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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鲁迅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在家族灾难中建立$在一系列苦难人生经历中完成了由家到国的转变$它对鲁迅的人生选

择和情感)心理与审美倾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构成了鲁迅文学思想与创作风格的独特性质$是评价鲁迅文学艺术不容忽视

的重要因素&鲁迅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关照下的文学创作符合民族文化的现实需求和长远目标$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总体特性$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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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学创作着眼于民族兴亡与国民性改

造$这一目标决定了他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审

美范畴$具有了更为深广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赢

得了-民族魂.的称号&鲁迅文学这一特质与其长子

长孙角色意识密切相关$可以说$在特定人生经历中

锻造)发展并转化)升华了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是

鲁迅成为-民族魂.式文学家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角

色意识的统摄下$鲁迅的创作具有了与民族危机的

时代背景相契合的审美风尚$发挥了重大社会影响&

长子长孙角色意识是作为长子长孙身份的家族

后代$在传统文化和家庭教育中孕育的继承家业)光

宗耀祖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十分

重视家族血脉的传承$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每一个作

为家族后代的生命个体$都承载着承上启下的使命$

都会将家业传承当做应尽的义务&但这方面$长子

长孙尤为特殊$他们被强化了更为自觉的理性意识

与人格特征&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以

长子长孙为合法继承人的习俗$家中的长子长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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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便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成长中给予加倍的培养

期待$于是$长子长孙通常具有强烈的家族使命感$

他们以家族利益为己任$个性坚强$顾全大局$富有

牺牲精神$在危难中能挺身而出$带领众人坚定信

念)走出困境$成为家族与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和中流

砥柱&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复杂因素的影

响$许多长子长孙不一定能够真正具备这一身份的

角色意识$尤其是在专制文化肆虐的封建社会末期$

由于长子长孙遭受专制文化的摧残首当其冲$他们

受教愈多受害愈深$更易遭到个性的压抑扭曲$从而

丧失这一角色意识不可或缺的自主性$以致无法担

当这一角色应尽的义务&因此$长子长孙角色意识

与其天然身份并不等同$天然的长子长孙身份不一

定必然拥有这一特定的角色意识&但同样生活在专

制文化环境中$鲁迅却有着坚固稳定的长子长孙角

色意识$这与他独特的成长经历有关&

一"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世家望族的长子长孙$鲁迅一出生就深孚

众望&由于他的生日和胎包都符合当地-有出息.的

说法$儿时就显露出过人的聪明$被称为-胡羊尾巴.

"机灵之意#$于是人们认定他-将来一定要中状

元&.

+

#

,

&#此时周家已走向衰落$鲁迅的降生为家族

振兴带来了希望$在这一环境氛围里成长的鲁迅$从

小就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使命感和自强意识&

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这只是众多长子长孙的

常态经历&这种众星捧月的成长环境$未必能够培

养出预期的人才$反而有可能诱发始料未及的人格

缺陷$如极端自我的任性自私)或盲目顺从的懦弱无

能等&作家巴金发现了这一现象$以觉新的艺术形

象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激发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产

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现实生活中鲁迅的父亲就是

这类形象的生动例证&鲁迅父亲与觉新一样$都是

长子长孙$却有着与其身份不相符合的性格特征&

他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但是$当家族灾难袭来时$他

只会沉浸在个人的郁闷情绪中借酒浇愁$常常以砸

碎碗碟来发泄心中的痛苦$结果忧愤成疾$吐血而

死&这个原本应当在关键时期挺身而出$护卫弱妻

幼子)支撑家门的长子长孙$不仅没有成为家人的依

靠$反而率先精神崩溃以致病倒$他的身心疾患和宣

泄压力的方式给家人带来更多恐慌$致使家族危机

雪上加霜&鲁迅父亲脆弱任性的表现与长子长孙角

色意识的差异$既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不同$也暴露

了封建文化教育的失败&觉新是另一种异化的典

型$专制教育和等级森严的伦理秩序使他养成了一

味顺从的品行$他个性压抑$缺乏主见$面对复杂的

家庭纠纷和时代浪潮的冲击无所适从$进退失据$成

为一个性格懦弱$精神分裂$行为畏缩的-多余人.&

鲁迅的父亲和觉新作为长子长孙$都受到了这一身

份的特殊教养$但都未能具备这一身份应有的角色

意识$更无法发挥出这一角色应尽的社会义务&这

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也是封建社会大厦倾覆)后继无

人的原因之一&究其实质$则在于专制文化与长子

长孙角色意识的培养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专制文

化扼杀人的个性独立与自主意识$而长子长孙角色

意识需要个性的独立与强大&在专制文化环境中成

长的长子长孙$由于加倍承受了专制教育的压制$比

普通人更易沦为专制文化的牺牲品而扭曲异化$从

而成为懦弱无能)庸碌无为的人格典型&张爱玲在

小说'金锁记(中描写了一个身份卑贱的女性曹七

巧$她饱受等级观念的压迫$却以母亲的身份地位百

般蹂躏比她更加弱小低下的一双儿女$作品以此把

专制文化环境中代代因袭)冤冤相报)彼此辖制的人

际关系揭露得触目惊心&小说里的贵族公子长白$

这个寄托了曹七巧一生唯一希望的儿子$却在母亲

亲手编织的-母爱.牢笼里沦为白痴$消磨掉了所有

的个性与生命活力&张爱玲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专

制文化环境中人性扭曲堕落的悲剧&

鲁迅也出身于类似觉新和曹七巧嫁入的世家豪

门$有着同样森严的伦理秩序和专制文化环境$但他

的境遇因一场灾难而发生了改变&在鲁迅
#!

岁时$

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父亲因之病倒)死亡&家族

危机激发了他心灵深处的忧患意识$而两代家长职

位的接连空缺$迫使他提前履行长子长孙的角色义

务$担当起家庭重任并成为母亲的膀臂和依靠&对

于一个稚嫩的少年$这实属不幸$然而正是在这一过

程中$鲁迅的使命感和自强意识得以激发并获得了

实践$其心智和能力得到了强化发展&祖父入狱和

父亲病逝$虽然使鲁迅失去了依靠$但也使他摆脱了

封建社会父权的重压$避免了普通人长期屈从于父

权而导致的个性软弱与精神盲从&在-当铺.与-药

房.的不断周旋中$鲁迅不得不孤独地面对困境与讥

诮$其自主意识得以建立$个性也逐渐变得强大&父

权的缺失$为鲁迅提供了正常环境下难以获得的自

主权$使他能够以独立的意志回应现实的挑战$从而

赢得了个性精神的自由发展&相反$在正常环境中$

一个青少年很难逾越长辈的意志独立思考)自主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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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觉新就是在求学)择偶乃至结婚)生子等诸多个

人事件上也不得不服从家长的权威$结果在长期压

抑中形成了屈从于环境习俗的生命惯性$以致于获

得主权地位后也丧失了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

是专制社会中的普通人)尤其是长子长孙共同的人

生悲剧&从现有资料上看$鲁迅的祖父脾气暴躁$性

格固执$父亲也有传统的严父作风&鲁迅在散文'五

猖会(中描写了父亲在他兴致勃勃去看五猖会时$突

然强令他背书以致全家气氛紧张的经历$表达了因

之大扫其兴的无奈之情&由此可以推想$假如周家

没有经历灾变$鲁迅在祖父和父亲两代家长的权威

之下$很难避免觉新这类青年所遭遇的难以抗拒的

个性发展的阻碍&

鲁迅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形成既源于正常的身

份教养$也源于非正常的家庭变故带来的苦难经历&

#$%$

年$未满
#$

岁的鲁迅就显示出非同常人的远

见卓识$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和社会的嘲笑$主动放弃

了科举之路而进入了被奚落为-将灵魂卖给鬼子.的

洋学堂+

!

,

'#D

$计划学成之后去开船$当水手&这种与

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人生选择$在当时可谓大逆不

道&而这充分显示了鲁迅超凡脱俗的勇气与智慧&

倘若不是在家族崩溃)父权缺失的危机中$很难想象

这一异端行为的实施$也很难想象鲁迅在如此幼小

的年纪会有如此坚定的创见&对比觉新可以看出明

显的反差&觉新的时代已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

时期$比鲁迅赴洋学堂要晚得多$但传统礼法仍然禁

锢着青年人的心灵$使他们难以挣脱环境和习俗的

羁绊&由此可以看出$鲁迅是以祖父与父亲两代人

的生命为代价赢得了个性自由的成长空间$事实上$

即使在这样相对自主的环境中$他仍因传统孝道的

牵绊而不得不在婚姻上屈从于母亲的意志$结果酿

成了一生的家庭悲剧&鲁迅曾在众人对许寿裳丧妻

而留下-失母幼子.深表同情时说%-幼而失母$却也

并非完全不幸$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

的人&.

+

&

,

#!%这种独特见解深得于鲁迅自身情感体验

所付出的痛苦代价&

鲁迅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在家族灾难中确立$

在一系列苦难经历中逐步成熟$这其中蕴含的忧患

意识)使命感和顽强抗争等精神内涵$在鲁迅的人生

选择和文学创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家国转变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很强的民族意识$近代以来$

这种民族意识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上古文

明的卓越地位$中国人头脑中形成了-唯我独尊.的

民族优越感$但随着传统文化的日渐衰落和闭关锁

国带来的思维禁锢$这种一成不变的民族认知与近

代中国的现实处境形成了极大反差$于是$在新的时

代环境下$传统的民族意识便暴露出固步自封与妄

自尊大的弊病$加之专制制度的影响$民族观念往往

被皇权意识所裹挟$对民族的情感几乎等同于忠君

意识$因此$在封建社会末期$国人的民族意识要么

沉浸在虚妄的优越感和狭隘的忠君思想范畴$要么

就是只知家而不知国$把民族国家当作帝王之事而

认为与己无关&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民

族意识开始觉醒$由于国门打开和外来文化的进入$

国人开始具备了世界人类的整体概念$对自身的民

族特性与现实处境也有了客观清醒的认识$于是$民

族意识便由妄自尊大)愚昧麻木转变为对民族危机

的忧患和对传统文化与国民性的反省$这是中华民

族在国破家亡的历史背景下萌发的具有新的时代特

性的民族意识$是民族命运得以扭转的内在精神

资源&

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鲁迅的民族意识同样

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在离开家乡之前$他的民族

意识相对薄弱$更多占据头脑的是家族意识&作为

周家的长子长孙$挽救家族命运是他的人生使命$这

使他具有了奋发图强)勇于担当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品格$也使他养成了从家族的处境需要出发来确定

个人发展方向的思维方式$于是选择赴洋学堂学习

职业技能&这一选择一方面是立足于家庭困窘的经

济状况$免收学杂费的洋学堂便成为首选$但更重要

的是遵循了祖父的家训&鲁迅祖父有感于子孙饱读

诗书却毫无实际的生存本领$以致在家族灾难中难

以为继$于是告诫子孙要转变观念$以-开豆腐店$做

点实事.的态度立足于社会+

#

,

%C

&祖父这一-重技务

实.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观念大相径

庭$这是周家在不幸的人生经历中获得的独特智慧&

显然$鲁迅的-异路.抉择$正是以此家训为指导$是

对家族精神遗产的继承&然而$当鲁迅在-洋学堂.

里接触到西方文化之后$他的视野得到了极大扩展$

对国家的概念处境有了实际的了解$于是民族意识

开始觉醒&这期间$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他震动很大$

其-优胜劣汰.思想令他十分担心中华民族会亡国灭

种&此时$家族患难与民族危机在鲁迅心中紧紧纠

结为一体$使他开启了家国并重)并逐渐由家向国转

变的思想历程&

赴日留学是鲁迅由家到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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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论鲁迅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及其审美倾向

期&初期的医学选择清晰地表现了这一阶段家国并

重的思想状态&留日期间$鲁迅的弱国子民身份强

化了从进化论中萌发的民族意识$也使他的民族认

知在理念与情感体验上得到了相互印证$于是$在新

的职业选择中$他有了民族意识的观照&在'呐喊/

自序(中$鲁迅自述学医是为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

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

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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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次职业选

择相比$这一次的选择同样是从家族的生活经验出

发$以父亲为庸医所误的情感体验和祖父-重技务

实.的家训为出发点$但大大突破了此前单一的家族

与技术范畴$由父亲推及国人$由家族扩展到民族$

增添了应对民族危机和启蒙国民文化的新内容$这

种家国并重)从家族向民族拓展的思维倾向是鲁迅

人生道路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弃医从文是鲁迅职业方向的又一重大转变$借

此$他彻底完成了从家族到民族的思想飞跃&由于

-幻灯事件.的启发$鲁迅意识到民族的希望在于国

民灵魂的更新$而文学艺术是抵达人的灵魂最有效

的途径$于是-弃医从文.成为他最终确定的人生目

标&这一次的选择$完全着眼于民族的需要$为此不

惜背叛祖父凝聚了家族血泪的遗训$重拾祖父所摒

弃的)因缺乏实用价值而难以为生计提供保障的文

学艺术作为职业发展的方向$显然$此时的鲁迅$已

彻底完成了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家国置换$其家族

意识完全被民族意识所取代$他已从周家的长子长

孙转变为中华民族的长子长孙$自觉地肩负起民族

的重任$在民族危难的时代背景下$把民族文化与国

民性的改造当作个人的使命$其长子长孙角色意识

发生了质的飞跃&

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家国转变使鲁迅升华到一

个新的人生境界$这一境界的获得并非出于人生历

程的自然演变$而是经历了主体精神的裂变与新生&

表面上看$鲁迅从家乡到南京)日本$随着生活领域

的不断扩大$其身份角色和思想意识也不断拓展$这

似乎是命运给予良好机遇的结果&但事实上$鲁迅

的每一次人生转折都不是对环境被动的顺应$而是

对现实的逆向反叛$为此$他付出了极为痛苦的精神

情感代价&从第一次赴洋学堂开始$鲁迅就背负着

-把灵魂卖给鬼子.的责难$此后的每一次人生转折$

都是在众叛亲离中的独行-异路.$在不断遭遇的-穷

途.与-岐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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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没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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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的地方踏出

新的人生之路$表现了过人的勇气)执着与坚韧&相

比之下$许多与他处境相似的人$因缺乏与环境习俗

决裂的勇气$也因不敢面对自我灵魂中新旧生命的

裂变而未能走出旧有的人生轨道&巴金在觉新身上

揭露了这类人心灵深处的怯懦$他们明知陷入了-吃

人.的网罗$却惧怕挣脱这网罗所应付的代价$他们

在向现实环境与世俗传统的妥协中$暴露了自己对

灵魂生命中旧我的依赖$结果$他们以被动的忍受麻

痹自己$以健忘的方式逃避现实$最终只能徘徊于原

地而未能挣脱封建家族孝子贤孙的身份禁锢&鲁迅

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建立与升华得益于他敢于与世

俗传统决裂的勇气$这种不惜代价)甘冒风险的坚定

信念使他获得了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

三"长子长孙角色意识的审美倾向

鲁迅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虽然经历了由家到国

的转变$但其中的使命感)忧患意识)坚韧执着的进

取抗争精神是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它使鲁迅养成

了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大局$勇于担当)富于牺牲的

思维方式$这不仅影响了鲁迅历次人生道路的选择$

也规定了他的情感)心理与审美倾向$成为鲁迅文学

创作的独特属性$是评价鲁迅思想艺术价值不容忽

略的因素&

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影响了鲁迅的主观情感偏

向$使他对客观的生活经历做出了符合其角色意识

的情感过滤$于是记忆中的情感体验便具有了这一

角色意识的独特性质&例如$同样是乡间的避难生

活$其弟周作人的回忆充满了乐趣$而鲁迅则留下了

-乞食者.的悲哀!同样是在日本留学$周作人写下了

-远游恋异乡$久客不思归.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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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发了对日

本生活的眷恋$而鲁迅则在文中记叙了-漏题风波.

与-幻灯事件.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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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弱国子民的屈辱&

按照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兄弟二人的记忆差

别并非完全出自于生活经历的不同$而是-自我.对

生活素材做出了不同内容的取舍&人的生活经历客

观上是复杂多面的$但只有被-自我.认可的体验才

能进入意识领域$从而在主观情感上留下强烈印记$

那些未被-自我.认可的经历则会被意识忽略)淘汰$

于是在主观情感上形成了独具-自我.意识特征的生

活记忆&周氏兄弟作为不同的生命个体$在人生经

验上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二人的许多经历却是彼此

重合)相互印证的&周作人也经历了家庭灾难和弱

国子民的不幸$鲁迅也有对乡村生活的怀念和对日

本文化)日本人的赞赏$但是$在情感体验的总体倾

向上$二人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自我.体认&鲁迅

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规定了他的-自我.选择以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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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忧患与使命担当为关注焦点$于是$敏感于外界的

歧视压迫和由此激发的反叛抗争便成为他心灵感受

的主要内容&周作人没有这一角色意识的影响$因

此$他能够较多从个人趣味和常态人生的角度感受

生活$于是更多摄取了生活中轻松愉悦的一面$这种

不同风格的体验很大程度上源于角色意识不同而导

致的结果&

长子长孙角色意识也影响了鲁迅的文学观念和

审美倾向&鲁迅反对超功利的文学观$强调文学的社

会功用$要求文学肩负起改造社会)民族文化和国民

性的使命&为此$他反对消闲娱乐的文学观$批判林

语堂)周作人提倡的闲适与幽默&在文学的审美风格

上$他崇尚充满战斗精神的-力.之美$摒弃以平和)静

穆为审美追求的所谓高雅艺术$这些都是围绕民族的

处境需要而做出的选择&鲁迅认为%小品文是-太平

盛世.里的-小摆设.$是所谓-士大夫的清玩.&-生存

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

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以愉快和

休息$然而这并不是8小摆设2$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

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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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这段文字说明了鲁迅不赞成娱乐性文学艺

术的原因首先因为它属于-太平盛世.$对于尚处落后

危机中的中华民族$它的兴盛是不合时宜的&其次$

鲁迅认为$娱乐性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不应作为艺术

审美的终极目标$而应当是追求人生理想过程中劳作

与战斗的调节$是促成理想目标实现的助力之一&也

就是说$鲁迅并非完全反对娱乐性文学艺术的存在$

而是提醒人们要适时)适当地运用这一艺术$不能为

娱乐而娱乐$从而丧失了更为崇高的人生追求&鲁迅

的见解$不仅对于身处危难的中国人是当头棒喝$即

使是在太平安逸的时代$也未尝不是大有裨益的良言

警语&这种紧紧立足于民族的现实需要和长远目标)

不忘使命)执着于理想的宏大视野$是鲁迅长子长孙

角色意识特有的思维方式&

鲁迅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态度一直引发文坛的争

论$尤其是时代进入到一个和平的反崇高)尚个性)呈

多元发展态势的文化氛围中时$鲁迅的文学思想似乎

显得过于保守了&从文学艺术的本质上看$其功能应

当是丰富多样的$那么$文学观念和审美风格也理应

多元并存&若以此为衡量标准$鲁迅的文学观似乎缺

少包容性&但是$评价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主体特性

和背景参照$否则就会无的放矢&鲁迅的文学观并非

是在理论认知上的偏狭$而是在深谙文学功能和审美

风格多样性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对民族文化做出了有

现实针对性的引导$换句话说$鲁迅对待文学艺术$从

来都不是孤立地为艺术而艺术$他有着比艺术审美更

高的民族振兴和人类理想的远大追求$正因为如此$

他晚年从小说)诗歌转向了更能直接作用于社会的杂

文创作$遭到了很多人的诟病$认为这是他艺术成就

的一大损失&但鲁迅并不认同这一看法$他声称自己

从来都无意于做文学家$实事上$鲁迅从事文学活动

最初始的动机就是以文学为武器促进中国文化的变

革$文学本身并非其目的$这里显示出不同志向和评

判标准的极大反差&鲁迅的创作转向$仍然是以民族

需要和使命担当为指向$是长子长孙角色意识观照下

始终如一的选择&

其实$任何一个作家的艺术观念和审美风格都是

其独特人生经历和个性情感的产物$都是别具一格

的$都不可能涵盖文学艺术的全部&从这一点上看$

每一个作家的文学风格都是有所倾向)也是有所局限

的&文学艺术整体的丰富多彩绝非一个作家集于一

身的表现$而是众多作家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倾向从局

部汇聚而成的整体$对任何一个作家求全责备都是不

切实际)不合情理的&鲁迅的文学当然难免其独特倾

向$但这一倾向符合中华民族整体的现实需要和长远

目标$因而它涵盖了民族文化的总体特性与发展方

向$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鲁迅以中华民族长

子长孙的角色意识-替大众受罪.$将民族的苦难和重

任集于一身$-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

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

理的做人&.他说%-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

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

!

,

#'"

&这种舍我其谁的民族情

怀与文化担当$使鲁迅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成为

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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