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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昀砒评与历史昀揿评 
— — 鲁迅文论研究之三 

敖 忠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O67) 

摘要：鲁迅作于1927年7月的《魏晋凡度厦文章与药厦酒之关系》的学术讲演，既是一篇研讨魏晋文学的重要文论，也是 
一 篇计伐专制独裁的战斗檄文。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对魏晋一代文学风格特点厦其形成原圊的浑膏l剖析，其中对晋采诗人陶 

洲明的评论尤县学术独创性。奎篇讲演运用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相蛄合的方法分析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王夸仍不失为文 

学枇评与文学吏研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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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厦酒之关系》(以下简称《魏晋》) 

是鲁迅在广州所作的一次学术讲演。记录稿最初发表于 

1927年8月 1卜 17日《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 173— 

178期；改定稿刊于是年 l1月 16日出版的《北新》半月刊第2 

集第2号；后收人《而已集》。 

1927年7月，国民党致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广州夏期 

学术演讲会”，鲁迅应邀赴会讲演。讲演的时间为 7月 23、26 

两日(改定稿副题记作 九月 ，实误)。《鲁迅日记)~927年7 

月 23日记；“上午蒋径三、陈次二来邀至学术讲演会讲二小 

时，广平翻译。 同月26日记： 上午往学术讲演会讲二小时， 

广平翻译。”显然课题足分两次讲完的。 

鲁迅于1926年8月离开北京出任厦门大学教授；半年后 

又离开厦门，于戎年 1月至广州，2月受聘为中山大学教授、 

中文系主任兼教务长；4月因营救无辜赦捕学生无教而辞职； 

9月离穗去沪，10月初抵上海。 

鲁迅在穗期闻，是国内形势发生急尉变动的时期。正当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人们欢欣鼓舞庆祝沪、宁克复之际，蒋介 

石于 1927年4月12、15两日相继在上海、广州发动反革命政 

变，大肆镇压工人武装，逮捕 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中 

国政治陷人空前的黑暗之中。“4·15 政变中，中山大学毕磊、 

欧阳继统、熊锐等40余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赦捕。当天下 

午，鲁迅即以教务长身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之策。校长 

朱家骅公然宣布中山大学从此为国民党“党校”，阻止营救。 

鲁迅拍案而起，愤然辞去中大一切职务。许寿裳、许广平亦 

相继辞职，决心“与鲁迅共进退”。从此，鲁迅认识到旧中国 

政、教两界一样黑暗， 离开教席，专事著述，以笔作把，同 

各种反动黑暗势力作斗争。 

关于 1927年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与鲁迅应邀出席讲演一事，鲁迅在两封致友人书信中曾经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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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很值得注意。1927年 7月 17日致章廷谦信云： 现在我已 

答应了这里市教育局的夏期学术讲演⋯⋯此举无非游戏．因 

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 

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I Jl928年 12月30日 

致陈浚信云： 其实在夸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 

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种种事故，综错滋多，虽日著 

作，实处荆棘。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2 前信 

写于讲演之前五日，信中“鼻辈”指顾颉剐、傅斯年等人。顾、 

傅当时都为中大学校当局所信任，与学校当局保持基本一致 

的立场 鲁迅断言他们对他的讲演必 不乐闻”，甚至 “几夜 

睡不着”，说明他是有心要借 学术讲演”之机借题发挥，抨击 
一 下时敢。后信写于讲演一年多之后，所谓 “有慨而言”，也 

明明是说，他谈魏晋时代文人遭受专制统治者的种种迫害， 

是针对现实、有所影射的。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谈“魏晋 ，斥 

责蒋氏的专制独裁，滥杀无辜，使正直的文人学者根本没有 

活路。在 1927年血雨腥风的广州，鲁迅怎么能平心静气地作 

鄢种脱离政治的 纯学术讲演”呢!可以说，《魏晋》是在一种 

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文论。我们不妨认为，它既是一 

篇研讨魏晋文学的重要文章，同时也是一篇讨伐专制独裁的 

战斗檄文。当然，它的主要价值，还在于对魏晋一代文学风 

格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的探刻分析。选种分析，对于我们今天 

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写作郭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魏晋》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谈魏文，分别论述 

三曹”与 七子”；一部分谈晋文，主要论述正始名士包括 竹 

林七贤 ，最后以论陶潜作结。讲演虽分两次。但全文浑然一 

体，既无断裂，也无重复。述史简明而生动，说理透辟而诙 

谐，既具学术价值，亦具可读性，是一篇别具风格的文学批评 

之作。 

魏文有何特点?这种特点是怎样形成的? 

魏文代表性作家是“三曹 (曹操、曹丕、曹植)与“七子” 

(孔融 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琢、刘桢)。他们都是建安 

(汉献帝年号)至魏初一段时期的文人，文学史上称这一对段 

的文学作品为“建安文学 。它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 

重要阶段。其重要性在于它有着与其所产生的时代相一致 

的独特风格，是中国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评论魏文首先要说到曹操。鲁迅认为曹操诗文特点可 

用“清峻 、 通脱”来概括，此与曹操 尚刑名”等有关。这一 

点，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已经谈到，但未作山充分阐释， 

鲁迅指出，东汉未年，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黄巾军起义沉重地 

打击了东汉政权；董卓专权，密谋篡位，引起军阀混战：再加 

上“党镏之祸 造成的社会动荡，百姓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 

步。曹操在这种背景下出面收拾残局，重振朝政，不得不用 

严刑峻法。 尚刑名”就是严明法纪，以法治国。法纪条文自 

然要避免繁文缛节，这种文风影响到文学创作就形成了“清 

峻”的特点，具体说来，就是“简约严明”的意思 

“通脱”即“融通洒脱”之谓，鲁迅解释为“随便”。东汉末 

期，上层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过分“清高”的恶习，导致思想 

僵化、保守，曹操认为不革除此种流弊，思想文化难以发展， 

故力倡“通脱”。他主张冲破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充分容纳 

孔教以外的思想；主张任人唯才，不忠不孝也不要紧。这些 

主张，具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意义，自然影响到文学创作上来 。 

后汉文章多受辞赋骈偶影响 ，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曹操诗 文 

则喜用简洁朴素的文笔自由抒写，少受骈体文赋束缚。故鲁 

迅称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给予充分肯定。 

建安文学于“清峻”、 通脱”之外，还具有 华丽”、“壮大” 

两个特点。这两点蔚为风气，主要靠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的 

倡导与实践。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的观 

点，主张“文以气为主 ，认为好的文章要注重藻饰，写得文采 

斐然，气势磅礴，且不必硬将训勉寓于其中。这实际上接触 

到文学的审美特性问题，故鲁迅给以很高的评价： 

他说诗赋不必蓠教训，反时当时那些寓训魁于诗赋的见 

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曾丕的一十时代可说是“文学的 

白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胁 for Ar【’日sBke) 

的一 派。C3J 

鲁迅向来不认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为什么独对曹丕 

“不必寓教训于诗赋”的主张持肯定态度呢?这主要就是因 

为曹丕已经韧步意识到文学的审美特性。所谓“不必寓教训 

于诗赋 也并非反对文学的思想性，而是主张思想与艺术的 

统一，建从他把文学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主张 

“本同而末异”E4J等，即可了然。鲁迅历来重视文学的社会功 

用，甚至主张革命文学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但另一方 

面，他也说过：“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 

利害，自然而然地从I 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 

做起文章来，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 

否感动人了。”【 这一见解与曹丕的观点有相通之处，盖出于 

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理解。 

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这些特点，在“三曹 文章中分别 

有所表现，但综观建安诗文，还有一个更普遍、更突出的特 

点，那就是悲凉和慷慨。这一点，鲁迅论及 建安七子”对说 

到了： 

七子的文章很少漉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太概都不 

外 慷慨 ，“华面”吧。华面即首丕所主张，慷慨就固当天下 

太乱之际，亲戚朋友兄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 

凉、激昂和慷慨了 

这段评述“七子”的文字，毋宁说也是对整个建安文学的 

总体概括。它不仅说出了整个建安文学的基本特色，而且探 

刻地揭示出造成这种特色的社会原因。汉魏之际，战乱频 

繁，田园荒芜，生灵涂炭。社会本身充满悲凉、慷慨的氛围。 

文学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戎马不解鞍。铠甲不 

离傍”(曹操《却东西门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 

操《蒿里行》)、“城郭为山林，庭野生荆艾”(蔡琰《悲愤诗》)、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这样的描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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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际诗文中俯掊即得。它们或则反映社会动乱与黎民 

疾苦，或则抒发人生感喟与对国家统一的渴望，无不涂上悲 

凉、慷慨的色彩，同时又表现出剐健峭拔的风格。文学史家 

所谓“建安风骨”，大体指此。建安时代既然是文学的自觉时 

代．各个作家的作品自然有其不同的艺术特点，但从宏观上 

把握，鲁迅的这种概括，不能不说是十分精当的。 

“二曹 、“七子 之后，在魏晋之际文坛上较有影响的作 

家是“正始名士 何宴、王弼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 

等。《魏晋》论及何宴篇幅较多，但主要说他是空谈与服药的 

“祖师”．对他的文章甚少涉及。嵇康、阮籍是鲁迅论述的重 

要对象．也是从他们立身处世的态度(特别是戗酒)谈起的。 

正始(魏废帝齐王年号)年问，司马父子操纵了曹魏政权．随 

时准备篡位。他们排斥异己，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 

依附曹氏父子的人，动辄得咎，不断遭受迫害。他们为避免 

杀身之祸．不得不逃避政治，或寄情山水，或放浪形骸。服 

药、戗酒甚至伪装痴瘴．正是他们反抗现实而卫无可奈何不 

得不采取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一点，一般治魏晋史的学者都 

看得出来。鲁迅的深刻处在于他认为嵇康、阮籍表面上牺 

脱、放浪，不拘俗礼，“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际上他们的内心 

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 

为，并非他们的本意 在鲁迅看来，嵇、阮等名士倒是真心信 

奉礼教、真正地关心时政的；因为不满统治当局，不愿与之合 

作，于是借服药、饮酒等行为来掩盖真相，排遣苦闷。他们的 

这种行为．实际上反映了这一特殊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的普遍 

心理。“正始名士”(包括“竹林七贤”)都是当时有重大社会 

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既然反映出一般知识分子的普遍心 

理，服药、饮酒于是便成为中、上层社会一种带普遍性的风 

尚。这种由时代所造成的社会风尚、社会心理自然也要反映 

到文学上来。鲁迅评说阮籍：“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 

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又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 

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这个结论与刘勰《文心雕龙· 

才略》所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嵇康为文富 

于独创，阮籍做诗注重气势)是相通的。鲁迅通过对时代与 

社会风尚、社会心理的具体分析所做出的这些结论．可谓言 

筒意赅，水到渠成．话虽不多，但却把时代政治环境、社会风 

尚、社会心理与文学风格的关系，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来了。 

《魏晋》结尾部分，集中论述了晋末大诗人陶渊明。陶潜 

诗文的风格特点是“平和”、“淡泊 ，此亦与社会时代有关 

因为整个东晋社会思想是趋于平静的。究其原因，一为佛教 

思想的渗透，二因人们对于社会动荡习以为常，即鲁迅所谓 

“乱也看惯了，墓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陶渊明即是在 

此种文化氛围中养成为一名世所公认的“隐士”、。田园诗 

人”。鲁迅并不否认这个评断。 

但鲁迅在(魏晋》中还指出了陶潜的另一面，即他并不是 

一 个完全“超然物外”、脱离现实的诗人。 

据我的意爵．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奎超 于政治的 

所谓“田固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奎超于人世间 

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 ．那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许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重点 

为引者所加) 

鲁迅这里讲了两种“完全超越”：一是所谓 完全超越”政 

治功利；一是所谓“完全超越”现实生活。他认为两者都是不 

可能的。这段话讲得极有分寸。正确理解．应该是说艺术对 

于政治与现实生活，是可超越，又不可超越。说“可超越 ，是 

说艺术不可能处处听命于政治，不可能为某种临时性的政策 

或策略服务．圉解政策条文。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择东，论及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只是说无产阶级文艺与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在总体方向上应该保持一致，并非要求文艺为一时一地 

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又．文艺反映现实生活，并非对生活作 

机械复制，它应该比普通实际生恬更高、更集中、更典型和更 

理想；特别是在当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文艺 

更需超越世俗物欲，追求精神的完善。说“不可超越”．是说 

从根本上讲艺术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的源泉只能是社 

会生活；而且艺术反映生活不能不表现创作主体的倾向性， 

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功利色彩。艺术受客观现实生恬 

和剖作主体的双重制约，这就使艺术归根到底不可能完全超 

越现实与政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废除了“文艺从 

属于政治 的口号，但仍然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含主 

义服务 。这就是“可超越．又不可超越”的辩证法。鲁迅在 

“超越之前特别用了“完全 二字，表明了他对艺术规律的充 

分理解。 

鲁迅这段论“超越”的文字，对所谓 为艺术而艺术”派是 

很深刻的批判。历来倡官“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情况较为复 

杂。有因认识偏颇而真心诚意地致力于艺术的完美而疏离 

政治或世俗生话者；有因对现实政治不满而以潜心艺术为逃 

避方式者；更有以此为借口而掩盏其实际倾心于别一种政治 

的真实面目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以 为艺术而艺术”相标 

榜，即以为艺术可以超越任何政治的、现实的一切功利．是有 

悖于科学，亦即有悖于艺术规律的。优秀的作家、艺术家都 

是有理想、有追求而又特别敏感的人，对于政治斗争、社舍事 

变都是了然于心的。如果他要做一个彻底“超然物外”的人， 

他为什么还要创作呢?即使像陶潜这样的“古今臆逸诗人之 

宗 ，也有(述酒》、(读山海经》、《咏荆轲》这样不能忘情于 

世事或富有反抗性的诗作】 

为了说明世间没有完全超越于现实的文学．鲁迅特别提 

出陶诗《述酒》一篇．以为“是说当时政治的 ”据南宋汤汉注 

《述酒》云r“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 

毒酒一署使张棒酰王，棒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遣园进药． 

王不肯戗，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僭名篇也。”n 这就 

告诉人们，(述酒’是反映刘搭废恭帝这一。晋宋易代”的重大 

政治事变的诗作。诗中列举许多古代篡弑方面的典故，可以 

说明上引汤注的确凿。<述酒’诗题下小注“仪狱造．杜康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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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之”．亦明显隐喻“桓玄篡位于前，刘裕称帝于后”，说明此 

诗是为晋王朝灭亡而剖作的一首哀歌。事实恰如鲁迅所盲， 

设历代文人称为“不染尘俗”、“浑身静穆”的“田园诗人”陶渊 

明， 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的。 

认为文艺可以超越于现实政治功利，文艺家乃是超然于 

世间一切生死利害的“超人 ，这是2o世纪30年代所谓“第三 

种人”的一种观点。鲁迅对此有过许多形象而深刻的批评。 

出人意外的是，这种十足的唯心主义文艺观在8o年代中后期 

又重新崛起于一时，至今犹有一定影响。有人认为，作家只 

有摆脱一切政治束缚，实现“对‘生死利害’这种现实意识的 

超越”，才能“复归为全面完整的人”；认为这种“充分的主体 

性和充分的超越性是文艺的本质特征”[刘再复，等。论文学 

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6)一1986(1)]。这是改革开放之 

后唯心主义思潮在文艺领域泛滥的典型表现之一 它同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观是根本对立的。具有一般常识的文 

艺工作者都记得恩格斯的名言：“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 

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 

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 

国第一部有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 

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 恩格斯所揭示的是文艺 

创作的一种普遍规律。作家、艺术家既然普遍存在“倾向 

性，他怎么能成为唯心论者所心造的鄂种“超人”昵? 

四 

一 生对文艺保持浓厚兴趣的恩格斯在认真阅读拉萨尔 

剧本《济金根》之后，致信拉萨尔，对他的剧本作出了详细分 

析，并于最后说： 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 

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 在我看来，恩格斯所遵 

循的这个 美学批评”与 历史批评 相结合的原则，在当今世 

界文艺批评模式多元化格局中，仍不失为一种最可靠、最科 

学的批评方法，它的精义即在于艺术审美规律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有机统一。 

鲁迅在《魏晋》讲演的开头便说：“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 

的文学 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这种传统的 

“知人论世”的方法 ，用今天的跟光来看，也就是历史唯物主 

义方法 《魏晋》的历史唯物主义特色，首先表现在对文学与 

时代的关系的阐释。如前所述，鲁迅认为，魏晋文学的种种 

特点，归根到底 是时代使然 。但他在具体评述某一种特点 

时，又是从历史内容与艺术审美的结台上作出判断的。例如 

说到魏文的“慷慨”与“壮大 ，鲁迅认为如果设有鄂一时代的 

动荡与离乱，就不可能成为那一时代诗文的普遍风格。正如 

《文心礁龙·时序》所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 

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魏晋是一个 

悲剧的时代，也是一个悲壮的时代，用纤细的笔触，自然难以 

反映出这一时代的面貌，“慷慨 、“壮大 的特色便报自然地 

形成了。这既是对这一时代诗文历史内容的写照，也是对这 

一 时代诗文美学特征的概括。至于说曹操提倡“清峻”“通 

脱”，曹丕提倡“华丽好看”荨，邵显然也是从内容与形式的结 

合上所作出的判断。 

《魏晋》的唯物史观还表现在对历史人物的臧否上。文 

章涉及“三曹”、“七子”等历史人物 加余人，重点评述的是曹 

操父子、孔融、何宴、嵇康、阮籍及冉潜等人。鲁迅评述他们， 

较多事实叙述，而较少绝对化的判断，特别是在材料不足的 

情况下 他的结论总是比较灵话，留有余地。例如对“建安七 

子”，鲁迅就说 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 

对何宴也说他的为人真相现在“很难知道，很难调查”。这些 

地方，正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对曹操就不同 

了，因为曹操留下的诗文及相关史料较多，鲁迅便断然肯定 

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 

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这样评价曹操，完 

全排除了《三国演义》‘‘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同 

样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关于《三国演义》对曹、 

刘的处理，鲁迅早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就有过异议 

的，认为曹操“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该书写得他 事事 

全坏”，是“出乎情理之外 的。曹操打击豪强、抑制兼并、 

广兴屯田等 政治上的好处 ，为进步史学家所公认；单就文 

学成就而言，他的悲凉、慷慨的诗篇，在反映汉末动乱岁月人 

民流离失所的苦痛，表达统一国家的进步愿望，以及在继承 

《诗经》、‘楚辞》、汉代乐府优良传统，推动五盲诗发展方面， 

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鲁迅对曹操利用权术谋杀异己、 

宴行专制独裁的一面，也有所批判。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 

到一个诗人兼政治家的真实的曹操。 

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割断历史。 

怎样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魏晋》也给我们做山了榜样。 

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鲁迅是一概排斥传统而主张“全盘西 

化 的。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鲁迅对传统文 

化发表过偏激的议论，但在严肃的学术问题面前，他是宴事 

求是地看待传统文化的。他十分珍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 

果，但又不为传统观念所囿；他重视学术前辈的一些“定论 ， 

但决不盲从 定论 。阅读《魏晋》，我们不难看出，从曹丕《典 

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萧统《文选》到近人著述， 

凡可采纳的成就，他都一一吸取；对于前人不正确或不完备 

的论断，则予以辨正或补充 例如前述《文心雒龙·时序》中 

关于“慷慨”原于“世积乱离”的观点，鲁迅不仅全盘接受，而 

且进一步作出发挥；又如《文选》李善注中指出阮籍“身仕乱 

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 

讥，而文多豫避，⋯⋯”(萧统，文选(卷23)咏怀·诗注)鲁迅不 

但采纳，而且进一步指出阮籍等人对自己的行为是不满的， 

并由此难定 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 

极的” 嵇、阮非薄礼教，实在是出于对当权者借维护礼教之 

名而诛杀异己的一种反抗。这就比古人的见解深刻得多了。 

再如对陶潜，《诗品》定下的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基调，世 

代沿袭，鲜有新见，直到清人陈沆作《诗比兴笺》，才指出其 

《述酒》、《述史》、《读山海经》奉寄悲愤”。鲁迅肯定冉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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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但同时叉着重指出他“于世事也并 

没有遗忘和玲淡”，启示我们要全面地评价这个作家。他后 

来还指出： 这‘猛志圊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 

有取台，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o,,L1ol鲁迅对陶潜始终 

是用一种历史的的辩证的眼光看待的。 

新时期以来，文坛有一种不 良风气，就是轻易否定前人， 

或明明前人有说在先．有的人却视而不见，硬将别人的研究 

成果改头换面充当自己的 发现”或“发明”。鲁迅完全不是 

这样 他同胡适政见相去甚远，但在小说史研究中却充分引 

用胡适关于《红楼梦》的见解，并给予较高评价。在《魏晋》讲 

演中，他充分肯定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南北朝 

文》、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以及刘师培的《中国中 

古文学史》，认为“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 

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他特男 把 

刘师培的书作为重要参照，并对自己作出明确的规定：“我今 

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 

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这种充分珍视前人成就，并以此为 

基础和起点继续开拓的精神，正是学术事业不断发展、持续 

前进的永恒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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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上接第21页)元(轻)污染的工业项目；积极发展生态环境型 

绿色产业。 

大力加强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中心 

城市金融保险、商贸、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房地产和信息咨询 

等服务化产业发展，加速第三产业的质景扩张，推动城镇现代 

化建设。 

(五)旅肄开发保护措施 

为保护风景资源及整个景区的生态环境，可将风景区分 

级保护。一级保护区(即风景游览区)，是风景区的核心部分， 

应对其范围内的地貌、水体、山石、植被及文物古迹等严加保 

护。以湖泊为中心，包括景点和联系景点的主游路线的一定 

范围内为二级保护区，该区域内不准任意破坏林木山石、溪 

流，严禁开山采石、挖抄、伐木；一切建筑物和工程构筑物要因 

地镧宜，建筑风格与形式耍与风景区摹调协调，注意民族风格 

与地方色彩。与风景区相邻的外围保护地带为三级保护区， 

该区的保护主要是保护整个风景区的环境空间，提倡封山育 

木，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以形成风景区外围的绿色保护屏障。 

(六)行政菅治措施 

长期以来，缺乏胡区流域的统一机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 

胡区流域的山林、永体以及物理环境治理分别属于林业、农业 

以及环境保护部门切块管理，不利于统一行动，同时缺乏强有 

力的管理措施。为了加强湖区流域生态环境建设，应该成立 

专门的湖区流域管理机构，统一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管理，同时 

制定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治制度，将湖区生态环境保护、湖区 

污染控制与治理纳入统一管理轨道。这是湖区生态环境建设 

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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