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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

前言

鲁迅的传记，我写过好几本了。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书，《呐喊》，《彷徨》，
《野草》⋯⋯一本接一本的，越读越有兴趣。别人写鲁迅的书，那时出得不多，已出的几种我也找来
看了。那时，我就想给这位我敬佩的作家写一本传记。后来我意外地得到了几个月可以利用的时间，
就动笔来写了。这就是1956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这一年我二十五岁。    现在回想起
来，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一个人，没有读过周作人的书，没有读过胡适的书，没有读过陈独秀
的书，能够去写鲁迅的传记吗？事实就是这样：我是在完全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之时写了，并且出版了
我的《鲁迅传略》的。粗疏肤浅，自不待言。特别是书中绝无自己的见解，完全是人云亦云。我在一
篇文章里说过：这本书不但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水平，也是反映了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是反映了
当时所允许达到的水平。它在几个月之内印了两次，共计37500册。因为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不再印了
，现在看来倒是件应该庆幸的事情。    我的第二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这是我看
了许广平那本《鲁迅回忆录》，看到她书中说的许多都与事实不符，才决心写这本考证性质的书的。
这书不是传记的体裁，按性质说应该算是传记一类吧。作这些烦琐的考证，是颇费时间的事情。正好
这时我有的是时间。我解除劳动教养回家，因为开除了公职，成了无业游民，而父亲又管我的饭，我
就有时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考证了。也不记得一共花了多少时间。等到1979年我平反(标准的说法
是“改正”)了，恢复了工作，这本书也就得到了出版的机会。幸运的是，这部书稿曾经得到冯雪峰、
孙用两位前辈的指教和鼓励。    1980年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编注
工作，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没有看到过的资料。这件事忙完，我就着手来修订《鲁迅传略》了。说是“
修订”，其实旧本中的段落保存下来的不多，字数从旧本的十万增加到二十万。这书于1982年在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又印了一次。    这期间，人民出版社编印《祖国丛书》，编者约我写了一本
十万字以内的《鲁迅》。后来我把它稍加修订，并请王得后兄配上了大量图片，作为两人合作的成绩
，以《鲁迅图传》的书名于2004年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附带说一句：这本书有幸被韩国学者洪允
基先生看中，由他译成韩文出版了。    此外，还可以说到《鲁迅三兄弟》。这是鲁迅和他弟弟作人、
建人的合传。是应东方出版社的约稿，以《周氏三兄弟》的书名编入他们的一个“书系”之中。看上
去很大很厚一本，其实是图片为主，文字是并不多的。    我写的鲁迅单独一人的传记，算来已有四本
了。可是没有一本是能够保存得下去的。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
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
的。不但1955年，就是1982年，也没有这些。再就是学术界的空气，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淡化，实
事求是的态度，有所增加。而我的主观条件也可以说有了一些改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
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拿这本书和1956年出的那一本对照来看
，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    说来也有趣，我二十五岁出了第一本《鲁迅传略》，过了二十五年出了
个修订本，又过了二十五年出了这一本。显然我不会再有一个二十五年了。那么这大约是我的最后修
订本吧。不过我想，大的修订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但以后如果还有重印的机会，小的增补和改动怕也
难免吧。    作为一本人物传记，大约只能这样写吧。如果有读者以为它对传主作品分析介绍不够，或
者觉得对传主的某些事迹讲得不够详细，我愿意向有兴趣的读者推荐自己的两本书。一本是《鲁迅回
忆录正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一本是我和邵燕祥兄合作的《重读鲁迅》，分析了
鲁迅诗文四十四篇，东方出版社2006年出版。在序言里给自己的书做广告，很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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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

内容概要

在中外鲁迅生平史料研究领域，《鲁迅传》作者（朱正）是有口皆碑的高手。这部其新近修订的鲁迅
传记，不仅集几十年来国内外鲁迅生平史料研究之大成，而且在鲁迅生平史料研究的_些难点和疑点
方面亦有深入探究开掘，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对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鲁迅传》采取的是一种史家的知人论世的客观态度，一
种既非仰视、亦非俯视的平等观察的细密精审的冷静眼光，既可当作年轻读者了解和认识鲁迅的入门
之书．又可作为鲁迅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学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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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

作者简介

朱正，1931年生于湖南长沙，职业编辑。1956年出版了《鲁迅传略》。后在冯雪峰的鼓励和帮助下撰
写了《鲁迅回忆录正误》，订正了许广平等人鲁迅回忆中的若干重要史实。还著有《反右派斗争始末
》、《辫子、小脚及其他》、《门外诗话》等历史专著和杂文随笔集。

Page 4



《鲁迅传》

书籍目录

自序
一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
二　从小康人家坠人困顿
三　走异路逃异地
四　“我以我血荐轩辕”
五　学医的梦
六　母亲的礼物
七　《新生》的计划流产了
八　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九　辛亥革命前后
十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十一　阿q和绥惠略夫
十二　荷戟独彷徨
十三　兄弟失和
十四　学潮与爱情
十五　刘和珍之死
十六　“两年计划”
十七　“被血吓得目瞪口杲”
十八　“新生活”
十九　“封建余孽”
二十　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中
二十一　柔石之死
二十二　国难声中
二十三　知己瞿秋白
二十四　面对着东西法西斯
二十五　烦恼与悲哀
二十六　最后一年
人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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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

章节摘录

一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    1881年9月25日，即清光绪七年辛巳八月初三，鲁迅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
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    他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生在这样一片国土上，在他出生之前，
中国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    1644年清兵进入山海关，继明朝之后建立了清朝。这满族的王朝虽说在
许多基本制度方面不过是因袭了以往历代汉族王朝的成法，虽说并不比明朝更腐败更黑暗，可是他们
人关之初，在扬州、嘉定等地留下了使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屠城记录；特别是轻信了前明降臣孙之獬的
挑唆，下了一道薤发令，令汉人蓄辫。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些就使得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了清
朝从始至终的一个难以缓解的矛盾。鲁迅在他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余》这篇文章里回忆说：“对我
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清朝一方面屡兴文字狱来立威，
使他们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不敢妄发议论；一方面开科取士，使顺从者觉得有一条出路，少数幸运者
可以通过这途径进入仕途。怎样用科举的手段来笼络知识分子，鲁迅在1935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
夫子》一文中回忆说：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
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
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    议论。    如果
不是形势的重大震荡，鲁迅也将会走上这一条道路吧。    清朝因袭了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明末以来
，不断有欧洲人来叩门，可就是叩不开天朝上国的大门。到了1840年，这大门终于关不住了。中英鸦
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幻梦，在极不情愿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开始了同外国的交往
。当中国被动地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国的时候，传统的衣冠文物已经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局面了。   
1850年到1864年发生了一场太平军战争。就其持续时间之长和波及地区之广来说，应该算是中国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之一。天王洪秀全成功地给自己建造了穷奢极欲的人间天堂，可是他从来不曾
想到要以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新体制取代旧体制。    1857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1860年攻人北京，焚
毁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并且死在那里。    作为受到外国欺侮之后的反应，到19世纪60年代，
一些地方办起了机器制造局、船厂之类的近代工业，派出了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不少人已经感到中国
必须有所变革了。    鲁迅出生的时候，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新台门周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祖
父周福清写的家训《恒训》中，谈到他们的家史，是这样说的：    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
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馀亩，当铺十
馀所，称大族焉。逮嘉[庆]、道[光]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
各房中落者多。而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
矣。我身历盛衰，眼见致敝之由，习闻祖父起家之训，如昨日事。谨详述之，作我子孙居家之鉴，为
成为败，在自择耳。    我曾祖辈族人，行十七者，善居奇，积财二三十万。娶陆氏，生一女，嫁旧族
；无子。将娶妾，陆悍而狡，伪称有妊，买贫家子冒己子。族人以异姓乱宗讼，陆遍贿当途，族人几
得诬告罪。乃赴省赴都讼，始得直。官断：逐假子而立侄。家遂落，族人亦多破家。族议：陆氏不准
入宗祠。    我家高曾祖，勤俭率下，岁有赢馀，必置田产，所得租谷，变价买田，故田多而产实。自
忠房开宝来饰店、会亨钱庄，始变浮财。各房贪利息之厚，纷纷存放。咸丰辛酉(1861)，粤逆犯绍，
尽为贼有。始悔不买田之失计，晚矣。我族中落由此。尔辈知之：如用钱有馀，以买田为最好之计。
勿存银号，勿开店铺，为市侩所骗，切记切记！    从这个简要的记述中可以知道：自明万历年间(1573
—1619)以来，二三百年之间，周家已经是“合有田万馀亩、当铺十馀所”的世家望族了。是咸丰辛酉
，即1861年，李秀成部将陆顺德所部太平军占领绍兴，才家道中落的。    复盆桥周家是个人丁兴旺的
大家族，先是分为致房、中房、和房三房。后来致房的大部分移住到新台门，又分为智、仁、勇三房
，其中智房再分为兴、立、诚三房。鲁迅就是属于兴房的。周家虽说是曾经“合有田万馀亩”，子孙
繁衍，各房分下来，每房所有的也就为数不多了。后来鲁迅在自叙传略里回忆说，“听人说，在我幼
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这就是他出生那时候的家境。说不上富裕，也不
虞饥寒吧。    《恒训》中提到的六世祖韫山公(周煌)有举人的功名，秀才各房都出过，周家可以说是
耕读传家。祖父周福清更是个进士，做过正七品的朝廷命官，他们家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仕宦之家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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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

后记

本书上一次出版的时候，我在《自序》里面说：“这大约是我的最后修订本吧。不过我想，大的修订
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但以后如果还有重印的机会，小的增补和改动怕也难免吧。”五年过去，现在又
得到了重印的机会，我就把它细看了一遍，作了多处增补和改动。我想，这就是我的“定本”。有生
之年我多半不会再去动它了。我就只能做到这样子了。后来的作者自会写出更好的鲁迅传记来。    在
上一个版本中，香港三联书店版上面，有总编辑陈翠玲先生约请刘再复兄写的《香港版序》。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以《一个人的呐喊》为书名出版的简体字本上面，出版社约请严家炎、邵燕祥、王得后
、钱理群、孙郁、陈丹青六位专家写了评语。这些序言和评语都对这本书作了肯定的评价，我很感谢
，溢美之词更使我惭愧。只是现在换了一家出版社出版，因为专有使用权的关系，没有能够把这些序
言和评语印在本版上面，在我当然是一个损失，也希望各位好友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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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

编辑推荐

　　用了毕生的精力研究鲁迅的作者（朱正），称此书为其《鲁迅传》的“定本”。　　对中国现代
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鲁迅传》采取的是一种史家的知人论世的客观态度，一种既非仰视、
亦非俯视的平等观察的细密精审的冷静眼光，既可当作年轻读者了解和认识鲁迅的入门之书，又可作
为鲁迅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学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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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

精彩短评

1、内容严谨，可读性不好。对于熟悉鲁迅作品的人讲，书中太多的复制、粘贴是一个缺点。引用原
文的地方应该尽可能少（只要指出出处就可以了）。既然取名“传”，主要就是写传记的人对被写的
人的看法，看法的客观性跟大段引文在正文中的穿插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这位作者的写法，不如
把书名改成“鲁迅作品研究”或者“鲁迅生平考”或者兼而有之更好。
2、性价比较高，侄女喜欢~~印刷也不错
3、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4、在资料的翔实上无可挑剔。但若论创见，只怕不及王晓明的《人间鲁迅》。
5、这本书读过的人这么少？书中后半段，基本上呈现的是公共领域中的鲁迅，即他和创造社，左联
的论战和争论。对于鲁迅在论战中的姿态，并非单方面的支持，而是含蓄地保留了意见。缺点在于，
关于鲁迅的思想，大多点到为止，没有更为深入的探微。可以作为入门的佳作。
6、内容很好，很严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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