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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颠覆了国民性话语么'

陶东风

摘!要! 本文通过回应贺玉高的.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一文!并结合对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判的
再批判!阐发了对国民性论争的最新看法" 首先!本文回应了贺玉高关于刘禾没有批评鲁迅的说法!指出刘禾反复强调
传教士国民性话语对鲁迅的支配性影响!甚至断言鲁迅笔下的阿 e&一字不改地演出了'传教士书写的国民性&剧本'!
本身就是对鲁迅艺术创造性的彻底否定" 其次!文章反驳了刘禾关于追随鲁迅批评国民性的批评家们充当了国民劣根
性看客的观点!指出% 阿e是鲁迅塑造的艺术形象!不等于现实中或幻灯片中盲目的看客" 第三!文章重点批驳了刘禾
和贺玉高关于鲁迅对国民性话语进行了成功颠覆的观点!指出由于刘禾把西方国民性话语对鲁迅的支配性影响强调到
了极端程度!因此完全否定了鲁迅对国民性话语的超越可能性!同时她把超越的原因归之于叙事人的识字能力也十分荒
谬" 第四!文章质疑了刘禾所秉持的极端后现代主义立场和知识论虚无主义!指出刘禾文章不是充满&张力'而是充满矛
盾" 最后!文章对贺玉高关于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二元对立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指出% 在没有澄清&启蒙主义'&殖民主义'
等概念情况下!贺玉高没有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启蒙和殖民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使得他对启蒙的批评变得无的放矢"
关键词! 国民性$!话语$!二元对立$!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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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要的回顾

新世纪爆发的关于+国民性,的争论"肇始于
"''' 年&收获(杂志第 " 期+走进鲁迅,专栏文章"
其中特别是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0(中关于
+国民性,的探讨#!

在这个论争中"贺玉高的&国
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载&文
艺理论研究("'#U 年第 U 期'值得注意# 说它值
得注意并不是因为文章把我也纳入了批评对象"
而是因为似乎这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提出的问题

其实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
贺玉高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为刘禾辩护""

指

责刘禾的批评者把刘禾那篇检讨国民性理论的文

章做了简单化的+误读,"#
而这种误读的深层原

因则是知识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作祟# 贺玉
高基本认同杨曾宪等人%也包括我'对于冯骥才
的批评"认为 +批判者大体没有误解冯骥才,
%%T'"但同时指出其对刘禾的批评却是严重的
+误读,# 贺玉高认为刘文比之于冯文+更复杂"
也更具理论深度,"而且根本就+没有批评鲁迅,"
相反"她+赞扬了鲁迅对国民性话语的抵抗与颠
覆,%V''# 而批判者却全部没有看到这一点# 贺
玉高认定"+说冯骥才的文章是在否定鲁迅"大体
上并没有错"但要说刘禾是在直接否定鲁迅"却是
非常勉强的#,%V''于是合乎逻辑的是"+既然批
评者对刘禾文章的主要观点产生了严重误读"那
么他们对她的批评"或者对鲁迅及其/国民性0批
判所做的辩解便显得有些无的放矢# 他们不但对
她不存在的观点进行批驳"对她没有批判的观点
进行辩护"而且在重复她的观点时却以为是对她
的批评"把她为鲁迅辩护的材料当作她自我解构
的证据, %V#'# 最后的这个批评是专门针对我
的"因为我在文章中曾这样写道*+我们虽然只能
先进入既定的历史话语才能叙述历史"但这并不
意味着我们就必然成为既定历史话语的奴隶"就
不能对它进行反思乃至颠覆#,%陶东风 "%'贺玉
高认为+这个反驳刘禾的观点正是刘禾文章的中

心观点,%V#'# 每当我念及自己竟然犯了这样的
低级+错误,就不免自觉汗颜#

贺玉高文章的另一个重点是探析刘禾的批评

者之所以误读刘禾的深层原因"即二元对立的思
维模式"如西方g中国$现代g传统等# 贺玉高认
为"由于被这些二元对立所控制"刘禾的批评者不
能把鲁迅和西方知识%具体而言就是传教士的中
国观'分开"+他们认为在否定西方的基础上再肯
定鲁迅是不可能的,"+鲁迅和史密斯%即刘禾文
中的/斯密思0"为保持统一"本文一律作+斯密
思,# 引按'不能分开"否定后者就是否定前者,
%V"'# 而刘禾就不是这样"刘禾试图把他们%鲁
迅和西方传教士'分开"在否定西方知识的同时
肯定鲁迅%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刘禾显然要比其批
评者高明'# 既然批评刘禾的那些所谓+启蒙派,
不能理解刘禾%以及鲁迅'的复杂性$深刻性的原
因是被二元对立思维所控制"$

因此贺玉高文章

的最后部分重点强调了超越二元对立的必要性#
但是当他说+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启蒙主义是必
要的"反思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所带来的现实恶果
及其背后的殖民主义思维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必要

的,%V%'的时候"他显然把后殖民主义和启蒙主
义$后现代主义和启蒙主义当成了对立的二元"这
是不是也是一种应该扬弃的二元对立观呢.

二" 刘禾对鲁迅有没有批评'

必须承认"贺玉高的批评有不少地方不无启
发"其对刘禾文章的解读也的确比较全面# 他指
出刘禾的批评者对刘禾文章的阅读不够细致$判
断有些简单化也有一定道理%职是之故"本文不
仅仅是对贺玉高的回应"同时也是一次对刘禾文
章的更为深入细致的解读'# 但他的一些基本判
断仍然存在明显的牵强之处"其中最牵强的莫过
于说刘禾+没有批评鲁迅,#

说它最牵强"是因为刘禾文章前三部分的核
心内容之一就是论述斯密思对鲁迅的决定性影响

或决定性的塑造和建构%不是一般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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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指出"鲁迅最初从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中接触
到国民性理论"但他是在+看了斯密思的著作日
译本之后"才开始认真思考用文学改造中国国民
性的途径,%刘禾 $''#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鲁迅
没有认真想过用文学改造国民性"足见斯密思之
影响具有关键性# 在第三部分+翻译国民性,中"
刘禾甚至说+他%鲁迅'根据斯密思著作的日译
本"将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翻译0成自己的
文学创作"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
%$$'# 这个观点是刘禾的话语决定论---关于
西方知识%传教士国民性话语'塑造+中国人自己
的看法,---在其阐释鲁迅小说时的应用* 鲁迅
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传教士国民性理论的
+翻译,"而非来自当时中国的屈辱现实或鲁迅自
己的生活经验"当然也不是来自中国国内其他思
想家的启发# 考虑到刘禾断定传教士的中国观是
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是为帝国主义侵略行
径张目的%参见刘禾文章的第一部分'"那么"认
定传教士的中国观决定性地影响乃至塑造了鲁迅

的国民性批判"乃至于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
对前者的+翻译,"这不是在批评鲁迅又是什么
呢. 尽管作者在使用+翻译,这个词时使用了引
号"但从上下文看"这个引号并没有反讽的意思
%正如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的+过,字尽
管加了引号但并没有反讽的意思'#

如果说这还不能说是刘禾对鲁迅的批评"那
么"还有一个更具体$更有说服力的例子# 还是在
文章的第三部分"刘禾谈到了鲁迅&阿 e正传(对
阿e的+爱面子,的描述"而+爱面子,显然是阿e
身上国民性的重要方面"对它的出色刻画也是阿
e这个形象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刘禾认
为"+在斯密思断言中国文化重体面的 %' 年之后"
阿e几乎一字不改地戏剧化地演出了这个剧
本#,%刘禾 TV'%这种+戏剧化演出,的高潮无疑
是阿e临死时候的画圈丑剧'# 一个作家对文学
史$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就在于他g她创造了前人
没有创造或创造得不成功的艺术形象"而阿 e这
个形象又是鲁迅创造的最重要的艺术形象)如果
构成阿 e性格核心方面的爱面子只是+一字不
改,地+演出了,传教士事先写好的剧本"那这个
形象还有什么价值. 鲁迅还有什么创造性和艺术
成就可言. 还有比这更加严厉的对鲁迅的批评
吗. 这个批判与冯骥才对鲁迅的批判真的差别很

大吗. 能说刘禾这个观点低估了鲁迅的创造性是
+无的放矢,甚至是对她的+不存在的观点的批
驳,吗.

三" 复杂深刻还是自相矛盾'

在贺玉高看来"刘禾不但没有批评鲁迅"而且
还+赞扬了鲁迅对国民性话语的抵抗与颠覆,#
他认为刘文想说的是+国民性话语来自西方种族
主义理论"但鲁迅的文学创作是对这种理论的抵
抗$超越和颠覆,%贺玉高 V''# 这应该也是刘禾
比她的那些批评者高明$复杂和深刻的地方罢#
那么"刘禾关于鲁迅颠覆了传教士国民性理论的
分析是否成立呢. 如果成立"她关于阿 e只是
+一字不改,地+演出,了斯密思编写的国民性+剧
本,之说又做何解. 这两个观点能够自洽吗.

表面看"刘文的确花费了很多篇幅阐释鲁迅
对传教士话语的超越和改写# 在贺玉高看来"这
就使得刘文充满了+复杂性和张力,"她强调的不
是传教士g西方殖民主义的国民性话语对于鲁迅
国民性批判的影响"而是鲁迅作品对它的超越和
颠覆"表现了鲁迅与西方国民性理论之间+接受
与拒绝之间的张力,#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 贺
玉高一再强调$津津乐道的刘禾的所谓+复杂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禾拿来作为鲁迅对国民性理论存在+接受
与拒绝之间的张力,的第一个证据是* 由于其+双
重身份,"鲁迅一开始就对国民性理论充满了复
杂和矛盾的情绪# 她以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幻灯片
事件为例指出"一方面"鲁迅是看客"也是被看者g
被杀者"因为两者都是中国人"而鲁迅也是中国
人# 幻灯片事件的特异之处就是中国人自己看自
己# 用刘禾的话说"鲁迅和+他们,%看客和被看g
杀者'是+重合,的%刘禾 T'')但另一方面"鲁迅
又拒绝与其中任何一个位置g身份---特别是看
客---完全认同"他不做看客"因为他比 +看客
们,清醒和痛苦"他是一个痛苦的而不是盲目的
观看者# 刘禾认为"鲁迅的这种+重合又拒绝,的
态度"在其之后的众多小说%&药( &示众( &阿 e
正传('中不断出现#

应该说"刘禾对鲁迅这种+双重身份,的观察
没有问题# 但她从中得出的+鲁迅面对国民性理
论时的两难处境, %T"'%

这个结论却是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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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虚假的# 因为"两难意味着要么做中国人"
要么做中国人的批评者"要么是国民性中人"要么
是国民性的批评者"两者不能兼有"只能择一# 但
事实是* 尽管鲁迅和看客g被看者都是中国人"但
鲁迅同时也是$或更是一个清醒的反思者%这是
鲁迅和看客g被看者的根本区别'"他选择的是做
一个新的$觉醒了的中国人%既不是麻木的看客"
也不是同样麻木的被看者'"做一个对国民性和
中国人具有反思能力的中国人"我看不到这里有
什么+两难,#

当刘禾接着把这种所谓+两难处境,应用到
&阿e正传(的批评家身上时"其+发现,就更令人
匪夷所思# 在刘禾看来"&阿e正传(既然被批评
家公认为是描写+国民性,的典范"阿 e是+国民
性的具象,"那么"追随鲁迅先生批评国民性的批
评家们必定+恰恰巩固了国民性理论"使学者一
再重蹈鲁迅当时的文化困境# 鲁迅观看幻灯镜头
的噩梦在文学批评中重演* 批评家一次又一次地
充当鲁迅小说中的国民劣根性的看客,%T"'#

把阅读$阐释&阿e正传(的批评家对国民性
批判%而不是国民性本身'的认同"等同于幻灯片
中的中国人看中国人"或曰+甘当看客,"这里存
在致命的混淆# 按照刘禾的观点"所有沿着国民
性批判的思路解读和分析&阿 e正传(的批评家"
都是甘当阿e%国民劣根性'的看客# 但实际上"
阿e是鲁迅塑造的艺术形象"不等于现实中或幻
灯片中盲目的看客"鲁迅在这个形象中注入了自
己对阿e%以及看客们'的反思和批判"这就使阿
e的形象从根本上不同于现实中的阿 e或幻灯
片中的看客# 正是这个批判维度%价值评价'引
导批评家%也包括其他启蒙了的读者'反思地$主
动地$批判性地解读阿 e这个形象---+国民性
的具象,"而不是像幻灯片中的看客那样被动$盲
目和无动于衷# 这样"批评家认同的是鲁迅对阿
e的批判"而不是现实中的阿 e"是要告别+看
客,"不做+看客,"而不是+甘当看客,#

被刘禾拿来作为鲁迅对传教士国民性话语的

超越是第二个例子"是鲁迅对阿e的+重面子,的
描述# 如前所述"一方面"刘禾认为鲁迅笔下的阿
e几乎+一字不改地, +剧化地演出了,斯密思编
写的中国人+爱面子的剧本,%这番话话说得非常
绝对"即使紧接着作者似乎想要挽回也无济于
事'# 但令人不解的是"紧接着文章却突然转入

了另一个与刚才的断言完全相反的方向* 当传教
士关于中国人爱面子的故事+出乎意料地,被鲁
迅拿去运用时"鲁迅又解构了斯密思的国民性话
语%+爱面子,'# 这个明显矛盾的论断是如何协
调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其论据#

首先"刘禾猜测"鲁迅写&阿 e正传(是在熟
悉&支那人的性格(几十年后"+因此它的写作可
能不单单是在证实斯密思所言"而是有他意的,
%刘禾 TV'# 其次"&阿 e正传(与斯密思的&支
那人的性格(还有一个不同* 斯密思笔下+爱面
子,的县官+身着官服,"而阿e穿的是+洋布的白
背心,# 因此"她问道* 这个穿+洋布,%西方的象
征'的阿 e代表的是中国的国民性还是别的什
么. 中国国民性的理论"是不是也和+白背心,一
样"是+洋布,编织%传教士塑造'出来的%意为是
用西方话语建构出来的'%TV'.

为解释这个问题"刘禾引入鲁迅的&马上支
日记(%#T"U 年'以证明* 鲁迅对西方人关于中国
人+爱面子,的说法并不认同"而且有深刻的批
评# 以下是刘禾的引文*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
了 F3-95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
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

/爱面子0" 但我觉得!他们$即上面说
的*外国人,!引注%实在是已经早有心
得!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
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
等*支那人,的好感" 这时须连*支那
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因为这
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TV%

刘禾认为"她所引的这段话表明"鲁迅不但知
道所谓+爱面子,等国民性话语是服务于西方人
之+外交,的"而且还用上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指
出了+上等支那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利益交
易,"+他们对/体面0的研究出于其%传教士与上
等支那人"引注'共同利益者多"为理解中国种族
者少,%T&'# 在刘禾看来"这足以证明鲁迅不但
不是全盘接受%奇怪的是* 谁认为鲁迅+全盘接
受,了.'西方传教士的国民性理论%包括+爱面
子,'"而且对其+狼子野心,看得很清楚#

刘禾引用的鲁迅的&马上支日记(讲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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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前门外买到一本日本人安冈秀夫的&从小
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 此书讲到中国人爱+做
戏,$重+体面,# 对此"鲁迅说*+我们试来博观和
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 相传为戏
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人生大戏场0#
大家本来看得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
物# 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
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 万事既然
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 所以即使
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老牌的真
人君子#,%鲁迅 #WW'接下来就是刘禾引用的那
段话# 可见"刘禾的引用带有选择性# 我们通读
鲁迅这个日记的全文"可知鲁迅实际上一方面讽
刺了外国人"但另一方面又基本认可这本书关于
中国人喜欢做戏%心口不一'的论断# 他在日记
中写了各种演戏之人"其中一类就是国粹家道学
家"鲁迅不相信他们的+痛哭流涕,出于真心"+什
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
整顿学风11心里可真是这样想. 一做戏"则前
台的架子"总与后台的面目不同相同# 但看客虽
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
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
扫兴,%鲁迅 #WW-W$'# 再如对于+做戏的虚无
党,的讽刺"说他们+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
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要寻虚无党"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
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
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说"在前
台又那么做, %鲁迅 #W$'# 其实"鲁迅的例子倒
是告诉我们* 鲁迅对+外国人,的态度本身就是复
杂的"一方面认可其对中国人民族性的某些描述"
但另一方面则对其+利益交易,有清醒意识# 两
者并非不能同时存在"亦非所谓+两难处境,#

至于阿e穿的为什么是+洋布的白背心,"我
实在看不出里面有什么特别玄机"而刘禾也没有
告诉我们#

四" 到底是谁颠覆了国民性话语'

贺玉高特别指出"刘禾文章的第四部分+跨
际写作的主体性* &阿e正传(的叙述者,是文章
的+主体,"+试图通过对&阿 e正传(叙事视角的
分析"阐明鲁迅对国民性理论既利用又颠覆的关

系,%贺玉高 %T'"因此最能体现刘禾观点的复杂
性和深刻性"因此一再得到贺玉高的极高评价*
+她的批评旨趣属于赛义德之后霍米巴巴为代表
的新一代后殖民批评"注重挖掘殖民地人民面对
西方话语的主体能动性%原文缺/动0'和反抗实
践# 整体上看"她想说的是"国民性话语来自西方
种族主义理论"但鲁迅的文学创作是对这种理论
的抵抗$超越和颠覆# 以往的研究者却没有注意
到这一点"反而一次次巩固和确证着殖民主义的
国民性理论#,%V''就是说"贺玉高认为刘禾的文
章同时兼及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特别是&阿 e正
传('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鲁迅接过了传教士的
国民性话语)但另一方面"鲁迅又在自己的创作中
+抵抗$超越和颠覆,了它%这表现了鲁迅的能动
性和主体性'# 如果这两方面是能够自洽的"那
么"贺玉高说的刘禾具有+复杂性和理论深度,是
成立的# 可惜的是"贺玉高在这方面没有提出令
人信服的证明就匆忙地陶醉于刘禾文章的+理论
深度,了# 细读刘禾的文章"我以为她没有能够
有力地协调自己明显矛盾的观点"她对于第二个
方面%鲁迅颠覆了传教士的国民性话语'的阐述
十分勉强"与其说它呈现了刘禾的+复杂性,"不
如说显示了刘禾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

刘禾是试图通过对&阿 e正传(叙事者以及
鲁迅的文本 阐释关系的分析来阐明鲁迅对国民

性理论既利用又颠覆的关系的# 他分析的重点
是* 小说中叙事者自己是否也有他所批判的+国
民性,. 如果也有"他又如何能够成为+国民性,
的批判者. +叙事中的什么声音使得阿 e和国民
性向批判敞开. 批判者的意识从哪里来.,%刘禾
T$'刘禾所聚焦的是叙事人和他叙述的世界%未
庄"阿 e'之间的关系"其关节点是* 叙事人是否
属于他叙述的+未庄,社会%隐喻中国社会'"是否
属于中国人及其国民性. 如果+完全属于,那个
社会"对未庄村民及其国民性批判与嘲讽又如何
可能呢.

刘禾通过分析发现"叙事人和叙事世界%未
庄'的关系是* 既在所叙之事之外%第一章+我,
的叙述* 故事开始讲自己如何写&阿 e正传("这
是所谓+超剧情层次,'"也在所叙之事之中%这是
所谓+剧情世界自身层次,"叙事人同时是叙事的
对象"不再使用第一人称+我,"改用第三人称叙
事或全知叙述'# 相应地"在小说的有些部分"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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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的视点明显地限制在未庄范围"以未庄村民
全体的眼睛来观察%限制叙事"未庄之内'"其+对
阿e的去向所知一直不比村民多, %刘禾 #'#'#
但+在其他段落中"叙事观点又并不与村民重合"
叙事人可以自由出入阿 e的心灵, %#'#'# 也就
是说"转入了全知叙事# 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即
使是后者%全知叙事'"叙事也还是围绕在未庄内
部%特别是阿e和村民的来往上'# 这表明"叙事
人也属于未庄%中国'及其村民"也就是说"在+国
民性,之中#

刘禾的分析似乎很玄妙"但我认为她不过说
出了一个基本常识* 鲁迅在+国民性,中但又超越
了+国民性,%在小说艺术中具体表现为叙事人超
越了阿eg未庄的视野'"否则他不可能写出以批
判阿e+精神胜利法,著称的&阿 e正传(# 作为
一个具有深刻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作家"既超越未
庄%喻中国'$超越国民性"又通过+在其中,%在未
庄"在中国"在国民性中'的方式进行叙述"两者
本来就可以共存# 这和鲁迅既是中国人又能批评
中国人"既在传统文化中"但是又对传统文化进行
了最深刻的反思批判一样"没有什么+紧张,或
+两难,#

但刘禾对此给出的解释却很特别# 她认为"
鲁迅既在国民性中$又能跳出国民性的奥妙全在
+书写符号,"即叙事人是识字者"这是超越的关
键# 识字是知识和+上等人,的象征"同时也是超
越的保证# 叙事者之所以能够超越未庄人"依赖
的就是他的知识%第一章充分展示了他既懂得传
统文化"也懂得西方文化'"以及他由此而掌握的
书写权力%叙事权力'# 小说的最后"叙述人通过
嘲笑阿 e不会写字儿"表明了自己高级文化人的
优越地位* 有知识的启蒙者地位# 他+处处与阿
e相反"使我们省悟到横亘在他们各自代表的/上
等人0和/下等人0之间的鸿沟# 叙事人无论批
评$宽容或同情阿e"前提都是他是高高在上的作
者和知识地位"他的知识不限于中国历史或西方
文学"而且还包括全知叙事观点所附带的自由出
入阿 e和未庄村民内心世界的能力, %刘禾
#'"'#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刘禾就是在这个+上等,
叙事人身上发现了颠覆 +国民性, 话语的力
量---这和她作为文化批评家应有的底层立场似
乎很不吻合*+正是小说叙述人的这种主体位置

%识字者或知识者的位置"引者'出人意料地颠覆
了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 尤其是那个/斯密思
一网打尽的理论0,%#'"'"因为+鲁迅的小说不仅
创造了阿e"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 e
的中国叙事人# 由于他在叙述中注入这样的主体
意识"作品深刻地超越了斯密思的支那人气质理
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幅改写了传教士话语,
%#'%'#

这真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就越糊
涂了# 首先"仅仅是+识字能力,就能保证鲁迅g
叙事人超越未庄人%中国人或国民性'的视点$
+大幅改写传教士话语,么. &阿 e正传(中的赵
老太爷$假洋鬼子难道没有识字能力. 他们能够
超越国民性吗. 再大胆设想一下* 为什么是鲁迅
而不是同样知识渊博的复古派%如辜鸿铭'塑造
了一个能反思国民性$具有主体位置的叙事人
%尽管不能认为就是鲁迅本人"但是至少有鲁迅
的影子'"原因难道不在于接受了西方现代启蒙
思想熏陶的鲁迅"对于国民性及其所代表的传统
文化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尽管这种批判现在看
来未必都十分中肯客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塑造了这样一个叙事人决不意味着鲁迅颠覆了国

民性话语"因为国民性话语的核心就是对于中国
人身上爱面子$虚荣$麻木等负面性格的概括%其
实它的准确表述是+国民劣根性,'"而鲁迅塑造
的阿e恰恰集中体现了这种负面性格# 换言之"
肯定了国民性话语的所指%内涵'"同时也就肯定
了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个
意义上它没有颠覆而是肯定了传教士的国民性话

语"至于与此同时鲁迅又认识到传教士的描述具
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因此"鲁迅创造了一个能够审视阿 e%国民性'的
叙事人并不意味着这个叙事人%同时也包括鲁迅
自己'超越了国民性话语"只有当他像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比如)金光大道*+那样把阿@(中国农
民乃至中国人+塑造成一个高大全形象,身上全
无传教士描述的那些劣根性,他才真正颠覆了传
教士的%国民性&话语%因为依据革命文学"中国
农民是没有任何国民劣根性的'# 从延安文艺到
建国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塑造的这种新型农民

形象难道还少吗. 实际上"从创造社的钱杏邨开
始"那些钟情于阶级分析$高举阶级斗争旗帜的革
命理论家就一直在批判鲁迅"认为阿 e属于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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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农民"早在五卅之后阿 e就过时了"再这
样描写农民就是对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歪曲和污

蔑#&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对国民性话语的颠覆,

这个%颠覆&的功劳也该归于疯狂攻击鲁迅的左
翼理论家---至于这个颠覆是否成功"那种高大
全的农民形象有多少思想和艺术价值"历史已经
做出了回答#

综上所述"鲁迅批判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并不
意味着他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国民性的影子# 假设
要么是国民性的奴隶因此不能批判国民性"要么
完全摆脱了国民性因此才能够批判国民性"这本
身就是简单化的二元思维# 刘禾或许主观上的确
试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但由于她把西方国民性
话语对鲁迅的支配性影响强调到了极端的程度

%乃至用了+一字不改,这样的表述'"因此完全否
定了鲁迅对国民性话语的超越可能性"更何况她
把超越的可能性归之于叙事人的识字能力"也根
本没有抓住要害#

五" 关于话语与现实的关系

我和刘禾在国民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不在
于是否承认国民性话语的西方影响"而在于这种
影响达到什么程度"除了西方影响"国民性是否还
有中国本土知识$特别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影
响# 更重要的分歧是* 我认为国民性话语的+出
身,不是一个重要问题"重要的是是否存在国民
性的事实以及这种国民性是不是应该批判,换言
之"我认为国民性的事实比国民性话语的+出身,
更重要"而刘禾的态度正好相反* 不问事实只问
出身"因为在她看来事实根本就是话语的建构物#
这个问题说到底是话语与现实关系问题%可惜贺
玉高对此不置一词'# 刘禾文章的根本问题在于
其秉持的极端后现代主义立场导致了知识论虚无

主义"'
从而无法谈论一个实质性问题* 国民性到

底是不是一个事实. 它到底存在不存在.
刘禾文章的开头就写道*+国民性"一个挥之

不去的话题# 从晚清到今天"中国人的集体想象
被这个话题断断续续地纠缠了近一个世纪# 无论
理论家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尖锐"争论多么激烈"其
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识* 相信国民性是某种
/本质0的客观存在"更相信语言和文字在其中仅
仅是用来再现/本质0的透明材料# 这种认识上

的/本质论0事实上模糊了国民性神话的知识构
成"使人们看不到现代性的话语在这个神话的生
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W&'这段话非常鲜明地
亮出了她的知识论立场%其核心是语言和现实的
关系'* 语言不能表现现实"国民性不是现实"不
是客观存在"而是话语建构"她要批驳或颠覆的就
是把国民性当作现实的+本质论,"把它重新还原
为话语建构的+神话,# 这种话语决定论是刘禾
整个文章的方法论支点# 在文章最后"作者又特
别强调*+国民性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神话"问
题的复杂性倒不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国与国之
间到底有没有差异"或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我们
的困难来自语言本身的尴尬"它使我们无法离开
有关国民性的话语去探讨国民性%的本质'"或离
开文化理论去谈论文化%的本质'"或离开历史叙
事去谈论历史%的真实'# 这些话题要么是禅宗
式的不可言说"要么就必须进入一个既定的历史
话语"此外别无选择#,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
下"刘禾对是否存在国民性根本不感兴趣"她轻蔑
地奚落道*+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
国民性有一种集体情结"他们定义$寻找$批评和
改造中国国民性,"+#T$'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还要
再度提出"中国国民性出了什么问题. 好像真的
存在有答案似的, %$''# +好像,一词泄露天机*
刘禾对国民性是不是+出了问题,不但非常怀疑
而且根本就赖得去思考# 她感兴趣的是+考量此
话语本身得以存在的历史前提, %$''# 这样一
来"国民性问题就无法通过考证事实或诉诸经验
的方法得到处理"也就是说"国民性是不是%事
实&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被悬置起来了- 这是一
种典型的知识论虚无主义"我们根本无法用事实
证明话语的真实性或知识的客观性# 于是一切都
变成了话语权力问题# 比如刘禾在分析斯密思著
作中描述中国人%在书中是斯密斯的仆人'睡觉
的一段时指出"+斯密思的描述不是准确与否的
问题"而是语言权力的问题, %$%-$V'# 在她看
来"这种描述是为殖民主义张目%中国人不会+自
己驱策改革,+中国需要外国的干涉,'"它正是萨
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神话#

刘禾之所以对话语%包括国民性'的真实性
问题不感兴趣"是因为刘禾秉持的是话语塑造现
实%包括人的经验'的观点# 她写到*+有关中国
国民性的西方传教士话语"我们不应该只是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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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歪曲"而应理解为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因
为它曾经塑造中西间的现代历史和关系- 斯密思
的书属于一个特定文类"它改变了西方的自我概
念和对中国的看法,也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
法-,%$U-$W'在刘禾看来"国民性话语是不是真
实反映了现实并不重要%她其实是否定这种所谓
+符合论,真理观的'"重要的是它不但能够塑造
中国人的自我认知$自我意识"而且能塑造现实$
塑造中西间的现代历史和关系#(

经过语言论转向之后"相信很少有人会再相
信语言和文字+仅仅是用来再现/本质0的透明材
料,%刘禾 W&'# 我也同样认为话语不仅仅像镜
子那样反应现实"同时也建构现实# +镜子说,和
+白板说,早已经被抛弃# 但有两个问题必须澄
清# 首先"话语+不仅仅反映现实,和+话语根本
不反映现实, +话语的真实性g真理性根本不可
知,是不同的命题# +不仅仅反映现实,的意思
是* 它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建构现实"而且它的
反映是否具有真理性$具有多大程度上的真理性
是可以判断的%即使不是通过先验标准来判断'#
其次"存在非话语的现实%不管是客观世界还是
主观经验'"话语之外并非一无所有# 即使没有
+石头,这个概念"石头打在你的头上你仍然会
疼"即使没有+饿,这个概念"三天不吃饭仍然会
饿得奄奄一息# 即使后现代大师福柯也承认"在
没有+同性恋,概念的古希腊"也存在同性之间的
性关系%尽管不叫+同性恋,'#)

就国民性话语而言"应该研究的至少是两个
问题* 一是它是否和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现
实%比如中国人的各种性格特点'"即国民性是否
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才是第二个问题* 从西方传
入的+国民性,话语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建构了我
们对中国人性格的认识"这种影响的政治后果是
什么# 但刘禾文章%同时也包括贺玉高的文章'
通篇没有讲第一个问题"她%们'关心的只是+传
教士的话语被翻译成当地文字且被利用"这种翻
译创造了什么样的现实., %$W-$$'即使就这个
问题而言"我们也要追问* 传教士话语在多大程
度上+创造了现实,. 它单独就能够创造现实$创
造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吗. 如果不是"还有哪些因
素参与了这种+创造,. 事实上"只有既承认国民
性的事实"承认它是一个国家特有的社会$经济和
政治条件的产物"既不是种族或天然的民族本性

的体现"也不完全是+非我族类,的权力话语神
话"我们才能在避免种族主义的同时保持改造国
民性的希望"因为国民性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是可
变的* 变化的原因就在于产生它们的政治$社会$
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 如果造成国民性的客观条
件仍然存在"批倒批臭了西方传教士话语"国民性
不仍然继续存在吗.

我不是话语拜物教者"在我这个不那么后现
代的人看来"说斯密思的书+改变了西方的自我
概念和对中国的看法"也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的
看法,太抬高传教士话语的力量$同时也太贬低
中国人的智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国和西方的
关系尽管很难避免西方传教士话语的影响"但是
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和西方在近现代的遭遇"是
它们在经济$军事$政治力量方面的悬殊对比# 它
首先是被残酷的现实%这个现实可不是话语'而
不是话语塑造的#

当然"贺玉高会说%他也的确这么说了'* 刘
禾没有认为话语能够支配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所
以她才强调了鲁迅先生对于国民性话语的颠覆和

超越# 但问题是* 在刘禾的话语塑造和决定现实
的极端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基础上,她能够得出的
只能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对传教士话语的%翻
译&,是%一字不改&地%演出&了这套话语的结论,
而无法得出鲁迅能够超越和颠覆传教士国民性话

语的结论- 这即是我说刘禾文章前后矛盾而不是
充满+张力,的原因# 换言之"即使她对于鲁迅
&阿e正传(超越和颠覆国民性话语的分析是正
确的%实际上我不这么认为"这点我在前面已经
有分析'"也只能说她的这个分析是对她的话语
决定论立场的+自我解构,# 贺玉高特别反对我
关于刘禾的观点是+自我解构, +自相矛盾,的说
法"声称+刘禾没有批评鲁迅,而是+赞扬了鲁迅
对于国民性话语的抵抗和颠覆,%贺玉高 V''"但
由于他回避了刘禾秉持的话语决定论的内在困

境"因此无法自圆其说#
由于刘禾在认识论虚无主义的基础上不可能

谈论国民性话语的客观性和真理性问题"因此她
能够谈论$谈论得津津乐道的是也只能是国民性
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是它的不光彩起源%也算是
一种出身论吧'"只能把国民性的问题彻底还原
为话语权力问题"而且让争论成为纯粹的权力斗
争# 于是她反复提醒我们* 国民性话语的背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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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世纪的种族主义国家理论,"它的特点是+把
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别的首要

准则#,更恶毒的是"这套话语+为西方征服东方
提供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
下剥夺了那些被征服者的发言权"使其他的与之
不同的世界观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
到阐说的机会, %刘禾 WU'# 我不仅要问* 既然
国民性话语的力量神奇到使得+不同的世界观丧
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到阐说的机会,"
那么鲁迅%还有刘禾本人以及大量像钱杏邨这样
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怎么又超越$颠覆了
它呢.

刘禾的认识论虚无主义很典型地体现于她对

于+面子,的分析中# 鲁迅的&阿 e正传(十分详
细地描写和批判了阿 e的爱面子"这是精神胜利
法的内核之一# 刘禾指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西方传教士话语来到之前"/重面子0在文化比较
中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范畴"更不是中国人特
有的品质#,%T"'这里"刘禾把+分析范畴,与+品
质,相提并论"认为在西方传教士话语来到之前"
不但没有+重面子,这个文化比较的+分析范畴,"
而且没有+重面子,这种+品质,# 这就是典型的
话语之外一无所有的话语拜物教# 在我看来%我
的看法也许很不后现代'"+文化比较中有意义的
分析范畴,与+品质,并不是一回事# 前者是话语
建构"而后者是客观事实# 即使没有+爱面子,这
个话语"重面子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可能不被称
之为+爱面子,而已'# 换言之"+传教士话语,到
来之前"+爱面子,的确可能不是+文化比较的有
意义的分析范畴,"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
文化比较这一研究领域和这种分析方法"+比较
文化,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的确是学术话语
的建构%整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建构'"比较
文化的+范畴,更是如此'"但不能因此断定作为
中国人性格特征的+爱面子,并不存在# 这就像
+文学理论,+中国古典文学,作为学科都是建构
的"但不能说古代根本就没有&诗经( &楚辞( &汉
赋(这些作品存在%它可能被称之为+诗,或+赋,
而不是+文学,'# 至于刘禾正面引述以佐证自己
观点的何维亚的观点"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何
维亚说*+关键不在体面是否为一项统筹指导中
国人行为的原则"而在它在西方仪式化的实行暴
力和教训别人中所占的地位#,%刘禾 T%'这段话

同样悬置了+爱面子,是不是+指导中国人行为的
原则,这个认知层面的问题"而死盯住它在西方
人侵略中国时发挥的作用%政治权力问题'# 我
认为"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某人利用了你
的某个特点为自己所用%包括贬低你"做有损于
你的坏事'"并不等于你的这个特点并不存在#
八国联军利用中国人的+爱面子,为自己破坏城
墙辩护%姑且一用这个何维亚举的例子'"与+爱
面子,是不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当何维亚在同一段话中说斯密思等传教士的话语

+制造了/体面0说, %T%'时他或许是对的"但如
果进而认为它们制造了爱面子本身就很荒唐了#

六" 关于二元对立"后现代和启蒙

贺玉高文章的第三和第四部分旨在将关于国

民性论争的评述提升到对论争双方二元对立思维

方法的批评"以及对于中国启蒙主义的批判性检
讨%因为贺玉高认为启蒙主义最典型地体现了二
元对立思维'"其论题更带普遍性# 贺玉高梳理
了+五四,一直延续到当下的$对于西方现代文化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简单化态度* 或者全盘拥
抱西方现代文化并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或者全盘
肯定传统文化而彻底拒绝西方现代文化# 尽管贺
玉高也承认刘禾存在把西方知识本质化$把中国
和西方二元化的倾向"+不加区分地把所有西方
传教士话语全部当作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 %贺
玉高 V"'# 但他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刘禾的批评
者的"认为后者不能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认识不
到+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文化有光明面"也有阴暗
面,"+我们对西方文化既有学习的必要"也有反
思的必要,"从而+非常明显地陷入了二元对立思
维的简单和僵化,%V%'# 这导致了这些批评者无
法理解鲁迅对西方现代性既接受又反抗的态度#
贺玉高自己的观点也很鲜明* 我们要超越这套二
元对立"既要启蒙"也要反启蒙的后现代"+相互
吸收对方的合理之处,"两者并不矛盾#

这番话看起来很辩证很全面"几乎无懈可击"
但其最大问题就在于+启蒙, %以及+西方知识,'
概念的含糊不清* 到底什么是启蒙. 我们要继承
什么意义上的启蒙"又要反思什么意义上的启蒙.
贺玉高说*+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启蒙主义是必
要的"反思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所带来的种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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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果及其背后的殖民主义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也是

必要的#,%V%'似乎贺玉高要反对的是启蒙主义
中的殖民主义# 但由于+启蒙,概念的含混"贺玉
高没有$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启蒙和+殖民主义,到
底是什么关系* 启蒙思想内在地包含了殖民主义
吗. 这就使得贺玉高对启蒙主义者的批评也随之
变得含糊不清"因为就我所知"启蒙主义者当中没
有一个曾为殖民主义叫好# 与此同时"这也使得
贺玉高对刘禾的批评显得同样含糊不清* 他说刘
禾+用/反帝的鲁迅0压倒了/启蒙的鲁迅0"并最
终否定了启蒙的价值,%VV'# 但如果不先搞清楚
启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又如何认定刘禾否定了
启蒙的价值. 由此"厘清启蒙的内涵及其与殖民
主义的关系就变得至关重要#

由于+启蒙,概念的内在复杂性"本文不可能
也无必要对它进行系统梳理# 笔者认为"大致可
以从两个层次理解启蒙* 作为基本理念%价值观'
的启蒙和作为一种精神和态度的启蒙# 前者体现
了启蒙对于何为好生活$好社会"何为真正意义上
的人的看法"它大致上相当于以赛亚!伯林说的
启蒙思想家的+共同信仰,# 在其&启蒙的三个批
评者(一书之+启蒙运动,章"伯林指出"尽管启蒙
运动内部有很多分支乃至分歧"+但是也存在着
对整个文明和进步的某些或多或少共同的信仰,
%伯林 "TT'# 这些信仰包括*+世界或自然是一
个整体"这个整体受到唯一一套规律的支配"这些
规律原则上是可以被人的聪明才智发现的)
2113人能够提升自己)存在某些可以公正地说
所有人都在追求的客观上可以认识的人类目标"
即幸福$知识$正义$自由"以及那些在一定程度上
被含糊地叙述为美德但却得到很好理解的东西)
这些目标对所有人都是实际上共同的"并非不可
实现的"也并非不相容的"人的痛苦$罪恶和愚蠢
主要是由于对包含着目标的东西的无知"或是对
实现它们的手段的无知---而无知反过来是由于
对自然规律认识不充分,%"TT-%'''# 上述描述
可以概括为启蒙所依赖的+三个最有力的支柱,*
对理性的信仰%理性主义')对人的本质同一性和
普遍人类目标的信仰%共同人性或普遍主义')通
过运用理性"人类能够达到物质和精神的和谐和
进步%进步主义'# 中国学者任剑涛把启蒙的基
本理念概括为* 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和
进步主义"与伯林的概括基本一致"只是比较突出

强调了个人主义#*
必须承认"这套基本理念或价

值尽管存在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它
实际上已经具体融化到并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个

领域"成为现代人的基本价值共识"特别是成为现
代政治的基石%如普遍人权$主权在民$宪政民主
等'# 它尽管最早出现于西方"但却具有普遍的
适用性%除非你认为某些地方g国家g民族的人不
是人"不配拥有普遍人权'# 我们不能把这套价
值在非西方国家的实现视作是+帝国主义扩张,#

回到国民性批判问题# 我认为"中国启蒙主
义者"包括鲁迅"对于现代启蒙主义的认同"对
+西方知识,的肯定"根本上就是对上述启蒙基本
价值的认同"他们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也
是以此为根基的%尽管有些具体观点现在看来不
无偏激和偏颇'# 而贺玉高对启蒙和国民性话语
的反思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由于贺玉高
始终没有界定启蒙的具体内涵和殖民主义的具体

所指"因此客观上难免给人以全盘否定启蒙的
感觉#

对于作为一种精神和态度的启蒙"最经典的
阐释者分别是康德和福柯# 康德在其著名论文
&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的开篇即指出*
+启蒙乃是人脱离其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 不
成熟状态就是没有他人引导便无法使用自己的理

智# 如果不是因为缺少理智"而是因为在无人引
导时缺少使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此种
不成熟状态就是自我导致的# 因此"/敢于运用
你自己的理智60就是启蒙的座右铭#,+,- %""'可
见"启蒙的要义就是从人自己加给自己的+不成
熟,中解放出来"这说明+不成熟,不是自然的结
果"也不是缺少知识或理智的结果"而是缺少运用
理智的勇气的结果# 这种意义上的启蒙就是一种
持续的$不间断的反思和批判勇气"也是启蒙不断
地展现其全部丰富内涵并自我完善的过程#

殊堪玩味的是"正是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
%而不是别人'充分领会$肯定并出色阐释了康德
界定的这种作为态度和精神的启蒙"并明言这种
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人类运
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的时刻"就在
这个时刻"批判是必要的,"+批判是在启蒙运动
中成长起来的理性的手册"反过来"启蒙运动是批
判的时代, %福柯 V"T'# 依据福柯的阐释"康德
所谓+未成年的状态,不能被理解为自然所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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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无力或被动的缺陷"而是+特别指向一种具
有积极主动性的妥协"源自于怠惰怯懦"是在自律
性及其要求面前的退缩,%格霍 #W#'# 联系到福
柯自己晚年的自我治理思想"+未成年是一种因
为被他人治理"而逃避自我治理的方式, %#W#'#
福柯明确指出* 启蒙不是+一个理论"一个学说"
甚至也不是一个不断在积累的永恒的知识体系"
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2113通过它"我们对
自己是什么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加在我们身上的局

限性的历史分析"也是一种超越这些局限的尝
试,%丹纳赫!斯托拉托!韦伯 #"-#%'# 这样"
福柯提炼出了作为一种批判精神的启蒙"认为它
比作为学说$理论$教条的启蒙更为重要# +可以
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
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
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
永恒的批判#,%福柯 V%%-%V'在福柯看来"就是
启蒙精神或批判本体论本身也不能教条化"+不
能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教条"或者甚至正在积累的
知识的永恒实体"而必须作为一种态度"一种气
质"一种哲学的生活# 在这种生活中"关于我们是
什么的批判同时是对我们背负的限度的历史分

析"并伴随着超越它们的可能性的实验, %福柯
VV#'+,.#

在这里"后现代主义和启蒙主义显然不构成
对立"而贺玉高把两者对立起来%然后才可能+相
互吸收对方的合理之处,'似乎没有看到它们在
态度和精神方面的内在相通之处"没有跳出他自
己深恶痛绝的二元对立# 依据福柯$利奥塔等后
现代大师的观点"后现代的核心是反抗宏大叙事
或总体化叙事"以及各种形式的宰制性力量和话
语霸权"解构各种形式的绝对真理和意识形态神
话"最大限度地为差异性赋权"解放被边缘化的话
语# 这是后现代的精髓"也是对作为一种精神和
态度的启蒙的继承# 由此立场出发"后现代主义
反对整体描述法# 福柯指出*+整体描述法就是
让一切现象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
义$一个精神"一种世界观#, %&性经验史( W'福
柯倡导的批判态度与康德阐释的启蒙精神是一致

的"这就是对独断论$总体性的批判#
最后我要指出"作为与启蒙相通的后现代主

义"与后殖民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 后现代主义
的批判精神既可以用来解构殖民主义---从而发

展为后殖民主义批评"也可以用来解构其他以
+绝对真理,面目出现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
后殖民主义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可能的发展形

态和应用领域* 它把后现代的精神应用于反思殖
民时代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 但是后现
代批判精神的用途绝非只此一种#

注释#5/#%($

! 主要文章包括* 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0,"&收获("
%"''''* #"%-"U)张全之*+鲁迅与/东方主义0,"&鲁迅
研究月刊( W %"''''* $'-$")杨曾宪*+质疑国民性神
话,"&吉首大学学报(#%"''"'* &T-UU)竹潜民*+评冯骥
才的 &鲁迅的功与 /过0(,"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
%"''"'* ##-#%)汪卫东$张鑫*+国民性作为被拿来的历
史概念,"&鲁迅研究月刊(#%"''%'* U&-W%)王学钧*+刘
禾/国民性神话0论的指谓错置,"&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V'* V$-&%)刘玉凯*+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由来及
意义,"&鲁迅研究月刊(#%"''&'* ##-#")陶东风*+/国
民性神话0的神话,"&甘肃社会科学(&%"''U'* "#-"V)

贺玉高*+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
&文艺理论研究(U%"'#U'* %W-V&"等等#

" 虽然贺玉高最后也对刘禾提出了批评"认为刘禾过激$

片面地否定西方传教士的中国观"+对西方知识进行了过
激的批评,%贺玉高 V#'"但这个观点在文章中不是其主
导方面#

# 刘文有多个版本# 一是载于&文学史(第一辑%陈平
原$陈国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TT% 年'的&一个现代
性神话的由来* 国民性话语质疑("属于最早版本# 一是
收入作者著&跨语际实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TTT

年'一书的第三章+国民性理论质疑,"后者是以前者为基
础%删掉了一些语气较为激烈的言论'"并与另一篇文章
合并而成"最后又以+国民性理论质疑,为题收入刘禾的
&跨语际实践(%北京* 三联书店""''" 年'# 本文的引文
以最后一个版本为准#

$ 再重复一遍"贺玉高尽管也承认+刘禾文章中无疑仍然
隐含着一种/中国g西方0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贺玉高
VV'# 但是其文章的主体部分却是论证刘禾对鲁迅的辩
证观点"也就是对二元对立的超越#

% 这个观点与第四部分对&阿 e正传(的叙事人既是未
庄中人"又是未庄外人的观点"明显有呼应关系# 也就是
说"刘禾把鲁迅和幻灯片中的自己和中国看客的关系"类
比于&阿e正传(中叙事人与未庄的关系#

& 奇怪的是"刘禾的文章也提到钱对鲁迅的批评"却没有
把它视作对国民性话语的真正颠覆# 钱之所以能够+颠
覆,国民性话语"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启蒙和启蒙文
学已经过时了"现在%所谓五卅时代'是革命文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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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颠覆了国民性话语么.

现在的农民已经觉醒"不再是阿e时代的农民了#
' 我所谓知识论虚无主义是知识论相对主义在后现代时
期的极端化发展# 知识论相对主义在历史上有多种形
态"经历了诸多变化"在此不可能详细论述# 大体而言"
一种温和的知识论相对主义可视作知识论多元主义"它
认为知识的真理性受到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认知手段%比
如自然科学中的测量仪器'的制约"因此"一个有自己传
统文化和认知手段的民族或其他群体"有自己不同$但同
样有效的真理观"它们只有相对而非绝对的有效性%否定
真理的普遍性和一元性'# 更激进的相对主义则认为"知
识的真理性不仅取决于不同的文化和认知手段"而且取
决于每个不同个体的主观意志"知识是个体意志的产物
%否认知识的客观性'# 最激进的知识论相对主义是在后
现代$后结构主义语境中出现的"由于秉持话语之外一无
所有的立场"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一切观点和
思想都是话语建构"与话语之外的现实无关# 话语不可
能反映现实# 因此"一切知识都不能告诉我们话语之外
的现实为何# 这种极端化的相对主义就是我所谓的知识
论虚无主义#

(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不应该只是看成一种歪曲,"说
明它起码是歪曲"而既然使用了+歪曲,一词"就说明存在
真相或真正的中国人性格"否则何来+歪曲,.
) 在国民性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上"西方学术界是有争
议的# 依据埃克斯迈!英格尔斯的归纳"在国民性---

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人格---是否存
在的问题上有三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认为国民性根本不
存在)第二种认为国民性存在"但讨论它有+种族主义之
嫌,)第三种$也是英格尔斯本人所持的则是第四种观点*
+国民性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可以考量"而且没有证据表
明我们看到的国民性的多样性与生物$遗传意义上的种
族相关#,同样一个种族的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
环境中会表现出殊为不同的心理特质"而处在同一个国
家和社会环境中的不同种族则会有相同的国民性"因此"
国民性是文化塑造的而不是种族本有的%英格尔斯 #'#

* 任剑涛认为"个人主义就是认为+人就是不可化解的个
人"既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也不是他人规定的活动者"

而是自由$自主和自治的个体,# 参见任剑涛*+启蒙的自
我澄清* 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学术界(#'%"'#''*
&-#U#
+,- 这篇文章的中译本可参见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
集(%何兆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局# #TT' 年'第 "" 页#
译者何兆武先生的这个译文经修改完善后发布于网上"

基本意思一样"但网络版的译文更显流畅"本文引用所用
的是网上的译本# 参见4599A,*ggDDD0:2>B/.0123g.296g
U"$T#&UWUg5"发表日期 "'#W 年 W 月 #% 日"访问日期 "'#$
年T 月#' 日#
+,. 当然"不能说福柯的启蒙观和康德完全没有差别# 我

以为主要的差别在于* 与康德不同"福柯的批判不再寻找
+具有普遍价值的正式结构,"而完全是+对一些事件的历
史性探讨"正是这些事件引导我们去建构和认识我们自
己---作为我们正在做$正在想和正在说的主体的我们
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批判缺乏康德批判的超越性
和普遍性诉求"它也+不去寻求确认所有知识或所有可能
的道德行动的普遍结构"而是话语具体实例"这些话语实
例将我们所思$所想$所为与徐多历史事件来连接起来,
%福柯 V%W '# 同时可参见李康译本" 4 599A,*ggDDD0
:2>B/.0123g(82>Ag92A-1g#V#TVUVVg5""'#' 年 T 月 #T 日"
"'#$ 年 T 月 #' 日#

引用作品#8/)9(:"#%0$

以赛亚!伯林*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马寅卯$郑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V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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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_-.3/2/.: b56.( -̂/.(0Z/.P-.(* _-?-. M86,,0
"'#V03!

杰夫!丹纳赫!托尼!斯托拉托!贞!韦伯* &理解福
柯("刘瑾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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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玉高*+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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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历克斯!英格尔斯* &国民性* 社会 心理的视角("王
今一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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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M86,,0"'#"03
伊曼努尔!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 北

京* 商务印书馆"#TT' 年#
2 a/.9" 733/.>6?0 E()#00($+( H/,."7+(30 48/.,0 Q6

b5/2D>0]6-P-.(* 456=233681-/?M86,," #TT'03
刘禾* &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
2R->" Q60B.#3)$"3&'#$C.#/+"/(048/.,0 F2.(C6-P-60

]6-P-.(* FN̂ \2-.9M>B?-,5-.(=23A/.*" "''"03
鲁迅* &鲁迅全集( %第三卷'# 北京* 同心出版社"

"'#W 年#
2R>" >̂.0B,(2%01$(+(*%.G)%78' P'30 2̀?0%0]6-P-.(*

42.(E-. M86,,0"'#W03

任剑涛*+启蒙的自我澄清* 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
&学术界(#'%"'#''* &-#U""V&-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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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 +/国民性神话0的神话," &甘肃社会科学( &
%"''U'*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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