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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

内容概要

《鲁迅杂文:经典文存》主要讲述了：鲁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我国现
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不仅在小说、散文、散文诗创作方面独树一帜，在杂文的创作上也
有所造诣，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遗产。《鲁迅杂文:经典文存》精选了鲁迅先生的部分
杂文，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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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

作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字
豫山、豫亭。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出版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
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
《而已集》、《花边文学》、《伪自由书》、《附集》、《准风月谈》、《集外集》、《且介亭杂文
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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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

书籍目录

·瓦砾场上·
随感录·二十五
随感录·三十三
随感录·三十五
随感录·三十六
随感录·三十七
随感录·三十八
随感录·四十七
随感录·四十八
随感录·四十九
拳术与拳匪
“来了”
“圣武”
恨恨而死
有无相通
名字
所谓“国学”
论雷峰塔的倒掉
论照相之类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论辩的魂灵
杂忆
补白
论“他妈的！”
这个与那个
·忽然想到·
诗歌之敌
咬文嚼字（一至二）
忽然想到（一至四）
忽然想到（五至六）
忽然想到（七至九）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一点比喻
无花的蔷薇
无花的蔷薇之二
无花的蔷薇之三
新的蔷薇
马上日记
马上支日记
马上日记之二
·睁了眼看·
杂感
北京通信
导师
论睁了眼看
坚壁清野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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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

“死地”
空谈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小杂感
习惯与改革
“友邦惊诧”论
观斗
止哭文学
娘儿们也不行
小品文的危机
男人的进化
九一八
礼
双十怀古
重三感旧
拿来主义
·世故三昧·
书苑折枝
书苑折枝（二）
书苑折枝（三）
略论中国人的脸
可恶罪
新时代的放债法
流氓的变迁
知难行难
推背图
言论自由的界限
文章与题目
谈金圣叹
经验
谚语
二丑艺术
“吃白相饭”
“揩油”
爬和撞
帮闲法发隐
看变戏法
世故三昧
火
作文秘诀
捣鬼心传
朋友
儒术
隐士
论讽刺
从帮忙到扯淡
“题未定”草（一至三）
半夏小集
·中国的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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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

匪笔三篇
某笔两篇
文艺和革命
文学和出汗
拟豫言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书籍和财色
以脚报国
新的“女将”
宣传与做戏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文摊秘诀十条
听说梦
航空救国三愿
文学上的折扣
“以夷制夷”
偶成
中国的奇想
豪语的折扣
各种捐班
四库全书珍本
登龙术拾遗
外国也有
“滑稽”例解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运命
洋服的没落
清明时节
偶感
中秋二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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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

章节摘录

随感录·三十三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
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
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做
的卫生哲学，里面说——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
道书所以称之日丹田。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
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
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据我所晓得的，是Koch博士发
见（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了真虎列拉菌，别人也
发见了一种，Koch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见的，的确不是病菌。
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岂不危险已极么？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
《三干大干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他说
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
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他先说道——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
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究之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即自足也
。他虽然也分不出发见和发明的不同，论学问却颇有理。但学问的大海，究竟怎样情形呢？他说——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坏之时，郎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
毁民物。众星⋯⋯大约分为三种，日恒星，行星，流星。⋯⋯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
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行星共计一百千万大系。⋯⋯流星之多，倍于行星。⋯⋯其绕日者，
约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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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

编辑推荐

《鲁迅杂文:经典文存》：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
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
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鲁迅先生的杂文具有透辟的思想洞察力、锐利的文化批判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不拘一格的
形式，以及寓热情于冷峻之中的文笔，抨击了时政、鞭挞了习俗、揭示了生活的哲理。将诗和政论结
合在一起的风格，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鲁迅风”。鲁迅杂文开创了现代杂文的新风，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的杂文作者。《鲁迅杂文:经典文存》精选了鲁迅先生的部分杂文，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
和鲜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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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

精彩短评

1、杂文（也被鲁迅称之为“杂感”或“短评”），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而现代杂文的兴起、发展
和繁荣，则是和鲁迅的名字分不开的。在鲁迅的笔下，杂文成为一种自由地摹写世相、描述见闻、评
说人事、言志抒情，内容无所不包、思想启蒙和反抗现实的使命，从而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
完美的艺术形式，攀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侵入了“高尚的文学楼台”（《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
作〈打杂集〉序》）。对于杂文写作，鲁迅怀着一种目的明确的自觉意识，其中蕴含着他的严肃、崇
高而执著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他说过，“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
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鲁迅的杂文，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
评。这种批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
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是“匕首和投枪”（《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
2、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
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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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科书害死鲁迅了 以前老师教鲁迅的时候 都一个词一个词地解释 说里面有什么什么含义 让我们觉
得很枯燥 而事实上 鲁迅的文字 是很活的 很幽默很有趣 这本书 怎么说呢 书面实在是太难看了 包面还
不错 当当显示的是这本书的包面 而它事实上的书面质量就像卫生纸最下面的硬纸板一样 ，实在太⋯
⋯
4、书都发霉了 保存有问题阿
5、喜欢鲁迅的杂文，小孩上学需要
6、超快，24小时就到了，包装就一个袋子.....但是书居然完好无损....简直不敢相信，只不过快递打电
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跟同学开黑呢，差一点就跪了...
7、关于外观：平装装订，内页不像之前有评价说非常不好，内页的装订比书皮要好很多。关于内容
：有详细的注解以及各个写作的事件背景，很适合深入研读，略读过后，选编的杂文还是比较全面和
广泛的。
8、鲁迅的作品，是值得读一遍二遍三四遍的！
9、犀利、偏激又傲娇的鲁迅。
10、好书值得一看，也陶冶一下情操。
11、挑来看的 大概看了1/3
12、慢慢的看，书质不错
13、质量不错，内容是指定买的，本人是不态喜欢
14、我越来越喜欢鲁迅了，口剑腹蜜。
15、迅哥儿的杂文真心看不动（－11.5）
16、极好的选本
17、书本包装纸质都很棒！文章很不错，值得细细品味。
18、像利剑
19、鲁迅杂文选本很多，这算是比较不错的一本
20、刚拿到书还没看。 随便翻了一下纸张印刷还可以吧
21、烂透了!!! &;hellip;&;hellip;&;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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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

精彩书评

1、在中国近代文坛，鲁迅是个名头响亮的家伙。和韩寒一样，是当时不少青年的偶像；和韩寒一样
，小个子；和韩寒一样，言语犀利。失敬了，韩寒实在不是和鲁迅先生一个级别的高手，只是在当代
，韩寒是我最喜欢的文化人之一，他的杂文，我也极为喜欢。难为鲁迅先生，在白话文刚推广的年代
使用浅显的文字来煽动无知或者麻木的国人，对国家一腔热血，化成笔下的辛辣讽刺。爱之深，恨亦
深吧。“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
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刻薄一点罢
，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还有许多睿
智的句子，让人笑中带泪，泪中含悲。鲁迅先生的文章，给我总的印象是，讽刺辛辣准确，逻辑性强
，想象力丰富，擅长跳跃性思维，谈笑怒骂间让人无从反驳，阅读博杂。看完《鲁迅杂文》这本书后
，有几处困惑。第一处，鲁迅先生的文章大多发表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说是在八、九十年前
，那时候民国初建，动乱已久，内忧外患，按理说读书人远不如现在多。可是，看看鲁迅的文章，评
论政府也好，对社会上的权贵也罢，讽刺辛辣、意见尖锐，全没有给政府半分面子。这时候的政府控
制力哪里去了？竟然还不如当下的中国政府。还有，报刊上文化名流之间的相互攻击、论战也很频繁
，各种思想之间冲击剧烈，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奇怪了，当代中国为什么一个没读过太多
书的年轻的韩寒，就能激荡起这样大的动静，为什么没有文化名流之间关于文化也罢、思潮也好的激
烈较量冲突。为什么，国家大一统了，文化也大一统了吗？现在还有真正的文化名流吗？第二处，鲁
迅先生对中国古文化的大不敬。藐视四书五经，藐视儒家文化，仿佛恨不得将中国古文化统统打倒。
以鲁迅的文学修养，是什么让他这样偏激，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以及价值。也许是国家的孱弱
、自大，让他恨其不争吧。李鸿章推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振兴主张，感觉没什么不对。也许
，当时的中国，容不得中医般的慢慢调节，需要西医一样的猛药或者如外科手术般的直接，让国家在
短时间内振作起来。现在，政治稳定，国家富裕，应该是重新审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义的时
候了。第三处，鲁迅先生的文章，有用吗？鲁迅先生，是那个时代最大，文字水平最好的愤青。他文
章的意义在哪里？除了发泄自己的愤怒，除了煽动民众的愤怒，意义在哪里？我想，最大的意义在于
，有一个独立的声音，一个没有被完全蒙蔽的思想在发出和大众，和主流不同的声音。如一盆盆冷水
，浇灌在民众的心头，让他们时刻保持清醒，让他们能不被官方的声音所左右，能对时事有一个独立
客观的认识。也可以说，如一盆盆热水，将心灵麻木冰冷的部分国人泼醒，让大家在热血中团结在一
起，为了民主自由而奋斗。鲁迅先生的文字，实在幽默，骂人绕着弯骂，有时候要绕许多圈，所以自
己常常被他的文字搞糊涂。声明，部分文章是不求甚解的。不管什么时代，我们都需要这种将池水搞
浑的鲶鱼，大白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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