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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视域里的鲁迅进化论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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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家庭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要思想理论基础是进化论、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就进化论思想来说，鲁迅的进化论思
想可以说直接来源于严复的影响，但是通过在日留学其间对于进化论思想的相关文献的直接研究以及章太炎“俱分进化”思

想对其的影响，促使其形成了以重青年、重精神、重现在为特色的进化论思想，由此使得鲁迅主张父母要解放了孩子，改变传

统家庭教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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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是时代造就的伟大思想家。他的伦理思
想深刻地根植于现代中国的土壤中，并有着鲜明的

个性特色。通过对鲁迅家庭伦理思想的整体研究，

可以发现进化论思想对其思想的形成有着巨大的

影响。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鲁迅形成了以重青

年、重精神、重现在为特色的进化论思想，由此促使

鲁迅主张父母要解放孩子，要改变传统家庭教育的

方式。

１９世纪中后期生物学领域提出的进化论理论
认为生物都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

发展规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更成为其思想的

核心表达。出于富国强民的时代需要，近代文人学

者普遍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可以说进化论思想影响

着近代中国人思想的变革，其中康有为、孙中山、严

复、章太炎等都是进化论思想的拥护者，严复更是

结合当时社会的普遍需要，在系统介绍进化论思想

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部分改造，扩大了进化论思想

的影响，教育了一批仁人志士。

　　一　生物进化还是社会进化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是根据对生物界的深入

观察而得出的理论，在当时打破了神造论以及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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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论的唯心主张。恩格斯将其看作为１９世纪自
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巨

大影响，斯宾塞在其《社会静力学》一书中将生物进

化理论运用到了社会领域，认为社会也是不断进化

的，遵循着“适者生存”规律。这种将生物进化规律

通约为社会规律的做法，遭到了赫胥黎的质疑。在

其《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赫胥黎就提出了反对

意见，认为人类社会虽然也是不断进化的，但是与

生物进化所遵循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不同，伦

理规律在人类社会进化史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达尔文的进化论

进化论源自达尔文对于生物进化的研究和发

现。达尔文通过研究认为地球的生物都处在一种

线性的进化过程之中。达尔文进化论认为，生物有

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在于

指出了物种发展和演变的基本机制，就是自然选

择。达尔文观察到，生物界普遍存在着繁殖过剩的

现象，繁殖过剩必然导致生存斗争。生存斗争是每

时每刻都存在的，所以不断地有生物死亡，也有生

物幸存。在这场生存与死亡的搏斗中，最基本的生

存原则就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在伦理学的意

义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直接产生了达尔文

主义。

达尔文主义以生物发展的自然规律看待人类

社会。他们认为，首先，人类自身也是生物进化的

结果，并且处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

有些人可能处于进化的高级阶段，而有的则处于低

级阶段。庸俗的达尔文进化论所产生的直接后果

就是使全世界笼罩在黑暗之中的人种理论。这种

理论的实践所产生的令人恐惧的后果已经充分展

露在二战法西斯的暴行之中。其次，生物进化论为

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预设了方向。既然生物进化

是呈线性发展的，那么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也必

定有一定的趋势和模式。再次，达尔文主义认为自

然选择是合理的方式，因为这种机制促使了生物物

种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强大的国家、民族

和群体对于相对落后群体的侵略和打压似乎也符

合自然选择。人类社会间的相互博弈，以及某些野

蛮方式所进行的人类社会选择也是自然原则的

结果。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对于近代中国产生过

深远的影响。当时中国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达

尔文主义对于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激发民族自觉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严复译述《天演论》到马君

武翻译出版《物种起源》，其中所介绍的进化学说，

是在民族危机激化和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

种新型的、成体系的、有利于推动救亡和变革的理

论形态。当时，进化论对于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

首先，进化论使中国开始认识自然科学的力量，并

且改变传统守旧的思想和思维习惯。中国传统的

历史宇宙观是以古代为楷模，效祖宗之法，强调“天

不变，道亦不变”。这种传统思维，是一个静态的理

论构架，只能为传统的纲常秩序提供依据，而不可

能带来改变现实制度的观念。西方进化论引进后

所衍生的历史进步观念，则以不断前进的社会趋势

为发展方向，为变法改制，以至为传统的社会结构

和社会心理环境的根本变革提供了价值论证，并逐

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其次，进化论为中国当

时的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的启蒙依据。既然社会形

态和政治体制也在进化过程之中，而且按照自然选

择法则，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会遭受淘汰，那么就

必须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状态，政治的革命成为必

然的考量。最后，进化论开启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

的大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本受到

了进化论的思想的教育和影响，鲁迅便是代表人物

之一。

（二）《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进化思想

《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

代表作之一。作为达尔文的朋友兼达尔文学说的

忠诚拥护者，赫胥黎的著作简要地向人们介绍了达

尔文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论，目的在于阐

明进化论为其伦理学提供的“科学依据”。他表达

的中心思想是：人性从恶到善的改变，以及社会美

德的进展，关键在于消除生存斗争。书中，赫胥黎

阐发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肯定了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这一自然历史演变的重要法则。然而赫

胥黎写作本书的目的却不是单纯表达对达尔文主

义的赞美，而是要抨击斯宾塞对达尔文进化思想的

泛化。因为在赫胥黎看来，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与自

然历史演化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是一个

伦理过程而自然历史的演化则是一个生命过程，人

类社会的进化所依据的是伦理，“社会进展意味着

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称为

伦理的过程。”［１］而自然的生命进化过程却不会考

虑到伦理要求。虽然在人类社会也存在着竞争、适

应，但是人类社会的竞争却不是惨烈的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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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也并不是纯粹的“最适者”生存，因为在人类社

会存在伦理法则，人们因为伦理法则的存在而可以

以互助互敬、相亲相爱的善行来抑制残酷竞争的发

生，即使是“不适者”在人类社会也会得到救助。

赫胥黎的这种主张具有对进化论自然主义的

超越性，肯定了人类社会利他性的存在。而斯宾塞

则坚持竞争法则在人类社会与自然领域的普遍适

用性，认为竞争不但是自然生命过程的基本规律而

且也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

类社会都遵循着“最适者”生存的原理，认为行为的

善恶与否在于它对外在环境的适应程度和它对个

体保存以及种的繁衍与发展的意义。［２］只要是有利

于个体生命保存以及种的繁衍的行为就是善的，反

之则是恶的，这种善恶标准将自然界适者生存法则

完全泛化到人类社会，因此可以说斯宾塞的主张不

但“漠视了人类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特

质”，［３］１３９而且对于“利己主义在发生学意义上的优

越性和超前性”［３］１２７的坚持，可以说将人类社会推

向了“人对人像狼”的自然状态。针对斯宾塞的自

然主义主张，赫胥黎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仅

仅是自然历史领域适用的法则，人类社会发展所应

当遵循的是人类自身所特有的伦理法则。

（三）严复对进化论的改造

进化论是通过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严复译

述赫胥黎的《天演论》而传入中国的。严复在其翻

译的过程中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需要作了些修改，

阐发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将斯宾塞与赫胥黎的进化

论思想进行了结合，突出了进化论的社会意义。

严复在留英期间，以自然科学的学习为主，同

时接受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对赫胥黎维护人

类社会的伦理法则，反对“任天为治”放任主义的宗

旨并不十分赞赏，更反对赫胥黎对斯宾塞所鼓吹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严复认为“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不仅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所应遵循的法则，所以他在翻译《进化论

与伦理学》时，不但取其进化与伦理主题的一半将

其译为《天演论》，而且对于其内容也进行了增删，

在原文中加入了大量的按语，以此来传播斯宾塞的

进化论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将“物竞天择”的

天之道推演到人类社会，认为人的行为也应当遵循

物竞天择的天演公例。认为“无异、无择、无争，有

一然者，非吾人今者所居世界也”，［４］１３２９强调“变”、

“异”、“择和争”对于社会发展的特有价值；二是接

受了社会进化的乐观主义态度。认为人类社会的

进化是一个 “由简入繁，由微生著”，直线向前，日

趋完善的单向发展过程，因此主张一种人类社会永

恒进步论。“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

趋恶，而那治必有时后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

也”。［４］１３９２如果说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赫胥黎意

欲将自然进化法则与人类伦理法则区别开来，那么

在《天演论》中严复则是将两者统一起来，以物竞天

择的进化论作为人类社会伦理的基础，倡导一种富

有竞争性的进化伦理观念，并且指出人类竞争其胜

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天演

论》中严复以《周易》《老子》中的思想来比附阐述

进化论的思想，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宣传了

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

样，是不断地演进的，按照此理则后一定胜于今。

第二，进一步阐述了人类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

存斗争、自然选择，而“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也自

然是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第三，结合民族

的危机状况以及救亡图存的理想认为“任天为治”、

无所作为的态度是不足取的，而是应该奋发图强，

“以人持天”求得个体的生存与民族的生存。

《天演论》对进化论的生物进化、生存竞争的观

点的诠释，激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使他

们觉得，在这个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为原则的世

界上，如果我们的民族仍按照传统的社会发展模

式，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因此提出了“自强保

种”，以挽救危难之中国的要求，呼唤人们在“天演

合例“的残酷事实面前警觉起来，发愤图强，保种进

化。《天演论》中的进化主张也给了处于危难中的

国人一种希望：现今的中国虽然孱弱多难，但不能

说会一直处于孱弱状态，因为从进化论上来说，人

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向上的趋势，因此只要国人

努力自救以自强就可以挽救自身的危难，变为强

者。正是这种乐观的进化史观使《天演论》在１８９８
年正式出版之后，就受到了仁人志士的热烈欢迎。

当然，他所宣扬的进化论带有庸俗进化论的痕迹。

胡适以下的这段话最可说明《天演论》在当时

的影响，他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

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

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

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

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

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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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国人一种绝大

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

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

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

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

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

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孙天择。我

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５］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始终处于内忧外

患的危机时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想

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者、以李大钊等

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者都苦苦地探索救国之路。

进化论中之“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等思想迎合

了当时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和心理需求。他们把进

化论看作为中国变法自强、保国保种和救亡启蒙的

理论武器。对于改造国人的世界观，以“优胜劣汰”

促使国人觉醒，激励国人奋发，以图自强、自立，保

国保种，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换起到了巨大

的思想推动作用。但是，进化论毕竟有其自身的思

想局限和消极影响，如果执其一端，那么所引导的

只能是一种盲目的乐观，而且从当时实际情况来

看，维新变法、社会改良也只是在保存现有社会制

度层面上的救亡图存，不能根本改变国家、国民的

命运。

因此进化论思想也只不过成为一种盛极一时

的政治运动，在《＜进化与退化＞小引》译文中鲁迅
回忆指出：“进化学说之于中国，输入是颇早的，远

在严复的译述赫胥黎《天演论》。但终于也不过留

下一个空泛的名词，欧洲大战时代，又大为论客所

误解，到了现在，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６］２５５

　　二　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形成

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在对严

复、章太炎以及斯宾塞、赫胥黎进化论思想的综合

的基础上形成的。鲁迅首先接触到的就是严复《天

演论》中进化论思想，也就是“物竞”、“天择”等主

张，以及社会进化、国家富强在于国民的不断努力、

自强不息等思想。还在南京路矿学堂时，抱持着对

新事物新思想的学习热情，鲁迅就如饥似渴地拜读

了严复的《天演论》，并能背诵其中的段落，深受其

中思想的鼓舞。他曾回忆说：“看新书的风气便流

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

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

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

斯多葛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了一个阅报处，《时

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７］３０５－３０６读

《天演论》仿佛已经成为他课余生活的一部分：“一

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

论》”。［７］３０６－３０６在《鲁迅传》中，林志浩写道“《天演

论》的有些章节熟到背诵如流的程度”［８］。

除了受严复《天演论》的激情鼓舞以外，鲁迅还

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俱分进化”思想的影响。

１９０２年鲁迅到日本后，通过读《民报》、听章太炎先
生的讲学，较为系统地接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善恶并

进的“俱分进化论”的观点。这在《鲁迅全集六》中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是有所记载的，在其中我

们可以发现章太炎先生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

上都深深地影响了鲁迅，促进了鲁迅思想的成长。

从总体来看，章太炎的进化论思想是比较丰富

的，有人总结出了“自然进化论”、“革命进化论”、

“俱分进化论”等观点，但能够代表章先生思想深刻

性的还是“俱分进化”思想。在“俱分进化”的思想

中，章先生肯定了自然进化的思想“吾不谓进化之

说非也”，但是针对当时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对人类社会所持的进化发展观提出了质疑，指出仅

以进化论为标准来判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否思

想的局限性。

１９０６年他在《民报》第七号发表《俱分进化
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进化思想，表示了对进化论

的质疑与批判。章太炎对进化论的态度是有所承

认亦有所批判的。章太炎并没有否定进化这一理

论，１８９７、１８９８年所著的《菌说》《原变》都肯定了自
然界的进化规律。在章太炎看来，虽然人类也是自

然界中的一份子，人类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

生物进化的规律，但是人又不同于生物，因此人类

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直线过程。人类社会的

发展不但包括以科学技术发展为标志的智识发展，

也包括人类善恶道德发展和人类苦乐感受的心理

发展。章太炎分析指出西方进化论学说本质上是

来源于黑格尔的理性哲学，将进化的实质等同于理

性的发展，因此以人类智识的进化发展得出了人类

社会必然进化发展的结论。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

的发展并不是单单以人类智识的进化而进化的，从

善恶、苦乐这两个层面的并进对人类社会必然进化

发展的观念提出了质疑。“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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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

识进化可而。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

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

影之随形”。［９］３８６从善与恶、苦与乐的并进具体阐述

了“俱分进化”的思想。

章太炎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指出：人较之于动

物，无论是在行善、感受乐方面，还是在行恶、感受

苦方面都要强出很多。人虽然可以做出很多善行，

但也可以做出更大的恶行；人虽然可以感受到更多

的快乐，却也可以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人类社会中的善恶苦乐并行兼进，其导致结果

也必然是二者的相互抵消，由此得出结论说“进化

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９］３８７章太炎认

为，进化的事实不可否认，进化的结果却不是人们

所一心向往的善乐，而是善恶、苦乐的齐头并进，因

此进化对于社会的作用也就不足取了。社会的进

化发展观只是适用于智识的进化而在善恶、苦乐方

面却未必然，知识的进化也并不一定能够将人类社

会整体推向道德的理想王国，也不能必定将人们带

入至乐胜境。所以说，进化并不能使世界“达于尽

美醇善之区”，这样也就指出了这种乐观进化论在

人类社会问题上的局限性。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

理论，对于当时的仁人志士来说，无疑会觉得无所

取或者会降低人们的革命热情，但是我们却不能因

此否定章太炎的批判精神、质疑精神。可以说，“俱

分进化”的思想为人们从价值层面辨证地认识进化

史观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理论贡献也被后来的

后现代主义者们对理性、对进化史观的批判所

印证。

严复以及章太炎的进化思想、日文译本《进化

论与伦理学》、海克尔的人类种系发生学，还有穆

勒、斯宾塞和梅契尼珂夫的人类文明进化观，均对

鲁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样鲁迅对进化论思想

的认识也就超越了早期所接受的《天演论》思想层

面，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进化论思想。

　　三　鲁迅进化论思想的特点

鲁迅接受了生物进化的主张，他把进化论作为

观察社会的工具，由此形成了进化发展的历史观。

他肯定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而不是凝固

或倒退的。鲁迅所主张的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是

同封建社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德观点针锋相

对的，与当时的封建顽固派“祖宗之法，莫敢言变”

的僵化观念是截然相反的，它不同于改良派折中调

和的庸俗进化论。他把这种发展进化的观点运用

到伦理观上，就形成伦理道德进化发展的思想。他

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的道德信条，从来不用过时的封

建伦理来衡量、限制新事物。恰恰相反，他正是在

事物发展的必然历史进程中看到旧道德的荒谬、腐

朽、虚伪，坚信道德是随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变化发

展的。鲁迅在早期以至中期，就是以进化论为武

器，对封建道德展开批判的。他依据生物进化的思

想，指出青年是必胜于老年的：“我一向是相信进化

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

人。”［６］５独树一帜地提出了“救救孩子”、“青年必胜

于老年”的生物进化主张。与当时的仁人志士大多

将所接受的进化思想应用于对社会历史的整体考

量不同，鲁迅一反当时人们社会进化的整体论，将

社会进化的可能指向了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人，在社

会进化论上表现出对人之精神的重视。同时在历

史进化论方面，也没有因对进化的盲目信念而乐观

地寄希望于将来，而是主张倾力于现在，以为唯有

对现在对现实的逐步改变，才能实现发展进化的理

想。鲁迅形成了比较全面的而又非盲目乐观的进

化主张，正是因为抱着这种进化观念，他提出了“立

国首在立人”的思想，将“立人”作为其一生的

追求。

（一）生命进化论———青年必胜于老年

鲁迅在《人之历史》中肯定了人及人类都是处

在一个不断由简单到复杂的生物进化中的观点。

从生物进化的观点看来人类与动物并无甚大区别，

个体的进化也就是种族的进化，正是无数个体的进

化汇成了种族的进化，因此肯定个体进化对于种族

进化的意义，“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

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１０］３５４

鲁迅看到了在整个的进化过程中，新事物必然要代

替旧事物的生物进化观，指出青年是必胜于老年

的。“凡是高等动物，倘没有遇着意外的变故，总是

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１０］３５４在鲁迅看

来，“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

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予人

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

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悲惨来袭

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

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人类总不会寂

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１０］３８６只要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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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人就都是有希望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

有着希望的前途。”鲁迅在１９３２年写在《三闲集》序
言中的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其生物进化论思想的鲜

明写照：“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

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６］５０人是生物之一种，所

以适用于生物发展规律的自然也适用于人，既然生

物是不断进化与完善的，那么，人也应当是如此的。

从个体生命的成长过程来说，最为鼎盛的时期也就

是青年时期，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具有突破一切障

碍的勇气与豪气；从代际发展的角度来看，青年永

远是代表着将来代表着发展的，老年则代表着过去

代表着保守。

鲁迅主张青年就应当欢欢喜喜地向前去，老的

亦应该欢欢喜喜的死去，“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

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１１］３２１作为向死的

老年更应当为前进着的青年做出些奉献与牺牲，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

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１０］３５５鲁

迅正是因为将青年看成是社会进化的真正力量所

在，从而乐于牺牲自己，将自己奉献于青年。

鲁迅对于帮助青年采取了一种奉献牺牲的态

度，青年们提出的要求能帮的就帮，从不吝惜自己

的金钱、时间与精力。正如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

所述：“我这三四年来，怎样地为学生，为青年拼命，

并无一点坏心思，只要可给与的便给与。”［１２］他热

心支持学生运动，在北师大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与

章士钊、杨荫榆进行斗争；支持青年木刻事业，各处

收集、帮忙展出等；支持文学青年，给人看稿子改稿

子编书校字等等，甚至为青年的寝食操劳。

鲁迅的进化论，不是把人类历史看作如动物一

样是适应环境的过程，其强调在社会的变革过程

中，能够真正改变社会的是社会中具有主体进化之

精神的个体。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只注力于社会整

体的进化而忽视个体精神的进化，这种变革将是不

彻底的或将面临失败的。如专注于器物的洋务运

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其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

对人之精神进化的漠视。

（二）社会进化的“真源”———人之精神进化

受章太炎“俱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鲁迅对严

复等人的社会进化发展观的片面性与盲目乐观产

生了质疑。鲁迅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放弃了对社会

整体发展规律的探讨而将希望指向了个人，尤其是

人之精神进化；在鲁迅看来社会进化只能是个人进

化的结果，但又不是少数个人进化所能代表的，与

社会进化的英雄史观不同，鲁迅认为只有社会大众

的进化才能代表社会整体的进化，并因此以其犀利

的解剖刀似的笔触展开了对个人的剖解，开始了对

人性的探讨。这种探讨不但包括“怎样才是理想的

人性？”的立新人主张，而且也包括针对中国国民的

性格所展开的批判：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

么？它的病根何在？正如许寿裳在其著作《亡友鲁

迅印象记》中所说，鲁迅一生所奋力去做的都是围

绕三个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

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办杂志、

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

也重在此。”［１３］

鲁迅在早期作品中，认为单单强调科学只能使

人生枯寂，倡求人性于全的《科学史教篇》、提出立

人观点的《文化偏至论》、重个体精神之进化的《破

恶声论》、倡人文精神的《摩罗诗力说》等创作都表

现出了对个体进化的强调，而且这种强调所重点指

出的是人之精神的进化。

《科学史教篇》中基于对西方科学演进过程的

整体思考，认为个体进化不但包括智识进化而且也

应当包括人文精神的进化，个体进化是个人人性的

全面进化过程。鲁迅通过对科学史的分析指出，偏

重于科学也只是近代以来的事，从科学史之演进，

我们发现，人文科学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

正是人类探索未知的精神促动了科学史的演进，因

此鲁迅强调指出“故科学，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

……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

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

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

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

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

如莎士比亚；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拉斐尔；既有康

德，亦必有乐人如贝多芬；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

如嘉来勒。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

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实之

所垂示，固如是已！”［１０］３５他又提出了以求人性于全

促人类文明，也即追求社会变革与进步，应当以促

进人性的进化为目的，主张科学与人文不可偏颇，

培育具有健全人性的人，以此来促动社会的变革与

进化。

《文化偏至论》则明确提出了“立人”的主张：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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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

神。”［１０］５８以及“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

数”［１０］４７的主张。所立之人也就是尼采所主张的具

有独立意识、富有抗争精神的“超人”，虽然在中国

这样的社会中“超人”的出现将遥遥无期，即使出现

了也注定要成为孤独者，“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

渺茫”，但鲁迅没有因此失却希望，而是相信“就世

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

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１０］３４１

正是因为看到了社会进化的“真源”所在———

人之精神进化，鲁迅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展开了对

国民性的批判。如１９２１年的《阿Ｑ正传》对国民性
进行了整体的症候式分析，“阿 Ｑ却是一个民族中
的类型。……实在是一副中国人坏的品性的‘混合

照相’，……”［１４］此种破旧而后立新的努力，也是出

于对新人的切切期望。

（三）历史进化论———倾力于现在

鲁迅批评“心神所注，辽远在唐”的复古主义

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的人物“非自

杀以从古人”［１０］６９不可；他明确主张，社会的发展变

化是有根源有规律的：“诚以人事连绵，深有根柢，

如流水之必有源泉，卉木之茁于根茂……故苟为寻

绎其条贯本末，大都蝉联而不可离。”［１０］４８在他看

来，进化的过程不是和平地进行，而是通过不断的

矛盾斗争来实现的，“和平为物，不见人间。”“人类

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１０］６９他还认为，进

化论的规律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并新陈代谢的，即

“自卑而高，日进无既。”［１０］８“吐故纳新，败果既落，

新葩欲吐”［１１］２７。他强调事物的进化不可抗拒：“进

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

弦，为理势所无有。”［１０］７０鲁迅认为，既然事物矛盾

着的双方始终斗争着，那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

不可能的，矫往过正才是事物发展中的必然现象。

他指出：“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

偏至。”“以改革为胎，反抗为本，则偏于一极，固理

所当然。”［１０］３５

鲁迅认为进化不但是一个生物过程也是一个

时间过程，即是从过去、现在到将来的过程。因此

进化论也就不但涉及到生物的进化也将涉及到时

间的延续。关于时间也就是人们一般认识中的三

维形式：过去、现在、将来。如果要在三者中进行选

择的话，人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将来，因为将来是

未知的，可以给予人们更多的好奇与希望。鲁迅也

是对将来充满希望的，“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

在于将来的。”［６］５６但是鲁迅并没有沉湎于对将来的

美好希望中，为人们勾画什么美好蓝图。鲁迅所注

重的不是ＴＯＤＯ而是ＤＯＩＮＧ。
在鲁迅看来，为人们勾画美好蓝图确能得到人

们的赞誉，但是如果只是单单地给出蓝图而没有为

着这蓝图去切实地做，这个蓝图也就如同“望梅止

渴”、画饼充饥”。鲁迅力主人们要正视现在，以现

在的努力抗争来追求将来。１９１８年所发表的《人
与时》中，鲁迅就分析了人们对待过去、现在、将来

的不同的态度，“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

现在远不及从前。”而“时”却说“你们都侮辱我的

现在。”［１１］３５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因憧憬而

对将来持一种向往，因回忆而对过去持一种顾念，

无论是向往将来还是顾念过去，人们都没有赋予现

在以价值，现在没有将来好，现在不如从前。正如

“时”所说，你们这样是侮辱了我的现在，从三者之

间的关系来说，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相继的，过

去会延续到现在直至渗入到将来；现在是不同于过

去也不同于将来的，然而现在却接续着过去与将

来；将来既有对过去、现在的否定也有对过去、现在

的延续。在这之中，我们否弃了现在也就阻断了由

过去到将来的路，也就否弃了将来。

鲁迅更执着于现在，而不是空寄希望于将来。

在鲁迅看来，现在的抗争即是为了将来，只有现在

的抗争才会有不一样的将来，否则将来亦只是过去

的翻版，如封建家庭中的孩子，小的时候受家长的

欺压，到自己做爸爸时亦是去欺压自己的孩子。有

的明白希望在前，对待现在的态度却不积极，总是

一味地等待希望的到来，因此“但为现在抗争，却也

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

在，也就没有了未来。”［１５］３鲁迅发出“切切实实，足

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的生存而奋斗……”［１５］６１０

的呐喊。鲁迅的学医、从文、支持青年、与论敌斗不

都是积极要求改变现状的举动么，也就是足踏在地

上为中国之将来而做的踏实努力。

在鲁迅不懈努力的过程中也遇到过现实所给

予的无情打击，也有过后退颓唐的时候，在《自嘲》

诗中对于自己的碰壁进行了自我解嘲，末句的“躲

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也可以说是鲁迅

当时的一种心境。自１９０９年鲁迅留学归来之后，
与留日期间的大量创作问世相反，他将大量精力投

入到辑录校订古籍，抄古碑，收拓片，钻研佛经，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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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汉画像，对古代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材料的

进行分析和研究。这其中的原因，鲁迅在《南腔北

调集·＜自选集＞自序》中说的很清楚：“见过辛亥
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

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

了。”［６］４６８可见，在过去、现在、将来永续的历史过程

中，鲁迅体会到了个体的无助，但是他并没有一直

沉寂下去，“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

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

了我提笔的力量”，［６］４６８因而有了１９１８年的《狂人
日记》，《狂人日记》不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

主义”的第一声怒吼，而且也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

几千年血淋淋的吃人史。自此，鲁迅对封建传统封

建制度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为民族的存亡复兴而执

笔，走到了启蒙与救国的前沿。鲁迅看到了将来决

不是一两个个体的将来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将来。

只要有将来在，就有希望在。鲁迅抱着对将来的希

望，竭力去支持青年，展开对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

批判，以期给将来的子孙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光明

的未来，而不再是“黑屋子”、“人肉的筵席”。

倾力于现在的进化思想也就从一定程度上指

出了进化的途径只能是以现在的努力去争取，而不

应该以过去来扼杀现在，也不应以将来来抹杀现

在，进化并不是可以等来也不是可以盼来的。这一

点对当时进化论思想不但受到所谓“国粹派”的阻

遏而且也受到反动势力扼杀的情势所提供的启示

尤其重要。中国的进化并不是可以自己完成了的，

进化不但需要进化力量的切实努力，而且也更是惟

有现在的切实努力与奋斗才是真实的，也才是获取

进化的主要途径。鲁迅的这种倾力于现在的进化

论就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寄希望于“大同”世界的

梦想形成了明显的不同。在现实中鲁迅展开了对

过去的批判，以及在现实中的各种论争，这都是为

了将来而做出的努力，鲁迅立足于现实而寄希望于

将来，始终相信“然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

……”［１６］

鲁迅对进化论的吸取根据自己的智识进行了

取舍，他坚决反对“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满怀义愤抨击“兽性爱国者”“执进化留良之言，攻

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如臣仆不慊也。［１７］

在《摩罗诗力说》中，他高度赞扬拜伦等援助弱小民

族的行为，表达了他同情被压迫者、弱小者的道德

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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