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12021 年第 4 卷第 4期 高等教育前沿

探索与创新

 价值的毁灭——鲁迅小说的悲剧性研究
张余雷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鲁迅作为我国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是当时最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是“五四”时代和文

学革命时期的先驱者和精神典范，他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对中

国现代国民思想的变革和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鲁迅的小说

结合他的现实经历，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角度提出了属于自己的

悲剧论断，其作品也具有极强的悲剧性色彩，并且在不同时期都

有不同表现。本文立足鲁迅小说的悲剧性这一点展开探究，分析

了鲁迅悲剧观念的产生、鲁迅小说的悲剧性表现及其美学价值，

希望能为新时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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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小说的悲剧性表现

（一）悲剧的界定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提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

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句话

对于悲剧的解释未免有些简单了，但仔细想想却是没错的，鲁迅

在“五四”那个特定的时期提出这个观点，就是想让国人能够正

视生活的苦难，发现生活真正的价值所在。

传统意义上的悲剧应该是主人公在经历激烈的挫折和磨难后，

最终在同异己力量的战斗中走向毁灭的结局，但中国戏剧总会在

毁灭高潮的最后添上一个喜悦的大团圆结局，分离的让其重聚，

含冤的让其昭雪，死去的让其复生或升仙等，总之会要给欣赏的

观众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这样的大团圆结局会削弱中国戏剧的悲

剧性。

鲁迅的悲剧定义旨在打破中国人固有的一种喜爱“欺与瞒”

艺术的民族心理，让民众重新思考将无价值的封建糟粕摧毁之后，

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二）形象的塑造

悲剧的情节始终围绕着主体的动作而发生和展开，那么对于

悲剧人物的形象塑造是十分重要的，主体的性格、品行、气质和

行为都是造成情节发展的重要原因。

鲁迅立足于文艺创作的实践之上，始终遵循着真实率的原则，

悲剧人物都有着真实的性格和行动，他们不是作者理念思想的传

声筒，也不是画着明显善恶纹饰的脸谱，而是与我们和我们周围

的人相似的，是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丰富情感和独立人格的存在。

鲁迅小说叙述的主要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受压迫的普通民众的形象，如祥林嫂、爱姑和阿 Q 等，

他们作为底层人民被统治阶级欺压着，但在受到压迫时所作出的

表现是各不相同的。

另一类是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如狂人、吕纬甫和魏连

役等，他们有着新的知识和看世界的眼光，看到了真实世界的现状，

想要做出改变却都无能为力。

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形象。只有真实

的人物才能引起观者的悲剧审美的情感，观者才会对悲剧人物产

生的同情和怜悯的情感，跟随着他们的行动轨迹和情感变化的脉

络，观者自身的情感也会随之变化起伏，不会再在意他的那些缺

失和不足，在悲剧人物遭受的苦难时，他的更珍贵的品质或其他

有价值事物的毁灭已经让观者悲不可抑了。

（三）价值的毁灭

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普通而又真实，在现实的境遇中苦苦挣

扎，在绝望中寻求生的希望与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鲁迅本

人所想表达的。

现实的世界令人绝望，从古流传下来的文化和道德被解构了，

固有的价值体系被推翻，连人本身的存在都值得怀疑，从前所构

建的一切并不能挽救现实的危机，甚至有些成了危害的累赘，所

以鲁迅用喜剧和讽刺“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但同时也无

可避免的会以悲剧的文学“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只是将传统的文明和价值被撕破毁灭得面目全非之后，作为

执行者的鲁迅却并没有感到什么兴奋和快意的情绪，反而有着深

深的悲伤与绝望。

旧的价值已经被摧毁，新的价值却还没有建立，虚无和绝望

的情绪笼罩着现实，普通的民众依旧处于麻木无知的状态，中国

的前路将要走向何方，这些都是鲁迅所深切担忧的，他将他的悲

伤与愤怒融入他的小说创作之中，所以我们总能在其中感受到悲

剧性的震撼力量。

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像是被世界力量操纵的木偶，在忍耐和挣

扎着，好像是被动的，但他们偶尔所爆发出的抗争的力量却让现

实震惊，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为埋葬真实的过去而存在。

鲁迅文学的意义不在找寻希望，更多的是对绝望和虚无作出

抗争，通过价值的毁灭和对真实世界的揭示。

二、鲁迅小说悲剧性的美学价值

（一）国民性、现实性与社会性

鲁迅悲剧小说的首要价值，是在于对外在世界的探索和反思，

他关注着周围的一切，用悲悯之心感受着民众的苦难，同情他们

的遭遇，却以冷峻清醒的目光审视着所处的病态社会。

鲁迅将他的所见所感融入到他的小说创作中，描绘的是真实

的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虽说文艺是作者思想虚构的产物，但它

的灵感和素材却离不开现实的馈赠，就像吴冠中说的“风筝不断

线”，无论文艺创新的“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作者都会紧牵着丝线，

用以连接创造的大地，不至于和现实的生活离得太远。

鲁迅小说的素材多来自他能感受的现实生活，但他的创作不

是如实的描摹，也不是随意地虚构改编，而是以他独特的视角，

将现实社会的不为人注意的一面毫无保留得展现了出来，他的小

说是写“五四”时期的社会风貌，但他的笔触却直达国民的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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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灵魂。

鲁迅的小说中有着深刻的悲剧性，有着“哀”和“怒”的精

神力量，这在中国文艺史上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中国的民众已经

欣赏惯了充满欢笑的喜剧，就算是悲剧也会转向团圆的喜剧结局。

鲁迅以他全新的小说创作，将软弱麻木的国民灵魂刻画了出

来，将残酷悲哀的社会现实的悲剧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观者眼前，

告诉闭目塞听的中国民众，他们引以为傲的源远流长的数千年的

历史只是吃人的、奴隶的历史，而且“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

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

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这呼喊实在振聋发聩，也惊醒

了许多沉睡中的国民，让他们能够正视黑暗的历史和峻急的现实，

这便是鲁迅悲剧小说的现实意义。

（二）自我解剖、自我反省与自我抗争

鲁迅的小说创作始终紧紧联系着现实的大地，将严峻急迫的

真实社会和被禁锢奴役的国民精神展现在观者眼前的同时，也在

剖析着主体独特的精神状态，也透视了作者自己的心灵情感，所

以他的悲剧小说的另一个价值，是对自我内在精神的探索。

在西方悲剧的历史上，人们总是习惯将目光放在自身之外的

客体世界上，无论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还是后来出现的性格悲

剧和社会悲剧，大多都在尝试着能够认识和把握难以捉摸的外在

世界，自身所处的世界似乎蕴藏着无限的秘密，给人以致命的吸

引力。

悲剧情节的发生是由于客体所赋予的灾难，就算是因为悲剧

人物所犯的过失，也是由于主客体之间的接触和碰撞所发生的，

人们关注的是在客体情境中的悲剧人物所遭受的挫折和苦难，以

及造成他们最后毁灭命运的原因，很少看到悲剧人物内在心绪的

激荡，看到其情感的变化，所表现的强烈的生命意志和迷人的人

格魅力，以及这些特质在创作者身上的映射。

鲁迅是复杂的。他愿意相信别人，却又很难相信别人，他热

爱民众，又对之有愤恨之情，但就是这种充满矛盾的不和谐，却

让鲁迅文学时时都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美感。

鲁迅一直在剖析反省着自己的灵魂和思想，观者们也很难通

过他的某部或某些作品就能看到他的全貌。这种有着孤独意味的

强烈自我意识和对自我灵魂的批判反省，即是鲁迅悲剧小说的精

神价值。

（三）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在我们欣赏鲁迅的文学作品时，不难发现他的创作不只有着

某一方面的倾向，而是驳杂的、深邃的。鲁迅的作品同时拥有前

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这一复杂现象的形成并没有

降低鲁迅文学的价值，反而各种特征互相补充，形成一种独特的

平衡的美，使其看起来更加全面和宏大，既不脱离现实，又有极

高的艺术价值。

在现实与艺术的二元世界中，艺术模仿现实，必须受现实规

则的制约，所以前现代艺术只是伦理、宗教、政治的附属物，用

来记录现实世界发生的点滴。鲁迅笔下的刘和珍、阿长、闰土、

狂人和阿 Q 等人，要么是实有其人，要么是由现实的人物艺术处

理过的，都是能在鲁迅的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原型和影子，这也是

鲁迅文学创作受现实影响的明证。

现代主义的特征在于将科学、伦理和艺术审美等领域分离开

来，使各自达到自律的状态，该背景下的艺术遵循着“无利害性”

的观念，审美的快感与不快感不涉及到现实的利害与知识，而只

关涉到审美情感的本身。

鲁迅正是生活在现代主义潮流盛行的时代，自然会受到这种

思潮的影响。其赞同审美艺术的自律性和无利害性，其文学作品

注重作品本身艺术性的描摹和意境的创造，如在《社戏》《故乡》

和《孔乙己》等文章中就有对于环境的细致描写，对推动情节发

展和展现人物内心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给人带有心绪

变化的美的感受。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就是将现实和艺术纳入符号世界，要求日

常生活的虚拟化和审美化，以虚幻的目光与审美的态度对待现实

世界。

首先，鲁迅认为艺术对现实具有直接性的作用，认同现实服

从人的精神创造，这与现代主义强调的在艺术自律基础上艺术对

现实的间接作用完全不同，却完全符合依存于符号世界的后现代

主义者的原则。

其次，鲁迅文学中渗透出的虚无主义倾向，以《彷徨》中的《在

酒楼上》和《孤独者》两篇为例，它们的环境氛围都是阴冷灰暗的，

主人公也并不是积极的正面人物，只是传统知识分子在抗争现实

而不得后，不得不投身虚无主义，是让人无奈的悲剧，具有浓浓

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最后，鲁迅的小说创作中所出现的荒诞感和

戏谑感，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

三、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文学艺术的形式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传统的悲剧艺术也不再只是戏剧表演的专利，它以小说等文学形

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鲁迅的小说作品有着强烈的悲剧性色

彩，既是对外在世界的延伸和探索，也是对自我灵魂的反省与批

评，更是时代连接的纽带，有着深刻的美学价值。读懂鲁迅的文

章，研究鲁迅的思想，并不是简单的事，不是一时一刻、一朝一

夕就能做好、完成的事情，而是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感受、去领悟，

因为每一页的阅读都能有新的思想上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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