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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从文艺思想看鲁迅与毛泽东心灵的互通①

蔡欢江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摘　要：毛泽东一生推崇鲁迅，这并非是为了利用鲁迅，而是基于他们思想的相通。在文艺问题上他们也有诸多相

通之处。他们都视文艺为推动革命前进的重要力量；他们都强调要把革命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化为作家情感的内在需要；

他们还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出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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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心中，鲁迅一向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早在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视鲁迅为圣人，他
在延安陕北公学成立的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

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１］４３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视察武汉的途中，他又一次重申：“鲁迅是中
国第一等的圣人，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２］６５８不过，近些年来在学

术界悄然兴起了一股思潮，认为毛泽东推崇鲁迅，不过是在利用鲁迅，鲁迅不过是毛泽东棋局中的一颗棋

子。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林贤治的《鲁迅如何被利用》和张绪山的《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从“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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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活着”说起》等。对于这种论调，曹振华的《也谈鲁迅被专制利用问题———为谢泳先生解惑兼与林

贤治先生商榷》和傅迪的《质疑〈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等文作了有力的驳斥，本文就不拟展开了。笔者

以为，与其带着有色眼镜对毛泽东对鲁迅推崇的背后原因妄加猜测，倒不如切切实实地从二人思想的脉络

中去梳理他们的相通之处。当然，并不拟对鲁迅与毛泽东的思想进行全面的比较，本文意欲对二者的文艺

思想作一点粗浅的分析，旨在梳理出他们在文艺思想上的相通之处。

一　“文艺是革命的一翼”
甲午战争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识到，要改良中国

的社会，除了要进行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之外，还需从文化着眼，从文学入手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精

神。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提出了“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主张。维新派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就得

到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的响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视

文学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部分和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利器的思想更成为当时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主潮。

事实上，上述的看法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潮流。因此，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如何看待文艺与

革命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正是因为革命，他才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据鲁

迅先生的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在１９０２年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之后，曾经常和他探讨人性与国民性
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中华民族最缺乏的是诚与爱，而这种缺陷的病根就在于两次被异族奴役的经历，

“唯一救济的方法是革命”［３］４８８。１９０３年，鲁迅在东京剪掉了辫子，表明了自己与清王朝决裂的决心。
剪辫之后，鲁迅还照了一张照片，并把这张照片送给许寿裳，在这张照片的背面，鲁迅题写了他那首著名

的《自题小像》，诗中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革命誓言。之后，鲁迅又加入了由章太炎和陶成章领

导的光复会，正式成为了一名革命党人。当然，鲁迅对革命的理解与一般的革命派并不相同，他更强调

文化的作用以及改造国民精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

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倡导文艺运动了。”［４］４３９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鲁迅走上了通过

文艺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东京期间，鲁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文章，如《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以

及《摩罗诗力说》等等，其中尤以《摩罗诗力说》堪为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代表。在鲁迅看来，欧美之所

以强大，并非只在于经济科技的发达，政治制度的先进，其“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

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４］５８。也就是说，立国必先立人，要

实现中国的富强，就必须造就有个性，有精神的人民。因此，鲁迅选择了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作为

中国文艺发展的路标，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

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４］１０１。虽然鲁迅也认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

之人，为之兴感愉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

存”［４］７３。但他认为，文学发挥的是“不用之用”，它能涵养人的神思，使人自觉勇猛发扬精进。而摩罗诗

人之作“无不函抗拒破坏挑战之声”［４］７５，它们能够对民众的精神产生强烈的冲击，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改

造。也就是说，文学并非直接作用于社会，而是通过改造人心，从而间接地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成为革

命的重要助力。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又一次投入到文艺事业之中。虽然年轻时的浪漫主义激情已经由

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挫折而冷凝成为对社会的冷峻剖析，但他始终都把文艺视为改造社会，推动革命的

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并不把文艺与革命视为截然不同的东西，在他看来，文艺与革命在

根底深处是一致的，“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５］１１５，“所谓革命，

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５］１２１。１９２７年之后，随着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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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对中国革命思考的深入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他又进一步视文学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

一翼”［６］２４１。

与鲁迅不同，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但在文艺与革命关系的看法上，他们是相当一致的。毛泽

东认为，在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斗争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战线，也就是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自然，文

艺是属于文化战线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

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７］８６４。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鲁迅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它们的差异更多的是

一种视角上的差异。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他自然会更多地从文学着眼，在论述文艺与革命关系时会更

多地关注到文学的审美性及其相对的独立性。而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则会更多地从政治着眼，

强调文学对革命的归属。但他们二者在把文艺视为革命的一个部分，视为推动革命的重要力量上却是

一致的。

二　“革命人”与“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把文艺视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文艺要为革命政治服务，这使得文艺脱离了孤芳自赏的小圈子，被

赋予了崇高的使命。但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提倡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的同时又如何

保障作家的创作自由呢？文艺创作为革命政治服务又如何避免文艺变成政治概念的图解？在这个问题

上，鲁迅与毛泽东也取得了理论上的一致。

上个世纪２０年代末，许多左翼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提出文学要为无产阶级、为革命服务，这自然是正
确的。但是很多左翼理论家却犯了简单机械的毛病，他们把文学艺术与一般的革命宣传相混淆，忽视了

文艺自身的特点。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就把美国作家辛克莱尔的理论奉为圭臬，

提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

传。”［８］１５６“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所以支配阶级的文学，

总是为它自己的阶级宣传，组织。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总是欺瞒，麻醉。”［８］１５７对于这种看法，鲁迅并不认

同，“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

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６］８４，“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

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

艺。”［６］８５也就是说，文艺就其客观效果来说自然是一种宣传，但文艺毕竟有不同于一般宣传性文字的自

身特点，这一点决不可忽视。

在鲁迅看来，文艺作品与一般的宣传物的区别除了艺术技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文艺作品必须是作

家情感的真诚流露，而不是出于外在的强制，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中提出“但在这革命地方的

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

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

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

到能否感动人了。”［９］４３７一方面，文学要为革命政治服务，另一方面，文学又要保持自身的特点，那么这两

者又该如何实现统一呢？这的确是当时左翼文艺理论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鲁

迅的思路是从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入手，从作家的情感入手。在鲁迅看来，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革命文学家，必须不仅是改变自身的理性认识，还必须按照革命的要求改造自身的情感，使革命的理性

要求转化为作家内心真诚的情感。对此，鲁迅曾有过多次的论述：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

文学［９］４３７。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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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９］５６８。

革命文学家，至少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６］３０７。

也就是说，革命作家必须自己首先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只有当作家把自己的理智与情感，把自己

全身心都投入到革命之中，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都已经革命化或者“无产阶级化”了，他写出的作品才是

真正的革命文学，才是既内含着对革命的理性认识，又充满着革命的激情，既能提升人们对革命的认识，

又富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

与鲁迅相比，毛泽东所面对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境，但他用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与鲁迅有

着高度的一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为发展革命文

艺事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他们身上也普遍存在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毛泽东在《讲话》中

严肃地批评了当时延安的文艺青年中存在的与工农群众相脱离的倾向。他认为，当时延安的文艺青年

在理论上、口头上虽然并不轻视工农群众，但在实际上，在情感上却并不热爱广大的工农群众。“他们

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

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

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７］８５６－８５７因此，可以说他们内心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的王国。

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要改掉这种不良倾向，要真正做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为人民大众

服务，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

变化，来一番改造”［７］８５１。毛泽东还在《讲话》中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讲了如何与工农群众的思想情感打成

一片，他说：“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

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

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

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

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

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７］８５１他认为，如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一番情感的变化，在文艺上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绩。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文艺工作者要做到真正的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

最主要的就是在思想感情上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和规定的义务

化作为自身情感的内在需要，把自己的情感、兴趣、爱好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需要沟通起来，把人民群众

的需要转化为自己的需要。很显然，毛泽东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他要求艺术家自觉

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情感，变他律为自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赋予的责任转化为

自己的艺术良心，从而把强制化为自愿，把外部的规定转化为内心的要求。这样，文艺工作者就能够在

创作中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审美体验和感受来进行创作，而这种创作也必定能够符合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的要求，能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和利益愿望，这也就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艺

术化境地。

三　“实事求是”与“清醒的现实主义”
瞿秋白认为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清醒的现实主义”［１０］２２，而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

以说就是“老实的农民的事实求是的精神”［１０］２０。鲁迅一向主张正视现实，他的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

是批判国民不敢正视现实，自欺欺人的心理，他笔下众多的悲剧主人公如阿 Ｑ、孔乙己、闰土等，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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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来面对悲惨的人生，所以他们既可笑又可怜。鲁迅认为这是中国国民性的一部

分，而且这种国民性也表现在文艺上，“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

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１０］２５４－２５５。这

种瞒与骗的陋习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甚至连革命者也无法幸免，“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

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 Ａ和 Ｏ，或 Ｙ
和Ｚ，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
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了———或者本来就闭著”［４］２５５。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这种令人窒

息的、沉闷的局面呢，在鲁迅看来，那也只有实事求是，直面现实，“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

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

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１０］２５５

革命文学兴起之后，在与创造社等左翼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论争中，鲁迅也曾一再告诫青年文艺工

作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从自己的幻想出发，革命是脚踏实地的工作，不是浪漫主义的革命幻想，

“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

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

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

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６］２３９革命不会完美，革命是光明

的，但也有阴暗面，如果一看到革命的阴暗面就不满、被吓到，那这样的革命者便算不上真正的革命者，

只是空头革命家，他们极易从革命走向反革命。他们走向革命与其说是为了革命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对

于革命的幻想。因此，鲁迅对于那些投入到革命文学中，声称唯我是革命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向

持一种怀疑态度，“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

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

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

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６］１３７因此，他认为俄国的叶赛宁等人之所以自杀，也就是因为发

生的是实实在在的革命，它们的空想被现实所击碎。

鲁迅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也体现在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上。上个世纪２０年代
末３０年代初以瞿秋白、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在对苏联文艺思想的
接受上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盲目地照搬苏联的文艺理论，忽视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分析。当

苏联文艺界批判“浅薄的人道主义”之后，他们也高唱“非人道主义”的调子，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

文学运动大张挞伐，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不过是“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并认为“这种创作里

的浅薄的人道主义，是普洛文艺所不需要的。”［１１］４７７他们甚至还照搬“拉普”否定果戈里·托尔斯泰的做

法大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与瞿秋白、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诸人不同，鲁迅在接受苏联

文艺理论的同时更加注重分析苏联与中国各自不同的国情，他批评创造社“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

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６］３０４鲁迅经过翻译和学习，

认识到苏联的“非人道主义”针对的是十月革命之后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来非议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家

和文学家。鲁迅认为苏联的“非人道主义”有其必然性，因为“如此厚道，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反革命，总

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１２］５０９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

当时的中国，反封建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因此，鲁迅认为人道主义依然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决不能全盘

否定。

而事实求是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

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

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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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７］８０１

实事求是的首要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一贯倡导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

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

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７］８５３他批评在党内缺乏调查研究实际情况的浓厚空气，他们虽然言必称马

列，然而却对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

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

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

事物的存在。”［７］７９９－８００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批评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工农兵群众，

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

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７］８５６－８５７。他又反复的告诫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延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

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与他们以前所在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完全不同，周围的人物，宣传的对象都完

全不同了，因此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服务，过去那种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所采取

的“杂文笔法”也已经不再适用，对待人民的缺点应当批评，但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保护人民，教

育人民的热情来说话。

实事求是也意味着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指出：“形式主义

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

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

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１３］７０７而《讲话》则是马克思文

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篇章。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当然是继承了列宁的观点，

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抗日的客观现实。“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

日”［７］８６７，所以，文艺工作应当和一般革命工作配合起来，借以打倒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解放的任务。

《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虽然从叙述的顺序来看，把工人放在文艺服务

的第一位，但在具体运用上，毛泽东并没有过分地强调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而是从当时的历史、现

状出发，把论述的重点落在农民及其子弟兵身上。这种做法是完全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的，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少且在思想和组织方面均不成熟，

抗战的主体只能是农民及其子弟兵。

参考文献：

［１］毛泽东文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陈　晋．文人毛泽东［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鲁迅博物馆．鲁迅回忆录（上册）［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鲁迅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鲁迅全集（第７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鲁迅全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册）［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９］鲁迅全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瞿秋白，孙　郁，曾凡华．红色光环下的鲁迅［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１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２］鲁迅全集（第１０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３］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