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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经与读史（代序）　　鲁迅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
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要说“甲午”呢，是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
废读经以前。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
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
或者看杂说。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
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
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
“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
。
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
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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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迅讲国学》汇集了鲁迅先生在国学发展以及文学创作上的思考和著述，为读者立体展现这位
国学大师在徘徊中的反思历程。
鲁迅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在国学方面的研究，似乎更偏重
于在独自咀嚼中对自身存在的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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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幼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
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学医，后转而从事文艺工作，曾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
运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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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门外文淡——鲁迅国学杂谈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论新文字古书与白话汉字和拉丁化儒术门外文
谈一　开头二　字是什么人造的？
三　字是怎么来的？
四　写字就是画画五　古时候言文一致么？
六　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七　不识字的作家八　怎么交代？
九　专化呢，普遍化呢？
十　不必恐慌十一　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十二　煞尾谈金圣叹小品文的危机杂谈小品文摩
罗诗力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学界的三魂所谓“国学”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
状辩章学术——鲁迅文学史研究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国小说史略题记序言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
书（上）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第七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下）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第十二篇　宋
之话本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上）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下）第十
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上）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第二十一篇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吸后来选
本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第二
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第二十八
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后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第二讲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
人第三讲　唐之传奇文第四讲　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第五讲　明小说之两大主潮第六讲　清小说
之四派及其末流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第二篇　《书》与《诗》第三篇　老庄第四篇　
屈原及宋玉第五篇　李斯第六篇　汉宫之楚声第七篇　贾谊与晁错第八篇　藩国之文术第九篇　武帝
时文术之蛊第十篇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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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门外文淡——鲁迅国学杂谈　　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
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
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
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
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
我觉得这话并不对。
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
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
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
要不然，一个郑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
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
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
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
今年的提倡复兴文言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
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
但文言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
并没有文字。
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
格理莱倡地动说，达尔文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发见
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
然而结果怎样？
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
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
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
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
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
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较详的意见，我是大体和《自由谈》连载的华圉作《门外文谈》相近的，这里不多
说。
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
做。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
时。
　　九月二十四日。
　　关于新文字　　比较，是最好的事情。
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与五笔字的快； 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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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意字母和罗马字拼法，更难以判断行楷与楷书的韵味与意味，也还是麻烦的
，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
　　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便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
，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
最近，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手摇，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就是一个证据－－他自己也没有懂。
不过他们可以装作懂得的样子，来胡说八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
但横平竖直撇捺交集也是难以临摹。
　　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
自己死。
先前也曾有过学者，想出拼音字来，要大家容易学，也就是更容易教训，并且延长他们服役的生命，
但那些字都还很繁琐，因为学者总忘不了官话，四声，以及这是学者创造出来的字，必需有学者的气
息。
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于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
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
香港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民的； 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
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
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
块汉字本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
　　然而他们却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在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定要
摧残的。
现在连并非新文字，而只是更接近口语的”大众语“，也在受着苛酷的压迫和摧残。
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地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
，例如用飞机掷下炸弹去，用机关枪送过子弹去，用刀斧将他们的颈子砍断，就都是的。
　　论新文字　　汉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块字系的简笔字和注音字母，都赛下去了，还在竞争
的只有罗马字拼音。
这拼法的保守者用来打击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说它方法太简单，有许多字很不容易分别。
　　这确是一个缺点。
凡文字，倘若容易学，容易写，常常是未必精密的。
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
罗马字拼音能显四声，拉丁化字不能显，所以没有“东”“董”之分，然而方块字能显“东”“蝀”
之分，罗马字拼音却也不能显。
单拿能否细别一两个字来定新文字的优劣，是并不确当的。
况且文字一用于组成文章，那意义就会明显。
虽是方块字，倘若单取一两个字，也往往难以确切的定出它的意义来。
例如“日者”这两个字，如果只是这两个字，我们可以作“太阳这东西”解，可以作“近几天”解，
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种动物的名目，
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个“一”字，在孤立的时候，也不能决定它是数字“一二三”之“一”
呢，还是动词“四海一”之“一”。
不过组织在句子里，这疑难就消失了。
所以取拉丁化的一两个字，说它含胡，并不是正当的指摘。
　　主张罗马字拼音和拉丁化者两派的争执，其实并不在精密和粗疏，却在那由来，也就是目的。
罗马字拼音者是以古来的方块字为主，翻成罗马字，使大家都来照这规矩写，拉丁化者却以现在的方
言为主，翻成拉丁字，这就是规矩。
假使翻一部《诗韵》来作比赛，后者是赛不过的，然而要写出活人的口语来，倒轻而易举。
这一点，就可以补它的不精密的缺点而有余了，何况后来还可以凭着实验，逐渐补正呢。
　　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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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
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
这两者有斗争。
难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
，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
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
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
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
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拉丁化却没有这空谈的弊病，说得出，就写得来，它和民众是有联系的，不是研究室或书斋里的
清玩，是街头巷尾的东西；它和旧文字的关系轻，但和人民的联系密，倘要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
，收获切要的知识，除它以外，确没有更简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
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毒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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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徘徊中反思的国学大师　　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
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
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
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鲁迅国学杂谈　　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读
者感着不快。
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鲁迅国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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