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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条分缕析地勾勒了鲁迅的北京岁月，全面而详尽地介绍了其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折射出帝都北
京对于鲁迅的种种影响和改变。
伴随着鲁迅的脚步，一幅以北京文化为主题的“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读者可以游弋于老北京的大
街小巷，与民国时期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谈，充分感受时代转型背景下知识阶层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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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打开一看才发现是一本鲁迅与北京的资料汇编，这样的工作当然是有价值的，只是我对这本书还
是不怎么满意，作者在鲁博工作，但书中的错误多得不应该啊。写与鲁迅交往的人物评介时，问题也
非常多。他日如果我有能耐和相应的位置，定要重新自己做一次资料汇编工作。

Page 5



《鲁迅与他的北京》

章节试读

1、《鲁迅与他的北京》的笔记-第1页

        这也是生活（代序）

     100年前，中国现代一位伟人——周树人来到北京。
     他在北京生活了14年。中国文化的先驱者鲁迅的北京，作为帝都的北京，正处在民国初年最动荡的
年代。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四卷五号上，周树人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第一篇
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便成了人们常用的名号。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又创作了大量的小
说、散文、杂文，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诞生在民国时代的
老北京。

      鲁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至1898年去南京读书，他的青少年时代有17年在绍兴度过。北京是除
他的出生地之外生活最久的一个城市。鲁迅的祖父周福清（1838——1904），也在北京生活了14年。
周福清，字介孚，1871年就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鲁迅出生前三年即1879年就到北京做了京官，直
到1893年因科场案入狱。鲁迅到北京也是来做京官的。

     1909年8月，鲁迅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生理学，又在绍兴府中学
堂任学监并教博物学。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在教育部工作的好
友许寿裳向蔡元培举荐鲁迅，蔡元培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
日来京。”许寿裳即连写了两信给鲁迅，催促鲁迅到教育部赴任。2月中旬，鲁迅到南京临时政府教
育部担任了部员。5月初，与许寿裳一起随教育部北上北京，5月5日晚7点到北京。在现存的“鲁迅日
记”中所记的第一天的日记，鲁迅这样描写北方的景象：“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
鲁迅就在这样观感中踏上祖父曾生活过的地方。

      在北京，鲁迅孤独地生活了7年后，终于1919年举家迁至北京，全家团聚。又7年后，鲁迅再次离家
南下。

       在北京，鲁迅参与缔造了中国第一个国立历史博物馆、第一个国立图书馆，对中国的博物馆事业
、教育事业和美术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北京，鲁迅创作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创作了第一部
中国小说史，逐渐成了伟大的作家、翻译家和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并在中国国学、文学、美
术、书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

    北京城已有3000年的历史，在这座中国最著名城市中，无数的外国人、外乡人，都被同化成北京人
。鲁迅在北京的生活丰富多彩，经历了呐喊，经历了彷徨，经历了悲欢离合的岁月。北京的红墙高瓦
、灰砖胡同，留下了很多鲁迅的足迹。北京的文化名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和鲁迅结下了不解之
缘。鲁迅是北京城的骄傲，是北京城市历史中最优秀的一员。

    这不是一本研究鲁迅思想的书，而是从史料出发，爬梳鲁迅在北京文化地图上的轨迹，回顾鲁迅与
北京文化以至于中国文化的种种纠结，全面介绍鲁迅在北京的生活、足迹、创作、翻译、收藏、交友
等方面的内容。通过鲁迅在北京的活动，折射出民国时期北京的生活状态，以及帝都北京带给鲁迅的
种种影响及改变。

    百年后的北京，已经沧桑巨变。城墙不在，代之高楼林立；黄包车不在，代之轿车如龙；首都还是
首都，人群却是潮人了。1925年，鲁迅在北京写下《灯下漫笔》，至今重温，仍有震撼——鲁迅把史
学家们对中国的历史归纳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说：“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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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
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菲
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
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鲁迅期望“第三样时代”的到来，把希
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鲁迅及其同仁所做的努力，是百年后的北京仍需努力做的。

       如今是出版繁荣的时代，但本书并不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产品。住在北京西城的戴时焱先生是一
位热衷北京史而且热情的学者，也是我的老书友，感谢他把这部不会畅销的书稿推荐给北京著名的燕
山出版社；感谢陈果社长的眼光与魄力使得本书能在当下的时代出版；并感谢仪态万方的责编夏燕姑
娘为本书辛勤的付出。

       鲁迅走过的北京，很多历史遗迹如今已经不存，老的资料照片也不够清晰，为增加书的观赏性，
书中的部分插图由我的同事刘欣据史料手绘，使得本书大为增色，在此并致谢忱。

        谨以此书纪念鲁迅进京百年。

                                                                                            萧振鸣
                                                                                2013年8月于而已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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