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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内容概要

关于鲁迅先生的传记和评传，国内不下十数种版本，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以说是最具个性的一
本。传主和作者，是同时代人，且是当时文坛交往甚密的文友。因此，曹著《鲁迅评传》一个显著的
特点是，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思想、文艺观、社会观、政治观乃至个人脾性等方面的了解、认识、评介
，具有直接鲜活的印象及一般作者无法企及的深入了解，他既“不需要仰视也不必俯瞰”，诚如作
者1933年秋亲口对鲁迅说：“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此书
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在当时特定的时空里，作者的思想，也少“羁绊”，用作者自己的话
说，“可以自由地写鲁迅评传，包括自己的传记”。这些独特的主客观因素，无疑为我们研究鲁迅提
供了一份值得重视的范本。

　　193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鲁迅先生在我的家中吃晚饭，一直谈到深夜。他是善于谈话的，忽然在
一串的故事中，问了我一句：“曹先生，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写传记? ”他正看到我书架上有一堆关于
他的著作和史料。我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想法。我想与其把你写
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 
　　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坛的彗星，他的眼光远大，头脑清晰，那是我们不可企及的，但他决
不是[十全十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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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毋求备于一夫”———读曹著《鲁迅评传》 陈漱渝一 引言二 绍兴———鲁迅的家乡三 他的童年四 
少年时代的文艺修养五 在日本六 辛亥革命前后七 民初的潜修生涯八 托尼学说九 《新青年》时代十 在
北京十一 《阿Q正传》十二 《北晨》副刊与《语丝》十三 南行———在厦门十四 广州九月十五 上海
十年间十六 晚年十七 《死》十八 印象记十九 性格二十 日常生活二十一 社会观二十二 青年与青年问
题二十三 政治观二十四 “鲁迅风”———他的创作艺术二十五 文艺观二十六 人生观二十七 他的家族
二十八 他的师友二十九 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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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于鲁迅先生的传记和评传，国内不下十数种版本，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以说是最具个性
的一本。传主和作者，是同时代人，且是当时文坛交往甚密的文友。因此，《鲁迅评传》一个显着的
特点是，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思想、文艺观、社会观、政治观乃至个人脾性等方面的了解、认识、评介
，具有直接鲜活的印象及一般作者无法企及的深入了解，他即“不需要仰视也不必俯瞰”，诚如作
者1993年秋亲口对鲁迅说：“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此书
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在当时特定的时空里，作者的思想，也少“羁绊”，用作者自己的话
说，“可以自由地写鲁迅评传，包括自由的传记”。这些独特的主客观因素，无疑为我们研究鲁迅提
供了一份值得重视的范本。此书问世至今已40余年，而大陆读悉这本评传的读者，怕也为数寥寥。今
征得作者长女曹雷同意，授权东方出版中心，首次在大陆出版。这就是我们重新出版《鲁迅评传》的
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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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精彩短评

1、2006年9月27日
2、刚进大一就读，但由于当时文学史知识的欠缺，根本是一知半解。
3、十七章以后引文的重复实在让人烦躁。
4、几种鲁迅评传中，这是我的首选
5、平实真切
6、双重举止的周家老大，可与《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比较阅读
7、于平和中见力量
8、一个有趣的人，一本有趣的书。
9、都不记得了
10、看的是复旦大学版的
11、引文问题很大
12、大家写大家。作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还原了一个人而不是神的鲁迅。行文流畅。
13、记得写一篇鲁迅日记
14、“托尼学说，魏晋文章”
15、值得一读，感觉错别字不少。作者引文大多据鲁迅及其友朋、论敌的文章，较少演绎。鲁迅不是
神，只是个人。
16、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17、止庵推荐的关于鲁迅较好的书。更新：我怎么记得我写过评论了⋯⋯。传记还得同代人来写的好
18、值得信赖的鲁迅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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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现在越来越觉着环境对人或者思想的重要性。以前听那些讲刚进公司的人得如何努力的事，因为
每年都有一茬新人过来，如果你在属于你的这一年没有出人头地，那你就会被后来者淹没，时间不等
人。这段话放在这里，也合适。一个人，得放在属于他的时代和背景中才能成为最真实的他，否则他
就只能是一个内里虚无的壳，挂着这个人的名字而已。思想更是，古往今来，这世上有多少天才，有
几个能在历史上留名。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只有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激荡碰撞，过个十几年，大多都会
落伍。只有少数真正认识到人类本质的人的某些思想才会留下。但他的大部分的思想还是和他的当下
联系在一起，放在现在，就显得不伦不类了。此外，更要命的是，文字的转变，我不知道这种转变是
只有中国有，还是是所有有文字的民族的烦恼。70年前的文字，放在现在来看，真的很别扭。说了这
么多，还是没说到重点。曹聚仁的这部作品很好，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人，他熟悉鲁迅所处的环境，
所以能更好的把鲁迅以及他那个时代描述出来，真实的表达，让读者自己通过这个复现的场景来理解
鲁迅。这比凭空想出一个时代，把鲁迅放进去，然后告诉你鲁迅就是这样，好得多。这个就是我喜欢
这本书的原因。
2、我在文风上受鲁迅的影响，可谓深矣，至今还洗不掉。早就想找一本他的传记看看，但又不敢看
，因为他一度像孔子一样，是圣人。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娼妓，人尽可夫。对找乐子的人要求爱情
观，除了在今天的大陆嫖客身上——所谓穿起裤子讲道德——能仅见，一般大约是不可能的。但曹先
生的这部书，印象中一直是以“著于香港”为标示，我心想或许是例外吧，便忍不住找来读了。要说
读后有什么感受？便是不想再读他的任何书了。作者在此书里所宣传的卖点有二，一是与鲁迅及周作
人都有直接交往，是鲁迅的后生，曾亲炙风范；二是“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好。”
但不写成神，其实不过是替掉中-共给鲁迅的王冠，换成他自己所造的纸冠，以示朴素与真实——然而
帽子是不能不戴的，哪怕鲁迅早已作古。作者在书中，动辄表明，自己“不能赞同马克思学派的看法
”，“与冯雪峰的看法不同”，都是这个意思：鲁迅不需要你们的封赐，本身已是伟大，你们的阿谀
反而浅化了他。一句话，你们不懂鲁迅。为了维持鲁迅在曹先生心目中的伟大，于是我们看到：鲁迅
受青年暗算，也是先忍，后避，不得已而绝交；鲁迅对于杨荫榆的攻击，也是因为杨荫榆恶劣残忍；
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交往是深切的友谊，不值得怀疑；鲁迅与施蛰存的笔战，是因为鲁迅为了不想青年
“开倒车“，总之，鲁迅的出发点永远不会错，虽然手段上不免过激，性格上不免意气用事，思想上
不免悲观——这些正是的中共所美化处。这样的论调，还说不是把人写成神？中共的神是泥巴捏的，
唬不了人，曹先生不过是想让这“神“活过来而已。但遗憾的很，我读了以后，非但不更尊敬鲁迅，
反而觉得很需要重新认识他，因其刀笔常常引人入彀；而且对于曹聚仁先生，及他的书，产生了不小
的疑惑。落实了曹先生自己的话，“并非十全十美”的。而曹先生所“懂”的鲁迅究竟是怎样的呢？
思想上来说，是虚无的，这我赞同；但又是前进的，有热量的云云，我真不知道了。而且作者还说，
“鲁迅的思想，受老庄自然哲学的影响很深，他是可以接受进化论的观点的，所以，他对于尼采的人
生哲学，也能相契无间。”为什么“可以”？如何“所以”？简直是东北乱炖，呵呵。作者多次提及
尼采的“超人哲学”，以配合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何以一次不提尼采的“永恒回归”的思想呢？这不
仅更合老庄，我以为也可能更接近鲁迅。若说思想可以见仁见智，那也罢了；但为了维持鲁迅的伟大
，却说鲁迅写的《太炎先生二三事》，可以看出“师生间契合”。这文章明显是宣扬斗争精神的，不
过是借了太炎这个名目而已。曹先生这样的见识能读懂鲁迅的文章？我很怀疑。正因为曹先生是这么
读文章的，所以，竟说周作人，周建人晚年的回忆鲁迅的文字，是“可信的一手材料。”这还能说什
么呢！周氏兄弟失合后，据学者说“见到就打”，以两人的见识，修养而至于此，此恨必定永难磨灭
，是非必定复杂。曹先生却评为“这是作人一生的损失。”还不算，，还要把周作人晚年的追忆当“
心里话”看，直接来证明鲁迅的思想与性格。试问曹先生，当时的环境，身为“汉奸”的周作人，不
这样追忆身为“旗手”的鲁迅，还能怎样追忆？而以知堂的修养,阅历，及“见面就打”的关系，那些
评价难道是发自肺腑？窃以为，实是皮里阳秋，字缝里写字，要细细看的。而作者最让我反感的是，
对于鲁迅与朱安的婚姻的评价，单说“旧式婚姻对鲁迅的心灵创伤”，却一句不提，鲁迅把母亲及朱
安接到北京之前的十三年，朱安对周老夫人的侍奉。十三年间，鲁迅做了什么？鲁迅后来和许广平结
合，曹聚仁又认为他们是合适的，比较协调。却全不提鲁迅和萧红的事；对鲁迅常一个人卧在冰冷的
地上，不去探究其内心的想法。这到底是为尊者讳，还是作者见识就如此，亦或者两者都有？我们就
无从揣测了。读完全书，我还产生了一个想法：以周氏兄弟眼力之深，对曹聚仁的真实看法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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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他与鲁迅的关系是否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和睦?都是可以探究的。总之，如果要了解鲁迅，这书并
非如作者所念叨的“客观”，也十分浮于表面，在我看来是可以不必看的。因为在这个“谁信神州尚
有神”的年代，它已经过时了。PS：我是读完全书才读的陈漱渝的序言。序的开头他对曹备致讥讽，
如说“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曹聚仁是一个以多方面业绩显示自己才华的人物；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
，曹聚仁又以‘海外哨兵’的姿态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很多至今仍然鲜为人知的工作。”极少有这么
写序的，于是我误以为找到了同调。没想到越往后看，越发现我错了：我以为他是在笑曹裹足不前，
没想到他是在笑曹“出位”。陈以为应该退回来，于是他退到了红旗底下。这越发让我失望了。近年
陈丹青的谈鲁迅，我也看过几篇，仍觉得附会时代观念及为亲者讳的框框，没能跳出，也不太喜欢。
3、在鲁迅博物馆的小书店里看到这本书，大小轻重都很适合阅读，纸张颜色也柔和。于是卓越上买
了来，开始补课。新中国长大的孩子，都知道很多关于鲁迅先生的事。通读全书，不过是把印象中的
记忆串联起来罢了。但是，鲁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仿佛越辨越不清了。小时候从课本上学习先生
的文章，归纳出中心思想来，我们眼中的鲁迅是站在共产党的队伍里的。他是拿笔当作投枪，与敌人
战斗。而他的笔是永远那么有力。后来慢慢知道这人竟不是共产党！暗暗为他惋惜，随后找各种理由
。还有人说，他是地下党⋯⋯我当然不同意。我想先生是被利用了。他在我眼中是一个自由主义战士
，他绝不会想加入任何政党，不会让任何人束缚他的思想。他单枪匹马地去战斗，赢得满堂喝彩。直
到我走进鲁博的那天，我还坚持着这种想法，和同伴辩论着。然而，一个英雄的形象终于倒下了。也
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真的英雄。当我了解他越多，我甚至越失望。他的思想不仅离共产党的信仰相去
甚远，甚至他都不知道革命是对是错。他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社会变革，却没有见得这社会怎样变
好的。他怒斥眼前的种种恶行，却无能为力。他的言辞激烈，然而投枪刺中的未必是真的敌人，一个
敌人倒下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他曾经呐喊过，后来又彷徨。晚年犀利的杂文背后仍然满是疑问。据说
，清醒的人都是痛苦的。鲁迅总是清醒的，他的确也很痛苦。他没有信仰，满心怀疑。他坚持民族主
义，伤害他的又都是本民族的同胞。有人把他称为民族思想的导师，然而有几人又愿意跟随这样的导
师痛苦？那些痛苦的思索被抛在一边或被一些人利用着，我们都喜欢糊涂一点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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