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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大学来到广州，开启了在中山大学任教并担任文学系主任兼

教务主任的旅程。鲁迅怎么会来中山大学任教呢？根据有关史料和回忆，这完全是陈延年推动

的结果。陈延年对鲁迅是非常了解的。此时鲁迅已南下厦门大学任教，听说工作得非常不愉

快。于是，陈延年建议并力促鲁迅先生前来中山大学。 ■ 据《北京日报》
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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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党人更直接全面的接触，使鲁迅对

共产党人有了直观且真切的认识，并迅速投入

到对党的事业实际支持中来。两位党的主要

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曾是他的好朋友。

但鲁迅与他们的交往基本集中在五四新文化

运动期间，且都定格在学术文化层面。他来广

州中山大学任教是因为有陈延年等共产党人

的动议和坚持，来了后，通过与共产党人的直

接交往，他对共产党人有了全面真切的认知。

认识的转变必然产生行动的转变，鲁迅开始自

觉投入到对党的事业的支持中来。

共产党人的引导，使鲁迅对广州的形势尤

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有了愈来愈深切

的认识。共产党人的引导，使鲁迅完成了向马

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

的背叛革命和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终于轰

毁了鲁迅原先的认识与思路。鲁迅说：“我是

在27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我

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

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

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

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

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

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

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看青年，不再无条件

的敬畏了”。这种思路的轰毁，许广平先生当

时即评价为：“这时他有了突变……于是他否

认了进化论的偏颇，投入了阶级论的洪炉去锻

炼自己，去向革命队伍中当个小兵。”

鲁迅实现思想上的飞跃，“陈延年是起主

要作用的”鲁迅先生的根本性转变，是陈延年

及其所领导的广东区委努力引导的结果，其

中，陈延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这本

身，也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意义。

开创了我们党做好代表性知识分子工作

的光辉范例。鲁迅到广东时，面对青年，无论

左右，一律给予热情接待。国民党右派也是极

力拉拢鲁迅。但渐渐地，鲁迅同共产党人越走

越近，对国民党右派包括右派青年由冷淡、疏

远到排拒、鄙视甚至用笔开始批判。鲁迅何以

能够迅速认知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走近共产

党人？在送给他的党的刊物中，他读到了党的

先进思想先进方针，在同他密切交往的青年共

产党人身上，他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

与风采。

开创了我们党同鲁迅密切合作共同战斗

的先河。鲁迅到达上海后，虽然处在更为严重

的白色恐怖包围之中，但他始终同我们党同呼

吸共命运。党先后派出了瞿秋白、李立三、冯

雪峰同他联系，向他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听取

他的意见，争取他的声援与支持；方志敏同志

牺牲前，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无比信任，把自己

《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稿辗转托付给他，请

他转交党中央；作为左翼文化战线的主将，他

前后组织并参加“左联”等革命文化团体，反对

国民党反动派对党的文化“围剿”。正是因此，

毛泽东同志才高度称赞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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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鲁迅实现思想上

的飞跃，正是在广州开始的，正是广东区委努

力工作的结果。

陈延年倡议推动鲁迅来中山大学任教，并

部署党组织做好鲁迅工作，促成鲁迅思想产生

根本性转变，这一历史功绩，我们一直忽视，但

它无疑是陈延年革命生涯的又一座丰碑。它

不仅具有革命史意义，更由于鲁迅以及促成

“鲁迅思想转折”的关键性作用，而在现代文化

思想史上闪烁着令人景仰的光辉。

（作者李传玺为安徽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

鲁迅来后，如何做好鲁迅的思想引导工作，成了

陈延年以及广东区委急需考虑和急迫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陈延年给鲁迅做了

个“政治定位”。他对区委和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负

责人说，鲁迅是“自由人”（注：指知识分子），但不是

一般的“自由人”，而是彻底反封建的“自由人”，因

此我们应该好好地做工作，团结他，同右派进行斗

争。为此，陈延年专门召开区委会议，就鲁迅来之

后如何做好他的工作进行研究。恽代英、邓中夏、

李求实、毕磊等人参加会议。会上分析了鲁迅反帝

反封建的战斗思想和战斗业绩，认为鲁迅是能够与

共产党共同战斗的。陈延年特别指出，鲁迅到广州

后，一定要尽快帮助鲁迅了解情况，了解当前的政

治局势。首先是要求广州党组织做好鲁迅来时的

欢迎工作。其次是确定专人做好鲁迅的日常思想

工作，并要常常去求教鲁迅，按时将党组织的刊物

送给鲁迅。时任中山大学党总支书记的徐彬如（原

名徐文雅）回忆说，他给鲁迅送过《人民周刊》《少年

先锋》《做什么？》等刊物。《少年先锋》封面上印着列

宁的画像和革命火炬，鲁迅对此印象很深，在当天

日记记道：“徐文雅、毕磊、徐辅国来并赠《少年先

锋》十二本。”

根据徐彬如回忆，有一次和鲁迅在一起谈起党

的事情时，鲁迅突然问：“贵党在这里的主要领导是

不是陈延年啊？”徐彬如点点头，是的。鲁迅仰着

头，似乎在回忆着什么，说：“他可是我的‘老仁侄’

啊，他人很聪明啊！”徐彬如立即回来将此事向陈延

年作了汇报。过了几天，鲁迅再见到毕磊时，试探

地问毕磊，“我能见见陈延年么？”毕磊说，“我抓紧

时间向陈延年同志汇报，此事一定能行，争取让你

们早点会见。”陈延年听了毕磊的反映，在征求区委

同志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同意。

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在毕磊和陈延年秘书任

旭的安排下，两人秘密作了一次会见，这次会见给

鲁迅产生了极大影响。此时跟在鲁迅身边的许广

平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鲁迅深深感到孤独

的悲哀。幸而党的领导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每一块

土地，鲁迅在此期间，见到了一些党的负责人，如陈

延年等同志。”通过这次会见，陈延年对鲁迅的认识

也进一步提高，他对大家说，我们党要用正确的态

度对待鲁迅，我们要研究鲁迅，越研究鲁迅的著作

和思想，你会越觉得他是那么深刻，通过我们的工

作，鲁迅的“思想发展得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鲁迅眼里的陈延年——

“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
“我能见见陈延年么？”
“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

“我的思路因此轰毁”

全国数字出版
转型示范单位

安徽出版集团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62
邮发代号25-50

2021.9.4
星期六 辛丑年七月廿八
今日4版 第 772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