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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内容概要

《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深入浙东史与越文化沿革中，从越文化独特的历史底蕴、风俗特征和文化
个性的视角出发，探究鲁迅与故土文化的血脉关联，呈现鲁迅文学、思想的丰富面向。具体论述中，
从地域文化人手，以文本分析为基础，参之以域外、尤其是日本的鲁迅研究成果，把民俗研究、历史
研究与精神现象研究糅为一体，并提升至哲学与审美层面展开讨论，从而对鲁迅精神与艺术的“原色
”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丰富与深化了鲁迅研究。

Page 2



《鲁迅》

作者简介

王晓初，1956年生，重庆奉节人，文学硕士。现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
、副秘书长，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中国现代文
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等著作多部，先后在《文学评论》等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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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书籍目录

序一 重新体认鲁迅的源泉性价值
序二 越文化里的鲁迅
序三 从区域文化视角对鲁迅现代性文化思想的深层开掘

引论 多元文化背景中生成的鲁迅
一、多元文化背景中的鲁迅
二、越文化的精神原型、流变与谱系
三、《故乡》：鲁迅与越文化的精神解读

上编 在越文化摇篮里成长的鲁迅
第一章 越地民间文化的熏陶与同农民的精神联系
一、童年经验与鲁迅思想和艺术的发生
二、越地的神话传说与鲁迅的天性取向
三、热爱自然、热爱生命与同越地农民的精神感应和血肉联系
四、民间艺术与民俗活动的滋养：精神与审美

第二章 浙东学术、魏晋文章与早期教育：思维与文风
一、浙东学术、杂学、“浙东性”与鲁迅的思维和“师爷笔法
二、魏晋文章(“嵇康风”)、章太炎与鲁迅的思维和“师爷笔法

第三章 家庭变故：创伤性体验与求索精神
一、台门里的周氏家族
二、家庭变故：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中编 一对越文化的时时返顾：寻觅文化之根与精神之源
第四章 “原鲁迅”：《新生》文艺运动的文化建构
一、“个”的思想：争取自由与解放的(越地)异端文化思潮的结晶
二、民族文化“固有之血脉”的“新生”：“立人”思想的一个重要支点

第五章 从《越铎》到《会稽郡故书杂集》
一、“沉默的鲁迅”及其意义
二、开拓“越学”：民族文化“固有之血脉”的发掘
三、《越铎日报》：《新生》文艺运动的延伸
四、“浙东情结”与“魏晋感受”：生命之根

第六章 “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及其他
一、“第二次绝望”与《朝花夕拾》
二、作为“安魂曲”的故乡与童年记忆
三、走向底层民众“鬼的世界
四、抵抗黑暗的“复仇

第七章 《故事新编》与《女吊》等
一、“中国的脊梁”：大禹、墨子等人物谱系
二、魂归故土：“复仇之神”《女吊》等

中编二 鲁迅文学艺术中的越文化底蕴
第八章 鲁镇、未庄与S城：鲁迅小说建构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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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一、背景：以绍兴为原型的越地水乡村镇——“鲁镇”、“未庄”、“S城
二、闰土、阿Q、祥林嫂等：越地底层农民形象系列
三、狂人形象谱系：越地异端知识分子谱系的镜像

第九章 《故事新编》的“油滑
一、“油滑”：《故事新编》的艺术方式
二、“油滑”与越地(民间)艺术和智慧
三、文本：“故”事“新”编与杂语喧哗
四、文体：“历史的小说”与“故事新编”体
⋯⋯

下编 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鲁迅
——越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生成性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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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章节摘录

　　从越文化视角透视鲁迅，还需要在现代性意义上对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作出评价。晓
初在做鲁迅研究以前，曾在文学的现代性、现代化命题研究中下过相当功夫，因此当他以鲁迅作为研
究对象时，自然也不会放弃从现代性视角对鲁迅的文化思想价值作更深入的理论探究。他在&ldquo;导
论&rdquo;部分对鲁迅作出&ldquo;现代中国（东方）文化的&lsquo;精神之父&rdquo;&rsquo;的定位，便
颇值得注意。他认为鲁迅文化成就的独到性，&ldquo;就在于他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实际（也即亚洲的实
际），对于东西方文化作了富有成效的融合与创造，并且生成了自身（中国／东方）现代性的主体
性&rdquo;。此说虽非为他所独创，关于鲁迅对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意义，尤其是鲁迅的文化思想对于亚
洲（特别是东亚）精英知识界的代表意义，已为众多海内外学者所论述，但将此定位予以强调，更
从&ldquo;生成了自身（中国／东方）现代性的主体性&rdquo;的意义作出阐述，我以为这是对鲁迅身
上所体现的&ldquo;现代性&rdquo;的一种有所发见的论述。下编通过对&ldquo;越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
建构中的生成意义&rdquo;的论析，确定鲁迅作为&ldquo;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rdquo;的意义与价值，
对鲁迅的文化定位作了更全面、深入的阐发。对此的论述，是在纵、横坐标上确定鲁迅的地位与价值
：在纵向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独特走向，中国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及&ldquo;内在运动&rdquo;的特殊
性，揭示越文化作为&ldquo;面海的中国&rdquo;一部分显出日渐走向文化现代化的优势；在横向上，
近现代文化的&ldquo;世界史&rdquo;背景，鲁迅在跨文化对话中寻求民族新生与复兴之路，体现
出&ldquo;代表了亚洲的近代化的方向&rdquo;意义等，由此总结出鲁迅文化思想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文
化的创造意义与现代价值。本书最后推出的结论&mdash;&mdash;&ldquo;鲁迅：中国现代文化之
父&rdquo;，便有了充分依据。这一结论的推导，人们曾从不同角度论证过，但本书从越文化视角切入
，又从一个特定视角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就其文化思想&ldquo;发生学&rdquo;意义上说，在相当
程度上是接受了越文化传统显在的或潜在的影响；就文化实践与文学创作实绩而论，其在越文化的滋
养中确立&ldquo;人&rdquo;的意识的自觉，建构体系性的&ldquo;入学&rdquo;理论，毕生重视改造国民
灵魂的工作，致力于民族文化现代化建设，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卓越代表。就此而言，本书
对鲁迅文化思想定位的论述也是较此前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与创新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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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精彩短评

1、越文化解释部分有点啰嗦，不过也突出了鲁迅精神中的越文化底蕴。
2、最近正在看晓初老师《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视野》，深感其治学之严谨。这次的新著，又真可谓
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可以“一饱口福”了。哈哈！
3、研究鲁迅必备书籍，起码知道鲁迅生长的地方的文化是怎样的。
4、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5、学术专著 从越文化角度去解析鲁迅 角度新颖 老潘的选修课也是从各种文化角度各种扯现代的作家
们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但是像这种学术类的书籍大家都很少读吧 可能毕业之后我也不会继续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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