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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伦”大概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学中的“拿手好戏”，这是有确论的，其大有文章可做也
是不言而喻的。
而我们要讨论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散文）中的“人伦”，这就似乎有些麻烦，提笔作
文章，也颇费踌躇了。
这使我想起了徐志摩先生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我们姑且试问，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
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我们究竟能有多少把握，我们能有多少深彻的了解？
”他是有感而发的：人的感情世界曾经一度被划为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禁区；而“人伦”领域，是
尽由感情支配，最少理性成份的，这里所发出的全是纯乎天机，纯乎天理，毫不掺杂人欲、世故或利
害关系于其间的叫声。
人伦之情是徐志摩所说的“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
”，它也就愈遭到人为的排斥。
在一些人看来，“人伦”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中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
学的历史对立物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就必须将“人伦”摒除于“国门之外”，这叫作“反其道而行之”
。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收入本集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因为抒写了父子之情，在选作中学语文教材
时，竟多次遭到“砍杀”的厄运。
但世界上的事情也确实不可思议：在现代散文中，朱先生的《背影》恰恰又是知名度最高者中的一篇
，至少我们这样年纪的知识分子就不知被它“赚”过多少回眼泪。
可见人情毕竟是砍不断的；特别是人伦之情，出于人的天性，既“真”且“纯”，具有天生的文学性
，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沟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摒弃了人伦之情，也就取消了文学自
身。
?   说到现代文化与文学，这里似乎有一个可悲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化与文学之于传统文化与文学，
不仅有对立、批判、扬弃，更有互相渗透与继承，不仅有“破”，亦有“立”。
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学的“人伦”观，确实进行过尖锐的批判，
但他们同时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现代“人伦”观，并且创作了一大批人伦题材的现代文学作品，内
蕴着新的观念、新的情感、新的美学品格，是别具一种思想与艺术的魅力的，并且构成了中国现代文
化与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人伦题材的现代散文中，描写“亲子　”之情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这首先反映了由“尊者、长者为本位”的传统伦理观，向“幼者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观的转变；同时
也表现了对于人的本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新反思。
且看丰子恺先生的《作父亲》里所写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小贩挑来一担小鸡，孩子们真心想要，就吵
着让爸爸买，小贩看准了孩子的心思，不肯让价，鸡终于没有买成。
爸爸如此劝告孩子：“你们下次⋯⋯”，话却说不下去，“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
，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
’了。
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
”这确实发人深省：纯真只存在于天真烂漫的儿童时代，成熟的、因而也是世故的成年时代就不免是
虚伪的。
由此而产生了对儿童时代的童心世界的向往之情。
收入本集的有关儿女的一组文章，特别是朱自清先生与丰子恺先生所写的那几篇，表现了十分强烈的
“小儿崇拜”的倾向（与“小儿崇拜”相联系的，是一种十分真诚的成年人的“自我忏悔”）。
而这种“小儿崇拜”恰恰是构成了五四时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从人类学意义上对于儿童
的“发现”，表现了对人类及人的个体的“童年时代”的强烈兴趣。
周作人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去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
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五四时代出现的“儿童文化热”，正是出于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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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反思。
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西方文化起源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西方文化也是正常发展的文
化；而中国人无疑是“早熟的儿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
五四的先驱者一接触到西方文化，首先发现的，就是民族文化不可救药的早衰现象，因而产生一种沉
重感与焦灼感。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化热”本质上就是要唤回民族（包括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童年与青春，进行历史
的补课。
了解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就可以懂得，收入本集中那些描写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
了真挚的亲子之爱，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
悟。
在我看来，这正是本集中最动人，也最耐读的篇章。
?   对本集中描写“母爱”的作品，也应该作如是观。
五四时期在否定“长者本位”的旧伦理观的同时，把“母爱”推崇到了极致。
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就大谈“母爱”是一种“天性”，要求把“母爱”的“牺牲
”精神“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这里显然有想用“母爱”来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意思（鲁迅不是早就说过，中国国民性中最缺少的就是
“诚”与“爱”么？
）。
这其实也是五四的时代思潮。
李大钊就说过：“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
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民主的精神。
”沈雁冰还专门介绍了英国妇女问题专家爱伦凯的一个著名观点：“尊重的母性，要受了障碍，不能
充分发展，这是将来世纪极大的隐忧”，并且发挥说：“看了爱伦凯的母性论的，能不替中国民族担
上几万分的忧吗？
”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沈雁冰并非杞人忧天。
“母性”未能充分发展，对我们民族气质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是随处可见的。
收入本集的秦牧的《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对此有相当痛切的阐发。
把那些描写母爱的文章置于本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发展史的背景下，我们自不难发现它们的特殊价
值，但也会产生一种历史的遗憾：这样的文章毕竟太少，而且缺乏应有的份量。
不善于写母爱的文学，是绝没有希望的。
鲁迅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中，有一篇题目就叫“母爱”；我们的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鲁迅的遗愿
呢？
?   “师长”在传统伦理观中是据有特殊地位的，所谓“天地君亲师”，简直把“师”置于与“君”同
等的尊位。
如此说来，本世纪以来一再发生的“谢本师”事件，恐怕是最能表现现代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的对立
的。
师生之间的冲突，是否一定要采取“谢本师”即断绝师生关系的彻底决裂的方式，这自然是可以讨论
的；但由此而确立了老师与学生、父辈与子辈（扩大地说，年长的一代与年青的一代）“在真理面前
互相平等”的原则，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由刘半农《老实说了吧》一文引起的争论（有关文章已收入本集），是饶有兴
味的。
作为争论一方的刘半农等是五四时代的先驱者，属于父辈、师辈；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三十年代的年
青人，属于子辈 、学生辈。
刘半农那一代人在五四时期曾有过强烈的“审父（叛师）”意识，三十年代他们自己成为“父亲”、
“老师”以后，对年青一代就不怎么宽容了；不过，他们也有一个不可及的长处，就是敢于批评青年
人，与青年人论战，绝无牵就、附和青年的倾向，这是保持了五四时期前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
平等意识与个性独立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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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十年代青年的“审父（叛师）”意识似乎更强烈，但从他们不容他人讲话，特别是不容他人批评
自己的专制的偏激中，却也暴露出他们的潜意识里原来还存在一个“恋父（尊师）”情结，说白了，
他们也是渴求着传统伦理中“父亲”（“老师”）的独断的权威的。
这已经不是三十年代年青人（他们已成为当今八十年代青年的“爷爷”）的弱点，恐怕也是我们民族
性的致命伤。
而传统的鬼魂在反叛传统的年青一代灵魂深处“重现”这一文化现象，即所谓“返祖现象”则是更值
得深思与警惕的。
?   五四时期，“爱”的哲学与“爱”的文学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在以人伦关系为题材的现代散文中，
也同样充满了“爱”。
但不仅“爱”的内质与传统文学同类作品有了不同——它浸透着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意识（因此
有人说这是将朋友之爱向父子、母女、师生⋯⋯之爱的扩大、渗透）；“爱”的表现形态也有了丰富
与发展：并非只有单调的甜腻腻的爱——爱一旦成了唯一者，也会失去文学；感情的纯、真，与感情
的丰富、自由、阔大是应该而且可以统一的。
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里，这样揭示一位“垂老的女人”的感情世界——?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
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
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
⋯⋯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
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   “⋯⋯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
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
涛⋯⋯”?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感情的力度，强度，更是一种自由与博大。
而这位“老女人”情感的多层次性，大爱与大憎的互相渗透、补充，无序的纠缠与并合，是属于“现
代人”的。
而且写不出的“无词的言语”比已经写出来的词语与文章要丰富、生动得多。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收入本集中的人伦题材散文理性的加工、整理过度，未能更多地保留感
情与语言的“原生状态”，而感到某些不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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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周作人?   祖先崇拜胡适?   《我的儿子》的通信周作人?   小孩的委屈鲁迅?   
《二十四孝图》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周作人?   家之上下四旁方令孺?   家聂绀弩?   论莲花化身李健吾?   
家长冰心?   无家乐张爱玲?   造人严文井?   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冰心?   寄小读者徐志摩?   我的祖母之
死朱自清?   背影黎烈文?   崇高的母性郭沫若?   芭蕉花聂绀弩?   怎样做母亲老舍?   我的母亲孙犁?   母亲
的记忆傅雷?   傅雷家书（选录）周作人?   若子的病郁达夫?   一个人在途上丰子恺?   给我的孩子们   儿
女   作父亲叶圣陶?   做了父亲朱自清?   儿女王了一?   儿女梁实秋?   孩子秦牧?   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
鲁迅?   风筝   颓败线的颤动刘半农?   老实说了吧   “老实说了”的结束周作人?   何必章太炎?   谢本师周
作人?   “谢本师”秦牧?   “谢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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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
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
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澹，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
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
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
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
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
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
"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
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
难。
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
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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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
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
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
大去之期不远矣。
"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P.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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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集收录了朱自清、鲁迅、周作人等大家的描写的关于父子之情、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
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尊父之情，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
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
而这也正是本集中最动人，也最耐读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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