监候”，所以
牵连到鲁迅的父亲也革除了秀才的功名。鲁迅的父亲本身身体不好，经过这么一折腾，病情更加加重
了，这样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就落在少年鲁迅的肩上，俗话说“国有大臣，家有长子”，面对父亲的
病重、母亲忧愁、弟弟年幼的这样的生活重担，鲁迅该如何度过，少年鲁迅为什么会遭到邻里的流言
诽谤，而这种生活的磨难和苦难会对鲁迅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呢？鲁迅在很长的时间里，做了些什么呢
？他频繁地出入当铺和药铺之间8，家里没钱了，就拿东西去当铺当，然后拿钱回来给父亲治病，再
然后又去当铺。去当铺是一件很遭受精神压迫的事情，有钱买东西当然是很畅快的心情，若没有钱，
受人家白眼，100块的东西5块钱就给你当了，每天遭受这种白眼和奚落，这对小孩的精神打击是非常
大的9。到了后来，他的父亲也病死了，家里边仅有的二三十亩水田也卖光了，他家成分等于改变了
，由地主变成贫下中农了。所以说，鲁迅从小知道生活之艰辛，知道钱怎么来，东西怎么来。我记得
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我有一天问他：“你知道咱们家的饭从哪来的吧？”我想启发他说都是他爸爸
挣来的，但他说：“我知道，都是从厨房端来的”。当时我大吃一惊，后来我想他说的有道理，因为
他每天亲眼所见的饭菜就是从厨房端来的，所以他觉得厨房永远是源源不断生产饭菜的地方，这不是
孩子无知，这是大人的教育不到位，他不会想到这些饭和菜是我挣来的。我想，今天很多孩子恐怕都
没有意识到钱是从哪来的，没有意识到劳动和生存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鲁迅家里的钱花光了，
田卖掉了，值钱的东西能当的也当掉了，房子也就显得越来越大了。鲁迅写那个时候的感觉非常逼真
，他说他每天在墙的角落四处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总觉得抽屉里还有什么东西，打开
每个抽屉看，看一遍又看一遍。这个时候亲戚朋友和邻里对他们家的态度也改变了10，能欺负的就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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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鲁迅》

负，该骗的就骗，还有的人就怂恿鲁迅把家里的东西偷出来卖——你们家还有什么东西赶快拿出来卖
吧，鲁迅没有这么做，但是邻里之间已经有这样的流言蜚语，所以鲁迅不是直到长大之后才受到社会
上流言蜚语的打击的，鲁迅一生就是生活在流言蜚语之中。死了这么多年之后，还没有很多人真正理
解他，其实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受流言蜚语的打击了，用金庸笔下杨过的话说：“我一生受人冤枉还
少吗？”大侠是怎么成长的，像杨过这种大侠，小时候就受人冤枉，很难有几天扬眉吐气的日子。鲁
迅少年时受到这样的压力，压在一般少年的头上，恐怕会受不了。我是研究文学的，经常讲作家生平
，我发现很多作家、艺术家，少年的时候，都经历过家庭的不幸，特别是父亲早逝，少年丧父11，这
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规律，还有家道中落的也很多。从逻辑上推理：家道中落一定会让人奋起吗？很
多社会上的不良少年、流氓歹徒也是因为家道中落产生的，也许家道中落使人萎靡不振，但是对于我
们知道的这些杰出的人物来说，似乎少年时代的不幸是他们取得成就的一所最好的学校，那个时候他
们比别人多学了很多很多最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了，我们不能因为要成就自己就故意搞得家破人亡，
那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不是那个时代。鲁迅的家道中落有时代的代表性，因为那个
时候清王朝正走向它最后没落的阶段，像鲁迅一样，当时中国有很多家庭都家道中落了，当然原因不
同，不见得都是像他家是因为祖父的原因，有的是由于生意没做好亏本了，有的是由于疾病，还有其
他原因。从整个中华民族来看，我们中华民族也是经历了一个家道中落的过程，以前很兴旺，中华民
族有光辉灿烂的过去，后来家道中落了，中落得很苦，老被人家欺辱，被人家看不起，自己想各种办
法振兴、振作。整个中华民族也有一个马鞍形的过程，鲁迅的家道中落以及给他带来的痛苦在中国是
很有代表性的，这是鲁迅人生中的第一个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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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鲁迅》

编辑推荐

翻阅《正说鲁迅》，孔庆东对鲁迅“重出江湖”一章的讲述特别精彩。在老孔看来，埋头抄了十年古
碑的鲁迅，就像是在深山古庙中潜心修炼的得道高人，在世事一无可为的情形下寂寞度日，只是用空
负的一身绝学慰藉自己，然而他终于不能抵挡人世的呼唤，不能放弃自己的道德承担，毅然踏入风波
险恶的江湖，虽然最终仍不免于寂寞，却给现代中国留下了不朽的传奇，而他自己的生命也在这中间
得到了淋漓酣畅的释放：“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这也就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生命的
大飞扬”，鲁迅是这么一个率性至情的人，用孔庆东自己的话来说：“鲁迅不是冷冰冰的一个简单的
文化斗士，而是这么有人情味的一个人。”如此，鲁迅的人格魅力才真正地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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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鲁迅》

精彩短评

1、我认为这本书说得很好，特别是讲祝福那一篇，理解很透彻
2、恩，也是，就是一板一眼地说⋯⋯
3、现在批评孔老师和鲁迅的东西越来越多。不过平心而论，这本书写的还是挺不错的。另外，大家
都可以对照一下两大嘴没把门的：鲁迅跟王朔⋯⋯呵呵！
4、我们对他了解的太少，否则怎么会漠视一个这么鲜活而深刻的灵魂
5、中国可以没有胡适，但绝不能没有鲁迅。
6、比较全面
7、当消遣看看人物生平很好，真要细细较真起来，硬伤太多了。
8、忽的觉得鲁迅确实很伟大
9、前半部分就是高中语文教师水平。另外孔庆东写书越来越字大行稀了！！！
10、对鲁迅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并且勾起了读读鲁迅的兴趣
11、复杂了。
12、说起来的时候的确觉得蛮有意思的，至于看起来⋯⋯
    罢了，说明人家可讲的好，还是很喜欢他
    另，大哥你还是接着研究金庸吧
13、似乎也没有多少真知灼见，都有点炒剩饭之嫌，一般吧。
14、不好玩
15、编辑在逗我吗
16、我想你有点误解了。最早我知道孔庆东是通过百家讲坛，不过那大概是07年初的事情了，在这之
前我是知道他有讲过六集的鲁迅，不过听了几句就觉得仿佛在讲课本很没有意思，后来才仔细地听了
，也许是机缘巧合吧，觉得听了那六讲意犹未尽，有时候竟然多次重复听，因为没有最新的了，越来
越觉得引力强大，后来看到这本书，就读了一些关于鲁迅的评论等，老实说那时候的确是吸引了，不
过先是通过听课的，而这本书是讲课后的整理笔记而已，所以有时候不那么生动，俏皮，因为他，我
开始读鲁迅了，所以北大的鲁迅全集被借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已。不是这本书如何，或者引用等等
，这只是一本评论的书，或者说，因为这本书爱上鲁迅非常困难，而要听了他的讲座，试着去看鲁迅
的作品，也许，当你发现鲁迅的作品的一点味道之后，才真正感觉到作品的魅力，至少我没有从这本
书里看出什么炫耀，但他说的读一些鲁迅早期的文字是非常到位的，比如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
等。这一本可以成为引导说，如果之前不怎么读鲁迅的作品，恐怕很难看出什么东西来，当然也需要
一定的修养。还有性格，品味等等的因素。
17、孔庆东是孔子第75代传人，学识渊博思想独到。他不是在寒假的时候挑衅说香港人是狗吗，怎么
还看他的书？我们要就事论事 就如同我不喜欢毛某人，还有一本他的选集。正说鲁迅大多是百家讲坛
整理出来的，阅读性极强，大快人心，不过里面有很多向当局擦鞋的论调 有点恶心
18、绝大部分很认同。
19、他对鲁迅还是足够尊重的
20、作为普及书，可以做四星。
21、看这本书，我开始理解孔老师的“偏颇”和“左转”了，问题其实比我先前想象的复杂
22、同意同意，讨厌这个看起来形式独特的注释。让人看得没有连贯性，注释说过了，孔大侠还要讲
一遍，尼玛你讲过就不要注释好不好？坑我的眼睛啊，后来索性就不看注释了。
23、　　与前言介绍相比,没说得那么好.孔庆东或者出版社有点虚假广告的嫌疑.前半部分像是鲁迅生
平介绍的科普.中后部分是孔庆东的演讲和博文实录.总体观点翻来覆去就是那些.如果没看最后两篇&lt;
大众文化与鲁迅&gt;和&lt;胡适与鲁迅&gt;文章.我肯定要给这本书一个差评.但这两篇确实很不错.算是
读此书的一大安慰吧.
　　如果孔庆东把前言写得平实一点儿,别给人那么大的希望,把这本书当科普读物读也不错.但前言写
得太有点儿吹牛B了.后面真是越读越失望啊.北大学生真的很喜欢这种讲座?
　　
24、高中时候灰常爱孔大人~
25、前面的部分好像在百家讲坛听过。后面是几个演讲和几篇论文。他的书还不错，他喜欢鲁迅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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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我也一样，所以看着挺爽
26、内容选取很凌乱，文章重复和不协调的部分太多了。。
27、隔靴搔痒
28、我觉得你并没有读懂这本书，孔对鲁迅的理解还是很有深度的
29、嬉笑怒骂的痛快文字
30、相信，你一定读过鲁迅的文章。可是，除了边边角角的杂料外，你对周树人又了解多少？

31、一般，就是罗列一些资料，也没有深究
32、初中时语文背诵 鲁迅 1881-1936 绍兴人。。。
33、想了解鲁迅，或者说是大陆人眼里的鲁迅，这本书还是可以的
34、最喜欢的作家就是鲁迅，而孔大和尚写的则是格外有趣而真切
35、“正说”二字，已经提醒大家这本书的趣味性有限了。呵呵
36、算是先生的生平介绍吧，语言不是那么晦涩难懂，夹杂着幽默感，但缺乏思想深度
37、kindle
38、孔老师的讲话比较酣畅淋漓，但有时有点恣肆，但值得一读。
39、有点吹⋯⋯
40、之后读不下去了⋯吹得太过。
41、很喜欢作者自比成一座桥，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可以通过这座桥看到对岸的风景。通过孔庆东看到
鲁迅的风采，依然足够！
42、挺喜欢孔庆东幽默的风格
43、毕竟每一章都写了笔记
44、一个立体的鲁迅先生，了解之后再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别有滋味
45、10.1.12―10.1.29 开始爱上孔庆东了
46、一般，不推荐。
47、看完对鲁迅了解更深入

48、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鲁迅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看了这本书，了解了一个生活在尘世间的
鲁迅，一个可爱的鲁迅。看了这本书，我有想法去买套鲁迅全集。
49、先读这本书再读《国文国史三十年》写鲁迅的部分，就会觉得国文国史三十年没什么意思，但是
先读了《国》再读这本，就觉得，浪费一本书，完全没有买的必要.....
50、孔和尚的书我也读过... 年幼无知啊...
51、鲁迅怎么就是不喜欢他妈妈喜欢张恨水的书呢~  
52、可以了解鲁迅生平
53、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他把从小语文老师树立的文章写得又多又重要全是考点毫无趣味的那个鲁迅的
形象拿掉了~~第一次知道鲁迅也是可以很真实的~~（然后那时候还一度想读文科⋯以后可以学中文
⋯咳⋯好久以前的事情啊⋯⋯
54、　　　买的时候看到介绍很是吓人，说是什么孔教授在北大搞鲁迅的讲座导致北大的鲁迅全集多
次被借阅一空！雷得我赶快买一本看看。 
　　　　看的时候很期待，而且目录也很吸引人，但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我发现孔教授的观
点也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独树一帜，我并没有在这本书中看到好多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独到见解，倒
是对鲁迅的生平看的略知一二了，也算还是有收获吧。还有就是基本上每段文字都有长长的注释，看
得我头都疼了，而且要么就是注明出处要么就是从别的回忆鲁迅的书上摘抄段落，不知道作者是想炫
耀自己看书看得多还是怎么的。这样看起来文章的连贯性就差多了。
　　    不知道北大学子怎么想的，这个讲座这么有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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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只是本人的一点粗浅的见解，不足之处跪请高人指点。）
55、一本介绍鲁迅的小集子。
56、鲁迅和金庸在醉侠嘴里还是像那么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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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与前言介绍相比,没说得那么好.孔庆东或者出版社有点虚假广告的嫌疑.前半部分像是鲁迅生平介绍
的科普.中后部分是孔庆东的演讲和博文实录.总体观点翻来覆去就是那些.如果没看最后两篇&lt;大众文
化与鲁迅&gt;和&lt;胡适与鲁迅&gt;文章.我肯定要给这本书一个差评.但这两篇确实很不错.算是读此书
的一大安慰吧.如果孔庆东把前言写得平实一点儿,别给人那么大的希望,把这本书当科普读物读也不错.
但前言写得太有点儿吹牛B了.后面真是越读越失望啊.北大学生真的很喜欢这种讲座?
2、　买的时候看到介绍很是吓人，说是什么孔教授在北大搞鲁迅的讲座导致北大的鲁迅全集多次被
借阅一空！雷得我赶快买一本看看。 　　看的时候很期待，而且目录也很吸引人，但正所谓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我发现孔教授的观点也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独树一帜，我并没有在这本书中看到好多
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独到见解，倒是对鲁迅的生平看的略知一二了，也算还是有收获吧。还有就是基本
上每段文字都有长长的注释，看得我头都疼了，而且要么就是注明出处要么就是从别的回忆鲁迅的书
上摘抄段落，不知道作者是想炫耀自己看书看得多还是怎么的。这样看起来文章的连贯性就差多了。
不知道北大学子怎么想的，这个讲座这么有意思吗？（以上只是本人的一点粗浅的见解，不足之处跪
请高人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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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正说鲁迅》的笔记-《过客》导读

        但战士又是孤独的，他一路踉跄地走来，看不到未来，更不愿回首过去，“我不知道。从我还能
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他对理解、温暖、同情的渴望丝毫不比普通人少。小女孩的水和布
兜令他感动。但是他最终听取了老者的忠告：“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收起感激将裹
伤口的布也拒绝了。因为，战士是为了黑暗世界的灭亡而生的。对于不爱己仇恨己者，自然是无所顾
忌。但对于带己者，既不愿他们在这个世界苟活，又不忍受到在自己的诅咒中死去。于是，只能毅然
地使自己落入无爱的境地，以无爱的冷酷来诅咒这非人间。
毁灭自己，毁灭爱我者与非爱我者，毁灭整个世界，以生的热血去填虚空的沟壑，以憎的土壤树起爱
的丰碑，无论是虚空还是埋葬，只有不断地行进是唯一的真实，这是战士直面惨淡人生最具悲剧的抉
择，也是“过客”最具光辉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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