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魯迅思想中言語道斷的、前語言的（pre-discursive）「肉體」

（corporeal）成份，其表現方式，及其發展。從知覺現象學角度看，「肉體」

生命意指在世存有與生活世界間不依賴語言的本真互動，魯迅所以認為中國人有

被世界淘汰的危機，就是因為中國人日漸喪失這一在世存有的本真能力。本文第

一章通過魯迅的女性觀來探討肉體生命的社會層次，女性是魯迅反瞻男性乃至人

類處境的鏡子，他看到不僅女性被男性宰制為必然，女性對男性的宰制亦不可避

免。二章藉魯迅的死亡觀來檢討肉體生命的自然層次，死亡的終極否定力量對魯

迅有本體論、認識論乃至方法論的意義，使他產生跨越生死的責任感，具備察見

不詳的認識力，以至追求正義的復仇行動力。第三章探討魯迅表現人與生活世界

間本真互動的書寫策略，魯迅企圖通過解剖與挖底的書寫、吃與被吃的書寫、綻

出式的還原書寫，即描寫與「自性」不可須臾離的肉體的本來面貌，去自我批判，

去對抗語言、意識形態的堡壘，以保存生命原始純真的最後陣地。第四章討論形

成魯迅肉體生命意識在其生命歷程中的發展，即通過「幻燈片事件」的死亡體驗

與中國傳統決裂，通過靈肉合一的愛情與啟蒙陣營決裂，與通過永遠的反抗與左

翼文人決裂，終於回歸孑然孤獨的肉身。魯迅的國民性批判的動力來自於他永遠

選擇以自我批判開放自己的生命，選擇在既成的僵化體制之間找出路，以死為

生，像死神那樣永不止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