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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宾州天普大学的傅伟勋教授策划了一套《当代学人学思历程》，意在带动年轻
一代的治学热情，希冀改变金钱至上主义的偏差。
他的约稿信要求“自由自在地抒发个人的研修心得、撰著经验、自著介绍、生命体验，对于政治、社
会、文化、教育等项的反思，甚至研究过程的挫折感或失败经验等等”，他相信这样的著作必能有益
于社会，带来深远的启蒙意义。
他的想法甚得我心，因此应邀担任了第一批撰稿人，并于1995年交稿，在中国台湾出版了《我就是我
——这历史属于我自己》。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十五本的《当代学人学思历程》未能在大陆出版。
    时日飞逝，傅伟勋教授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深远立意却始终在我心中。
当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约稿时，我即欣然同意，遂在《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的基
础上写成这本《清溪水慢慢流》。
与前书相比，这本书篇幅大约增加了一半，主要是集中在学术新发展、个人生活情趣、对北大故人的
怀念等方面。
    海明威说，人生是一条小溪，从峻峭的山峰嬉笑着、喧闹着欢快地往下流淌，流过曲折的山谷，流
过低洼的湿地，也流过黑暗的地下洞窟，慢慢流进宽阔的大河大江，最后，慢慢地、平静地流向广阔
无边的大海，无所依恋地融入包容一切的宇宙的永恒。
本书的标题即取其意。
    乐黛云    2011年8月19日于北大朗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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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明威说，人生是一条小溪，从峻峭的山峰嬉笑着、喧闹着欢快地往下流淌，流过曲折的山谷，
流过低洼的湿地，也流过黑暗的地下洞窟，慢慢流进宽阔的大河大江，最后，慢慢地、平静地流向广
阔无边的大海，无所依恋地融人包容一切的宇宙的永恒。
《清溪水，慢慢流》的标题即取其意。

　　《清溪水，慢慢流》是“东方学人自述丛书”之一，是乐黛云的情感散文和怀人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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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兼任教授；曾任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荷兰莱
顿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
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5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7年，自1989年任中国比
较文学学会会长至今，现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编中法合办的《跨文化对话》杂志。
曾开设“比较文学原理”、“西方文艺思潮”、“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和西方”、“比较诗学”等
课程。

　　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简明教程》、《中国知识分
子的形和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乐
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主编有：《跨文化个案研究丛书》14卷、《中学西渐丛书》6卷、《迎
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2卷、《跨文化对话丛刊》26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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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鲁迅、尼采、茅盾 鲁迅与尼采思想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尊
鲁迅为“中国的尼采”，也有人将鲁迅的特点概括为“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托尼即托尔斯泰与尼
采之谓。
鲁迅认为19世纪末叶，西方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动，变动的原因首先是观念的变化，是当时的“大士哲
人”要“矫十九世纪文明之通弊”，“于是淳焉兴作，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
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
在这些“大士哲人”中，最杰出的就是“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的尼采。
鲁迅在文章中引用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话：“反而观乎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
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矣，无确固之崇信，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岂能淹留？
”“无确固之崇信”就是只重物质而无精神上坚定的信仰，“无作始之性质”就是不少人随波逐流，
无独创精神。
尼采的这段话正是鲁迅把19世纪文明的通弊概括为“物质”和“众数”的由来。
 针对这些通弊，鲁迅认为当前要务就是要“张灵明”而“任个人”。
“张灵明”就是强调发扬人们内在的主观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力，能够“勇猛奋斗”、“虽屡踣屡僵，
终得现其理想”，而“尼采，伊勃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反抗时俗，示主观之极致”，最高理想则在尼
采所希求的“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和易卜生所塑造的“多力善斗，即忤万众不慑之强者”
。
“任个人”就是反对服从多数，无视个人特点。
鲁迅追溯了19世纪以来个性主义发展源流。
从力主个人主义的斯蒂纳、叔本华、契开迦尔到易卜生，最后还是归结到尼采：“若夫尼采，斯个人
主义之至雄杰者矣。
”鲁迅在写了这些话的十余年后，到了五四时期，他仍然认为尼采是“偶像破坏的大人物”，他不单
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手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而“旧象越催破
，人类便越进步”。
但这时鲁迅已感到尼采的超人“太觉渺茫”，虽然他仍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
现”，但也不必等候那“炬火”，而应该“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
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五四”以后，鲁迅仍然在许多著作中提到尼采。
例如1929年，把尼采、歌德、马克思并列为伟大人物，1930年因尼采的著作只有半部中文译本而深感
遗憾，1933年，在鲁迅的《由聋而哑》中，他又用尼采创造的、与超人对立的“末人”这个概念来说
明阻断青年与外界的接触，“用枇谷来养青年，是绝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
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他大声指责企图进行思想统治的人正是“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
，枯涸渺小，成为末人”。
直到1934年，鲁迅才和尼采有了明显的决裂。
在《拿来主义》中，他说“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照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
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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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溪水慢慢流》是乐黛云的情感散文和怀人散文集，主要是集中在学术新发展、个人生活情趣、对
北大故人的怀念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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