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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前言

前些时我劝一位久已中断写作的朋友说，如果不诉诸笔墨，我们那些阅读时的感想就更是“未完成”
的了。或许这正是我自己终于下决心撰写此书的原因。我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作品是在一九八六年，起
初只是一点兴趣使然，后来着手校订整理，于是读了又读。先后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
译丛》、《周氏兄弟合译文集》等，一总有七八百万字，连带着把相关资料也看了不少。有段时间我
无心写作，适有朋友提起《周作人传》这个题目，我想正可藉此把他的全部著译以及所能找到的生平
材料一并重读一遍。这样花去一年时间，记了不少笔记。之后又用整整两年写成这本书。说到底还是
“读后感”，与我向来那些小文章相仿佛，只是循着传主一生的线索，所言稍成片段而已。二十年来
在这方面所下工夫至此有一了结，知我罪我，全在读者；我自己今后大概要另外干点别的事了。虽然
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
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
、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目下写作一本像杰弗里·迈耶
斯著《奥威尔传》和若斯亚娜·萨维诺著《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那样翔实的传记，实无可能。但是
即便把这几件事都给做了，材料是否就够写一本真正的传记，仍然未必。

Page 2



《周作人传》

内容概要

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时代，
最后堕落为汉奸文人。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
曲折性与深刻性。 本书作者搜集大量史料与书籍，对周作人从一八八五年至一九六七的生平事迹作了
精细的描述与精辟、独到的分析，力图通过周作人“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以展示20世纪中国思
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
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作者认为，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
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

Page 3



《周作人传》

作者简介

止庵，原名王进文，一九五九年生于北京。学者，散文家。著有《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
奇的现实》、《苦雨斋识小》等，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三十六种)，主编《苦雨斋译丛》(十六
种)、《周氏兄弟合译文集》(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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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一八八五——第二章　一九0六——第三章　一九一一——第四章　一九一七——第五
章　一九二三——第六章　一九二八——第七章　一九三九——第八章　一九四五——第九章　一九
四九——一九六七结语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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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八八五一一九0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收到两封南京来信。一封是矿
务铁路学堂学生周树人写给弟弟周櫆寿的，通报在江南水师学堂任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的叔祖周椒
生已经同意他前去充当额外生。一封是叔祖本人写给兄弟俩的祖父的，讲的也是此事，不过增添一点
：他为櫆寿改了新的名字，叫做“作人”。后来周作人解释说：“这位监督很有点儿顽固，他虽然以
举人资格担任了这个差使，但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
此举早有先例，三年前哥哥樟寿前往南京，即由叔祖根据《管子·权修》之“百年树人”给改名“树
人”；这回则用的是《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个名字无足轻重；离
开绍兴，前往南京上学，却是这个就要采用新名字的人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周作人一生的命运，似乎
就系于几次“走”或“不走”：可以与这次去乡相提并论的，是一九0六年前往日本，一九一一年返
回绍兴，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一九三七至三八年未能离开北平，以及一九四九年回到北平。不过这
些都是后话了。周作人此前一段生涯，说来无非寻常；但为人作文的特色，却可从中找到不少端倪，
而这总归不离家庭、地域和时代等几方面。他生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字星杓，“櫆寿”的名字
则系祖父所起，乃因得到报告孙儿诞生家信那天，恰巧有位姓魁的在旗京官前来拜访。在《知堂回想
录》中，作者记述了有关自己出生的一种传说，即“是一个老和尚转世的”；所写《所谓五十自寿诗
》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讲的亦是此事。周氏家族自明正德年间定居绍兴，至他
这辈已十四世。多年以后，周作人写过一组《数典诗》，吟咏祖先事迹，其中提到文王、周公、周处
、周敦颐等人。他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曾任内阁中书；父亲周凤仪，后改名文郁、仪
炳、用吉，字伯宜；母亲鲁瑞。他有一个哥哥，即前面提到的樟寿、树人，比他年长四岁，后以笔名
“鲁迅”而为人所尽知；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弟松寿，后改名建人，比他小四岁，也是中国
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八八八年，妹妹端姑与周作人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转，未满周岁的妹妹夭亡
。一八九八年，四弟椿寿因患急性肺炎而死，年仅六岁。弟弟的死尤令周作人悲痛，现存他最早的文
学作品《有感》、《读华陀传有感》两首古风，即系感逝之作。周氏本为殷实人家，一八九三年出了
一件大事，就此衰落下来。“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
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
，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
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
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
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
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
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
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这所谓科场案在清朝是非常严重的，往往交通关节的人都处了死刑，
有时杀戮几十人之多。清朝末叶这种情形略有改变，官场多取敷衍政策，不愿深求，因此介孚公一案
也得比较从轻，定为‘斩监候’的罪名，一直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个年头，到辛丑（一
九0一）年由刑部尚书薛允升上奏，依照庚子年乱中出狱的犯人，事定后前来投案，悉予免罪的例，
也把他放免了。”一八九四年冬，父亲“病咯血，继患水肿”，于两年后去世，享年三十六岁。后来
周作人说：“先君读儒书，而感念时艰，思欲有所作为，乃卒不得志。日者尝评之曰：性高于天，命
薄如纸。”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态度严正，见识通达的人：“他又说过，现在有四个儿子，将来
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那时读书人只知道重科名，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
，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鲁迅以后一再谈起，上述变故对自己打击颇大；周作人当时年幼
，又非家中长子，反应远不如哥哥明显。他所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在其他方面。这里要提到两个人，
一是祖父，一是大哥。祖父科举案发，周作人和鲁迅被送往皇甫庄外婆家避难，留下了最初的阅读记
忆：“我所记得的书顶早的是一部《毛诗品物图考》。大抵是甲午年我正在读‘上中’的时候，在亲
戚家里看见两本石印小板的《图考》，现在想起来该是积山书局印的，觉得很是喜欢，里边的图差不
多一张张的都看得熟了。”以后他爱读此类书籍，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陈淏子《花镜》
等；由此培养起对于自然名物的兴趣，而这也影响到他的思想，即如其所说：“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
，后来所以牵连开来，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否则即使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学知识很是重要，
却也觉得麻烦，懒得去动手了吧。”一八九七年周作人去杭州陪侍身陷囹圄的祖父，住在花牌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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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接触了祖父的妾潘大凤，女仆宋妈，邻居石家妻子余氏，邻居姚家干女儿杨三姑娘等，对于她们的不
幸命运深感同情，乃至终生不忘，其妇女观或许即肇始于此。后来在南京狱中，所作《花牌楼》之三
有云：“我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自言嫁山家，会逢老姑怒。强分连理
枝，卖与宁波贾。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
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
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
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
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飘泊不知处。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不暇哀前人，但为
后人惧。”关于杨三姑娘，他还写过一篇《初恋》，说她“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
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更重
要的是在另一方面：“恰好十四岁时往杭州去，不再进书房，只在祖父旁边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平日
除规定看《纲鉴易知录》，抄《诗韵》以外，可以随意看闲书，因为祖父是不禁止小孩看小说的。他
是个翰林，脾气又颇怪戾，但是对于教育却有特别的意见：他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
通顺，⋯⋯我那时便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看纸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现的意思，这是
从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
话转到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古文
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
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对于
他的中文修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后他称祖父为“教会我读书的老师”。至于大哥，取《鲁迅的
青年时代》等书中的有关介绍，与周作人对自家早年志趣的描述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情形颇为近似，
其实正是他受到影响之处。举个例子，他提到鲁迅“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
《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
，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
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更是使得他生气，⋯⋯
”又说：“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
因子巷’一则，谁会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
就与南京狱中所作《修禊》一诗“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
，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
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的自述相仿佛。兄弟二人早年有着共同的阅读兴
趣，合伙买书，结伴抄书，也都对自然界感到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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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媒体关注与评论

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
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周作人传》自不例外。如此，
虽然难以写得热闹，却不至于信口胡说。我只打算陈述事实经过，无论涉及传主的思想，还是生平；
容有空白，却无造作。至于自家看法，不管与他人相同或相异，均属一己之见。——止庵

Page 8



《周作人传》

编辑推荐

《周作人传》是一部学术著作。《周作人传》朴素直白，不猎奇，不虚美，不隐恶。《周作人传》适
合的读者人群：周作人研究者，现代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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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精彩短评

1、原来年少时的周作人曾经那么以鲁迅为榜样，事事效仿他。从来喜欢他多过鲁迅，读过此书更甚
。
2、止庵写的很好，可是没有完全读完
3、止庵的结语：讲到思想，其实分成两个层次，低一层次与思想者个人密切相关，高一层次升华而
为人类所共有。
4、冲淡平和，丰腴蕴藉，疏散从容，朴讷苦涩。老先生真是可爱极了，只是死的那么没有尊严真叫
人痛惜。。，止庵写的也好，“文抄公”的风格公正朴实，读着觉得特亲切。。。我平时不经意的矫
情，得改。。有机会要再读启明先生的集子。。。
5、列出一份书单。就果然是遵照事实。
6、单讲文学，周作人的贡献应该不低于他哥哥，摊上政治，地位就千差万别了。2兄弟的分家决裂叫
人可惜，决裂原因有多种版本，我不相信鲁迅会偷窥弟媳洗澡，也不相信会因为弟媳花钱大手大脚而
起。这些原因导致分家有可能，导致决裂却不太可信。
7、冷静的，太冷静了。
8、晚景荒凉。
9、还原了周作人的思想家的一面，周作人“流氓鬼”的一面，是对一般人以为这只是个写闲适小品
文人的看法的补充。
10、或许是不同的作者眼中有不一样的传主，但是说实在的，看完这本书，真的不愿再简单以为周作
人就是人人喊打的汉奸。或许不赞同他的做法，但我理解他。
11、啰嗦
12、此书只是作者编校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副产品，意欲由此揭开知堂在日据时期的所历所感，不免捉
襟见肘
13、讷朴，冗薄，关痛痒处恐少了些。举重若重，很好的工具书。
14、脉络不够清晰，没读过先生作品的想是看不懂
15、这书实在是看不动啊。。。
16、作为读周作人的入门读物甚好！
17、止庵对传主是真喜欢，编过很多周作人的著作，并花了爬梳剔抉的苦功编成此书，此情此功不可
没，但不能掩饰艺术感觉的迟钝，他对周作人的精神是隔膜的，始终没有明白何为“趣味”，一本传
记只等同于一本资料长编，论趣味，则无。须知大师之作，学术味自不可缺，文章也应写得真气弥漫
，风流倜傥。
18、为了写大一时候一个课题研究报告看的......
19、不经意间读完了，我想现在的贪官们在法庭上大概没有一个能像周作人一样淡定罢~
20、需要多读几次
21、仔细琢磨半个月，不过见识一个人的思想史之冰山一角，却要花短短一个月完成一门课。比起各
路研究传记，扎扎实实的材料才叫学习者心安可靠。
22、考证严谨的人物信史，可看出作者意图考证周氏兄弟失合和周作人于日据时代种种行为的野心和
勇气，只可惜对共和国建立后周的生活描写过于粗略，有虎头蛇尾之感。另外，基本属于史料堆积，
可读性较差，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接受略困难。
23、周氏说周如同自我鉴定 虽然能真实 不免有自我回护之处尤其周氏每每提及抗战历史时都含糊其辞
欲言又止 用他讥讽鲁迅的话转赠其本人即所谓不免老丑 宽容地看也是无奈之事也
24、止庵的书总是靠谱的。从抗战后翻起——
25、感觉像在读周氏文章摘抄~但应该挺客观~
26、从信史的角度讲，绝对好过另一本流传甚广的周作人传记。另一本传记，传者和传主有些时候感
情重叠了。    说实话，这个出版社出的书一向很烂，这算是少有的例外吧。
27、名字若改为“周作人思想发展史”就很好，作为“传”，那就差得太远
28、一趟地铁就看完了，不知是不是非完整版。从周作人少年时代讲起，讲得很简短。虽说侧重点不
同，讲究资料的详备，但其实也有点得不偿失。
29、很负责任的传记，就是暂时不想读古文的我对其中大量的知堂先生诗作引用表示无奈。这本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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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严肃的传记书写方式：思想传。虽然大量叙事为主的传记的用处也是思想形成分
析，但这本书嚼过一次，刚好消化，又不至于乏味。
30、身后最好被遗忘 历史只是由人说
31、止庵读周、摹／膜周数十年，思想确实空前解放了，好像刻意跟某种通行的传记写法对着干似的
，对直接引语如此迷恋（说白了就是对“议论”和“理解”一个人的极端戒备／恐惧）就是周氏自己
也没到这种程度吧。周作人其实有相当不高尚、怕麻烦、精心维护人格面具的庸琐一面，怕不是“寄
沉痛于悠闲”就能洗脱干净的。
32、按照时间顺序，从头到尾，把知堂（有记载的）一生捋了一遍，目录也是极为朴素，时间分期而
已，个中有点个人思想史的意思。现存文本中的知堂，不把他“神化”，而视其为一个人，复杂的、
游移的人，名人传记最不易做到，一不小心就走到“传奇”的路上去了。该有的“卖点”，如兄弟失
和、做李陵还是做苏武，不妄加揣测，便见厚道。被触动的，除了早年跟随长兄读书、留学、两人的
书信往来、情感寄托，在长兄离家之时的不得不在家，还有P264有人描述对周氏的印象：五十岁时的
太史公想象中的留侯模样、六十四五时的“小老头子”形象，及至最后阶段的“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
炕边的地上”的样子（P301）。一切都是个人的选择和不可知的命运造就的，竟觉别无他路。
33、对传主的生平、著述、还有别人对传主的回忆、记述极熟悉的前提下，还要有自己的史观融化其
中，精心剪裁已有材料，用准确平实的语言叙述出来，不容易，不容易。
34、有根由，不揣测。书至知堂老人晚年境况，尤令人生不忍心。书尾后记中的最后几句话，读书者
不可轻易放过。
35、有点掉书袋嫌疑，但考据严谨，理性客观，作为参考资料来说还不错
36、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是思想历程。公正客观。或许周作人的传记正该如此平和冲淡。
37、有很多白话文言文，看不懂
38、站错了立场，即使文学成就再高，也不会为后人敬仰。
39、大段的引用，事实感强了，可读性就差了
40、叫“周作人散文摘抄+我的扯淡”还差不多⋯⋯
41、止庵的述和引天然和谐，共振成文。
42、翻了一下，基本属于读书笔记
43、嗯，简单写几句，
对周作人争议最大的部分应该是其落水行为
这本书里，很可贵的是，没有一开始拿这顶帽子压人来凸显政治正确，
作者说他理解周的落水行为，但是却不赞同，这种态度很好，作者不仅进入了周的内心世界，更用周
作人一向的知人论世的态度来书写周
另外一处处理的较好的部分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及周作人自始至终的同情并呼唤的平等对待妇女的态
度，
44、先前看过钱理群的，这次翻止庵的也就快了，一小时左右。正如止庵自己说的，他要援引核实，
要事实要出处，故而难以写的热闹，然而这也确是太不热闹了，以至让人觉得有点冷。关于两人失和
的事，关于最后所谓“下水”的事，都写得没有多少看点。所以与钱理群的相比，我还是喜欢后者，
以情胜，料亦不差
45、终于读讫。
46、像极了周作人的写的周作人。
47、史料分量足，论述时则自家面目模糊，感染力不及钱著，但若要了解周作人生平及著述，此书仍
值得一看。
48、所引必有出处，史料翔实。算是比较不错的传记。
49、虽然多是引用材料，但个人倾向还是太严重，并且引用周作人自述的材料太多，意义不大
50、材料扎实便觉可靠。同时材料太实也略嫌干枯。前半部颇不耐，渐入佳境。晚境来去三读，遍体
生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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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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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周作人传》的笔记-第178页

        沉静，坚忍。常识，情理

2、《周作人传》的笔记-第190页

        周作人虽然对普通生活乃至民间信仰颇感兴趣，在思想上却坚决抵制来自民众意识的影响，其从
事民众批判，梳理儒学传统，始终贯彻这一精神。⋯⋯他所标举的“物理人情”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此评当矣。

3、《周作人传》的笔记-第175页

        文抄公之苦

4、《周作人传》的笔记-第2页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在我看来,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着作者来说,思想
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此所
以坊间已有不止一种周氏传记,我仍然要写这本书。至于以传记而言那些书写得如何,姑置勿论。

5、《周作人传》的笔记-第17页

        ＜女子世界＞一九零四年登载了署名＂吴萍云＂的＜说生死＞和＜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
＞的两篇文章，乃是周作人首次公开发表作品。 
这样的经历真是独特。

6、《周作人传》的笔记-第1页

        ”这一婚姻无疑加强了周作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该关系中的某些抉择。“

信子，本为伍舍的女佣
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
05年，”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
日本：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素简

关于教育文化诸问题信任官僚而轻视学人，此事起始于中小学之举行会考
大闲适

有人说止庵的这书只是读书笔记，没有自己的想法。作者也承认“我当然自具立场，然而我的立场不
能横亘在读者与事实之间“。但我读来似乎并不如是。比如”这一婚姻无疑加强了周作人与日本之间
的关系，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该关系中的某些抉择。“就已表达得很明白了。作者笔墨多着重于思想脉
络，这点做到了。意外的是，作者在结语中对启明老人的“伦理的自然化”和“道义的事功化”谈了
谈看法，认为与周氏此前标举的”教训之无用“背离。周的悲剧与此不无关系。伦理的自然化或会与
禽兽不如的勾当牵连。苦住庵主毕竟对人间太有情了。其实，”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
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
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这本身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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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作人传》的笔记-第182页

        物理与人情兼具，朴实与华美混合。韩愈的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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