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鲁迅
“
永远进击

”
的彻焦革命精神

成都无缝钢管厂工人理论组 王 大 明

伟大的革命家鲁迅说过: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

人们的多少。”
鲁迅在

“风雨如磐
”

的年代里与一切顽固复辟倒退的反动派坚决斗争了

一生。 “永远进击”这句闪烁着马列主义思想光辉的格言,就是他彻底革命精神真实而

生动的概括。今天,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学 习和发扬鲁迅 “永远进击”
的彻底革命精

神,对于我们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对于我们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

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什么是政治?政 治是 “阶级对阶级的斗

争”。政治远见,就是能看到阶级斗争的规律。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是很有代表性的反映鲁迅的政治远见的作品。在北伐

军玫克了上海、南京,广州市 “庆祝,讴歌,陶 醉着
”

的
“盛大的庆典 的 这 一 天”

,

鲁迅尖锐地指出: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的工作也正在默默的进行
”。果真,两天以

后 ,蒋介石的
“四 ·一二”

大屠杀就在上海开始了,广州也马上淹没在白色恐怖的血泊之

中。“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 ,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这一预言,迅速的变成了现实。鲁迅曾多次说明: “我所指摘,现在都巳由事实来证明

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 “略早几天”,这就是他的政治远见。鲁迅为

什么能有这样的政治远见呢?原因就在于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积累了长期的斗争经

验9到了 “五四”以后,特别是大革命时代到广州以后,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科学

真理。他用阶级分析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和分析看起来迷离混沌的社 会,所 以 看 得

远,看得真,深刻地理解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一九三三年初,上海 《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发起 《新年的梦想》征文。一百四十

多人中,在回答 “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时,除了那些反动分子的梦想外,也有一些小资

产阶级知识份子,说出了一些梦想实现 “无阶级”
的好社会的空话。对此,鲁迅以鲜明

的阶级斗争观点,在 《听说梦》一文中,对幻想 “好社会
”

而否认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

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鲁迅说:那些做好社会梦的, “虽然梦
‘
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

‘
无阶级社会

9者
有人9梦 ‘

大同世界
’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

·犭7·



阶级斗争 ,白 色恐怖 ,轰炸 ,虐 杀 ,鼻子里灌辣椒水 9电刑⋯⋯倘不梦见这些 ,好社会是不会

来的9无论怎样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 9说 了出来 ,也无非叫人都进这空头的

梦境里面去
”。这一番话 ,把那种逃避阶级斗争9幻 想入“

桃花源
”
,梦想进 “乌托邦”,凭

空鼓吹 “仙山琼阁〃的一些 “空头的梦”
的贩卖者的面目,真是刻画得淋漓尽致。鲁迅

作为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鲁迅作为革命的现实主义

者9也清楚地知道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

我们知道,否认阶级斗争,宣扬 “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过去有,现在仍然有。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历来不提这个纲的。他不是叫

嚷 “阶级斗争不能天天讲,哪里有那么多阶级斗争”吗?他不是至今 “还是
‘
白猫、黑

猫’Ⅱ阿,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吗?这使我们想起鲁迅早在一九三○年说过

的工段话, “要抹煞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
‘
什么马克思牛克斯’以

及什么先生的
‘
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

9的
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

”
。

邓小平和昊稚晖之流的口吻,何其相似乃尔!鲁迅对鼓吹 “阶级斗争熄灭论”者的彻底

揭露,在今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丝毫没有减退它的战斗锋芒。

鲁迅从斗争实践中9总结了中国革命遭挫折的血的教训 ,认识到
“
革命无止境

”
这一真

理。所以,他认为巩固革命政权的斗争比夺取革命政权的斗争更艰难 ,更重要。他主张真正

的革命者不但要在
“
未经革命的地方

”
向明火执仗的阶级敌人实行

“
坚苦的进击

”
,也要在

“
已经革命的地方

”
向一切明的、暗的、化为美女的、露出毒牙的阶级敌人实行

“
永远进击

”
。

鲁迅一生经历过漱烈的阶级斗争。他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

称帝,张黝复辟”,经历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居杀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围剿,经历过阶级

阵线的几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革命的几次高潮和低潮。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

的实践中,他逐步看清了混在革命营垒内部的 “蛀虫”-——形形色色丿的投机者、假马克

思主义者、托派、叛徒、 “四条汉子”之流,看清了他们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

劳的丑恶嘴脸。他说: “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所以,鲁迅特别憎恶和鄙视那些化了装从背后向革命者杀一刀的
“
同一营垒中入”。他的一

生,是“
横站

”
着同时反击前后两面杀来的敌人的一生。他痛斥那些卑鄙无耻的托陈取消

派、修正主义分子是 “内里的蛀虫”,是 “杀横枪的暗探”
,是

“
狮子身上的害虫

”·⋯ 9。 。

鲁迅用犀利的笔,揭露了形形色色伪装成 “战友
”

的种种鬼蜮伎俩,使他们在 “麒麟皮

下露出马脚”,显出了原形。

鲁迅在 “
横站”着的战斗实践中,曾 揭示了一个很令人深思的现象g在革命营垒内

部,除了投机者,除了 “打进来”
的内奸,除了把同志拿去做见面礼的叛徒以外,还有

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能与革命同一步伐,甚至还可能是 “拉车向前的好身手
”

,

但革命发展到另一阶段,这些人就变了, “拉车屁股向后”,堕落成为开倒车的角色。

鲁迅指出,象这种现象, “我在三十多年中,目 睹了不知多少”
。他看到,有些 “戊戍

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角,及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便变成了有名的 “保 皇 党 ” 和
“复辟的祖师”。有些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闯将,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风雷激荡中走向了反动。象康肓为、严复、章太炎、吴虞、钱玄同、刘半农、陈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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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都属于这种人。对于这类革命的
“同路人”,鲁迅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做了深刻的

分析和批判。他说: “所谓
‘
同路人’

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

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9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
”

他特别指出,革命越深入发展,出现 “同路人”
的情况就越频繁,越明显。革命队伍里

的 “同路人”
从来不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是真正一心

一
意为革命,而是为了个

人一己的私利,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他们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
终极目的是极为

歧异的
”

。这类人里面,有的 “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

人主义的论客”,或者 “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们 邸欢迎革命”是因为觉

得革命对他们有利。然而,待到革命的 “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 的生活将要有害
”,就

会 “憎恶革命”
,反对革命,“变成反动”

了。总之,在革命队伍里, “因为终极目的的

不同”,在行进时,一定 “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这是阶

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是革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鲁迅在当时对这些
“
同路人

”
是有警惕

罢|深奚霎圣簇P差袅晷重廴缶Ξ嚣璧架鲨r蓄T笤蜇石石寻
”
采鼋霞于霆驾券孰雯琵雯

革命的反对者了吗?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的“
同略人”b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党的最高纲领,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

产阶级民主派ρ社会主X革命触犯了他代表的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关他 过不 去

了,就极力 “拉车屁股向后”,大搞复辟倒退,终于成为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
“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能够有听于无声、睹于未形的政治远见,就因为他在长

期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在伺革命阵营内外阶级敌人的激烈战斗中,自 觉掌握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自 觉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有这样出色的政治远见,因而能

够始终明确
“永远进击”的方向和斗争目标,能够坚持 “永远进击”∶的继续革命精神。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回顾鲁迅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掌握阶级斗争、的
规律和特点的无比重要。我们一定要象鲁迅那样,自觉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
觉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

前途,认清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明确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更好地投入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二 )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斗争精神。鲁迅深刻地认识到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

长期性,因而他提出: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

实力。”这就是说,要有斗争的坚持性。他把这种斗争精神概括为一个
“
韧

”
字。 “韧〃

性战斗精神是鲁迅对阶级敌人 “永远进击”取得胜利的保证。它是针对阶级斗争的复杂

性和长期性而提出的,它与政治远见是有机的联系着的。

经过与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长期的决斗和较量,鲁迅对旧社会、旧制度的反动本质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指出: “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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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要协的好办法 ,∷ 但它自己是决不要协的。”

反动势力从来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旧 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的铁扫帚,决不会自行

消除。反动势力
“对于改革者的毒害,自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

了。”
但是,中 国一些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都不明白这一点。每当革命小有成绩,

他们便以为从此太平,可 以高枕无忧了,而结果总是吃复辟势力的亏,中 国也总是不能

真正改革。鲁迅从革命斗争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了 “改革一两,反动十斤”的规律。

事实正是这样,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或一次大的改革过后,总会出现肯定或否定这一场

革命的斗争,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复辟派要复辟,翻案派要翻案,复古派要 “回复故道
”
。

鲁迅用生动的艺术形象画了翻案复辟派的几种典型。有将辫子盘起又放下, 以 “还 乡

团
”的凶狠手段对付劳动人民的赵七爷;有挂着革命党招牌,用大人物架势压制人,不

准革命的假洋鬼子;也有象赵贵翁、古久先生、狂人的大哥、丁举人、鲁四老爷、夏三

爷、四铭、四爷、高尔础等这样一群具有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

挈严
:∶∶霆蛋 :帚:;;∶ ∶∶∶∶i:∶∶∶∶{∶∶《∶;∶∶∶∶;;i∶帚官:薰

帚

;灭氐:∶∶∶;丨鑫曩F;;1;z圣
!:∶∶:i∶ ;∶虿:苷-∶

产
心

丨:丨季纭菖冤筲

革命人民作长期较量。由于妄想复辟的反动势力有牢固的社会基础,所以,复辟与反复

辟、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因此 ,鲁迅严肃地主张 :“要治这麻

木状态的国度 ,只有一法,就 是韧 ,也就是锲而不舍”严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 ,

金石可镂
”。这是法家杰出战土荀况的名言。它是攻克顽固堡垒的信条,它是 “人定胜

天
”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体现。鲁迅拿来描绘 “韧

”
性战斗精神,是十分形象的。

提倡 “韧
”

性战斗精神,即实现革命的坚定性和坚持性,必须与孔丘所推销的什么

“仁”七 “慈
”实行彻底地决裂,一定要 “痛打落水狗”。鲁迅指出,不管反动派玩弄什

么花招,他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狗虽落水,显得可怜,但狗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富人,总是它的主人;穷人,总是它的敌人。狗⊥旦.从水里跳起来,则不仅 仍 然 要 咬

人,而且最低限度要溅你一身污泥。因此,对于各种类型的狗,都在痛打之列,决不能

手软。尤其是那些貌似 “不偏不倚”, “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

自以为得了 “中庸之道”的叭儿狗,尤其应该打落水中,从而又痛打之。鲁迅对那些 “资

产阶级走狗” “第三种人”作了深刻地揭露,给他们画了一副 “脸上一块青、一块白、

终于显出白鼻子来”
的脸谱。鲁迅还尖锐地指出: “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

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 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

自己的阴险和卑劣
”。鲁迅主张对这种损着别人的牙眼的人,一个也不宽恕,而是针锋

相对,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现代评论派〃之流玫击鲁迅 “未免 偏 袒 一 方,太

不公允”。鲁迅响亮的回答: “战斗一定有倾向”,一定偏向 无 产 阶 级,因为 “希望

就正在这一面
”。同样,有人指责鲁迅 “太不留情面

”时,鲁迅也针锋相对的告诉他们

说: “为什么要留情面,留 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

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决不留情面的”。当那些复辟翻案派 发 誓 “
认

错
”,哭着 “悔过〃时,鲁迅也知道他们只是为了逃避革命人民的批判,“睹咒的实质还

是一样 ,总之是信不得。”至于那些
“
痛哭流涕

9’

的改悔者 ,贝刂要 “弄清他手巾帕上是浸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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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水或生姜汁
”。在小说 《风波》里,鲁迅成功地塑造了

一
个复辟派的典型—̄—赵七

爷。赵七爷的特点是始终保留着对旧制度效忠的长辫子。辛亥革命来了,革命 势 力 盛 大

的风头上,他把辫子 “盘”在头上遮藏起来,伪装老实。一旦 “皇帝坐龙庭”的翻案复

辟风刮起来时,他就马上把辫子放下来,穿上那件早已收拾起来的宝蓝色竹布长衫,张

牙舞爪地向剪掉辫子的革命群众七斤反攻倒算: “留发不留头
”, “没有辫子,该当何

罪!” 好一副恶狠狠的 “还乡团
”

嘴脸!在 《阿Q正传》里,鲁迅还刻画了伪装革命的

复辟派——假洋鬼子。这个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虽然剪掉了辫子,但是反革命本性并

未丝毫改变。他凭借着弄到的一块 “银桃子”
,到

“尼姑庵”里去 “革
”了-次 “命”

,

摇身一变就成了 “革命党
”。在 “银桃子”的掩护下,他一旦大权在手,就挥舞

“文明

棍
”,不准阿Q革命,最终还要把阿Q送上断头台。这种有保护色伪装的复辟派,钻入

革命党内部,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
“战斗正耒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

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

平不正是那种风头上认输,或者风头上伪装革命,风过就翻案,就反攻倒算的赵七爷、

假洋鬼子工流货色吗?我们一定要以鲁迅的 “韧”
性战斗精神,坚决持久地开展反对复

辟倒退的斗争。

鲁迅主张韧性战斗精神的另一方面,就是分析各种类型反动派的本质特点,以 及他

们各色各样的反革命手段和复辟活动的规律,研究他们 “回复故道”的手段,稳、准、

狠地打击敌人i丿 ,撕下他们的各式各样画皮。在鲁迅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篇幅是揭露那些

“保古家
”、 “

复旧派”否定新生事物,妄图扭转历史车轮, “回复故道”的反动面目

的。他们在新事物的 “嫩苗的地上驰马”,用一车又一车陈腐的垃圾把新生 事 物 活 埋

掉,妄图把历史的巨轮
“扭”向倒退, “回复故道”。鲁迅讥讽这些 “保古家

”对黑暗

的衰亡着的事物,那怕是充满脓血的 “无名肿毒”,也要美之曰 “红肿 之 处,艳 若 桃

花,溃烂之时,美若乳酪
”;对于新生事物 “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子也不肯

”。鲁迅怒

斥这些不但自己顽固守旧, “并且要率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
”,以 永 供帝

国主义鉴赏和奴役。他们是罪不容诛的新生事物的 “屠杀者
”, “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

心肝”!鲁迅也深刻的揭露那些 “保古家
”的真面目,戳穿了他 们 叫 嚷 “复古”的 阴

谋,指出: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
”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 ,

并非虞夏商周。”
原来如此!要 “复古

”的人都是 “曾经阔气
”过的, “

复古
”就是要

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仍然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就是 “复古
”的 “

真谛
”

!

不是总有些人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唠唠叨叨 “今不如古
”, “今 不 如 昔

”

吗?鲁迅说,这种人 “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他们白己决不想前进一步,反而埋怨新

生命日日滋长,他们 “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定好,更何况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 非 。”

“所以事实上
‘
今不如古

’
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 ‘

今不如古
’的诸位先生之故”。

这些人的哀叹, “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 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新陈代

谢是宇宙间的客观规律,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地球的转动是并不因为

这类的哀叹而停止或放慢的。鲁迅曾把这类人比作 “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

及,怎 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这=类人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 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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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今不如古”
、 〃今不如昔”

论者可以休矣 !

也有人对旧事物 “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
”,对于 “复古派”的反动性也看不

透。鲁迅告诉他们:古老东西和复旧思潮是 “软刀子, “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
们这才总觉得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 “它的可怕就在这里”。他们 “保存旧文化,是
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如此而已。所以,我们要坚决反

对复旧倒退,只要有害于无产阶级的 “生存
”和 “发展”,只要阻挡了革命的前途,那

么,不管它 “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 《三坟》 《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

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才是彻底革命的精神。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很值得回味一下鲁迅为古今一切复辟倒退派刻画

出的一副绝妙的肖像:鲁迅在题为 《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里,把否定新生事物的守

旧派比做猴子。他幽默地形容说: “
据说最初的时候,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

”, “因为

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只 脚 走 路 的

罢”
,∵但那些老猴子不允许,搬出许多清规戒律卡住两只脚走路的猴子说: “我们的祖

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 它们咬死了敢革新要变人的猴子。 “它们不但 不 肯 站 起

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
其结果, “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搞复

辟倒退的邓小平疯狂地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必欲置之

死地而后快。无数事实证明,他就是横了心不肯站起来的老猴子。

鲁迅就是这样以 “韧
”

性战斗精神反复辟,反倒退,进行顽强的摧毁 lB社会势力的

斗争。 “翻案不得人心”,历史决不倒退。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以后还要

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我们一定要学习鲁迅的 “韧
”

性战斗精神,将革命进行到

底。在 “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
”,鲁迅是一枝独立支持的大树,他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

韧地反抗着复旧倒退的反动势力,高举革命的大旗,呼啸着前进 !

(三 )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这是在他的政治远见指引下,实行 “韧
″

性战

斗所不可缺少的大公忘我精神,是他 “永远进击”的彻底革命精神的∵个重 要组 成 部

分。
“
横眉冷对干夫指”——是鲁迅在自己处于少数时,敢于坚持真理的反潮流精神。

鲁迅 “抗世违世情”,在 白色恐怖的高压下,敢于用自己的笔来对付敌人的手枪,是在
“淡红的血色中

” “奋然而前行”的 “
真的猛士”。在革命队伍内部,鲁迅也勇于坚持

正确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陈伯达支持下的 “四条汉子”
们作了针锋相对 的 斗 争 。

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个原则
”
。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

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仍然要继

续发扬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大无畏反潮流精神。 “俯首甘为孺子牛
”—— 是̄鲁迅

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鲁迅说: “我好象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 ,

血。”勤恳工作,不计报酬,为革命贡献出一切, “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
‘
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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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是完全、彻底为工农兵服

务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标准和风格,值得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认真学习。

鲁迅虽然没能够活着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但他却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

想来指导自己所参加的民主革命战斗实践的。所以,鲁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成长

为-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就具各了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和品德,就能够继续革

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永远进击”。

鲁迅深深懂得, “永远进击”, 阝必须先改造自己”,他知道 “改造自己,总比禁

止别人来得难
”。因此,他解剖自已,往往严于解剖别人。他深刻地认识到, “时代环境

全部迁流,并且进步9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长进,这才谓之
‘
落伍者

’〃。所以,他努

力学功马列著作,直到病体垂危时还表示: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鲁迅认为
“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主义,然而也最容易

‘
右倾

’”。他坚持在斗争中不断改

造自己,坚持到群众中不断改造自己。因而,他能逐步抛弃了原来信仰的资产阶级进化

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一次又一次破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终于从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转变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改造世界观,不是一句空话。特别是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革到自己的某

些特权的时候9有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对真革命或者假革命的考验。鲁迅-九三

○年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曾经谆谆告诫 “左联”的参加者 “
要明白革

命的实际情况”。他说: “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

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

包来献他,说 : ‘
我的诗人,请用吧!’ 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鲁迅不

愧是一名为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奋斗的战士,他不但能够革 “
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

的 “人吃人
”的封建等级秩序的命,而且坚信 “三大差别”

最终也一定 会 被 消 灭。所

以,他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他说: “生活太舒适了,工作就要为生活所累”
,

“金钱、名利我一概都不要”。当很多人找上门来要给鲁迅作传时,他谢绝说:如果我

都值得做传,那 么中国就该有四万万部传记, “
真将塞破图书馆

”。他-再提醒当时那

些怀着各种不同的理想而参加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说: “革命成功后,不待说,知
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当看轻。然而劳动阶级也决没有特别地优待诗人或文

学家的义务
”。如果不认清这一点, “ ‘

左翼’
作家是很容易成为

‘
右翼’

作家的
”。

鲁迅猛烈地抨击了那些 “只借革命以营私”的家伙,指出他们参加革命不过是 “
争夺一

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

自觉得自己正和这
‘
旧’

的一气。”
邓小平不就是这种货色吗?他参加革命不过是为了

“入股”,一旦个人利益到手,就不想前进了,就后退了,就反对革命了。因为他已经

抢了
“金交椅”,做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了。搞合作化他反对,批资产阶级法

权他有反感,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一不满意,二要算帐。这种有了好房子、

小汽车、高薪水和服务员,比 资本家还厉害的人,怎 么可能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呢?正
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 “用奴隶和半奴隶的幸福者,向来只怕奴隶造 反,真 F是

无 怪

的。
”
但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反对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我们,就是要同他们对着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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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学习鲁迅严于解剖自己的彻底革命精神,回顾没有改造好世界观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堕落为走资派的全过程的时候,重温毛主席关于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

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重要教导,真
是感到无限的英明,无限的亲切。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先生 “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

大的革命家”,是 “在文化战线上,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

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先生的著作,是一份

伟大的遗产。当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

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失败了的阶级还会采取各种手段,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

我们⊥定要学习鲁迅 “永远进击”的彻底革命精神,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

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向邓小平、向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勇猛进击,

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

(上接5θ页)

历史 I△m象 ,准各长期作战。同时,我们每个同志也要汲取 “同路人〃的历史教训, “学

习鲁迅的榜样”,不断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坚持继续革命,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

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

′
      (本 文作者系成都市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和成都市二轻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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