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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 川大文新学院院长、博导李怡：

今天，我们该怎么读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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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李怡从北京到四川任教以来，在
成都很多文学活动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他是四川大学文新学院院长，同时也是四
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会给青年作家讲
课，也给新书发布座谈当学术主持。观点
新颖独到，口才幽默风趣。更根本的，他是
一位专职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批评家，
尤其热爱并擅长研究鲁迅，是国内重要的
鲁迅研究专家。

1984 年，李怡从重庆北碚考入北师大
中文系。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课堂上，从中
学时就爱读鲁迅的李怡，在导师的影响下，
生发出深入研究鲁迅的心志，直到如今。
身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四川鲁迅研
究会会长，李怡的《阅读现代——论鲁迅与
中国现代文学》《为了现代的人生——鲁迅
阅读笔记》等研究专著，在业内深有影响。

鲁迅对当代
仍具有较强启发作用

在我们不少人的阅读生涯中，鲁迅

可能是跟随我们时间最长的一个作家。

小学时，语文老师跟我们讲鲁迅勤奋学

习的故事，大家模仿他在课桌上刻下

“早”字，激励自己要早起读书；初中时在

课本上学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高

中时分析《阿Q正传》《祝福》以及其他杂

文。有的人或许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

么鲁迅能如此深刻影响我们的阅读？毕

竟鲁迅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他的人生

观、面临的时代以及他所使用的语言表

达的形式，与今天都是有距离的。

李怡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确实

有人会问：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对于鲁迅

看得太重了？他的作品在今天是不是

有那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李怡给出

的答案非常明确：“至少到目前为止，鲁

迅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他的语文的

形式上，仍具有较强的启发作用。”

鲁迅作品
在中学生里也有知音

大概30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李

怡，被分配到四川一所乡村中学，教了

一年的高中语文课。李怡发现，在自己

的带领和引导下，很多学生特别喜欢鲁

迅。有学生对鲁迅作品十分痴迷，问李

老师什么地方可以买《鲁迅全集》。李

怡惊喜又惊讶，“当时这个乡村中学的

条件比较艰苦。不要说一个农村学生，

就算是大人，也需要差不多一个月的工

资才够买一套《鲁迅全集》。”

前几年，李怡认识了北京某中学一

个语文特级老师。这位老师吸引了一

大批热爱鲁迅的中学生，带着他们一起

读《鲁迅全集》，读完了以后这些孩子们

自觉自愿地写评论、写读后感。其中有

一个同学围绕《祝福》写读后感，一读

《祝福》，二读《祝福》，一共写了30多篇

20多万字，可以出一本书了。李怡为此

专门到这所中学，请这位语文老师把学

生写的关于鲁迅的读后感拿给他看看，

“这位老师拿出了一大沓。我非常惊

叹，与大学生比，中学生是很质朴也很

天真的，可能不太成熟，但是很真挚。”

李怡又惊又喜，“一旦找到通往中

学生心灵的通道，鲁迅作品在中学生里

能找到很多的知音。引导中学生放下

对鲁迅的成见、固定化的结论，让他们

用生命去与鲁迅作品面对面，你会发现

很多惊喜的火花。我们读鲁迅作品，一

定不要用那种为了总结出一些结论式

的读法。如果是找结论式的读法，不仅

鲁迅不会让人感到亲切，任何文学都不

会让人感到亲切。”

又或许有人会问：中学生读鲁迅全

集，能读懂吗? 李怡认为这个问题其实

细究起来，逻辑很清楚，“一个人，尤其

是处于成长期的年轻人，不能光读自己

能懂的书。还是要读一些暂时没那么

懂但是有价值的书。不懂的，可以用余

生慢慢去琢磨。先读起来，读懂一点是

一点。鲁迅的作品，本来也不是读一次

两次就能完全懂透的。我读了几十年，

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读透了鲁迅。”

鲁迅是李怡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同

时也是他最喜爱的现代作家。谈到鲁

迅，李怡总是滔滔不绝，“我们平时看不

透的东西，他三言两语就说破了。鲁迅

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

李怡从中学时就开始读鲁迅的作品。

那个时候虽然读得比较浅，“但总觉得

鲁迅的文字里有一种说不清的魅力，没

完全看懂的时候，就能感觉他在吸引

你。甚至你越是看不懂，反而越想知道

他的精神秘密到底是什么。”

鲁迅超越了
自己所处的时代

作为鲁迅研究专家，鲁迅的书自然

是李怡藏书的重头戏。封面新闻记者

在李怡家中书房看到，在鲁迅研究领域

有代表性的几套《鲁迅全集》版本，几乎

占满了一个单独的大书柜。其中包括

鲁迅去世后出的第一套《鲁迅全集》，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推出的16卷《鲁

迅全集》，2005年18卷《鲁迅全集》，以及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除了各种《鲁迅

全集》，李怡对与鲁迅相关的各种研究

作品也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和收藏，包

括鲁迅研究学术资料汇编，海内外老中

青三代学者所写的鲁迅著作。2019年

李怡去日本，还带回了一大批日本学者

收集的鲁迅著作。

大学二年级时，李怡第一次读完

《鲁迅全集》，自此每过一段时间，李怡

都会重读鲁迅，做一些摘录笔记，“重读

总会发现此前没注意的一些东西。”很

多时候，他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在鲁迅作品里能得到豁然开朗的解答，

“鲁迅具有一双锐利的眼光，超越了自

己所处的时代。”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提到鲁迅总会

想到他忧世伤生的苦闷、横眉冷对的冷

峻。李怡提醒大家，“其实这只是鲁迅

的某一个方面。看一看鲁迅跟当时年

轻人交往的故事，你就会发现，鲁迅对

生活困难又在理想的道路上奋斗的青

年，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你看一看萧红

笔下怎么写鲁迅，写鲁迅先生的笑，鲁

迅先生的浪漫。其实不仅仅是善良两

个字能概括得了的。我觉得，还有一种

是善良二字所不能轻易概括的天真烂

漫，一种心灵的纯净表现。”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人类的生存面临

着种种不确定性。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会

遇到种种的压力和迷茫。作为一个跟学

问、书本打交道的学者，李怡坦言自己也

没有多好的方法给年轻人支招儿，但是有

一个建议他特别愿意提，“不管处于怎样

的境况，如果有条件，还是多看看书，与千

千万万人的交谈，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你的苦闷，但至少可以部分缓解焦虑。比

如读《鲁迅全集》这样的书。”

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失和”现象

及其原因，一直是坊间甚至是一些学者

都会讨论的课题。观点当然各有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作为鲁迅的专业研究

者，李怡的态度是：“周氏兄弟失和的原

因，尤其是他们现实生活上来往的生活

细节，因为双方的缄默，外人可能永远

都搞不清楚。我认为，不必去搞清楚。

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除此之外，李怡

认为将周氏兄弟放在一起研究，有很大

的必要性，“他们的思想、文风差别，以

及价值观、人生道路的选择等，都是值

得深入研究的。我还想特别指出，在分

析两者思想上重大区别的同时，还应该

看到周氏兄弟思想上还是有一些相通

之处的。”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徐语杨
实习生郑好

人物简介

李怡，1966年6月生于重庆。1984年就

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西南师范大

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现为四

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博导。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

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四川鲁迅研究

会会长，学术丛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大

文学评论》主编。

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

歌传统》《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七

月派作家评传》《现代：繁复的中国旋律》《大

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中国现代诗歌欣

赏》《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先

后成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2005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奖者。李怡在书房

《鲁迅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