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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晨报副刊»在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有着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ꎬ鲁迅在其

间的杂文创作数量多而且成就高ꎬ但长期以来对«晨报副刊»与鲁迅的历史互动性关系

的研究却很少ꎮ 本文将视野拉回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将研究放到«晨报副刊»时期的鲁

迅ꎬ以鲁迅的发稿创作为微观切入点ꎬ深入分析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鲁迅的创作思想与

传播思想的转变ꎮ
〔关键词〕晨报副刊ꎻ杂文ꎻ转向

«晨报»的前身«晨钟»ꎬ１９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创刊〔１〕ꎬ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复刊改组为

«晨报»ꎬ在第七版刊载小说、诗歌、小品文和学术讲演录ꎬ随正张赠送ꎬ从«晨钟»
到«晨报»ꎬ第七版始终单独辟出ꎬ虽带着旧式副刊所共有的一定消闲趣味ꎬ却也

颇有名气ꎮ 自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７ 日ꎬ副刊宣布改革ꎬ增添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

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栏目ꎬ开始明显地倾向于新文化运动ꎬ１９２０ 年 ７ 月ꎬ
第七版由孙伏园主编ꎬ此时副刊已声名鹊起ꎬ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第七版改出四

版单张并定名为«晨报副镌» 〔２〕ꎬ副刊着重宣传新文学ꎬ繁盛一时ꎬ同时按月出版

合订本ꎬ至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晨报副刊»停刊ꎮ 虽然从文学角度说起副镌ꎬ１９２５ 年起

为徐志摩的“新月派”所控制时期名气稍大〔３〕ꎬ但早期副刊的传播意义与历史地

位ꎬ以及报纸副刊的发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ꎬ已成为典型的近代报

刊研究个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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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虽有学者纯粹从政治角度认为«晨报»过多依附军阀派系ꎬ并逐渐右倾

走上了与革命不同的道路ꎬ但解读«晨报»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ꎬ都不

得不承认它一定程度上坚持了作为时代“传播”媒介的核心理念定位———推进

历史变革、社会进步的舆论传播工具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即使后来的«晨报»更为

世人所铭记ꎬ但其前身«晨钟»创刊时由李大钊等人主编所铺垫的历史基础ꎬ奠
定了后来整个«晨报»及其副刊的历史定位及传播思维ꎬ即使后来的报纸正张渐

次失去了进步作用ꎬ但有报刊最初的传播思想作为编辑前提ꎬ才有了鲁迅与其他

进步知识分子在副刊的撰稿支持与推进新文化的传播阵地选择ꎬ以及那段为世

人铭记的特殊“启蒙”创作期ꎮ
但是ꎬ对«晨报副刊»与鲁迅的历史互动性关系的研究却很少ꎮ 笔者在中国

知网以“晨报副刊与鲁迅”为主题进行检索ꎬ只找到 ８６ 篇文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 点)ꎮ 这些文献还多是仅分析«晨报副刊»ꎬ且多是从副刊促成中国现

代报纸产业化运作、加速报刊编辑价值观念嬗变、通过启蒙时代的主旨影响新文

化思想与现代文学创作、建构现代知识分子舆论平台、拓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引

进西方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等几方面进行简要阐释ꎮ 其中涉及鲁迅的ꎬ往往是

分析鲁迅的现代文学创作脉络ꎬ或单纯研究鲁迅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价

值取向ꎮ 其中直接研究«晨报副刊»与鲁迅互动关系的只有 ２ 篇ꎬ却也没有对鲁

迅在此时期创作背后其个体自省性价值思考的转变进行较全面的研究ꎮ〔４〕

基于此ꎬ本文将视野拉回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将研究放到«晨报副刊»时期

的鲁迅ꎬ以鲁迅的发稿创作为微观切入点ꎬ寻觅在那个历史背景下鲁迅先生的创

作思想与传播精神的转变ꎮ

一、鲁迅在«晨报副刊»时期(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４)渐变的报刊创作

通过在内容上传播启蒙思想、极力推动新文化运动ꎬ在形式上广为开设众多

新潮专栏ꎬ如讲演录、特载、论坛、小说、歌谣、杂感、译述、科学谈、古文艺、传记、
剧本等ꎬ«晨报副刊»最终开创了近代报纸副刊民主改革的先例ꎬ成为一份综合

性较强的副刊ꎮ 它对新文艺、自然科学、西方社会科学、大量近代世界著名作品

等的着力强调ꎬ成为时代亮点ꎮ 而这些专栏不抵制任何思想、作者在其上发表己

见:«晨报副刊»既发表李大钊的«社会问题与政治»ꎬ也发表梁启超、黎锦熙的讲

演辞ꎻ既发刊«俄国革命纪念»专辑ꎬ又发表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ꎮ
正是这种学术争鸣的大好景象ꎬ才使得各种流派、各种倾向的作品和译文在«晨
报副刊»上发表ꎬ吸引了“五四”时期的许多重要作家ꎬ其中就包括鲁迅、冰心、郑
振铎、林语堂、汪静之、沈尹默、梁实秋、冯雪峰、熊佛西、焦菊隐、赵景深等等ꎮ 至

于后来人说鲁迅是因为撇不开孙伏园以同乡交情所催迫而在«晨报副刊»发稿ꎬ
则是另一种闲谈说资了ꎮ 而鲁迅给“晨报副镌”起名的“晨报附刊”则长时间列

在每版版头ꎬ也是人们经常把鲁迅与«晨报副刊»相联系的另一重要原因ꎮ
整体说来ꎬ１９１７ 年 ８ 月鲁迅接受钱玄同的劝说ꎬ决定提起笔来投入反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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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ꎬ其后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文学批判ꎬ但作为一个思想家ꎬ鲁迅拥有着自己

独特的哲学观念ꎬ学术界也多从其文学作品中研究其碎片化的哲学脉络ꎮ 笔者

单就其曾为«晨报副刊»(本文均包含«晨钟副镌»之名ꎬ以下不再列述)主笔ꎬ研
究这段时期鲁迅在创作报刊文章时所体现的传播思想的渐变ꎮ 从转载«狂人日

记»到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副刊第 １ 版上译完«苦闷的象征»第二部分ꎬ鲁迅在

«晨报副刊»上共发表了各类作品(小说、杂文、译作、评论)近 ６０ 篇ꎬ其中译文 １２
部、杂文 ２６ 篇ꎮ

下表大致整理出鲁迅首发在副刊上的作品:
表 １　 鲁迅在«晨报副刊»的创作一览表

发表日期 文章名称 栏目 署名 主旨

１９１９. １２. ０１ 一件小事
«晨报周年纪

念增刊»
通过对最底层劳动人民“车夫”的描

写ꎬ探求民族及国民性的希望所在

１９２１. ０５. ０６
“ 生 降 死

不降”
“杂感”栏 风声

对民族社会、国民性的批判ꎬ评议明、
清制度ꎬ言自己“受了革命党的骗了”

１９２１. ０５. ０７ 名字 “杂感”栏 风声
评议人性及文者心理、“古人之高深

为不可测”

１９２１. ０７. ０８ 无题 “浪漫谈”栏 风声 讽喻社会黑暗势力的“唤醒国民”

１９２１. １０. ２３
智识即罪

恶
“开心话”栏 风声

借助虚无哲学家的话和运用调侃笔

法ꎬ批判守旧者和复古派ꎬ讽刺了复

古派对新文学的诅咒

１９２１. １１. ０３ “则皆然” “杂感”栏 尊古
辛辣揭露讽刺反动军阀及“孔圣人”
之门徒子孙的丑恶ꎮ

１９２１. １１. ０４
事实胜于

雄辩
“杂感”栏 风声

讽喻当权者的掌控ꎬ以及弱者的不争

与不幸

１９２１. １２. ０４ 阿 Ｑ 正传
“开心话” 栏 “新

文艺”栏
巴人 国民性的批判ꎬ讽喻社会强权与弱者

１９２２. ０２. ０９ 估«学衡» “杂感”栏 风声

认为守旧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

除了只有发表的勇气外ꎬ对新文化运

动毫发无伤(«学衡»全载文言文ꎬ非
议新文化运动)

１９２２. ０４. ０９
为 “ 俄 国

歌剧团”
“杂感”栏 鲁迅

扬赞的背后讽喻中国所谓文化与国

粹的“沙漠”本质ꎬ坦率自己的寂寞

和怯弱ꎬ对自身的批判

１９２２. ０４. １２ 无题 “杂感”栏 鲁迅
对人性的批判与希望ꎬ对自身的反

省ꎬ觉出“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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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文章名称 栏目 署名 主旨

１９２２. ０９. ２０
“ 以 震 其

艰深”
“杂感”栏 某生者 批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国学家

１９２２. １０. ０３
破 « 唐 人

说荟»
“文艺谈”栏 风声

鲁迅对传统文学的审慎研究ꎬ批评文

艺界“胡闹”的学术态度

１９２２. １０. ０４
所 谓 “ 国

学”
“杂感”栏 某生者

批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国学家

及“国学”

１９２２. １０. ０９
儿 歌 的

“反动”
“杂感”栏 某生者

讽刺反对新文学的言论ꎬ“某生者”
讽刺鸳鸯蝴蝶派的公式化小说开头

１９２２. １０. １０ 兔和猫 “文艺”栏 鲁迅
寓示社会性矛盾的批判ꎬ极度爱憎的

人道精神ꎬ深受爱罗先珂思想影响

１９２２. １１. ０３
“ 一 是 之

学说”
“杂感”栏 风声

批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国学家ꎬ
讽刺其文章及论点的荒谬性

１９２２. １１. ０４ 不懂的音译 “杂感”栏 风声 批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国学家

１９２２. １１. ０９
对于批评

家的希望
“杂感”栏 风声

文艺批评ꎬ以及需要的一种严格的自

剖精神与勇气ꎬ论及批评的标准、尺
度、边界

１９２２. １１. １７
反对“含泪”
的批评家

“杂感”栏 风声 文艺批评ꎬ较为严格的自省精神

１９２２. １１. １８ 即小见大 “杂感”栏 鲁迅

对新知识阶级的剖析批评ꎬ在«两地

书»曾直言是“人道主义或个人的无

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

１９２２. １２. ０１ 不周山
«晨报四周纪念

增刊»
鲁迅

寻求重塑民族魂灵ꎬ以文学“立人”
思想逻辑延伸ꎬ企图再造中国传统文

化独立的人格精神ꎬ却一步步走向批

判古典文化悲凉的尖锐批判ꎬ形成一

种“油滑”的批判自我否定意识

１９２３. ０１. １５
关 于 « 小

说世界»
“通信”栏 唐俟

评议文艺界现状以及旧小说文字ꎬ对
“记者先生” (孙伏园)言“对于«小
说世界»是不值得有许多议论的”

１９２３. ０１. １７

看了魏 建

功君的«不
敢盲从»以
后的几 句

声明

“杂感”栏 鲁迅

批评在学术界借“新艺术”之名行事

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ꎬ新知识阶

级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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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文章名称 栏目 署名 主旨

１９２３. ０８. ２１ 呐喊自序
«晨报文学旬

刊»
鲁迅

批判国民奴隶性ꎬ警悟力的战斗檄

文ꎮ 写于 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１９２３. ０９. １４
两个桃子

杀了三个

读书人

“杂感”栏 雪之
支持新文学运动ꎬ考究旧文化与新文

化ꎬ讽刺将“勇士”解为“读书人”

１９２３. １２. ０１
宋民间之

所谓小说

及其后来

“文艺评论” 鲁迅
突破陈旧的文学观念ꎬ赋予国学新的

见解ꎬ平民化艺术ꎬ文学考证

１９２３. １２. １５ 寄语母亲 “来件”栏 周灵均

文艺批评ꎬ“到了不能尽情地流露

时ꎬ那才是真爱的表现呢”ꎬ孙伏园

言“在现代这种(雍容礼让)的社会

里ꎬ这样大胆的作者是久矣夫不会遇

着了”ꎬ鲁迅在删集后只留下«草儿»
的«暮登泰山西望»ꎬ«女神»的«梅花

树下醉歌»ꎬ«尝试集»的«他»

１９２４. ０１. １７
对 于 “ 笑

话 ” 的 笑

话

“杂感”栏 风声

针对“整理国故”风行思潮的反应ꎬ
对其错误转变的敏锐探察ꎬ讽喻范仲

澐«整理国故»讲演

１９２４. ０１. ２７
奇怪的日

历
“杂感”栏 敖者

批判“一年一年的加增昏谬”的社会

现实

１９２４. ０１. ２８
望 勿 “ 纠

正”
“杂感”栏 风声

尖锐指出“流弊却无穷”的对译本校

改以及“整理国故”内容方向转化带

来的弊端ꎬ支持新文化运动

１９２４. ０３. ２７ 肥皂 “小说”栏 鲁迅
揭露假道学家的污秽ꎬ批判封建复古

派的堕落

１９２４. ０９. ２８
又 是 “ 古

已有之”
第三版 某生者 批判骇人听闻的社会现象

１９２４. １０. ０２
笞二百系笞

一百之误
第四版 某生者

评议文学界以及编辑、校者、手民所

应有的严谨度

１９２４. １０. ０２
文学救国

法
第四版 风声

讽刺文学界中救国的“博士学者”的
腐陋思想

　 　 从表格可以看出ꎬ他所作文章以杂文居多ꎬ具备强烈时效性ꎬ多为针对一时

之议ꎬ由早期的小说创作转战在日报上兼具文学性与新闻性的杂文创作ꎬ这是鲁

迅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随着报纸副刊兴盛ꎬ其个人创作生涯与时代思想的一大转

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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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体选择:从主创小说转战日报的杂文创作

鲁迅所言的“能爱能憎才能文”是他一生创作的源泉ꎬ也是他作为一个时代

思想家、作家给世人留下最有力的个性诠释ꎮ 他曾主编或协编并为 ２０ 多份报刊

撰稿ꎬ他自言“文人的铁ꎬ就是文章”ꎬ利用报刊、杂志等作为战斗利器ꎬ逐渐形成

自己独特的传播思想ꎬ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珍贵研究ꎮ 他最醒目的战斗业绩由

«晨报副刊»开始转折———着力编著杂文ꎬ“由鲁迅倡导、实践并提供了标准模

式ꎬ从一种附属文体变成了具有独立的、完整形态的文学样式” 〔５〕ꎮ 这种文学创

作上的历史转变ꎬ内涵着个人思维哲学以及社会理论的转变ꎬ正如他后来所言

“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ꎮ 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 〔６〕ꎮ
鲁迅早期小说ꎬ寻求中国近代阶层从城市到旧农的各方关系所处的国民希

望与劣根性所在ꎬ反省批判旧社会存在的落后症结ꎬ以强烈的批判启蒙意识去审

视社会问题ꎬ其小说题材也多关乎切身问题ꎮ 当时副刊在孙伏园刊发«人生价

值»的“立人”导向下ꎬ就连续发表了鲁迅针对国民原罪的小说如«肥皂»、«故
乡»等ꎮ “信息传递手段可以引起‘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

化’”ꎬ“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制度发展、公众反映和文化内容的渊源” 〔７〕ꎬ日报的

兴盛、副刊的崛起ꎬ副刊本身一定消闲性的传播要求———太过于沉重的思想与内

容ꎬ在开通风气的时代传播环境中ꎬ并不适合日报的时代传播语境ꎬ以及日报副

刊对小说在结构进展与内容悬念上的限制ꎬ都不及类似随感录的杂文在内容篇

幅及主旨自由的出版实践ꎮ 从上述列表的文章可以看出ꎬ鲁迅加大了杂文的创

作ꎬ由国民性的批判渐转为对文化哲学和文体痼疾的短篇聚焦ꎬ也更易被副刊主

要阅读者———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知识分子所接受ꎮ 总体而言ꎬ社会变革中的

媒介及传播文本ꎬ双重影响着传播者个人创作主张与受众对内容的接受ꎮ
鲁迅在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言道“孙公因家有电报来云母病ꎬ

昨天回去了ꎻ据云多则半月便来北京ꎮ 他虽云稿可以照常寄ꎬ但我想不如俟他来

后再寄罢ꎮ 潘公«风雨之下»实在不好ꎬ而尤在阿塞之开通ꎬ已为改去不少ꎬ
俟孙公来京后交与ꎬ请以‘情面’登之ꎮ” 〔８〕ꎬ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对刊载于«晨报

副刊»文章的编辑选择性ꎮ 信中提及的“孙公”言“他那时写的稿ꎬ除了登在«新
青年»上的以外ꎬ大都寄给了«晨报副刊»了ꎮ” 〔９〕 既然稿子大多在«晨报副刊»ꎬ
那么他在«晨报副刊»的杂文创作之多实际上就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就是

杂文为多ꎬ在这发表的杂文主旨也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倾向ꎮ
还有个有趣的插曲ꎬ说明此时期鲁迅的针对时局之创作ꎮ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晨报副刊»刊载张竞生所作«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ꎬ开始

了一场民国爱情大争论ꎬ为此该刊辟“爱情定则讨论”专栏ꎮ ６ 月 １２ 日该刊发表

了陈锡畴和钟孟公的两封信ꎮ 前者主张“中立态度”ꎬ要记着保持“第三者的地

位”ꎻ后者则攻击这次讨论ꎬ认为“除了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之外ꎬ
毫无别的价值”ꎬ并“忠告”记者应定出期限ꎬ“至期截止”ꎬ以免“青年出丑”ꎮ 本

没打算完全介入的鲁迅在看到这番言论后致信孙伏园ꎬ建议不妨继续讨论下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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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刊载鲁迅相关来信后ꎬ肯定“他好像动物学家对于毒蛇ꎬ心理学家对于疯

子ꎬ医学家对于传染病菌ꎬ别人都吓得掩耳却走ꎬ他只丝毫不动声色的取着一种

研究的态度” 〔１０〕ꎮ
可以说ꎬ自 １９１８ 年 ９ 月ꎬ鲁迅刊载的小说逐渐减少ꎬ开始更多地撰写关乎知

识分子切身问题的檄文ꎬ此时的他聚焦收集各种报刊上的其他言论及材料ꎬ针对

不同出版主旨的不同报刊ꎬ选择发表不同创作主题的稿件ꎬ迅疾地传达自己的意

见ꎬ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 ３０ 年代ꎬ为后人留下了铮铮之言ꎮ 报刊传播业特别是

副刊的兴盛ꎬ给鲁迅提供了实战、迅疾反映的传播空间ꎬ一篇篇张扬独立批判思

考的文章反过来又强化了那个时代报刊的传播效应ꎮ
(二)传播主旨:从笼统的国民性批判转向新知识分子的内省自觉

仔细剖析鲁迅这一时期创作的文本ꎬ透视作家的精神结构ꎬ可以发现ꎬ作为

精熟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意识的时代思考者ꎬ在知识分子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及文

化走向产生价值分歧的传播背景下ꎬ鲁迅也由早期笼统空洞的国民性批判走向

了现代文化突围与文艺文体阐释学的抗争ꎬ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质疑其社会

传播效应ꎮ 特别是 １９２２ 年前后ꎬ鲁迅对新知识分子内部的自省批判ꎬ对社会现

实与文化传播现实的权衡ꎬ其“渡世精神”指向于阶层价值关系扭转与重塑民族

希望(包括文化立足)所在的寻求上ꎮ 在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创新力为先觉者的

自苦与挣扎所冲击ꎬ«为“俄国歌剧团”»、«不周山»、«兔和猫»等都印证了这种

渐变ꎮ 对旧知识分子从最初的抨击到后来的末路同情ꎬ此时的他置身于社会阶

级的重新定位中ꎬ不再以冷静剖析的启蒙者去宏观指点ꎬ而是以介身其中的自觉

自省去看待阶级价值关系、新文化新文艺的重塑与广泛寻求新的哲学思辨的突

破ꎬ如«对于批评家的希望»ꎮ 当时报刊的各种思潮言论带给了鲁迅具体的聚焦

冲击ꎬ«晨报副刊»的兼容气度为他“救国民于腐朽”的抗争探索提供了传播实践

空间ꎮ 鲁迅在副刊的众多译作也都展示了他在寻求新的“合理”的适宜于生长

在中国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拿来理论”ꎬ副刊所建立的舆论舞台ꎬ也见证和加速

了知识分子自身文化理论选择特色的“变异”ꎬ鲁迅正是最先分化出来的一批ꎮ
此外ꎬ后人常提及的使得孙伏园愤而离开«晨报副刊»的那首鲁迅的«我的

失恋»ꎬ最终发表于 １９２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语丝»周刊第四期ꎮ 鲁迅在«‹野草›英文

译本序»中说:“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ꎬ作«我的初恋»ꎮ”后又在«三闲

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谈到本篇时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ꎬ题作«我的

失恋»ꎬ是看见当时‘阿呀阿ꎬ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ꎬ故意做一首‘由她去

罢’收场的东西ꎬ开开玩笑的ꎮ”虽然鲁迅常“笑言”自己“过往”ꎬ认为自己此时

的“格局小”ꎬ只是“一、两件小事”的不完善评论ꎬ但其在创作内容开始更注重了

新闻性、时效性要素ꎬ更多是以立足微观现实事实的立论批判ꎬ宏观上确实初步

确立了被后世称为“民族脊梁”的鲁迅式创作模式ꎮ 他以感召更多报刊读者为

创作基础ꎬ开始较少地使用宏观社会理论概念去“表达”对时局的责任感或者说

愤慨不平的挣扎ꎬ正是有了这段时期创作的实践转折ꎬ才有了之后更被世人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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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的«自由谈»ꎮ
(三)受众群体:从精英受众到社会各阶级读者

综合性的副刊所需要体现的思想高度、人文精神、时下风貌、民主意识、历史

责任感等较完整地体现在«晨报副刊»中ꎬ这种综合未分化的大众市场给了副刊

在独立于正张的革新思想时ꎬ能够给各种撰稿人阐释主张的客观包容性ꎮ 副刊

极力组织各种批评言论对持ꎬ如上文提到的“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对政治问

题的讨论、对新文艺与现实主义文艺现实的报道等ꎬ吸引当时社会各层级的读者

与新知识分子在无意识引导下进行个体的价值思索ꎮ 稳定的受众及文化启蒙制

高点的定位ꎬ在当时社会加深了副刊传播的社会功能ꎬ扩展了它所提供的公共领

域影响力ꎬ给撰稿人构建了当时较有力的传播展示平台ꎬ鲁迅由起初被邀稿到后

来主力创作便是正面的见证ꎮ
受众的需求决定了只有与时俱进的传播元素才能拓宽媒介的社会主流话语

空间ꎬ即使后来的«晨报»正张走向末路ꎬ但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ꎬ它仍是中国报刊

为数不多的格调严肃的报刊ꎬ这给副刊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有力度的受众市场ꎮ
此时的副刊即使是从 １９２３ 年 ６ 月开始出版«文学旬刊»ꎬ但它并未似后来徐志

摩主编后那样完全的文学园地ꎬ鲁迅在这期间与其他众多新知识分子一同ꎬ为晨

报副刊带来了更多冷峻哲理性的救世格调ꎮ «晨报副刊»的经济方面一直处于

较好的运行水平ꎬ这点是自诩“为生卖文”有分量的有专业水平的作家愿意向副

刊提供稿件的另一要素ꎬ鲁迅也曾多次提到索要稿酬事件ꎬ也正是这种物质基础

辅以媒介印刷技术(改版后 １６ 开发行ꎬ独特的页面设置)ꎬ与逐渐被打破的文化

选材传统规约所带来的高出版内容水平ꎬ使一份地方性的报刊拥有了全国性的

受众ꎬ各种社会文化团体的“争锋”在媒介文化生产过程中极力挖掘了报刊传播

潜力ꎮ 上述表格中鲁迅持续有影响力作品的面世ꎬ正是通过当时副刊可能提供

的“多元思想对话”冲突得以发掘出批判论点ꎬ而平民化新型读者的崛起ꎬ也推

动了鲁迅在创作上更加注重对新一代青年人的引导传播ꎬ那些带有明显政治性

倾向的青年读者对报刊论点的回应ꎬ更加促成了鲁迅对知识分子团体新的自省

思考与对青年人价值选择的批判ꎬ如«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

声明»ꎮ 而那些具有文艺批评性质的受众群体ꎬ又给了报人作家更深度的“生存

变革”写作ꎮ
鲁迅由早期的揭露民族劣根性的民族精神创作ꎬ面向带有“封建色彩”的市

民大众ꎬ到关注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杂文创作ꎬ引导更多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青年

读者建立理性的时代价值观ꎬ这不仅是日报印刷技术发展与时代革命发展趋势

下所做出的个人“战斗”选择ꎬ更是对作品更好传播的考虑ꎮ 作为一个选择“活
在时代”的伟大作家ꎬ他选择性地用最能“即刻反应”社会的文体ꎬ“表述”出自己

对那个急遽动荡社会的爱恨憎厌ꎬ“撕去旧社会的假面”ꎮ 从«晨报副刊»的创作

转折开始ꎬ他将西方文学理论中曾被不屑为之的杂文ꎬ用时代思想的精深度、社
会思维的敏锐度ꎬ结合个人艺术创造力与洗练生动的文笔ꎬ超越了当时就事论事

—４９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４. １学术史谭



的浅显时评ꎬ发展成以战斗性为本体ꎬ思想性、艺术性为表体ꎬ深刻性、及时性为

辅体ꎬ易感性、同传性为主张的新文学样式ꎮ 这种独特风格在对鲁迅的文学史研

究上给后人留下了他割舍掉鸿篇巨著的创作遗憾ꎬ却留下了一个跌宕时代的另

一种缩影ꎮ

二、«晨报副刊»时期(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４)鲁迅的传播精神转型

«晨报副刊»所能提供的积极的传播公共空间ꎬ让鲁迅独特于其他作者的时

代感与知识分子犀利的文化自觉性ꎬ通过作品的渐变创作践行了其传播文本与

哲学思维的变革ꎮ 报刊与作品相互促进中成为社会启蒙的一种传播语境ꎬ作家

自身也在这种文化传播与启蒙哲学思潮接受的双重效果中ꎬ完成了自身的学术

化与政治启蒙化的思维转变ꎮ 作品的“思想革命”是新知识分子对于当时各种

流派思潮的“中国化”、“个体化”的“变形”ꎬ价值观分歧后ꎬ一部分走上了文学

文体阐释ꎬ一部分走向了传统国学分析ꎬ一部分继续了文化的时代转型ꎬ以鲁迅

为代表的一部分新知识分子毅然选择了现代民族之魂的文化建构上ꎬ«晨报副

刊»这段历史脉络ꎬ见证了鲁迅以哲学思维革新为内在创作力的传播精神转型ꎮ
鲁迅对国人本质的深入揭示与不留情面的社会批判ꎬ作品中相对辛辣讽刺

的“谩骂”以及“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学理论主张ꎬ让当时甚至整个 ２０ 世纪“非议

鲁迅”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ꎬ但«新青年»有幸刊载«狂人日记»ꎬ«晨
报副刊»因«阿 Ｑ 正传»而独得盛誉却已是当今不争的事实ꎮ 社会学者冷纳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ｅｒｎｅｒ)曾在“传统人”与“现代人”之间设定了一个“过渡人”的概念作

为对生活在转型时期社会的人的称呼ꎬ因为“一方面ꎬ他既不生活在传统世界

里ꎬ也不生活在现代世界里ꎻ另一方面ꎬ他既生活在传统的世界里ꎬ也生活在现代

的世界里” 〔１１〕ꎮ 在今天看来ꎬ“过渡人”的概念用来形容鲁迅是最贴切不过的ꎮ
通过发掘鲁迅在«晨报副刊»刊载作品的哲学阐释ꎬ可以透视他在转型历史期的

基本着眼点ꎬ即对近代社会文化弊端的犀利感受ꎮ 在中国社会变革时期ꎬ在近代

知识分子分化的阵营中ꎬ鲁迅顺应媒体传播特点调整自己的创作文本ꎬ深刻对社

会生活及文化自觉的理解转变其文学价值尺度ꎬ审视西方思潮与民族传统文化

重构现代之舆论启蒙ꎬ在黑暗复杂的政治形势与繁乱的文化传播中坚持审慎的

研究批判思维ꎬ成为了那个转型时期拥有精神领袖气质的“过渡人”ꎮ
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各种社会思潮冲击的鲁迅ꎬ在“五四”运动后的几年首

先开始了哲学心境的转变ꎮ «晨报副刊»登载的作品与译作显示了鲁迅仍力主

无情的批判ꎬ但在对时势与整个社会传播领域感受孤独和彷徨时ꎬ他转向了具体

的文化现实与知识分子价值选择的斗争ꎮ 其时政治氛围稍松ꎬ新闻事业重又良

进ꎬ报馆林立ꎬ学派各逞笔锋ꎬ发其政论ꎬ鲁迅的小说虽却多隐喻揭示国家社会本

质ꎬ但因反感政治性介入而文章相对少与政评ꎮ 对一切政治事件抱有怀疑和批

判精神的鲁迅在各种运动迭起的时势下ꎬ渐渐选择了一种为当下的中国而奋斗

的“速朽”创作哲学观ꎬ从副刊登载的针对一时一事而评议的文章也大都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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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之观点ꎮ 鲁迅从最初在«新青年»的随感录到副刊上的杂文创作ꎬ选择了

放到报刊特别是日报这样能将其抗争精神迅捷传递出去的媒介平台ꎮ «晨报副

刊»在李大钊、孙伏园的兼容办刊编辑观念上ꎬ大量从各界各流派采稿ꎬ虽然常

由于对各种社会思潮都给予广泛传播给读者一定混杂的出版印象ꎬ却也正给了

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以及其他许多当时并无半点儿名气的文学青年一个表达传

播自己的机会ꎮ 作家与媒介一起促成了当时激进的舆论语境ꎬ反过来又推进了

鲁迅在传播思维中的哲学自省ꎬ大概归为以下三点ꎮ
(一)补偏救弊的编辑哲学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存在着一种“老年哲学”ꎬ即是在真正悲愤、痛苦的情

绪下ꎬ在一种亡国亡天下的政治心态里流露出来的济世哲学ꎬ«生降死不降»就
流露出这种情绪ꎮ 鲁迅作为文学革命的旗手ꎬ以«新青年»、«新潮»、«晨报副

刊»、«学灯»、«少年中国»等刊物为主要阵地〔１２〕ꎬ将最初完全“改造整体社会”的
希望渐转向“改良人生及国人精神”建构新型民族精神的现实选择标准ꎬ并成为

这种“补偏救弊”哲学的佼佼奋进者ꎮ 鲁迅认为“现在的文艺ꎬ连自己也烧在这

里面ꎬ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ꎻ一到自己感觉到ꎬ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１３〕ꎬ这种

“参与式”的济世思想贯穿其一生的创作ꎬ也是他与当时其他知识分子如林语堂

等人最后分道扬镳的主因ꎮ 对于只要可以借助一定传播平台就得以“一念耿

耿ꎬ摇旗呐喊ꎬ课徒授学”的鲁迅ꎬ在当时天风海雨、迫人而来的时代氛围中ꎬ他
引导着一代“实存”感受思想者做了最坚定的选择———新的现实主义文化创作

与知识分子在各种流派中“补偏救弊”的价值判断ꎬ这在他作品里批判章士钊、
胡适等人的文化哲学观得以体现ꎮ

因为«晨报副刊»在李大钊手中奠立了一个良好的基底ꎬ成为一个政治、思
想启蒙宣传的媒介平台ꎬ开启了像“自由论谈”、“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家
庭问题”、“科学世界”等热点栏目ꎬ能充分利用大众传媒与公众舆论的功能从社

会各个层面去传播新思想新风尚ꎬ才使得鲁迅愿意将自己个人对时事的见解刊

登于此处ꎮ 虽然他说是“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ꎬ暂用这两个字———关

系罢ꎬ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ꎬ刊登得快ꎻ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

费ꎬ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ꎻ三是短短的杂评ꎬ有时也送些稿费来” 〔１４〕ꎬ其实是与

«晨报副刊»本身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责任感分不开的ꎬ其中更多名人著章及评

议在启蒙民智和扩大社会影响力上亦给了鲁迅在副刊创作的更大推力ꎮ 后来孙

伏园的离开使得不少文学名家也陆续不再刊登稿件与«晨报副刊»ꎬ后又经徐志

摩接手踏上另个文学高峰已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ꎮ
在当时北京报界前者仆而后者起的年代中ꎬ«晨报»因数易统系内名员令其

编辑内容随之变更ꎬ为报刊的“美中不足”ꎬ但大体上ꎬ报人“对于社会、国家、民
族ꎬ负有指导诱掖规谏纠正之责”的天职仍算力尽其责ꎬ认为“一言之出可挽狂

澜ꎬ一字之谬能误苍生ꎬ所谓不冠而王者在此” 〔１５〕ꎬ鲁迅在«晨报副刊»所载文章

内容的多维度性亦可知论证这点ꎮ 另外ꎬ对现实事件的一事一议ꎬ借助副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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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媒介对当时的部分“传统”、“过偏”思潮给予犀利的反击批

判ꎬ对软弱的守旧者给予讽刺调侃ꎬ都可看出其早年痛快淋漓的前卫批判ꎬ少了

他人生哲学思维转折后带着些许绝望与彷徨的知识分子末路的感触ꎮ 总的来

说ꎬ副刊的激进态度和自«晨钟»开始报纸对人文、国家、政府问题等的不断关

注ꎬ促成了鲁迅对国人奴隶性本质揭示与批判各“不合于世”文化流派的力作走

进了世人的眼中ꎬ促成了他转向自我精神弱点认知的“补偏救弊”文化自省ꎮ 媒

介重视编辑的思想进步性与在内容上适应时代潮流之音兼具各方的改革ꎬ是在

政治专制与社会动荡稍微利好的媒介外部环境下ꎬ给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名

流在飘摇的年代从未失去进取之心的最有力支撑ꎮ
(二)“兼容并包”与对传统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也是在批判中成长的ꎬ只有以“设定距离”的理性对传统

的负面因素进行时代的客观批判ꎬ才能令当时及后世研究者有一个健康的评议

心智ꎮ “五四”时期及之后的一段历史阶段ꎬ中国的知识分子延续了传统学者从

复杂的“人世”和事件中激荡出来的真切感受ꎬ对人群社会、政府社会、个体阴暗

面有着个体的实践理念ꎮ 风雨飘摇的历史背景ꎬ使得当时传统的治国保家理念

被西方启蒙运动代表的人文精神所打击ꎬ整个传统文化机构遭到了破坏ꎬ不论是

政治机构、社会结构、教育结构都无一例外ꎬ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零落ꎮ 但西方

外来的东西包括学术问题在中国文化内部却没有相应的存在机制ꎬ即使在今天

这种“西学中国化”仍造成一定困境ꎬ整个西方运行机制在一定程度附着在中国

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哲学理念上ꎮ 这就如鲁迅一样ꎬ内在是个传统的中国文人ꎬ
在时代洗礼中接受西方哲学思维的淬炼ꎬ但传统并非一打就倒ꎬ它如影随形地弥

漫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ꎬ也正因为这样ꎬ那个时代最具反传统代表性的鲁

迅就有着它存在的历史理由ꎮ 同时“保国者ꎬ其君其臣ꎬ肉食者谋之ꎻ保天下者ꎬ
匹夫之贱ꎬ与有责焉耳矣” 〔１６〕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想亦体现在亦反传统的鲁迅

身上ꎬ但这种反传统是在时代中的权衡选择ꎬ而非全然的摒弃ꎬ这在«不周山»希
冀在传统的土壤上建构新民族魂的立意中可见一斑ꎮ «晨报副刊»此时对各种

哲学、思想倾向文章“百家争鸣”的刊载推动了众多学者对整个社会批判的维

度ꎬ推高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杰出思想家在学术上的碰撞冲突ꎮ
另外ꎬ鲁迅先生一生的精神矛盾在此时亦可见端倪ꎬ这也是研究认为早期的

鲁迅“不至绝望悲愤如斯”的一种“文人乐观天下事”的精神ꎬ甚至被人传诵的

«阿 Ｑ 正传»都是因感到被孙伏园每七天就要交出一篇的催稿而趁着孙伏园出

差之际将阿 Ｑ 枪毙了ꎬ这也是他早期频频谈论死亡、坟墓这种多具象征意义的

剖析ꎬ却仍抱着一个文人幽默乐观心怀希望的具体体现ꎮ 从鲁迅此时在副刊登

载的文章ꎬ无法将他与后期被人批评为“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过多地联

系在一起ꎬ可以说作为一种在社会转型期的“过渡人”鲁迅其本身的哲学精神就

是独特的ꎮ 他抱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ꎬ用西方的批判思维否定传统ꎬ却又怀具

着中国文人历来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宗教理想ꎬ这种历史性的独特选择ꎬ常被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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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与反叛来解释ꎮ
事实上ꎬ纵观当时的历史ꎬ将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二者相关联建构在一起ꎬ

形成自己的历时性分割性思维的名流们都为中国留下了浓重的遗墨ꎬ唯鲁迅是

因其从未踏出阵地且旗帜鲜明的完全批判抗争而生活在那个年代ꎬ就像苏格拉

底一样选择死在那个时代ꎬ但在严格意义上ꎬ他却又不完全属于那个时代ꎮ 鲁迅

特殊的敏感性反映在其报刊作品中ꎬ将时代的文化冲突、思维冲突体现在评议性

自省中ꎬ西方的理性主义与启蒙主义给了鲁迅批判的源点ꎬ当时的现代主义思潮

又给了他“非理性”的个体前锐态度ꎮ 他这种全盘的批判性ꎬ对于李大钊期望为

新文化运动进行左转至马克思主义的«晨报»“政治启蒙”时期ꎬ唯有一篇«一件

小事»刊载其副刊的文化心理原因之一ꎮ 直至鲁迅为副刊亲自命名为«晨报附

刊»ꎬ孙伏园开始主编“小说”、“浪漫谈”、“杂感”等综合性“思想启蒙”栏目ꎬ虽
延续了李大钊直面现实的办刊特点ꎬ但更加多元化的自由办刊兼容理念ꎬ才促成

了当时看重个体主观精神自由为批判原则的鲁迅大量文章见于报刊并得以传播

于时下ꎮ 在当时双重历史基础上ꎬ此时期的鲁迅选择了从个体人文角度去批判

现实ꎬ在«新青年»转为谈论政治与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政论性刊物的现实情况

下ꎬ他选择«晨报副刊»作为一个新的公共舆论空间ꎬ把自由本质、反叛与个人主

观性选择置于哲学思考中心ꎬ当然这也是他后期坚持与追求单纯信仰的徐志摩

时期的«晨报副刊»对垒批判的思想源头ꎮ
(三)«晨报副刊»与鲁迅对“自由”的解读

鲁迅的思想与时代的病痛是联系在一起的ꎬ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本身就

是时代文化的问题ꎬ当时追求国家、社会、群体、个体的崛起与自由是整个时代的

气息ꎮ 而当时引进的西方启蒙运动的精神哲学都是可以和社会发生的问题进行

学理性关联ꎬ这也是本文认为那个时期的鲁迅处在一个时代转折点的缘由之一ꎮ
任何东西的建立都不可能不借助传统的资源凌空而建ꎬ鲁迅对政治、社会的“公
共主义”自由本质的解读ꎬ促使他结合«晨报副刊»提供的舆论平台进行“一事一

议”的发稿ꎬ对当时的政治建构、社会制度设计等方面从本体到作用展开针对性

的批判ꎬ作为一个“在此”的人ꎬ他迎合报刊的历史发展脉络ꎬ消化吸收文化中的

批判传承ꎬ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负载者ꎮ
其中鲁迅开始对“人”的悲剧性的历史性理解ꎬ使得他把个体的超越性染上

了深深的浪漫主义色彩ꎬ这对他后期更致力于国民性特别是各阶层思想的重新

建构上起着一种哲学思考的历史依据ꎬ也是他对于孙伏园时期以“社会批评和

文明批评”为内容的理性启蒙“提供相助”的源动力ꎮ 媒介尽力拓宽自己的语境

空间ꎬ保持相对独立和个性的特征ꎬ将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作为一种主题责任去践

行ꎬ才能促使不同的文化思潮和艺术方法蜂起ꎬ这也是鲁迅认为的“自由”本质

体现之一ꎮ 此时期的«晨报副刊»不趋于一般大众消闲趣味ꎬ立旨开启民智改造

国民性格ꎬ与鲁迅反对“众治”、“大群”的所谓民主制度的哲学观相符ꎬ副刊力邀

并刊载思想界、文化界等精英名流的作品ꎬ这种思想的自由撞击也使得副刊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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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熠熠ꎬ这种对于进步思想的海纳百川的气度ꎬ也相符于鲁迅早期将思辨的概

念当作对现实历史性的理解ꎬ以及他对特定时代的中国现实相关个体的“最初

自由”概念的理解ꎮ 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自由”传播思维ꎬ在当时对因西方

文化思潮冲击与现实抗争不得志而造成中国本土文化分子进行的分层ꎬ给予了

一定引导意义上的缓冲ꎬ将程度不等的文明、文化势力间的游离与对持ꎬ进行了

一种内在态度上的接纳ꎮ 这点可由本文表格里列述的对事件评议及对偏弊思潮

批判的作品中得出结论ꎬ这段时期的各流派自由的思维冲突也为鲁迅由中期的

绝望孤独的矛盾抗争转至后期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转折提供了实践的指向ꎮ
«晨报副刊»这种媒介平台在宏大横向的文化传播中所造成的社会效果ꎬ正

如 ＷＨＲＲｉｖｅｒ 曾认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之文化ꎬ在其历史之基础上ꎬ必
有新特质发现ꎬ为任何原有文化中所不具备者” 〔１７〕ꎮ 也正是这样的相对“自由”
的传播氛围ꎬ使得鲁迅慢慢完成了深层的文化心理分裂ꎬ正如他在«坟»中审视

自己认为的“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ꎮ 在双重文化的基础上ꎬ他一方面为

了引导青年的个体性的超越让他们“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ꎬ多看外

国书” 〔１８〕ꎬ一方面为了寻根络而撰写«中国小说史略»ꎬ认为“菲薄古书者ꎬ惟读

过古书者最有力” 〔１９〕ꎬ实践了他致力于严谨下自由“拿来”的治学态度ꎮ 作为一

个与“同时”社会角色有着极大冲突的时代传播者ꎬ鲁迅借助于这些自由独自奋

战、并经得起孤独考验的作品ꎬ在读者心中去感受和还原他“改良人生”的自由

哲学观ꎮ 研究者则通过这些打上了作家个人时代烙印的传播文本ꎬ感知他“如
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孤独感及“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前驱的自由使命〔２０〕ꎬ
回溯那个时代的特殊的自由开放又传统固封的话语空间ꎮ

三、结　 语

在«晨报副刊»筑建的公共语境相对开放的时期ꎬ鲁迅所主张的“文化批判”
的社会启蒙改革ꎬ有着个体与历史互动后的选择意义ꎮ 他对“智识阶级”进行文

化传播时注重抗争性的一贯坚持ꎬ也是他被后人誉为“生在那个时代—活在那

个时代—死在那个时代”最有力的写照ꎬ他后期感叹自己“在手头的只有笔墨”ꎬ
正是这种深刻的斗争感在时代的推动下ꎬ让他能一直走在最敏锐的文化感知前

端ꎮ 鲁迅在«晨报副刊»的“成功”及后来的对垒批判ꎬ都是他对于“文艺救国”
应该怎样传播与被传播的批判思维实践ꎬ而副刊在当时选择立足于中国现实问

题ꎬ有针对性地传播引导大众精神导向ꎬ也是鲁迅在这份渐趋与众不同、散发自

己独特魅力的报纸上创作的印证ꎮ 即使之后«晨报副刊»在徐志摩手中又达到

了另一个新高点ꎬ却成为鲁迅的批判对象时ꎬ如之前所言ꎬ那是针对于知识分子

在文化传播价值观上的分层ꎬ是对于个体社会存在感与哲学思辨上的不同聚焦

点ꎮ 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震颤了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封建道德价值体

系ꎬ也使新旧知识分子或文化流派阵营走向了不同的裂层ꎮ 鲁迅也在社会与文

化转折时期这种独特的传播环境与文化语境下ꎬ延伸着自己个体相对社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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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轨迹的思索ꎬ他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期渐渐将自己“零散的一事一议”进行

批判否定ꎬ转换成一个真正具有内在完整律动性构建出的存在主义者ꎬ而«晨报

副刊»时期他在思想上的矛盾则成为一种纵向的研究参照ꎮ 文化与个体、文化

与民族的基本哲学性的思想框架ꎬ是«晨报副刊»及当时中国大多数先进报刊的

基点ꎬ是新文化思潮在动荡社会传播并与时代名流互相成就的锻造历程ꎮ 鲁迅

以其严肃独特的“反传统”的历史新生性在“无物之阵”“横站”于中国思想文化

场域中ꎬ“在广泛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和当时的科学精神的同时ꎬ把中国人的黑

暗视线由‘中世纪’的黑暗王国ꎬ引向了现代文明” 〔２１〕ꎮ

注释:
〔１〕«晨钟»第一号ꎬ中华民国五年八月十五号ꎬ星期二ꎬ即旧历丙辰年七月十七日ꎮ
〔２〕由鲁迅起名为“晨报附镌”ꎬ却由书法家题写刊头时将“附”写成了“副”ꎬ此为“副刊”名字两种来

源之一ꎮ
〔３〕现在的教科书一般是从新月社与«新月»杂志来命名新月派ꎬ事实上文学上的新月派应从徐志摩

时期的«晨报副镌»算起ꎬ后来的«新月»杂志无论是作者群体还是文章内容都太复杂ꎮ
〔４〕崔银河:«‹晨报副刊›与鲁迅»ꎬ«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ꎻ王吉鹏、袁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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