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呐喊（第三讲）

  

《呐喊》第一讲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浙
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
周樟寿，鲁迅是中国文化
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
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
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毛泽东曾说：“鲁迅在中国
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
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
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
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
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
的写照。 

http://baike.baidu.com/image/718e25c73569faecd10060a1


《呐喊》介绍

¡ 《呐喊》主要收入了鲁迅先
生1918-1922年所作的15

部小说。后来作者抽出去一
部历史小说《不周山》（后
更名为《补天》），遂成现
在的14部。这部小说集于
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出版
社出版。该小说集出版后在
社会上得到很大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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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目介绍

   《狂人日记》      《药》      

   《明天》             《阿Q正传

》     

   《孔乙己》          《一件小事

》

   《头发的故事》   《风波》  

    《故乡》             《端午节》         

    《白光》             《兔和猫》

   《鸭的喜剧》        《社戏》



整体思想

l 这些小说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被压
迫者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在《呐喊
》自序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其中反映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和从
事文艺活动的目的--即“他呐喊几声，
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
使他不惮于前驱，”同时也说明了这些
小说的由来和起名的原由。作者从学洋
务、学医、走科学救国之路，到推崇文
艺，把文艺做为改变国民精神的武器，
表现了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求索救
国救民道路的精神历程。



学习建议

l        在阅读小说之前，建议同学们不妨先

读一下鲁迅的《〈呐喊〉自序》，这有助
于我们了解鲁迅的生活道路、思想历程、
进行文学创作的缘由以及对文学功用的独
特思考，帮助我们真正进入鲁迅的文学世
界，深刻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狂人日记 



历史地位

¡《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
中国第一部日记体小说，首发于1918年5月
15日4卷5号《新青年》月刊。 

¡《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
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
传统。

¡作者首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它是我国现
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旧社会制
度的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旧礼教的弊害
”。 



内容介绍
v全文由13段狂人的日记组成，实际上是精密安排的
一篇心理小说 。

v小说塑造了一位狂人，看见什么人都以为是要吃他
：他看见邻居交头接耳地议论，就觉得是在密谋害
他；医生给他诊脉，他也觉得那人不过是刽子手假
扮，是来“揣一揣肥瘠”的，好分他一片肉吃；大哥
安慰他，让他静养着，他却怀疑是想养肥他，好多
吃些肉；“狂人”还听说邻村狼子村有个“大恶人”，
被佃户打死，连心肝也被挖出炒了吃，又联想起小
时候大哥讲书时说的“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事
，就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
，发出：“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
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愤怒的呐喊。 



《狂人日记》的主题

        《狂人日记》作品内容虽然带有狂人的
非逻辑心理特征，但始终围绕着“吃人”，
围绕着中国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生
的有史可查和无史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吃人
现象，因此文章主题十分明确，主要“意在
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表现对封建
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
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
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的思想特征。



狂人的形象
         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

“狂人”，但作者借狂人之口来揭露几千年来封建
礼教吃人的本质。因此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
一个象征性的形象。“历史上多少反抗旧传统的、
离经叛道的人，曾经被视为疯子，如孙中山，也
曾被人叫做“疯子”。从世俗的眼光看去他是疯子；
但站在革命的立场看去他是先知先觉。同一个人、
同一个思想却在社会上有截然对立的两种看法和
评价，这也是变革时代的社会矛盾的反映。《狂
人日记》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狂人”的形
象，他有才气和狂气，具有清醒的头脑和科学的
态度。他洞察封建礼教的本质号召人们起来推翻
人吃人的旧制度。这一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
时代的意义。



大哥的形象

l“大哥”这个意象就是家族制度的象征。
“大哥”并不是有意的迫害狂人，但是他
所遵奉的礼教制度观念却决定了他必须要
按照社会传统的意志来消灭狂人的叛逆意
识，所以也参与到了吃人的行列中。 



典型语言及理解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
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
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礼教就是吃人，仁义道德是礼教虚

伪的面具，这就是鲁迅对封建道德的定义，
也是他多年来思考和认识的结果，也是这
篇作品最辉煌的成就。 



典型语言及理解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并且
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
封建礼教的勇气，而且还表现了鲁迅“忧愤
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
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
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确实
远远超出了文学的领域。 



艺术表现特色

§   《狂人日记》 大胆采用了现实主义和象

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
效果，这主要是通过狂人这个特殊的艺术
形象来实现的。实写人物，用的是现实主
义；虚写寓意，用的是象征主义。一方面
，从文本叙述的表层来看，狂人的确是一
个“迫害狂患者”，作家用现实主义的方法
准确入微地写出了狂人的精神病态：思维
逻辑混乱，心理变态等，甚至可以经得起
精神病理学者的检查；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02705305605500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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