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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方式"维护和确证着现实合法性的社会秩序$ 相同和相异两种话语对话的中断和不融合现象"表征了主体的心理空间

存在着极大的双向隔膜和话语排斥$ 其意义的扩充本源于时间与空间的交互影响以及通过空间的多维层次关联来洞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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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考察社会文化变迁和历史进程的重

要维度#规约着人们生存实践的心理结构( 可以

说#如果能解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们生活模式

所潜隐的空间结构#则可以从很大程度上破解这些

群体的生命存在的基本走向#从而能深刻地把握其

生存的基本样式( 鲁迅小说中的+鲁镇, +未庄,

+临河土场,作为一个个独特的空间生态#浸润了作

家深厚的文化记忆#参与其文化想象和价值建构的

体系之中( 具体而论#物理空间'心理空间'文化空

间构成了鲁迅小说中空间结构的三个重要组成要

素#它们的冲突与互动勾联了文本内部的精神意

义#彰显了鲁迅复杂而深邃的精神发展历程(

##一#作为文化建构与价值体系的物理空间

鲁迅曾将传统社会的空间形态做了精当的比

喻%+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3鬼打墙4一般#

使你随时能3碰4,

-!.

( +在这样3不留余地4空气的

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

( 于是#

+碰壁,+推,+踢, +爬, +撞, +横站,等状态也就成

为人的空间体验( 鲁迅小说的场景多发生在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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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堂'监狱'刑场'神庙'社庙'土地庙'土谷祠'寺

院'尼姑庵'祠堂'客厅'街道'十字路口'酒店'茶

馆'药铺'饭场'坟场等空间( 其主导的空间基调和

氛围黑暗且阴冷%+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 横梁和

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

上(,!)狂人日记*"+太大的屋子四周包围着她#太

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叫她喘气不得(, !)明天*"

+但今天铁的光罩住了陈士成#又软软的来劝他了#

他或者偶一迟疑#便给他正经的证明#又加上阴森

的催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里转过眼光去(,

!)白光*"+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全

市镇(,!)祝福*"+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

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在酒楼

上*"这种空间呈现形态给人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

的压力#在这里#空间不仅是一种方位参照体系#还

是一种价值反映体系&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场所#而

且还作为一种文化情境参与了叙事(

与此相关的是#)呐喊* )彷徨*中展开故事情

节的时间点主要设置在+深夜,或+冬季,( 这种时

间点静态地呈现了鲁迅小说空间意蕴的文化形态#

值得关注( )风波*的故事情节起因于+晚饭时候,

的一场+风波,&)药*以华老栓在后半夜走在黑沉

沉的街上去买+药,为故事发展的关节点&)一件小

事*中的+我,在刮着大北风的一个冬日为了生计

坐上了一辆人力车&)故乡*中的+我,是在深冬里

冒着严寒'阴晦的天气'劲吹的冷风回到我苍黄天

色下萧索的'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阿 K正传*中

阿K向吴妈求爱'被抓'丁举人向赵家转移财物'赵

家被抢是在晚上&)白光*中的陈士成是在初冬的晚

饭后发疯'夜里溺死的&)祝福*中的祥林嫂死在除

夕夜&)在酒楼上*中的+我,与吕纬甫分别于满天

雪花飞舞的黄昏&)长明灯*里+疯子,在暮色中被

关进昏暗'静寂的社庙&)伤逝*中涓生是在寂静和

空虚的破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下了自己的悔

恨和悲哀//鲁迅为什么要将故事放置于这样的

时间点上呢2 主要因为这些时间点隐喻了一种悲

凉黑暗的氛围#与强大的空间一起#构成了+非人

间,的时空体(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0吉登斯在讨论社会+结

构化,时#尝试将空间概念作为研究人类生活模式

以至社会形成的结构因素( 按其说法#+场所可以

是屋子里的一个房间'一个街角'工厂的一个车间'

集镇和城市#乃至由各个民族国家所占据的有严格

疆域分界的区域,

-$.

( 人在具体的生存实践中利用

空间的不同方式或手段#直接决定了空间的文化特

征( 在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中#有形的空间位置的

秩序是与无形的文化身份'价值秩序联系在一起

的#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和规范人言行的重要载

体( )孔乙己*开篇介绍+咸亨酒店,格局时道出了

空间位置与身份的关系%靠柜外是站着喝酒的做工

的人和短衣帮#而店面隔壁的屋子里则是坐着喝酒

的穿长衫的#身份在空间位置中合理配置'秩序井

然( )阿K正传*中赵'钱两家的宅第显然是权势

和地位的空间象征#阿K等无名人物是不能也不敢

轻易进出的#小说写到阿K+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

退出去了,+钱府的大门正开着#阿 K便怯怯地踅

进去,的情景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鲁迅小说中处于

上层阶级的乡绅!如四爷'鲁四老爷'赵太爷'赵七

爷等"是乡土社会结构中一个很独特的组成部分#

他们拥有话语权#是+主$奴,社会体系中的+主,

的隐喻( 对此#鲁迅说过的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3赵太爷说对的#

还会错么2 他田地就有二百亩14,

-G.因此#赵太爷

可以剥夺阿K姓赵的权利&四爷可以与其他人商量

押解+疯子,&赵七爷经常援引历史掌故来恐吓乡

民#他+一路走来#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等等(

在这种文化空间里#奴性人物的主体精神和+人,的

尊严被剥夺#他们+现在,意识停滞和逃逸也就不难

理解了(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小说所呈现的空间形态与

黑格尔有关中国!东方"社会停滞的论述有共通的

地方#黑格尔认为中国是 +仅仅属于空间的国

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

-J.

( 在鲁迅的意识中#

这种文化空间中的+主,和+奴,都没有时间性#只

有空间性%鲁四老爷'赵太爷'赵七爷等人没有时间

性#是因为他们只想利用环境!空间秩序"#不想改

造环境!空间秩序"( 阿 K'祥林嫂'陈士成等人没

有时间性#则是因为他们只想适应环境!空间秩

序"#最终只能被环境!空间秩序"所改造( 正如美

国学者露丝0本尼迪克所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

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

准( 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

着他的经验与行为( 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

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

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

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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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不可能性(,

-'.这种集体记忆形成强大的思维

定势#剥夺了主体修改和涂抹自己以往记忆的认知

自觉#要超越既定的空间秩序意味着背叛#而这种

背叛所滋生的心灵重负势必会动摇主体的行动和

思维意识的生成( 然而#国民没有具有现代理性意

识#缺乏自觉的理性认知( 在面对现实空间秩序的

挤压时#他们不能调节和整合自己的空间意识( 主

体的情绪'想象'体悟和话语在这种矛盾的张力场

中受到极大的分裂重压#在具体的生存语境中#记

忆和主体的行动之间只能产生实用性'本能性的关

联#国人只能无奈地去适应而不是去反抗#在没有

怀疑和否定的永恒常态中艰难地获取自我的生存

保障#确立自己的社会定位和人生选择(

##二#对话中断和理解隔膜的心理空间

外在物理空间背后文化意义的认识#为我们对

主体的心理空间的思考准备了条件( 这种心理空

间与上文所述的物理空间一起#是鲁迅启蒙和+立

人,工程的重大阻碍( 在+古训所筑成的高墙,的

+隔膜,中#人和人之间的心理空间是彼此疏离和排

斥的( 有论者指出%+3立人4是鲁迅一生战斗的主

要目的#而3破4则是他3立人4的主要手段#且其在

3破4上的建树远高于 3立人4# 3破4多 3立4少#

+破,深+立,浅#巧于3破4而拙于3立4,

-".

( 鲁迅

曾用+沙漠,或+厚障壁,等意象来隐喻这种陌化空

间( 就鲁迅的小说而论#+文化反抗者, +上层压迫

者,+下层庸众,是文本中三种相异的主体#他们之

间的对话表呈了心理空间的文化特质( 由于对话

的双方都有一套自足的话语系统#都打上了主体意

识的话语+密码,#所以当两套相异的话语碰撞时#

对话交流常常以+中断,收场#+双向隔膜,的话语

排斥力就产生了( 因此#随着对话的时间进程的中

断#对话的理解和意义也就自然离场(

从启蒙的角度来看#+下层庸众,是+文化反抗

者,启蒙的主要对象#文化反抗者的话语优势'知识

优势会在对话中凸显出来( 因此#文化反抗者通过

对话来完成启蒙行为并不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情(

但在鲁迅的小说中#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在这方

面#)狂人日记*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小说并置了两

个话语体系$$$+狂人,癫狂的话语体系与+常人,

的话语体系( 在+常人,看来#+狂人,是个+疯子,#

所以他说的话打上了+疯子,的标签和语码#+常

人,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相信一个+疯子,的胡

言乱语&而在+狂人,看来#+常人,所做的与现代理

性精神是相悖的#与他的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 在

这种+双向隔膜,的当下境域里#对话变得难以持续

和进行%当狂人质问一伙小孩子#他同他们有什么

仇#何故眼色同赵贵翁一样#脸色都铁青时#+他们

可就跑了,&当狂人要老五对大哥说他闷得慌#想到

园里走走时#+老五不答应#走了,&当狂人问 %& 岁

左右的年轻人+吃人的事#对么,时#他言不及义'顾

左右而言他地说%+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

气很好,&当狂人再质问他+从来如此#便对么,时#

+这人便不见了,( 通过+命名,#狂人成为常人的

异己#因此#在常人铲除异己的过程中#他们使用了

压制声音的+驱巫,手段#目的是+不让周围的人同

他交流#让周围的人对谵妄病人的自由呼喊'高亢

表演无动于衷#保持缄默,

-^.

( 所以狂人的+救救

孩子,等的呼声也只能通过+独白,'退回内心的方

式来表现(

就+文化反抗者,与+上层压迫者,的关系而

论#两者是直接对立的#上层压迫者最反感和害怕

启蒙的呐喊和主体的反抗#因为它能使被压迫者意

识到自己的主体精神#不愿意继续无条件地侍奉主

人#主体用自己的生命意识'生命力'生命意志去拥

抱和创造空间#通过自己行为的冲击去获致时间的

意义和存在( 因此#上层压迫者会不由分说地对文

化反抗者进行戕杀#对话是很难进行的( )狂人日

记*中+我,对以大哥为代表的+吃人者,进行+劝

转,#但得不到回应&)祝福*中+我,和鲁四老爷之

间的对话#同样并不顺利#+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于

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在传统观念中#上层压迫者与下层庸众是主子

与奴隶的关系#他们对话的进程'结果'意义恰是身

份合法性的印证( 由于身份相差悬殊#对话过程变

得非常艰难( )离婚*很好地诠释了这一问题#爱姑

见到七大人后#从+有话,到+无话,#从+有声,到

+无声,( 无疑#这其中有高高在上的强势话语的重

压起作用%七大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来兮,#这句体

现权势和学识的文言言语#对读书不多的爱姑来

说#既陌生又受震慑#+不明确的用语拥有一种神秘

的力量( 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

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C.

( 她的感觉是%+心脏

一停#接着便突突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

了,#在全客厅+鸦雀无声,的氛围中#七大人代表

着+权势,和+淫威,的+屁塞,同样发挥着震慑人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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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爱姑原要在七大人面前与丈夫和公公+对簿

公堂,的一肚子话立刻无影无踪(

除了展现三种不同话语对话的+中断性,外#鲁

迅还细腻且深刻地洞见了同一主体内心两面对话

的+复调性,%+作者对主人公所取的新的艺术立

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

场#这一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

完成性和未论定性,

-!&.

( 如果说在)头发的故事*

中与,先生对话的主体的另一面+我,一直沉默不

语#不参与和评价 ,先生的言语#而使 ,先生的言

语成为对话者+不在场,的+独白,的话#那么在)幸

福的家庭*)在酒楼上*)孤独者*三个文本中#主体

两面直接对话#我们发现#对话进程依然经常中断(

)幸福的家庭*将主人公+他,一分为二%一个是被

窘迫'困顿包围的现实生活中的+他,#另一个是理

想化的创作中的 +他,( 曾经 +决计反抗一切阻

碍,'追求个性与爱情自由的+他,将创作中的家庭

营造得极致美好和理想化#但现实的另一个+他,又

常常打断和反讽着创作中的+他,#使挣扎于现实与

理想中的主体疲于应付( 身心疲惫的主体最终掐

断了两者的较量和抵牾#随着主人公将创作的稿纸

揉成纸团掷到纸篓里#+他,回到现实中来了( 现实

中的主体与理想中的主体对话的中断现象表明#只

是乌托邦幻想而没有现实性的思考是不真实的(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和+我,也有很大的不同#用

魏连殳的话来说%+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

的,( 这种不同性是造成+复调性,对话的重要原

因( +我,和他谈+孩子,话题的时候分歧就产生

了%他的观点是孩子根性是好的#如果变坏也是环

境的因素#而+我,的观点是孩子本身就有坏根苗(

这种分歧导致了魏连殳的不快和无语#他+气忿了#

只看了我一眼#不再开口,( +我,也猜不出他是无

话可说呢#还是不屑辩#只是默默地连吸了两枝烟#

结果+待到他再取第三枝时#我便只好逃走了,( 魏

连殳体现了由内到外的妥协的悲剧#鲁迅曾安排了

一次+我,当面劝说他的机会#+//你实在亲手造

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 你应该将世间看得

光明些(,他把话题引入祖母的一生#其实是放弃了

探讨和反省自己精神危机问题#尽管他与祖母的命

运有某些相通之处#但祖母的寂寞来源于由外向内

放弃的精神向度#所以随着对话的进行和对话长度

的延长#他们对话要探讨和直面的问题就越来越被

遮盖( +我,最后用+走,的方式开启与魏连殳不同

的人生道路( )在酒楼上*的+我,与吕纬甫曾经是

志同道合的朋友#现在的+我,的心绪却变得+懒

散,'+索然,'消沉了#其意态泛出了灰色#与吕纬

甫现在敷衍'颓唐的精神状态很相似( 但从其对话

中明显能读出两者的区别#+我,是作为吕纬甫精神

状态和思想道路的审视者'批评者而存在的( 对于

他+绕圈,的人生定位#+我,的回答是+这难说,#听

完他两件+无聊的事,后#+我,就发问%+你教的是

3子曰诗云4么2,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

书//,可见#两人的对话不是停留在+同病相怜,

或+相对唏嘘,的层面( 两句问语透露出了+我,对

他所走道路的不认同( 看着吕纬甫的眼光+又消沉

下去,#+我,对其便+没有话可说,( 由于人生的道

路选择相异#使得我们之间的对话难以通约和融

合#最后不欢而散#各走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们一

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

不管是相异话语对话的+中断,还是相同主体

两面对话的+不融合,#都留下了丰富而开放性的话

语空白( 这种对话的+未完成性,的好处在于%对话

时段的戛然而止#使文本意义结构由历时性的线性

脉络变成一个开放式的共时网络#更有利于鲁迅在

当下共时语境中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感和参与社会

讨论( 落实到鲁迅的小说中#这种话语空白的背后

深藏着鲁迅对+立人,和+启蒙,工程的理性反思#

对话时段的+未完成性,既表明国民之间普遍存在

的+沉默,和+无声,的隔膜状态#又反映了主体自

身存在着诸多矛盾因素( 这种清醒的认识是一个

理性的作家必须具有的#在这样一个+主$奴,文化

空间里#对话越受挫就越没有声音#越没有声音也

就越没有摆脱轮回命运的可能#当然更不用谈进化

光辉的普照了(

##三#时空交互与现代启蒙实践的出场

时间和空间是不相离析的一对范畴#时间和空

间交织成人的此在( 卡西尔曾经说过%+空间和时

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 我们只有在空

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

-!!.

鲁迅的小说对空间的体验非常深刻#其意义的扩充

本源于空间对时间的作用关系( 鲁迅把重复的因

素放在一个故事或一个情节的开头和末尾#使这个

重复因素起着戏剧开场和结束时幕布的作用( 这

种首尾对照和重复的方式革去了时间的客观属性#

纯粹以人的内在感觉为基础呈现空间形态( 对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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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以具体篇什为例来应证%)明天*以+鲁镇

是僻静地方#还有些古风%不上一更#大家便都关门

睡觉,开篇#又以+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

里,结束( )风波*被封套在鲁镇土场上前后两幅

+无思无虑的田家乐,的恬静的风光画中( )祝福*

中祥林嫂的人生悲剧定格在鲁镇毕毕剥剥'联绵不

绝的爆竹声中( )示众*以+热的包子咧1 刚出屉

的//,开篇#以+热的包子咧1 荷阿1 //刚出屉

的//,结尾( )孤独者*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为

时间线索#其中+受伤的狼嚎声,贯穿始终( 通过重

复功能的运用#抹平了过去'现在'将来的界限#线

性流动的物理时间为循环式的空间化时间所代替(

对于下层庸众而言#空间对其时间意识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空间使日常物理时间停滞#+现在,时

间被吞噬( 美国学者威廉0莱尔曾经总结出鲁迅

小说结构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故事开始时#种种人

和事纷至沓来#进入行动&故事结束时#又回到原来

的静止状态(,

-!%.读鲁迅小说#我们发现其首尾构

成一个密闭的空间系统#时间的方向感和流动感不

明显( )示众*中+看,与+被看,的场景没有时间

性#而只是空间性( 结尾只是开头的直接的回归形

式#似乎小说所描写的事件并没有占有任何的时

间( +看者,到最后依然对+被看者,一无所知#表

明了主体意识虚无背后的无时间性流动#只有空间

位置的呈现( )明天*中三次写到纺车静静地立在

又大又空的房中#隐喻了单四嫂子内心的空荡与孤

寂#往日儿子围着纺车跑#现在儿死车停#生命的纺

车不再转动#时间意识也就停滞了( )故乡*中

+我,的离去#并没有太多意义#+我,和闰土的过去

故事#还在后辈的宏儿和水生中继续循环和延续(

与祥林嫂'单四嫂子等懦弱女性不同的)离婚*中的

爱姑是一个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形象#她决定离婚的

原因是自己的丈夫姘上了小寡妇#不要她了#公公

又只知道帮儿子#她大胆泼辣#口口声声称丈夫为

+小畜生,'公公为+老畜生,#甚至对封建政权的代

表人物+七大人,她也敢加以评议#说%+七大人怎

么样2 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么2

他不能象慰老爷似的不通#只说 3走散好#走散

好14,但爱姑一进七大人家的门#心已虚了#她+局

促不安起来了,( 七大人玩+屁塞,#这个小道具虽

然有故弄玄虚之嫌#但其作用不可小觑#它增加了

神秘感#强化了七大人的威严( 最终爱姑就在这样

的氛围中自动屈服了( 小说写道%+两方面各将红

绿帖子收起#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收紧

着的脸相也宽懈下来#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

了(,甚至于爱姑也心平气和地对慰老爷说%+我们

不喝了( 存着#明年再来喝罢(, +是的#不喝了#谢

谢慰老爷(,此前的唇枪舌剑最终转化为此刻的其

乐融融#女性的反抗意识也被消泯和中断了( 借助

这种首尾呼应#叙述者追述既往之一切#旨在表明%

一切本质上依旧不变#时间从社会进程中抽离出

来#被悬置和吞噬了#成为循环回复的生存隐喻(

而对于文化反抗者而言#空间对其时间意识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在空间的包围中#呈现出+非成

长,的意识倾向( 由于个体!主体"力求在时间历

史进程中获得具有主体性的空间+位置,#由此#空

间上的+包围,与+被包围,就形成了( 位置感的追

求隐含着主体在+空间,方面的诉求以及在时间中

自我归宿的寻找和反思( 位置不同决定了空间的

具体状况#对位置的想象和描述#给空间定位提供

了话语条件( +!C 世纪以后的空间图示%它的核心

在于#基地!即FAP?"只有在同别的基地发生关系的

过程中才能恰当地定位( 一个基地只有参照另一

个基地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

-!$.两个+基地,的位

置关系构成了具有权力关系的+场域,( 这种理论

为探询鲁迅小说的时空关系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有论者认为%+鲁迅引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

思潮#取决于浙江作家对世界文学新潮的敏锐感知

与把握#也根因于积淀深厚的地域人文传统对现实

主义的精神呼应(,

-!G.正因为+庸人,和+猛人,思

想的不相容性#他们的空间位置关系便演变成+包

围,与+被包围,的关系#这种空间关系不是简单的

+看,与+被看,#而是一种+包围,与+突围,的权力

对峙( 由于对病态社会认知的不同#导致了两种人

的隔膜与分野( +文化反抗者,曾有过短暂的+外

突,行为#但最终还是在现实中被 +归化,和 +驯

化,%)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从感情炽热'斗志昂

扬的改革中国的激进者!+到城隍庙里去拔神像的

胡子,#+连日讨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教授 -[̀

79,"变为+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随随便便,

的沉静的颓唐者 !+教授 3子曰诗云 4' )女儿

经*,"( 那个+绕圈子,的比喻正是这一类人命运

的集体写照和概括(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社会

和自我的双重驱逐下#最终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他

是这样界定自己的一生的%+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

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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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先前,相比#不是进步'发展了#而是退化'

落伍了( )药*中的夏瑜因为说了+这大清的天下

是我们大家的,#被大家认为是+疯了,#并被关入

牢里#最终被刽子手杀害#而他的血成为别人的+药

引,#吃进肚里#+却全忘了什么味,( 他的坟旁特

别冷清#陪伴他的只有缩着头的乌鸦( 夏瑜的死表

明这个+文化反抗者,最终无害化了#旁人用遗忘的

方式集体挥霍了他生命的意义(

鲁迅小说空间意识的深刻性在于#在用进化眼

光观照人生时#鲁迅认识到了启蒙的困境( 他敏锐

地看到了由国民自我搭建的空间秩序#这阻碍了自

我的发展也限制了启蒙的延展( 因此#+攻打病根,

+撕去假面,+活画出一个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呼应了其进化理性和对人的重新塑造!人格的自我

塑造与人格的被塑造"的要求( 鲁迅的启蒙要完成

+自我启蒙,和+他者启蒙,两项使命#其先后顺序

是由+自我启蒙,再到+他者启蒙,( 因为只有启蒙

者的思想'意识'话语足够先锋和现代#才能对别人

的思想进行指导( 遗憾的是#在中国#+自我启蒙,

并未形成主导潮流#主体未能解决自身观念中的矛

盾性和分裂性( 在鲁迅的小说中#作为启蒙者代言

人的+文化反抗者,身上或多或少地有很多的矛盾

性#如过去的纠葛和现实的反抗'启蒙的热望与言

说的困境等#这些都让他们陷入了启蒙的困惑

之中(

假设+自我启蒙,已经实现了#那么+他者启

蒙,能否实现呢2 答案是否定的( 造成这种结果的

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由于接受者!启蒙对象"对

启蒙者和新思想的隔膜'偏见'不信任#对民族+新

生,的道路茫然无从措手#导致启蒙的结果是+失

语,+失效,+曲解,( 鲁迅曾在给许寿裳的信中不

无遗憾地写道%+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

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 牙关不

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

无以下笔(,

-!J.另一方面#启蒙者也保持着与被启

蒙者之间的距离#在启蒙者对被启蒙者进行意义赋

予的时候#+双向隔膜,就产生了( 如果说起初的

+狂人,+疯子,',先生'夏瑜等人还有对庸众的劝

转'呐喊'讲解等启蒙热望的话#那么后来的魏连

殳'吕纬甫'涓生'子君等人与庸众的距离越来越疏

远( 他们不再有主动唤醒庸众进行+他者启蒙,的

意愿#连冷嘲热讽的激情都失去了#而是将审视的

目光指向自我( 他们的+孤独,使得与被启蒙者的

距离越拉越远#+他者启蒙,的目标也只能搁浅( 于

是#从+他者启蒙,又再次转向+自我启蒙,#这种启

蒙的+内视,表明鲁迅启蒙思想走向了一个新的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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