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淘尽泥沙显精金
ˉ—学习鲁迅关于 “同路人”的论述

∷

史家健  常崇宜

鲁迅的一生,跨越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历史时期。在

漫苌的革命道豳上,他始终 “相革命共向着生余”①,坚定地沿着党指引的方向,随着

时代的潮流,奋勇前进。同时,他也目睹同工营垒的 “离合变化”②, “在行进时,也

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③。对革命队伍的分化,出现 “同路

人”这一历史现象,鲁迅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了精辟的论述。今

天,重读鲁迅的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抓住要害,从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根源

和思想根源,批判他的反动本质;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 “走资派还在走”这一社会主义

苈史阶段长期的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牢固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无产阶

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工时同道的伴侣”

革命队伍中的 “同路人”,都不能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在

一定条件下,能为革命做些工作,∶ 但随着革命的深入,总是要从革命队伍中分化出去,∷

走向自己的反面。鲁迅对此是有深刻记忆的。在 《〈竖琴〉前记》中,他指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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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刘半农是 “五四”时期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在 《忆刘半农君》一文中,鲁迅勾画了他一生前后 两 个 时 期

的事略,揭示了 “同路人”仅是 〃一时同道的伴侣”这一历史现象。 “五四”时期,刘

半农曾和鲁迅并肩协力,参加编辑 《新青年》杂志,提倡白话文,鼓吹 “文学革命”
,

对封建佘孽进行过痛快淋漓的抨击。鲁迅称赞他当时是 “一个战士”, “活泼,勇敢 ,

很打了几次大仗”④。但是,随着新文化运动向前推进,刘半农却止步了。胡适之流骂

他 “浅”,他竟伤心自惭,随后便听从胡适 f踱进研究室”的呼吁,飘洋去国,留学巴

黎,埋首音韵,穷钞古书|做起 〃学问”来了。他在故纸堆里讨了几年生活,戴着 “文

学博士”帽回国,终于高升,挤进他孜孜以求的 “学者”、 f教授”之 林。于 是 这 个

“‘
文学革命

’
阵中的战斗者”⑤,爬了上去,身居要津,渐渐走向新文化 运 动 的 反

面,陷入复古倒退的泥淖。∶他在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办的 《论语》、 《人间世》等

合变化终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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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上搞 “帮闲”文学,时而写 《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之类的烂古文;时而作 《桐花芝
豆堂诗集》之类的打油诗。甚至还步胡适的后尘,摆出大学教授的臭架子,借中学生考
大学时在试卷上写错一个字,得意洋洋地做诗, “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⑥,把
自己曾为之战斗过的白话文踏在脚下。先前,鲁迅在 “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还引
刘半农为 “好伙伴”⑦,但在长期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个随着历史潮流继续前进,终
于还是战士,一个却落荒而去。到了后来,他们再相见时,“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⑧。
鲁迅对这个 “一时同道的伴侣”先后的变化,在 《趋时和复古》一文中9曾形象而尖锐
地指出: “原先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

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
‘呜呼哀哉

'尚
飨’了”。同样,旧 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康有为、严复、章太炎也莫不如此。康有为写过 《大同书》,曾 是 “戊戍政变
的主角

”;严复译过 《天演论》,在思想界风靡-时 ;章太炎鼓吹 “种族革命〃∶,俨然

一代领袖。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原来也是 “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到后来, “康有为
永远定为复辟的祖师″,袁世凯窃国称帝要严复上劝进表,孙传芳请章太炎行尊孔复古
的投壶之礼,都统统堕落为 “拉车屁股向后”的角色了。

更为可贵的是,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 ,从苏联十月革命后的阶

级斗争现实,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一九三⊙年,他译完苏联雅
各武莱夫的小说 巛十月》,在 《后记》中断言: “一切 f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
程之后,就扒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
变化”。今天,邓小平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走资派、复辟派,

他所实际走过的道路,完全证实了鲁迅的论断。 “同路人”只能是 “一时同道的伴侣”

这一历史现象,是不同历史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纵然在革命队 伍 的进 程

中,会发生 “离合变化”,但 “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 成 为纯

粹,精锐的队伍了。”∷⑨这是鲁迅的结论,是革命的辩证法。我们党正是在斗争中不断
清除形形色色的机会革义者和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阶级异己分子,领导广大革命人
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终极 目的的不同”

革命是无止境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充分了解历史的远景,决心为实现
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并在战斗中不断改造自己,才能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永葆革

命青春。鲁迅正是从阶级立场、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上,考察分析了 “同路人”不能坚

持革命到底的原因。他指出在革命兴起时投入革命潮流的人,基于不同的立 场 和 世 界
观, “

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意思 ,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 ,

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已,′ 或者简直为了自杀。”正因为 “终极目

的的不同”⑩,所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便有人退伍、落荒、颓唐,甚至叛变。章太炎

逝世以后,鲁迅写了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篇杂

文。在悼念之外,他肯定了章太炎早年作为旧民主主X革命的战士在历史上所 作 的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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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指出: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 -

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

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①当时,章太炎的奋斗目标明确,战斗得意志旺盛 ,

确是个生气勃勃,所向披靡的革命家。但是,他的立场1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鲁迅指

出章太炎的理想只在 “排满”,待到
“民国元年革命以后,先生的所志已达”⑨,便竭

力主张 “革命党消”,到站下车了。不前进,必倒退;不革命,必 复辟。章太炎的资产

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反对派、复古派。这是他由拉车前进到拉车后退的深刻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后

来,i他 “参与投壶,接受馈赠”,主持
“
章氏国学讲习会

”,效法孔老二收徒传
“经”

,

“身衣学术之华衮,粹然成为儒宗”⑩,以 及在蒋介石重金收买下,高 唱 起 读 经 “有

千利而无一弊
”等复古倒退之举,就不能不受到鲁迅和其他革命者的严厉批判。刘半农

也是这样,鲁迅曾指出过 “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太多”⑦,他原来的思想基础就不好 ,

旧,性颇深。在 “五四”时期,他一面 “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一面却又企慕当个

〃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才子。后者是与鲁迅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大相径庭的。虽然

当时鲁迅帮助、教育过他,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刘半农不能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旧 性

又如沉滓样泛起9最后还是与鲁迅分道扬镳,从 “五四”文化新军中分化出来。鲁迅剖

析章太炎、刘半农所走过的道路启示我们: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或怀着某种个人的动

机参加革命,在革命深入时,仍死抱住旧的一套不放;或执着于个人目的,不使自己的

立场、世界观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

所淘汰。

∶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工农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

辨别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 “唯-标准”, “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同广

大王农群众结合在-块。” “同路人”之所以不能将革命坚持进行到底,除了为他们的

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之外,也是和他们堕入历史唯心论,脱离工农群众分不开

的。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⑩,这是鲁迅总结章太炎的一生得出的另一条重要的历史

教训,也是所有
“同路人”的又一共同特点。鲁迅将章太炎与高尔基作过 对 比。他 指

出,高尔基 “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体,軎怒哀乐,无所不通”⑩。正因 为 高 尔 基

与工农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因 此,始终是 〃战斗的作家”。他 “生受 崇 敬,死 各 哀

荣”⑦,就是很自然的了。而章太炎 “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 自己所手造的和别

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⑩这就导致他在个人小天地里,昏 昏然以 “活的纯正

的先贤”⑩自居,甚至狂妄地宣称,只有他才能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充当调和一切新

旧学说的护法神。其实,他这时的所作所为,正是置身于反动阵营反对工农。他建立的

章氏 “国学
”

体系,不外是他早先曾批判过的孔孟破烂。在马列主义已在中国广泛传播

的情况下,鼓吹这些破烂,实际上是在绞杀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与马列主义为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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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后,一九三六年,上海的官绅为章太炎开追悼会,但“
小民

”
不到, “赴会者不满百

人,遂在寂寞中闭幕”
⑩。这很清楚地说明后期的章太炎 “

为大多数所忘却”
④,只是

官绅的偶象罢了:鲁迅洞察
“同路人”

的这一特点,在后期许多杂文中,发表了不少类

似的见解。一九二七年 ,他在工篇讲演中,谈到当时欧洲的ˉ些平民文学家之所以 “从同 ∷

情于平民
”
变为

“平民的敌人”
,基本的一条原因,就在于 “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②。

在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他更明确地指出: “倘若不和实际的社 会 斗 争 接

触
”;倘若不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 ,“以为诗人

·
或文学家高于△切人”

,则 “左翼”

作家是很容易成为
“右翼”作家的。对这种翻筋斗的人,鲁迅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

觉,并时时引以为戒。他不仅忠告别人,自 己也身体力行。他在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时

说: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是黑暗,⋯ ⋯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 不 起 人;倘 再

写 ,· 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吧。”⑧这里所

说的 “人”,是指当时正在同新军阀蒋介石作着艰苦卓绝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主农群

众。鲁迅不为名誉、金钱所动,面对黑暗-宁愿受穷,也不背叛革命、离开工农,去做

专写
“
翰林文字

”
的御用文人。他的这种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绝不动摇的奋斗目标和鄙

视资产阶级同花花世界的高尚情操9正深深植根于他与党的革命事业和广大工农群众的

血肉联系之中。鲁迅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 “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⑧ ,

始终把自己当成 “
大众中的一个人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严 于解剖自己,紧跟着工农

群众的步伐前进,由
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不仅以言论 ,

而且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继续革命的光辉榜样。      ̄  ∷

鲁迅对 “同路人”
的论述,是他长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对于我们今

天深入批判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i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同走资派进行长期、反复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邓小平,就是一个民主革命时期党的
“
同路人”j他从来没有接受党的最高纲领 ,∶他的

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也根本没有在长期斗争中得到改造占正如毛主席指出的, “
在组

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λ党”。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

发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触动了他视为命根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既得利益丿触动了他

竭力维护的传统观念和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他同坚持继缲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

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就决定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抵触、反对,必然要跳出来代表

党内外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就邓

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而言 ,Ⅱ 是和历史上的
“
同路人”

有共同之处

的。但是,由 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不同,邓小平ˉ类走资派又有着新的特点,即他

们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 ,惯 于运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打着红旗反

红旗,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特别是他们窃据着ˉ部分政治1经济权力,能够强行推行修

正主义路线,对革命的危害更为严重。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充分认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走资派还在走”将是工个长期的反复出现的

(下转5硅页)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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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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① 《上海文艺之-瞥 》

② 《(十月>后 记》

③⑨⑩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④⑥⑦⑧ 《忆刘半农君》

⑥ 《 “
感旧

”
以后 (下 )》

@②⑩⑩⑩@⑩⑩⑧②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Θ 《(何典>题记》

② 《关于知识阶级》

⑧ 《致台静农》

② 《<二心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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