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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寓言与“中国形象”的营构 

———《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评介

胡　美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吴翔宇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立足于鲁迅营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语境、建
构策略、形象序列及价值评估等重要问题，系统地梳理了鲁迅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实践及心路历程，为鲁迅研究提供了

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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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驱动了包括鲁迅在
内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探求走出当前困境的未来

之路。关于“中国形象”设计等一系列的民族国家

想象的思考也因此被催生出来了：“中国”存在着怎

样的问题？“中国”现在的境遇如何？“中国”应该

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未来将会是怎样？这些

问题涉及到的核心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困境及纳

入世界文明轨道的路径。吴翔宇教授专著《鲁迅小

说的中国形象研究》正是对上述议题的一种积极的

回应，其将现代民族国家重构使命融入了中国新文

学现代性议题中，有效地将鲁迅的文学实践与时代

命题勾联起来了。

一

要探究鲁迅小说与中国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

除了要了解鲁迅为什么要建构中国形象，还有必要

深入探究鲁迅的小说创作何以能营构中国形象。

前者涉及到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文化语境以及

基于这种语境而滋生的时代使命感；后者则牵连着

“小说”这种文体对“中国形象”所具备的想象策略

和呈现方式。

吴翔宇的专著首先从中国的现代性危机以及

先进中国人思想认同方面着眼，系统地梳理了从古

至今关于“中国”认识的阶段性特征与嬗变形态。

该著认为，正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封闭自

大的传统中国出现了现代危机，中国藉此被置于世

界文明体系中被审思和比照，这有助于推动先进的

中国人去改良和修正中国存在的问题，将中国的现

代化问题提上了日程。在自我与他者的参照中，中

国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彰显。［１］１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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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外族比较的视野后，鲁迅很替中国的前途命运

担忧，他感觉到了中华民族并非向前推进，而是呈

现一种“退化”的倾向。寻绎造此现状的原因，鲁迅

认为这是中国自古有之的闭关自守的文化心理在

作祟。应该说，鲁迅的民族国家意识植根于“比较

既周，爰生自觉”的基石上，着力于建构“能与世界

大势相接”的“广博”的“世界识见”。这预示着现

代知识分子试图从过去闭关锁国的禁锢中挣脱出

来，用更加阔大的视界去看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针对于鲁迅的小说之所以能营构中国形象的

问题，吴著关注“小说”这种文体的书写方式和叙述

策略问题，作者认为，鲁迅小说之所以能营构中国

形象，与其所刻画人物具有的中国特征，并成为表

征中国的形象符码密不可分。同时，还与鲁迅小说

独特的视角息息相关。其小说通过“看”这一视觉

行为为读者建构了一个个故事场景及国人交际网

络，这些都是“中国形象”的组成元素。其中，人物

在看，叙述者在看，读者在看，作者也在看，这些交

织在一起的“看”呈现出关于“中国”的不同层次的

“景象”“印象”和“映像”。［１］２８０换言之，鲁迅通过文

字书写“图像”，并将自己对于现代中国艰难前行的

经验和体悟转换为一次次的“拟像”实践，使它们之

间构成了“镜像”层叠，呈现出立体多维而熔铸了复

杂深邃的情感和观念的中国形象。

二

对于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老中国”的形

象幽灵始终挥之不去。如何驱除那些笼罩于国民

心头的“复古”与“笃古”文化心理，成了鲁迅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维度。在探究“老中国”形象

隐喻的“铁屋子”文化机制问题时，吴翔宇有意识地

系统分析了其文化运作的具体策略。与其他研究

者强调探究“铁屋子”的空间控制力不同，《鲁迅小

说的中国形象研究》另辟蹊径，从主奴共同体的奴

化效应入手，得出了这样的认识：鲁迅小说深刻地

揭示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纠缠，它们并非决然对

立，而是相互借力又彼此拆解，建构了以主奴关系

为内核的权力结构。

在审思主奴共同体的文化肌理问题上，吴翔宇

着重从“命名”“驱巫”等方面来开掘戕害国民自我

意识与主体精神的文化策略。而这种策略在著者

看来意味着一种话语“声音”的传达，整个过程充斥

着一种文化驯化与治理：主奴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主

要表现为，它以整体话语权威对疏离性话语进行了

统合，无法在这种认同机制中得到同质性阐释的话

语则被忽略、消解为表述空白。鲁迅将主奴共同体

视为一种声音和表达，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权力者

的“独声”表达［１］９７。正是基于“铁屋子”结构所隐

含的奴化人心的话语，鲁迅才要不断找寻拆解它的

方法。然而，当鲁迅却绝望地发现，国民对公认的

话语体系缺乏警觉、质疑的能力。当“不悟自己之

为奴”的心态占据国民的精神领地时，就意味着他

们弃置了表达个人苦痛的诉求，当然更不可能借助

语言通道来反抗主奴共同体的话语压制了。为此，

吴著着重从鲁迅“言说”自我之痛与“沟通”他者之

痛着眼，从内外两个方面呈示了包括自我在内的国

民矛盾而混杂的疼痛认知，这种发现对于分析鲁迅

小说复调性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

应该说，鲁迅小说想象民族国家是通过语言这

一符号表意系统来完成的。吴著始终紧扣“中国形

象”与“中国人形象”两个并行不悖的话题，以“人

的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为基石，整体观照人的生存

境遇，系统爬梳了鲁迅“立人”和“立国”的深微关

系，在动机和手段的辩证中建构起属于“鲁迅式”的

中国想象。显然，这种建构在“人”基础上的国家意

识显然是与当时的进化观念是契合的。因为只有

奠基于中国发展与进化的基石上，鲁迅的中国形象

塑造才能着眼于未来，其改造国民性的目标才不受

制于旧体制的框定，其“立人”为基础的国家意识才

可能是全新的。

吴著以“中国形象”为网结点，系统地探究了

“鲁迅为什么要塑造中国形象”“鲁迅小说何以能

塑造中国形象”“鲁迅小说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

象”“鲁迅小说塑造中国形象的思维体系与价值评

判”等问题，提出了诸如“自塑”与“他塑”的辨证问

题、“立人”与“立国”的统合问题、“主奴共同体”的

话语表达问题、“反成长”与空间政治问题、言说自

我之痛与沟通他者之痛问题等，这些问题避开了人

云亦云的表达，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捕捉到鲁迅作

品的意象所折射的思想、精神境界。该著采用了以

“个案研究”来反映“社会结构”的方法。即以鲁迅

小说的细读为主，从中梳理出鲁迅塑造中国形象的

话语实践问题，进而探究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自我观

念的生成过程，以及折射鲁迅等知识分子现代中国

现代性自我想象的精神轨迹。

吴翔宇教授治鲁迅研究十多年，《鲁迅小说的

中国形象研究》是其近年来鲁迅研究的总结，其以

一种自觉的“中国”立场，聚焦鲁迅小说建构中国形

象的话语实践，在诸多鲁迅研究成果中独树一帜，

具有不可忽视的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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