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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鲁迅笔下，“奴隶”这个概念至少可以有四种

定义。

第一是专指清朝臣民，“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

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

民国的主子……”①文章的语境，讲的是 1930年代的

书报检查，“民国的主子”云云，有反讽的意思。但讲

清朝臣民是奴隶，属于中性陈述。至于“臣民是奴

隶”的原因，是因为满清异族统治，还是基于皇权政

治制度，鲁迅并没有细说。

鲁迅对奴隶的第二种定义，是对清朝及以前历

朝历代中国百姓民众的生活状态的形容描述——形

容的性质多过描述的成分。最著名的一段话出现在

1925年的散文《灯下漫笔》里，不用说鲁迅研究者，普

通读者也很熟悉：

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

兴时代”……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②

这段话，简捷明了，便于记忆，也易误解。结合

上下文，鲁迅想强调的是两点，一是做奴隶已经不是

最坏的情况，“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碰上战乱、强盗

等等，人们或许宁可要服从一个固定的主子。史上

的农民起义革命造反，“将奴隶规划毁得粉碎，这时

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

奴隶规划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

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③所以做臣民奴隶是

一种规则，一种轨道。第二个意思，逃离革命或战

争，从一乱到一治，人们自以为进入所谓“太平盛

世”，却也还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以，“实

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有关

奴隶生存的规则和轨道：

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

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

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

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

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

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

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

七年)”④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鲁迅全集》在这段《左传》

“奴隶”、“奴才”与“奴隶性”
——重读《阿Q正传》

许子东

【摘 要】“奴隶”与“奴才”是鲁迅文章中常常出现的两个关键词，有时看上去意思接近甚至不无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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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后面加了一个注释：“王、公、大夫、士、皁、舆、

隶、僚、仆、台是奴隶社会等级的名称。前四种是统

治者的等级，后六种是被奴役者的等级。⑤但鲁迅

不仅没有这样简单划线，而且还在‘人有十等’之

后再继续追究下去：“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

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

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

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

其所……”⑥

可见，鲁迅对奴隶的第二种定义，讲的是历代臣

民，但没有强调臣与民的差异，而是更关注“大夫、

士”与“隶、仆”之间一层层权力服从关系的相似性、

同构性和连环性。最基本的规则是政治服从，集团、

派别、家族甚至人身依附；最基本的轨道是思想统

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是不安分！”⑦“倘一动弹，虽

或有利，然而也有弊。”这一句特别重要，说明所谓统

一、服从等奴隶性，不仅仅是昏睡麻木或缺乏道德觉

悟，也完全可以是趋利避害的人性需要，可以是经过

理性计算清醒权衡以后逐渐转化成下意识本能的生

存技巧。用现代语言说，不仅是昏睡，也可以“装

睡”。稍早一篇《论照相之类》，鲁迅引用Th. Lipps在
《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的说法，“凡是人主，也容易变

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

做奴隶，所以威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

新主人之前了。”鲁迅随手以三国时吴国最后的皇帝

孙皓为例，“治吴时候，如此骄纵酷虐的暴主，一降

晋，却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奴才。”⑧这段引文说明鲁迅

在20年代有时将奴隶与奴才两词混用，而且概括范

围不仅包括大臣、百姓，甚至也可以是王侯君主(如
果他们一旦失势，或面对更强大的力量)。

鲁迅笔下的奴隶，当然不是严格的历史学定义

上的概念。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几乎在所有古代文

明中都出现过。《汉谟拉比法典》，巴比伦的法典，就

有任何人帮助奴隶逃跑就要被处死的条文。因为战

争、犯罪、破产、血统，古代各民族都有一部分人成为

奴隶，成为劳动工具，象货物一样被交易被赠送，甚

至也可以被消灭。英文 Slave，是从古法文 Sclave和
中世纪拉丁文 sclavus转化过来，最早是希腊语的动

词，指拨去被杀敌人的衣服。说明战败后俘虏要做

奴隶，此外还有债务奴隶，人奴产子，直到近代还有

人口贩卖、婚姻拐卖等等。有研究认为，东方的奴隶

制并没有西方发达，并未形成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

的社会。⑨古代中国“奴”和“隶”，在先秦是两种不同

的奴隶名称。奴隶一词，汉代以后才出现。关于中

国历史上有没有马克思所说的奴隶社会，史学界一

直有争论，有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等认为中国在战

国前是奴隶制。但中国史学界也有无奴学派，⑩认为

那个时候战俘被杀，是因为人祭人，不是杀俘虏。殷

墟墓葬结构里考证说奴隶人口当时是 3%，平民有

80%-90%。而在古雅典 2/5以上的人口是被奴役

的。在古罗马奴隶是经济支柱，1/4的人口是奴

隶。中世纪后期，虽然奴隶制逐渐在西欧消失，但

仍然有大西洋贩奴运动。直到19世纪，俄罗斯小说

还记载很多农民都是农奴，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情

况也类似。

明明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是比较少的，为什么

鲁迅要特别强调整个中国历史，只有“暂时做稳了奴

隶”和“做不稳奴隶”两个时代呢？因为鲁迅对奴隶

的基本定义，从“没有人身自由”，引申到“人不能自

主”。钱理群在论述鲁迅留日时期形成“立人”的思

想时，曾引用增田涉的说法：“在鲁迅的著作和日常

生活中有一个中心词，就是奴隶，鲁迅对‘奴隶’境地

有一种天生的敏感，甚至可以说不断地被趋为奴隶

的感受构成的鲁迅最基本的、最稳定的生存体验，经

常纠缠着他。”鲁迅有感于“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

社会秩序心理传统超稳定和谐，困惑于“自己被人凌

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

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的

社会文化结构在20世纪依然可以存在。所以奴隶成

为鲁迅的一个关键词，重点不仅是如何描绘形容历

代中国人曾经怎样像奴隶般生活，而是人的权利随

时可以被剥夺的状态，是否在帝制崩溃以后仍然存

在，以及民国的人们怎样看待这种社会生态。这就

是鲁迅笔下“奴隶”的第三种定义——鲁迅用一个自

己的故事来详细说明：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中国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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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银行的停止兑现，”政府说钱仍可用，但商店已不

大欢迎。鲁迅手头还有些中交票，后听说可以换现

银，于是也赶快去兑换。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

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

易变成奴隶，并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

这是更广义的“奴隶”定义：原来属于你的(或你

自以为是属于你的)东西，劳动报酬、社会身份、房子

金钱、娱乐趣味、说话权利等等，随时都可以消失，都

可以被剥夺，消失或被剥夺了以后如果还剩一点，还

退回一点，你就十分欢喜。这个鲁迅换钱的故事，和

他关于中国历史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和“做不稳

奴隶”两种时代的论断互为证据和论点。论据依黑

前人古书记载，故事分析人们现在的心理。史书记

录历代皇权帝制下国人的普遍生态，“喜欢”的经验

则显示民国以后人们对自己生存状态的理解和认识

(或者不够理解不能认识)。
用奴隶与奴才这两个关键词来形容、概括晚清

民初国人的生态和心态，当然不是只有鲁迅一个人，

也不是从鲁迅开始。1915年 9月 15日，《青年杂志》

(《新青年》前身)在上海创刊，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

《敬告青年》中提出对青年的六点期望，分别是：“自

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

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

的而非想象的。”其中第一项的关键词就是奴隶。这

个“奴隶”应该也是史学概念的引申意义，是自主的

反义词。“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

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

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

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

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

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

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

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

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

也……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

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

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

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

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

谁日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对奴隶的界定，包括两层

意思，既同情奴隶不幸，失却自由权利：一切操行，一

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也责怪奴隶会因轻刑

薄赋而觉得幸福，甚至感到光荣，称颂功德。陈独秀

和鲁迅一样，看到了奴性的两个侧面，但陈独秀没有

像鲁迅那样用奴隶和奴才这两个概念来明确区分。

更早十几年，1902年梁启超在他的政治幻想小说《新

中国未来记》中，也曾用一个主要人物李去病之口，

表达对清朝腐败懦弱的愤怒：“原来李君是个爱国心

最猛烈，排外思想最盛的人，听到这一段(如有革命

会导致社会大乱——引者注)不禁勃然大怒道：‘哥

哥，既然如此，我们就永远跟着那做外国奴隶的人，

做那双料的奴才做到底罢！’”在梁启超那里，奴隶

和奴才在同一个句子里出现，两个概念的意思更多

重和混淆，但仍有微妙区别：前者是说昏官买办服从

外国势力，后者是指我们(革命党、民众)会不会也在

为奴隶办事去做双料的奴才。前者偏于事实陈述，

后者更多人为选择。而且，奴才程度更严重，是“双

料”的奴隶。

对奴隶和奴才两个概念有更清楚的区分，还是

30年代的鲁迅：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

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

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

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

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

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

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

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

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

的不同。

这是鲁迅对奴隶的第四种定义。如前所述，第

一种定义是标明清代国人的臣民身份，第二种定义

是形容历代国人的生存状态，第三种定义是描述民

国以后国人的生态及心态，第四种定义就是把“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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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定义为沉默受苦但知道承认自己是奴隶，因而艰

难忍耐也可能会革命反抗的个体或群体，这就将奴

隶与奴才明确区分。这不仅是生态与心态之分，也

不只是被迫自愿之别，而且也辨识了“奴群”中不同

的心理状态——“奴才”的心态是“平安”“麻醉”，“奴

隶”则代表“不安”和“战斗”。1935年萧红《生死场》、

萧军《八月的乡村》都收入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

在某种程度上，“奴隶”一词在五四以后已成为一个

新文化的主流话语。巴黎公社成员欧仁·鲍狄埃在

1871年创作的《国际歌》，1921年由耿济之和郑振铎

由俄文译成中文，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

隶”。之后经瞿秋白根据法文改译，一度还是江西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歌。就在鲁迅主编“奴隶丛书”的

同一年，1935年，左翼作家田汉为电影《风云儿女》创

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首句也是“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

歌之前，《义勇军进行曲》曾经是国民党很多军校的

军歌。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受孙铭宸作词

的东北抗日武装《血盟救国军军歌》启发，《血盟救国

军军歌》首句是“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将

“亡国奴”改成“奴隶”，有意无意中有同时正视民族

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意思。“奴隶”作为关键词同时出

现在《国歌》和《国际歌》的首句，或者有偶然因素，但

“奴隶”一词反复被众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

作家)所书写，却是时代背景，也是鲁迅个人的声

音。叶紫、萧军合撰的“奴隶社”《小启》基本延续了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漫与》中对奴隶的定义：“我们

陷在‘奴隶’和‘准奴隶’这样的地位，最低也应该做

一点奴隶的呐喊，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忍耐。《奴隶

丛书》的名称便是这样想来的。”

二

以鲁迅有关奴隶和奴才的论述为线索重读《阿

Q正传》，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

别，十分复杂。

奴才(或奴材)一词在古汉语中形容奴仆、家奴，

一向有些贬义，唐房玄龄《晋书·刘元海载记》云：“颖

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明陶宗仪《辍耕录·

奴材》：“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到了清代，《儒

林外史》27回也有白话描述：“被他妈一顿臭骂到：

‘倒运的奴才，没福气的奴才。’”但同一时代，“奴才”

有时又是身份象征，清官场，面向皇上自称“奴才”是

官员的一种特权。鲁迅特别注意这个情况，在《隔

膜》一文中说：“满州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

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其地位还下

于‘奴才’数等。”所以一方面，“奴才”可以是一种资

格一种身份，因此在奴才心理中，也有一种光荣。正

因为如此，“奴才”的这种资格和光荣也特别令革命

志士反感。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李去病引

用了一首题为《奴才好》的乐府：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

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

胡乱闹。满州入关两百年，我的奴才坐惯了……满

奴做了做洋奴，奴性相传入脑髄……奴才好，奴才

乐，奴才到处且为家，何必保种与保国。

按照鲁迅在《漫与》中的说法，奴才区别于奴隶

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赞叹，抚摸，陶醉。”阿Q短短一生，基本上就是从

“暂时做稳了奴隶”，到终于“做不稳奴隶”的过程。

假定奴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就像穷人、弱者、底层

一样，那么阿Q的奴隶生态其实是比较典型的：“阿Q
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

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

撑船。”严格按照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的分类，阿Q的地位低于农村的半自耕农、贫农等

“半无产阶级”，属于“农村无产阶级”，详细定义“是

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

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

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

其他工人。此种人在农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

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地位。”

对于这种“无产阶级”生活，阿Q自己并没有直

接评论，赞扬的是村民，“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

Q真能做！’这时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

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

Q很喜欢。”虽然喜欢别人偶尔夸他“真能做”，肯定

他劳动的价值，但阿Q在心里对自己目前的“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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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满的，其表现就是喝醉酒时会将自己的与有钱

的姓氏赵家拉上关系，结果被斥“你怎么会姓

赵！——你那里配姓赵！”还有就是一旦与人吵架，

就宣布“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言下之意也

意识到现在是比较不幸的。

但真正要“从奴隶生活寻出‘美’来，赞叹，抚

摩，陶醉”，却还是要靠著名的精神胜利法。广义

的精神胜利法，比方眼前半杯水，不说只有半杯

水，而说还有半杯水，这是常人都可能具有的从不

同角度看问题的心理调节机制。阿Q实践的是狭

义的精神胜利法，必须建构在“屈辱”和“虚构”两

个要素之上：

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

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

走了，阿 Q 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

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

得胜的走了。

在这个经典场面中，令阿Q难过的不仅是皮肉

伤痛，更重要是精神屈辱。竹内好认为，“屈辱感”对

鲁迅的创作来说十分重要，“竹内好就是要在民族的

‘屈辱感’当中来寻求鲁迅文学的本源意义上的动

力。这就是把鲁迅文学称做‘赎罪文学’的竹内好的

鲁迅论的出发点。”从少年时代和自己身体一样高

的当铺药店柜台，到绍兴故里亲戚们怀疑他偷卖首

饰的流言；从目睹华人麻木旁观华人被斩的幻灯

片，到仙台日本同学怀疑鲁迅的成绩受到藤野先生

特别关照，鲁迅对“屈辱感”及其忍受压抑宣泄疏解

方式一向特别敏感。吉田富夫有论文详细考证仙台

幻灯片和分数事件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影响：“他并不

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昂首挺

胸的愿望离开仙台的。……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

开仙台的。……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

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

怜悯同胞的他自己。”阿Q的屈辱当然是基于他的

“无产阶级”弱势地位，其特点(或特长)是想象力强，

记忆力差，幻想与现实不分。他不仅能够刚刚解脱

屈辱痛苦，马上就感到幸福光荣，而且有时幸福光荣

感就是摆脱屈辱的方法。而鲁迅自己，却刻骨铭心

记着他个人所经历过的屈辱，因此既理解又批判阿

Q式的选择性遗忘能力。

“屈辱感”的动力，还需要虚构能力才会使受害

人感到“心满意足”。阿Q最后被审问时也因为将自

己想参加革命的梦境与事实混淆以致被人误判为抢

劫犯。我们注意到打败阿Q的闲人也是“心满意足”

得胜走了。重复用词暗示闲人也是另一层次的阿

Q，所以这种形式的“心满意足”可以一层层循环下去

(或上去)，超越阶级局限，演成所谓“国民性”的问

题。晚清《官场现形记》等四大名著认为中国的问题

关键在官僚制度，所以都重点写官员，写官怎么欺负

民。40年代以后左翼文学假定中国的问题要靠人

民，所以都重点写民众，写民怎么被官欺。只有五四

时期文学写官民相通之处，即怎么“立人”，或怎样不

象“人”，即研究中国问题的关键“国民性”。这个课

题比较复杂，暂且略过。

除了屈辱和虚构以外，阿Q的“优胜纪略”还包

括第三个要素，即自虐：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

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

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

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

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这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抚摸、陶

醉”的较高境界。以肉体自虐纾解精神屈辱，还必须

包含“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人”的超级幻想能力。细

查阿Q与闲人们打架的起因，是因为他不许别人嘲

笑他的缺点“癞疮疤”。攻击他人生理缺陷确实政治

不正确，阿Q早就有这个文明觉悟。但进而忌讳一

切与“癞”有关的词汇，将赖、光、亮、灯、烛等等都列

入禁忌和敏感词，就比较难贯彻执行了。有缺点不

许别人议论，这本是权贵者的特权。不知是阿Q受

了统治阶级的污染(这是李希凡的观点，之后还会详

论)，还是威权人物其实内在也有阿Q心理？

在鲁迅常用的“看与被看”及“个人与群众”的小

说结构模式中，阿Q因为向吴妈求爱及最后被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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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一度也成为被“看”的中心人物，但很多别的

时候，阿Q同时也是看客群众。在其他一些作品如

《药》《示众》之中，当年的吃瓜群众的看客心理正是

“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抚摩、陶醉”的主要

方式。旁观别人受难，可以在排斥少数个别的时候

获得还是自己属于多数的虚拟安全感。这是从单纯

的“奴隶”向“奴才”方向发展的第一步。

除了能否在奴隶生活中找到“心满意足”的“乐

趣”，奴隶和奴才的第二个区别是前者“明知道是奴

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

实行挣脱”，后者则基本上生在奴中不知奴。为了

专门给“奴才”下定义，鲁迅还写了一篇散文《聪明人

和傻子和奴才》。里面的奴才倒不像阿Q般容易“心

满意足”，他也诉苦，也有聪明人同情他安慰他：“我

想你总会好起来……”但真的有“傻子”来帮他开窗

砸墙，奴才马上害怕“主人要骂的”。然后有一群奴

才出来把帮忙的“傻子”赶走，最后还得到了主人的

夸奬。对比这个奴才的榜样，阿 Q却要不安分的

多。在经济上，进城当小偷助理，以致一度贩卖旧时

装在未庄短暂“中兴”；在政治上，下决心参加革命，

不管动机如何，阿Q应该是不会阻止别的阿Q帮他

开窗砸墙。最多在旁边看：反正也不是我砸的。总

而言之，鲁迅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

然革命，就会做的。……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

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仅就小说中参加革命

造反的行状事迹看，阿Q更近于“不平着、挣扎着”的

奴隶，而不是《野草》中的奴才。

奴隶和奴才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区别。在很多五

四作家笔下，奴隶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因此是文学

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当中的主要人物，甚至也希

望能是假想的被启蒙的读者。可是在鲁迅笔下的弱

者典型阿Q，却不是单纯被人欺负。小说第二章《优

胜纪略》与第三章《续优胜纪略》，看上去像是同一话

题(精神胜利法)的连载继续，因为是报纸连载，“每七

天必须做一篇”，也许今天篇幅够了，下一期继续。

但实际上仔细读小说，敏感的研究者会发现两个章

节有重大区别：第二章阿Q只和未庄的闲人们打

架，对方是强者，他在弱势；第三章阿Q主要是和他

看不上眼的王胡比捉虱子和打架。鲁迅特别分析战

斗形势，“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

回却非常武勇了”。但还是打输了，所以“要算是生

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是被同样弱势群体中的王

胡打，而不是被赵家人或闲人们欺负，阿Q一时乱了

内心的阶级秩序，不大习惯，有一个瞬间“无可适从

的站着”。之后又碰到他痛恨的装假辫子的“假洋

鬼子”，对方手上有棍，阿Q也是吃亏。再之后就出

现了小说中的一个关键情节：“对面走来了静修庵的

小尼姑……在屈辱之后……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

伸出手去磨着伊新剃的头皮……”结果被小尼姑骂

“这断子绝孙的阿Q！”

阿Q摸小尼姑新剃的头皮，是个具有标志性意

义的动作。同样的行为鲁迅在其他文章里一再批

评。“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

更弱者。”有人告诉鲁迅，说“在大道上发见了两样

东西，凶兽与羊”。鲁迅说：“我以为……大道上的东

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

羊样的凶兽。”“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

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

的国民。”关于这种羊兽一体的现象，鲁迅不仅描写

农村的无产阶级阿Q，也形容城里的革命力量大学

生：“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

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

一对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

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

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觔斗么？

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

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

分！”(鲁迅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当然并不知道以后

还真有“成了大群”的红卫兵学生组织)当然小说中

雇农阿Q基本上还是羊，但偶然显出凶相欺凌更弱

者，却付出了极大代价。

毕飞宇认为“断子绝孙的阿Q”这句话出自小尼

姑之口，太恶毒了。如果他写这个情节，说“阿弥陀

佛”或者骂“臭流氓”就行了。但为什么要讲出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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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一句诅咒呢？毕飞宇认为小说可以从结尾倒

过来读：“抛开小说的复杂性，就发展的脉络而言，

阿Q是当作抢劫犯而被处死的，其实是个替罪羊。

为什么阿Q会成为替罪羊呢？因为阿Q有前科，他

走过他乡，做过几天的盗贼——为什么阿Q要走他

乡做盗贼呢？因为他在未庄遇到了生计问题，活不

下去——他为什么就活不下去了呢？因为他找不到

工作。为什么他就找不到工作呢？因为没有人敢

聘用他。为什么没有人敢聘用它呢？因为他的生

活作风出了大问题。为什么他的生活作风出了大

问题呢？因为他骚扰过吴妈，他想和吴妈‘困觉’。

他为什么要和吴妈‘困觉’呢？因为她想有个孩

子。他为什么想要有个孩子呢？小尼姑说了，‘断子

绝孙的阿Q！’”

其实想和吴妈“困觉”是否直接为了繁殖也不一

定，小说里首先渲染的朦胧的性觉醒——回到土谷

祠后，阿Q“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古怪：

仿佛比平常滑腻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脸上有一点

滑腻的东西粘在他指上，还是他的指头在小尼姑脸

上磨得滑腻了？……”我们记得，年轻资本家佟振

保也是和浴后的王娇蕊握了握手，溅了点肥皂泡沫

在他的手背，“那一块皮肤上变有一种紧缩的感觉，

像有张嘴轻轻吸着它似的。”两位现代文学大家，都

特别注意男性手指皮肤的感觉。但无论如何手指什

么感觉，作家安排小尼姑的这句话，的确引发主人公

后来一连串的悲剧，可以令读者意识到，被赵家人欺

负的只是奴隶的屈辱，摸小尼姑的头皮却是奴才的

行为。

奴隶和奴才还有第四个，恐怕也是更重要的区

别。奴隶只是“不平”、“挣扎”，奴才一旦造反却

马上想做主子，想自己也有奴才。讨论这个问题

最典型的文本就是阿Q在土谷祠的梦，既展示了主

人公的革命理想，也预言了后来几十年中国的一些

基本状况：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

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

(这什么都混在一起——引者注)，走过土谷祠，叫道，

‘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

‘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

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

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

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

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

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

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

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

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

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Q没有想得十分停当，已经发出了鼾声，四

两烛还只点去了小半寸，红艳艳的光照着他张开

的嘴。

“红艳艳的光照着他张开的嘴”，土谷祠之梦的

最后一句，耐人寻味。这段梦境描写，在《阿Q正传》

中，在鲁迅的全部创作中，甚至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

中，都十分重要。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革命者不是应该和同阶级的小D连手，首

先打击赵家人，设法团结闲人王胡等，或者暂时统战

利用假洋鬼子等知识分子吗？为什么复仇名单上

第一个该死的竟是小 D？小 D与阶级敌人赵太爷

并列，甚至排名在前，也在秀才、假洋鬼子前面？最

简单的理由，就是小D跟阿Q不久前有直接肢体冲

突，是在眼前晃的讨厌的人？或者明明比我弱，还

不肯服从 (潜台词是弱势就该服从)？稍微讲深一

点，翻天覆地中，镇压同类是当务之急(潜意识里也

是排斥同一阵营的竞争对象，条件越相似越要先提

防或铲除)。讲的更复杂一点，打倒赵家人还可以

说是底层的复仇，惩罚小D却只能说明男主人公想

迅速获得随意处置他人的暴力，想迅速获得做主子

的权力。

第二，“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东西财物也是要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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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宁式床。更重要的是，“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

搬得不快打嘴巴。……”小D最忙，不仅在该死名单

之首，又要帮新主人搬床。阿Q不仅可以惩罚其他

奴隶，而且可以任意使唤他们，为自己服务。恐怕不

需要黑格尔主奴辨证法那样复杂的哲学分析，阿Q
的情况，就是在幻想成为他人的主子时，他自己也就

由奴隶转化为鲁迅定义的奴才。

第三，主人公的性幻想，涉及村庄里很多女人，

从人家的妹子、女儿、老婆，到他的“心上人”吴妈，其

“性趣”和审美标准基本延续乡俗传统。说明革命有

时并不改变财物(包括女人)的价值与价值观，而只是

改变财物的所有权。

汪晖在论文《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中认为：

“阿 Q 是一个永远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来思想的

人……所以必须从他的潜意识或本能之中去开掘，

只有在他无法控制的领域，我们才能找到阿Q革命

的契机。”在土谷祠的革命梦里，如果说财物欲望、

意淫女人甚至讨厌眼前的小D都还是主人公可以意

识可以解释的欲望，那么镇压同类，排斥竞争，以及

想随意处置他人，想迅速获得做主子的权力等等，可

能真的只有在潜意识层面才能解读。阿Q既是高度

写实的雇农，又是民族魂灵象征，所以他个人的潜意

识，后来也会成为中国革命(尤其是农民革命)的集体

无意识。鲁迅其实很清楚他在阿Q的土谷祠之梦中

写了什么：“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

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

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

迅此文写于 1926年底，“二三十年之后”，就是 1957
年前后。下一章我们会讨论50年代的理论家们怎么

艰难解读《阿Q正传》。

与土谷祠的梦这样精准具体的革命想象相呼

应，在散文《小杂感》里，鲁迅对阿Q所处的或革命

背景有如下概括和感慨：“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

的。不革命的或当做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

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

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

命，革革……”

鲁迅晚年只有极偶然的机会才将奴隶和奴才这

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比如在杂文《偶成》里，讲到“奴

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

刑。……奴才们……不能‘推己及人’。”例子是小

说《铁流》中农民杀了一个贵人的小女儿，不明白她

母亲为什么哭得凄惨，“哭什么呢，我们死掉多少小

孩子，一点也没哭过。……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

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就是说，一旦造

反，使用暴力是奴隶和奴才的共通点。但在更多的

时候，鲁迅更倾向于强调奴隶与奴才两个概念的差

异。谈及奴才，常用鄙视语气，“揩油，是说明着奴

才的品行全部的。”讲到奴隶，有时甚至有点赞扬：

“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

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

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已经失了悲愤的奴

才。”除了“自安”、“劳作较少，并且已经失了悲愤”

之外，鲁迅认为奴才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帮凶，帮

助主子去镇压其他奴隶。“一部《水浒》，说得很分

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

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终于是奴才。”

简而言之，鲁迅论述从奴隶生态向奴才心态的

转化，一般要有四个条件，一是在奴隶生活中找到乐

趣与陶醉；二是不会挣扎反抗，甚至身在奴中不知

奴；三是被人侮辱但也要损害他人；四是自己也想拥

有奴才并且帮助主子打击别的奴隶或奴才。而阿

Q，如上所述，大致符合其中1、3、4项条件。

但《阿Q正传》整部小说，不仅在写奴隶生态与

奴才心态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而且还借一个“长衫

人物”(民初的官员或文人)之口，直接提出了另一个

相关的概念“奴隶性”：

这是在阿Q最后被抓提审时，他看到一个“满头

剃得精光的老头子”，旁边还有一些“长衫人物”，这

些人：

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

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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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

阿Q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

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视似的说，但也没有叫

他起来。

小说中直接多了一个理论概念，问题就更复杂

了。这“奴隶性”，究竟是隐形作者对阿Q的直接批

判，还是“长衫人物”们(可以被理解为知识分子或辛

亥革命中的改良派)对阿Q的间接迫害？所谓“奴隶

性”，是奴隶生活的必然延伸，因此就是奴隶的品

行？还是对鲁迅一再分析的“奴才心理”的另一种批

判？而在“奴隶”、“奴才”和“奴隶性”这三个概念之

间，究竟又是怎样一种逻辑关系？

三

《阿Q正传》到底是写“奴隶”革命还是“奴才”造

反，曾经引起50年代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不过当时

术语有所不同，饥寒交迫的“奴隶”说的是农民身份

的阿Q，欺软怕硬自欺欺人的奴才心态则被称为“阿

Q精神”，或者“阿Q主义”。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如何解说农民阿Q身上

的“阿Q精神”，或者“阿Q主义”(即诸多“奴才”特

征)，成为一个难题。而且阿Q也不只是农民，他是雇

农，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严格说来，是农村

的“无产阶级”，是主流话语中的先进阶级，是新中国

的领导力量。这么一个“无产阶级”，整天用虚幻想

象排解屈辱，还要在现实中欺负弱势群体的小尼姑，

还要在幻想中惩罚奴役同一阶级的小D并享用统治

阶级的财产与女人……

50年代的学者们至少尝试了两个方法来解释以

上困惑。一是赋予阿Q土谷祠之梦以阶级斗争的正

能量，强调奴隶必须革命；二是将阿Q的缺点跟优点

区别开来，将奴隶身份与奴才心理切割。

前者的典型就是50年代鲁迅研究权威学者陈涌

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陈涌认为鲁迅的《呐

喊》《彷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革命，反映了中国

革命的性质和动力”，“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

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

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

心”，陈涌强调阿Q土谷洞里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

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

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

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

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

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是表现了“本质上

是农民革命的思想”。

陈涌同时还认为《阿Q正传》“从被压迫的农民

的观点”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作的

批判，“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里的资

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

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陈涌的观点直接影

响到 70 年代石一歌的《鲁迅传》——这是 1966 至

1976年间唯一一本现代文学研究著作：

《阿Q正传》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

性和妥协性的批判，揭示出了一个历史的结论：资产

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了。

如果小说中责骂他“奴隶性”的“长衫人物”，是

“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他们批判阿Q的奴才精

神，是出于阶级立场的局限，那么，见到“长衫人物”

便忍不住跪下来的阿Q，应该就是无产阶级受了资

产阶级的迫害。

第二种将阿Q的奴隶身份与奴才心理切割的方

法，以何其芳、冯雪峰为代表。钱谷融在他的著名论

文《论“文学是人学”》中，摘引了几段相关评论：

关于阿Q的典型性问题，已经争论了好几十年

了，但是直到现在(1957年——引者)，大家的意见仍

很分歧。何其芳同志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个问题的

症结所在：“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

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许多

理 论 家 都 想 来 解 释 这 个 矛 盾 ，结 果 却 都 失 败

了。……为什么农民身上就不会有或者不能有消极

的可耻的现象呢？是谁做过这样的规定的？……解

放初期，不是就有许多人认为：说阿Q是一个农民，

是一种农民的典型，是对我们勤劳英勇的农民的侮

辱吗？……针对这种指责，理论家赶快声明说：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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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并不是一般农民的典型(幸
喜没有人肯自居于落后农民之列，不然，恐怕也会要

有人出来抗议的)。同时，又特别强调阿Q的革命性，

以期使他虽然有着那么多的缺点，终于还能配得上

他光荣的农民身份。……

但把阿Q说成是落后农民的典型，问题依旧并

没有解决。落后农民毕竟还是个农民，而且，他的落

后决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有了阿Q精神，才使他成

为一个落后农民的。那么，他身上的阿Q精神，究竟

是怎样产生的呢？冯雪峰同志是把阿Q和阿Q主义

分开来看的。认为阿Q主义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

东西，不过由《阿Q正传》的作者把它“寄植”在阿Q
的身上罢了。

冯雪峰是和鲁迅关系最接近的左翼理论家，鲁

迅晚年有些文章就是冯雪峰起草的。将阿Q与阿Q
主义区分开来，看上去，好像依据鲁迅所强调的奴

隶与奴才的区别。但如引申开去，说农民阿 Q只

是“奴隶”，“奴才精神”则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则

又将两者关系简单化了。事实上，本文从第一章

起就在努力梳理两者的关系，奴才心态是因为不

自觉不承认自己的奴隶生态才发展出来的，但又

有了质的差异。冯雪峰将两者切割后也还要解释

互相的关系，于是就说奴才精神属于统治阶级，但

寄植在奴隶身上。寄植？像王胡、阿 Q身上的虱

子？借用张爱玲的名句：奴隶健美的身体上，寄植着

奴才般的虱子？

李希凡更发展了冯雪峰的说法，不过他不用“寄

植”的字眼，而说是受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毒害

的结果”。他说：“鲁迅通过雇农阿Q的精神状态，不

仅是为了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阿Q主义，更深的意

义在于控诉封建统治阶级在阿Q身上所造成的这种

精神病态的罪恶”。又说：“鲁迅通过落后农民的阿

Q来体现阿Q精神，这正表明了鲁迅对于这种腐朽的

精神状态所给予人民危害性的发掘和强调……”所

以《阿Q正传》写的就是统治阶级如何将“奴隶”残害

成“奴才”的过程。但何其芳“看出了这种说法无论

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是不大说得通的。因而又提出

了另外的看法。他认为阿Q精神‘并非一个阶级的

特有的现象’，而是‘在许多不同阶级不同时代的人

物身上都可以见到的’，‘似人类的普通弱点之一种’

(这最后一句是三十多年前茅盾同志的话，但为何其

芳同志所同意的)。”但何其芳这种阿Q精神属于不

同阶级的说法，立即遭到了李希凡的反驳，李希凡指

责这种看法是一种超阶级的人性论的观点。1956年
底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讨论会上，有更多

的人给了何其芳以同样的指责。

怎么解释小说《阿Q正传》中直接出现的理论概

念“奴隶性”呢？

第一种看法，如上所述，在 50年代，冯雪峰认为

“奴隶性”(阿Q精神)是一种病，这个病本来是属于

“赵家人”，可是传染给了穷人阿Q。李希凡的说法

更进一步，鲁迅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为了揭露有

钱人为什么以及怎样把他们身上的病传染给我们无

产阶级农民阿Q。

第二种看法，石一歌认为“奴隶性”本来不属于

奴隶，甚至也不是传染病。“长衫人物”们责骂阿Q
“奴隶性”，这是一种污蔑，在小说语境里这是资产阶

级改良派对农民运动(不只是湖南的农民运动)的恶

意攻击，目的是不许阿Q革命；推理下去，如果在后

来的评论语境里，用“奴隶性”(奴才心理)形容解释长

期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国民劣根性或社会文化心理秩

序，应该也需要提高警惕……

第三种看法，“奴隶性”，确实和奴隶生态有关。

尤其是在社会等级固化、上升阶梯不通、宣泄阀门也

堵塞的情况下，底层弱势人群无可奈何，只能靠“精

神胜利法”疏解屈辱感，“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

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也可以解读为是一种集体无

意识，一种被迫扭曲的文化心理生存机制。

第四种看法，小说中让“长衫人物”斥责阿Q“奴

隶性”，是一箭双雕：既在写实层面刻画大革命中文

人官员虚伪无力，又在寓言层面渗透隐形作者的批

判态度。“奴隶性”是“奴隶”生态和“奴才”心态的结

合，但并不只属于底层人群，而是跨阶级甚至跨过度

的一种社会文化心理。其关键就是鲁迅在《俄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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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强调的人分十

等，手和脚感觉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

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

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其要害不在某个阶级，而是

整体结构：“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

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

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

《阿Q正传》的评论史，某种意义上也是 20世纪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缩影。文学形象阿Q身上的

“奴隶性”，最具体地体现了鲁迅关于“奴隶”和“奴

才”这两个概念的长期思考。小说人物阿Q不是完

全不知挣扎反抗的奴隶，所以他并非典型的奴才。

但他大致符合鲁迅定义“奴才”的另外三项条件：一，

善于在奴隶生活中寻找乐趣(精神胜利法、假想“先

前很阔”，还可能姓赵等等)；二，不仅被赵太爷、假洋

鬼子或未庄闲人等欺负，有机会也欺负小D和小尼

姑；三，其革命理想就是抢夺主子的财产、权力和女

人，自己也想拥有可以随便驱使打骂的奴才。土谷

祠之梦是对“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长预言(长久

有效的预言)。在后来几十年有关《阿Q正传》的评论

中，“阿Q人口”一度越来越少：开始指涉全体国民，

后来是讲农民，再到落后农民，再到被统治阶级寄植

病毒的农民……但与此同时，阿Q精神，或者说奴才

心理传统，有没有也随着“阿Q人口”同样比例而减

少呢？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

喜欢。

2019年5月4日

注释：

①鲁迅：《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全集》第 5卷，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 438页。以下所引的鲁迅文字，均

出自2005年版《鲁迅全集》，出处不再一一详注。

②鲁迅：《灯下漫笔》，《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25页。

③同上，第 224页。五四百年，本人微博上也有纪念文

章，但也一个嘲讽的帖子：“@人可 hzq：真为你们这些人感到

惋惜！你们生不逢时啊！你们应该生在那个混乱、动荡、空气

里弥漫着硝烟的年代，这样你们就能展现自己的才华了。(请
对号入座)”撇开政治观点不讲，怕乱，也是人们接受威权的原

因之一。

④鲁迅：《灯下漫笔》，《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27页。

⑤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231页。

⑥鲁迅：《灯下漫笔》，《坟》，《鲁迅全集》第 1卷，第 227—
228页。

⑦同上，第228页。

⑧鲁迅：《论照相之类》，《坟》，《鲁迅全集》第 1卷，第

193—194页。

⑨参见黄现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

代奴及其社会形态》，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⑩黄伟城：《试论奴隶社会并非阶级社会首先必经的历史

阶段兼论商朝不是奴隶社会》，《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

2、3期。

Lauffer, S.“Die Bergwerkssklaven von Laureion”Abhan-
dlungen no. 12(1956), p.916.

Resisting Slavery in Ancient Rome. BBC News. 2009. 11.
05(2010.08.29).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3年，第81页。

鲁迅：《灯下漫笔》，《坟》，《鲁迅全集》第 1卷，第 222—
223页。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第1
卷第1号。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第64页。

鲁迅：《漫与》，《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2005
年，第604页。

田汉作词的国歌歌词，1978年3月5日起曾被集体填词

的新版本取代，第一句是“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副歌则

是“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由于作家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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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因田汉受批判，正式场合国歌只能演奏曲谱，

不能唱歌词。

《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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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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