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战斗在中山大学 

 

1927 年 1 月 18 日，鲁迅在北伐战争高潮中从厦门来到当时的革

命中心广州。不久，他出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这

次赴粤，不仅是为和爱人许广平团聚，还与中共广东区委推荐和争取

有关。 

当时广州政治变幻波谲云诡，国民党已分裂为相互斗争的左、右

两派。1926 年底，国民党内多数左派人士已随政府迁往武汉，广东

省内国民党右派势力气焰正炽。鲁迅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也亲近

共产党。在北京期间，鲁迅跟许多中共地下党员有过亲密交往。恽代

英、邓中夏等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多次与主持中大校务的戴季陶谈

判，要求聘请鲁迅来中山大学主持文学系。慑于校园内左派力量的强

大，中大校方向鲁迅发出来粤“主持一切”的电报。鲁迅便辞去厦门

大学工作，搭船前往广州。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非常注意团结鲁

迅，先后派同志前去欢迎鲁迅来粤任教，并特派毕磊公开跟鲁迅联系。

从此，鲁迅与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也把鲁迅推向政治汹涛的风口

浪尖。 

 

 

 

 

 



 

 

 

 

1927 年 9 月，鲁迅，摄于广州 

（图片来源：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 资料专辑》，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 年。） 

 

1927 年 3 月 1 日，中山大学开学。鲁迅在开学演说中指出，中山

大学是继承和贯彻发扬孙中山革命精神，造就革命人才的教育阵地。

他呼吁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反

动势力进攻，是中大青年的责任，希望大家一同担负起这个责任来。

鲁迅的讲演，简明直接地表达了他彻底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同时，

鲁迅敏锐地察觉到广州“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和旧社会没

什么两样。“红中夹白”即是鲁迅对广州革命的形象总结。 

三月下旬，北伐军攻到上海。捷报传来，广州举行盛大庆典表示

祝贺。在锣鼓喧天中，鲁迅却看出：目前黑暗势力伺机向革命进攻，



庆祝沪宁克复的胜利，已经与革命不相干了。这只是一种“浮滑”，

起一种麻醉作用。他向人们发出必须警惕，必须向敌人永远进攻的呼

声。风云动荡不幸被鲁迅言中。4 月 15 日，国民党公然叛变革命，

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中山大学亦遭到清洗，教职员工

及学生 40 余人被捕。一时间，腥风血雨满城飘荡。 

白色恐怖来势汹汹，笼罩在鲁迅身边。鲁迅没有丝毫彷徨，坚决

站在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身边。四一五政变当天，他冒雨赶赴中大，

亲自召集并主持主任紧急会议，呼吁学校当局竭力营救被捕学生。一

场看不见刀光剑影的斗争便在会议中展开，鲁迅和中大副委员长朱家

骅短兵相接。朱家骅以学生违反国民党“党纪”，逮捕学生是政府行

为作托词，拒不帮忙。对此，鲁迅以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

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依据，坚决予以回击。会场气氛霎时紧张到无法

转圜的地步，营救会议难有结果。鲁迅愤而辞去中大一切职务，以示

对国民党以“革命”名义滥杀无辜和中大当局无视学生身陷囹圄的严

正抗议。 

1927 年 9 月 27 日，鲁迅乘船前往香港。尽管鲁迅在广州只待了

八个多月，但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勇敢战斗的身影，已铭刻在他心头。

他坚信革命的力量绝不会被杀绝，革命的火种绝不会被浇灭。“地火”

正在地下运行，“熔岩一旦喷出”，势必烧毁整个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