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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时代何以为生》

内容概要

《鲁迅时代何以为生》内容简介：作为民国时期中产智识阶级，鲁迅、陈独秀、胡适、王实味、丁玲
等社会中间力量，在他们创造精神自由的同时，是如何处理自己的经济生活的？陈明远先生持续二十
多年研究此专题，挖掘出了一个何以为生的鲁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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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时代何以为生》

作者简介

陈明远
1943年生于重庆。写过诗，研究过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明远先生
一直尝试从两大角度探讨现代文化人的发展史：一是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一是经济学和社
会学角度，从而拓展了对文化名人的传记、纪实研究。本书和他的另两部著作《陈明远集一 文化名人
的个性 》《陈明远集二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就是以上两种研究视角的卓著成果。

陈明远先生的其他作品
文—— 1980年《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1982年《语言学和现代科学》，1984年《北京的生活》（英
文），1986年《在中国旅行》（英文），1996年《假如鲁迅活着》，2008年《历史的见证》，2009年《
温饱及小康》，2011年《质疑四大文明古国》
诗——1985年《地下诗草》，1988年《劫后诗存》，1990年《溯游而上》，1992年《无价的爱情》
，2010年《飞天·花环·圆光》，此外还有30首诗作载入《七家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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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日常生活状况/
胡适对于文化人的帮助/
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经济生活/
廉洁、公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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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本期间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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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财富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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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兑换银圆牟利的钱摊/
“废两改圆”与“法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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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才是致命的诱惑，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诱惑。试想：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的八
道湾大四合院里，周作人名为清静淡泊，实则豪华挥霍的士大夫生涯，每月所耗费至少700银圆（
合1995年人民币2万多元）。就为了这样用成堆银钱垒起的“新生活”，他不惜屈从悍妇、牺牲长兄、
胁迫老母、逼走三弟，独占家产。现在敌寇入侵、国难当头，周作人却幻想危巢之下保全自私的“完
卵”。如此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身价陡增，不由得周作人
不动心，无视汉奸伪职的遗臭万年，只顾一时的荣华富贵了。 知情者回忆：周作人在担任伪职“督办
”期间，踌躇满志、招摇过市。他穿着日伪的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出任傀儡政权伪
国民政府委员，晋谒大汉奸头子汪精卫；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竟然写了《先母事略》津津乐
道“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等。从逢场作戏到假戏真做，已昏昏然不知天下
有羞耻事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同年12月初，卖身投敌的周作人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夏公审，
以汉奸罪被判处十四年徒刑；因沈兼士、俞平伯等15位文化界人士联名写呈文致南京高等法院为他呼
吁，乃减刑为十年。判刑之前，周作人在北平炮局胡同监狱关了半年；此后，他实际上只在南京老虎
桥监狱坐牢两年半，就假释出狱了。从周作人回忆录中可知，在狱中他并未受任何皮肉之苦，并且还
能从事翻译，看书写诗。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出狱后在南京友人马骥良家住了一宿，次日尤炳圻
就把他接到上海，借住尤家的亭子间。这位尤炳圻就是法国文学研究家李健吾的内弟。8月12日，周作
人跟尤炳圻一道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北平，最初借住在太仆寺街尤炳圻家里。当时周作人对于政治前景
毫不摸底，生怕如果冒失地回到八道湾，会给仍住在那里的家属添麻烦，所以才这么做的。直到lo
月18日，方由其子周丰一接回八道湾那座四合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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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鲁迅时代何以为生》编辑推荐：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证20世纪文化人的生活。史料翔实，
还原文化名人的真实生活。

Pag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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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那些文化人一向被非人化了。本书至少可以让他们还原成真实的人，毕竟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的神仙，也须经济基础，也锱铢必较。且价格相对便宜。
2、这本书很不错，很值得一看!亚马逊送货是很不错的，包装等等也很好。这次虽然没事，但有几次
送来的书里边有几页很脏的。它虽然叫我们不要写这些，但我们要直笔写事实!
3、材料翔实丰赡。亦略有错舛处，有些属于印刷错误。然有引文不注出处的，是大缺陷。
4、有趣的知识分子研究，看了很有感触。另外还了解了周家的不少八卦。
5、民国知识分子生活史
6、一个学者也好一个斗士也罢，如何保持自己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都必须在经济上有所凭籍
、有所依靠，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那也起码得有一箪食一瓢饮吧。在这一点
上，对不断追求物质的现代人，对想保持独立却可能囿于生存之忧的人很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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