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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

内容概要

鲁迅亲手编定的文集，从最早的《热风》到最后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以及《两地书》，共计十五
种，一律按照初版本原貌收入。书中文字以初版本为底本，录入之时，凡有手稿存世的， 都据手稿（
影印本）作了一次校勘，同时参校了部分最初发表的报刊，以校正错讹。本版文字与时下各种流行印
本不尽相同之处，详见各辑末之校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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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鲁迅的文章。相较于树人，我更喜欢作人罢了。
2、　　回到家，书不知从何看起，抽了本鲁迅的集子，“随便翻翻”，翻到《文坛三户》，以前难
道没有看过么，这回看，很有些感触。
　　
　　这文坛三户，即破落户，暴发户，破落暴发户，破落户顾影自怜，暴发户沾沾自喜，破落暴发户
，由于“暴发不久，破落随之”，且喜且怜，然而没有自喜的确信，没有自怜的风姿，因为其暴发已
然破落，又因为破落来得太快，来不及生出些富家子的遗风。
　　
　　鲁迅说：“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
　　
　　然而除了这三户，文坛还有第四户不成。
　　
　　这三户其实已经概括了所有的户，比如活人，死人，将死的活人，没有人能逃出这三个名目，除
非世上真有什么仙人。将死的活人还是从活人中细分出来的，破落暴发户也当归入破落之列。
　　
　　那么，三户之外，岂非无人，“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哪里呢。
　　
　　鲁迅本人，其实就是一破落户，“他先世也许暴发过，但现在是文雅胜于算盘，家景大不如意了
，然而又因此看见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苦乐，于是真的有些抚今追昔，‘缠绵悱恻’起来。”
　　
　　这一节可与《呐喊·自序》对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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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摆着是破落户了。
　　
　　然而这个破落户不“顾影自怜”，而是自剖，他并不想阔回去，他剖着自身的旧影，就足够让正
阔的暴发户们疑神疑鬼，痛心疾首了。
　　
　　更大的破落户，曹雪芹算得一个，他也不想阔回去，他又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重温着那一一被
毁的美人，只望着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今日的文坛三户也还是这三户吧，或者换个说法：当红，过气，刚刚过气的当红。这跟说影视明
星差不多了。可以为此专门看一期《同一首歌》晚会。这样的三户也就现在眼前，形象无比，引起的
观众反应也是分明的。我本来就不曾热衷过听歌，现在更是不听歌很久了，新出的明星一个也不认得
，看他们在台上沾沾自喜，引得台下尖叫疯癫，恍恍然有隔世之感，倒是那些过气的明星能引动我已
成往事的年少轻狂，这便是怀旧了。
　　
　　文坛之于歌坛，本身也有些过气。
　　
　　歌人人唱的，文人人作的，入不能入坛，实在不是以歌与文如何如何为准绳的，好在唱歌的作文
的也并非都是为了入坛。
　　
　　呜呼，原来“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是说：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
文坛之外。文坛之不能有起色，文坛之不文学，鲁迅应是死心已久了。
　　
　　二月十三日
3、原评论被删了，嗯发生了什么你们懂的，tg不给人骂，甚至微讽也不行。简单说本书虽为先生晚期
作仍值得一看，很多文章诚笑笑即可，其中部分短篇客观犀利依旧真如飞匕，而怀友语意切，古赞力
深，闲言有趣无比。另外的唯一一条短评你很棒棒哦，送你一顶光荣的高级小资帽。——才知道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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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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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鲁迅说：因为文字的难，学校的少，我们的作家里面，恐怕未必有村姑变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
文豪。⋯⋯要之，凡有弄弄笔墨的人们，他先前总有一点凭借：不是祖遗的正在少下去的钱，就是父
积的还在多起来的钱。要不然他就无缘读书识字。⋯⋯所以这文坛，从阴暗这方面看起来，暂时大约
还要被两大类子弟，就是“破落户”和“暴发户”所占据。“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
外”，难道是指望着教育普及，村姑牧童化成才女文豪么。拿今天来比当时，教育可算普及了，村姑
牧童化成的才女文豪正多，中国的文学是否因此而有起色，很难说。要之，村姑牧童一化成才女文豪
，也就等于暴发了，自然就入了暴发的户籍，并且取得了即将破落的资质。其实村姑牧童也未必不就
是破落又破落的暴发户。我家三代贫农，可是奶奶在世时却用她的手比划着说：“楼上有块这么长这
么宽的匾。”当初就很给我一种祖上曾经阔过的印象。不过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连阁楼也早就不
在了，匾上写的是什么字呢，既无人认得，也就无从记得了。可见暴发与破落可以概括一切人家，再
往上追溯，暴发破落的很可能原本就是一家，将文学的起色寄托在暴发与破落之外，可说是无望的了
。破落与暴发，相当于水的波动，波峰与波谷自有高低，不能说此水是高水，彼水是低水，破落与暴
发只是形态，并非烙印。阶级的划分其实是失掉了凭据的了。小的时候，常怪少数的人怎么可以统治
多数的人，生杀予夺，无所不可。原来那多数的人中无一不冀希望于成为少数，正是这个，使他们依
附于少数，向往着少数，崇拜着少数，纵有一天推翻了少数，也不能消灭少数，希望成为少数的大多
数人的心理自然滋生出新一轮的少数。五千年的历史或可作此观吧。一桌小小的赌局也是如此，所谓
“长赌无输赢”，四个人凑成一局，长年累月的赌着玩，输来赢去，年终结算，大抵持平，这是以赌
为消谴的老人们的观点，所谓“小赌怡情”。至于大赌，则又有一条理论，说是“赌场无赢家”，那
么都输给谁了呢，据说都输给附近的饭店之类了，原来赌徒赢了钱，不免就要大大的消费一番，反正
钱是赢来的，是别人的血汗，不吃痛，这实在就是暴发户沾沾自喜的心态，忘了自己也有输的时候。
前天给电视换台，换到一个“明亡清兴六十年”的讲座，我不算是个民族主义者，听着也还是反感，
不过是一场大一点的赌局，有什么好说的，清到头来不也输个精光么。谁赢了，无非是把大地上的生
灵又作践了一番，有了这番见解，那讲座就跟个赌徒讲牌经没多少分别，赌徒昨天的输赢还是亲历的
，说起来当更胜一筹，几个赌徒凑一起，说牌经最来劲了，我最怕听。既然古往今来，无非暴发与破
落，那么寄托于暴发破落之外的起色，岂不落空，反正村姑牧童化成的才女文豪现今已是既成事实，
他们也是一阔就变的主，指望不上的。指望谁去，就此绝望么。还有一点点希望，且成二户的表现上
看，破落户顾影自怜，暴发户沾沾自喜，质言之，这两种表现其实是同一种心理对于两样处境的反应
，沾沾自喜的暴发户待到破落，必顾影自怜，怜什么，无非怜他未曾破落的暴发光景。可见暴发户与
破落户所喜所怜的是同一样东西，他们暴发复破落地起伏轮回，只能为着这同一样东西打转，不可能
有什么起色。然而世事无绝对，破落户有不顾影自怜者，鲁迅曹雪芹即是，中国的文学因之而有起色
，这是看得见的事实。暴发户而不沾沾自喜者呢，或者也有吧。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不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没有喜欢贫穷的傻子，他乐的是另一样东西。破落户暴发
户们若能无谄无骄，乐而好礼，不围着富贵自顾自地转，中国的文学的起色也就在望了。又岂止文学
。二月十四日
2、回到家，书不知从何看起，抽了本鲁迅的集子，“随便翻翻”，翻到《文坛三户》，以前难道没
有看过么，这回看，很有些感触。这文坛三户，即破落户，暴发户，破落暴发户，破落户顾影自怜，
暴发户沾沾自喜，破落暴发户，由于“暴发不久，破落随之”，且喜且怜，然而没有自喜的确信，没
有自怜的风姿，因为其暴发已然破落，又因为破落来得太快，来不及生出些富家子的遗风。鲁迅说：
“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然而除了这三户，文坛还有第四户不成。这三户其实
已经概括了所有的户，比如活人，死人，将死的活人，没有人能逃出这三个名目，除非世上真有什么
仙人。将死的活人还是从活人中细分出来的，破落暴发户也当归入破落之列。那么，三户之外，岂非
无人，“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哪里呢。鲁迅本人，其实就是一破落户，“他先世也许暴发过
，但现在是文雅胜于算盘，家景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见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苦乐，于是真的有
些抚今追昔，‘缠绵悱恻’起来。”这一节可与《呐喊·自序》对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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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摆着是破落户了。然而这个破落户不“
顾影自怜”，而是自剖，他并不想阔回去，他剖着自身的旧影，就足够让正阔的暴发户们疑神疑鬼，
痛心疾首了。更大的破落户，曹雪芹算得一个，他也不想阔回去，他又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重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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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一被毁的美人，只望着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今日的文坛三户也还是这三户吧，或者换个
说法：当红，过气，刚刚过气的当红。这跟说影视明星差不多了。可以为此专门看一期《同一首歌》
晚会。这样的三户也就现在眼前，形象无比，引起的观众反应也是分明的。我本来就不曾热衷过听歌
，现在更是不听歌很久了，新出的明星一个也不认得，看他们在台上沾沾自喜，引得台下尖叫疯癫，
恍恍然有隔世之感，倒是那些过气的明星能引动我已成往事的年少轻狂，这便是怀旧了。文坛之于歌
坛，本身也有些过气。歌人人唱的，文人人作的，入不能入坛，实在不是以歌与文如何如何为准绳的
，好在唱歌的作文的也并非都是为了入坛。呜呼，原来“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
”是说：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文坛之外。文坛之不能有起色，文坛之不文学，鲁迅应是死心
已久了。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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