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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部传记就是一部灵魂史，它记录了传主的生活历程和生命轨迹。
在我国几千年的浩瀚历史长河中，孕育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伟大人物，他们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
特别是那些名垂史册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字演化为民族的珍贵财富，而他们的生命体验、思想情怀和
人格魅力。
总能让我们深受感染，引发我们的情感共鸣和无尽思索。
    我们提倡青少年读文学家传记，是因为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欣赏作品。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
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理解作品，一定要对作者和作者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这样才能与古人为友。
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思想历程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只有
知其人、论其世，才能比较客观地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感受作品的深刻意蕴。
这种鉴赏作品的观念对后代的文学鉴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意思是说，不知道古人所处的时代，不可以妄加评论古人的文章；不知道古人身处的环境，也不可
以仓促地评论古人的文章。
知人论世，就是指我们阅读作品，需要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了解作家在经历重大事
件时所联系密切的人物，了解作家的思想性格、心路历程。
    比如，我们欣赏苏轼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对于全词最后一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如何理解？
这个问题，仅仅阅读词作，是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的。
也许苏轼比较达观，善于自我宽慰；也许苏轼愤懑消沉，只好寄情山水。
。
如果我们了解苏轼的生平经历，了解苏轼创作这首词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容易理解这句话所蕴涵的人
生感喟。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时游赤壁所作，当时作者47岁，自觉青春已
逝功名未就，于是就借三国英雄周瑜的年少得意和丰功伟绩来感叹自身的失意，抒写了胸中的怨愤。
所以词作最后一句，诗人以酒祭奠江月反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诗人仕途坎坷、壮志难酬的悲愤感
慨和精神苦闷的诗意表达。
但同时在自慰自解中，也激荡着一腔追慕豪杰、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之情。
    读优秀的文学家传记的同时，我们也是在学习写作。
学习传记作者“文真事核”的研究精神，学习传记作者“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态度，学习传记作
者选材剪裁的文法结构，学习传记作者刻画人物形象的生动技法，学习传记作者议论记事“寓褒贬于
记述之中”的独特功夫。
    潜心读一部好的文学家传记就如同与文学家进行一次心灵对话和思想交锋。
优秀的文学家传记作品具有无可替代的审美意义和教育价值，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的青少年
应该读一读文学家传记。
阅读文学家传记，我们可以回溯他们的生命历程，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我们可以在与文学家的真情
对话中体味人生真谛，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从而引导我们对人生、对历史做出更广阔更深刻的思考
。
    从阅读规律上看，青少年对于小说等虚构类文学的兴趣会比较浓厚，随着成长，阅读兴趣将转向传
记等非虚构作品，在青少年的精神断奶期，恰恰需要传记作品的那种直面苦难的精神和闪烁哲理的思
辨。
从这个角度来说，传记作品是青少年的精神钙片，能够阅读传记、喜欢阅读传记可以视做青少年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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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趋于成熟的标志。
    我们这套“走进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丛书，倾注了一大批著名教授专家的心血。
每一位作者，都是活跃在当前学术论坛的领军人物。
他们能俯下身子给我们青少年写书，实在是青少年之幸、国家之幸。
    布鲁克说：“能与现代人同行是好的，若能与过去有智慧的伟人同行也是有益的，这能使我们不受
短暂生命的影响，只看生命中失意、绝望的地方。
使我们走在人生路径上，有前例可循，也使我们不断地学习谦卑，不断得到启发。
”希望青少年读者珍惜大学者的馈赠，能够自主阅读、喜爱阅读、真诚阅读、智慧阅读，发掘伟大文
学家以及传记作者留给我们的无限宝藏。
    编者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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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初叶的中国，崛起了一位伟大的文化巨人。

他自小就喜欢听美丽的民间传说，喜欢画画，喜欢读《山海经》、《西游记》等名著。
他渴求新的知识，向往美好的生活，并对传统的封建礼教产生了怀疑。
家道中落，使他深刻地体味了世态炎凉，也使他更深刻地感受了劳动人民的纯朴善良和生活的疾苦。

18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
新的思想潮流打动了他那颗火热的心，鼓舞着他开始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几年后，他东渡日本学医，后来又毅然弃医从文，决心推行文艺，用手中的笔唤醒沉睡麻木的国民，
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精神，改变一切旧道德和一切旧习惯。

他一生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但他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是巍峨的高山，是浩瀚的大海。
他的人格和精神，是我们民族无比丰富的宝库，是我们后人吸取不尽的精神源泉。

 他，就是文学之魂——鲁迅。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阅读鲁迅》，一起走进鲁迅的生活。

 《阅读鲁迅》由田刚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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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刚  1962年9月生于河南偃师县。
200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文艺研究中心副主任，中
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专业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专长于鲁迅研究、延安文艺研究及20世纪文学思潮等。
    著有《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鲁迅研究》《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等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文史哲》等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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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    1888年，鲁迅7岁，到了上学的年龄。
给他开蒙的是叔祖父周兆蓝，鲁迅就是在他家里看到绘图本的《山海经》的。
周兆蓝是个秀才，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写道：    他是一个胖胖，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
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
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
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
制艺和试贴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
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
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
    鲁迅在书塾里读的第一本书是《鉴略》。
上课的时候，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书。
那时的鲁迅只对图画有兴趣，下学后，就把家里的书翻来翻去，只找图画看。
祖父周福清虽然是翰林院庶吉士，却不反对孩子读课本外的书。
因此，少年时代的鲁迅，可以在家里读《西游记》、《水浒传》这些小说，还可以冠冕堂皇地看《文
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等书。
    对于读书，鲁迅一直都很认真，他曾经读过的《花镜》一直保存到现在，上面还有鲁迅做的批注。
如《花镜》上说映山红“须以本山土壅始活”。
鲁迅在批注里说，这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
想来，这是鲁迅自己种植的经验了。
    鲁迅还得到一位长辈送给他的书——《二十四孝图》。
刚开始的时候，鲁迅很喜欢这本书，因为书里有很多的图画，还画有鬼的形象。
但是高兴之后，就是失望了。
在后来写的《二十四孝图》一文中，鲁迅写道：“我请人讲完了这书上的24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
’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对于书上的故事也充满了怀疑，如看到“王祥卧冰”和“郭巨埋儿”的故事就很觉得没有这样巧合
的事。
并且想，假如父亲也要学郭巨，那么埋的岂不正是我吗？
对于这些，鲁迅觉得很可怕，很厌恶。
    除了讨厌《二十四孝图》这样的书，还让鲁迅感到不快的就是背书了。
大约是鲁迅刚上学的时候吧，鲁迅的小姑母来接他们去东关看五猖会，那是全县里最盛的会，鲁迅兴
奋极了。
东关离县城大约六十多里水路，大家很早就起来了。
前一天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也已经停在外面了，那些吃的、坐的也都搬到船上了。
这时候，父亲忽然出现在身后，慢慢地说：“去拿你的书来。
”这“书”就是《鉴略》，父亲教他一句一句地读下去，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然后让他背熟，背熟了
才能去看五猖会。
母亲、小姑、长妈妈都静静地等着，直到鲁迅背会。
虽然可以去看五猖会了，却没有了先前的高兴和激动。
    周家老屋的后面，有一个百草园。
园子里有碧绿的菜畦，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鸣蝉、黄蜂、云雀、蟋蟀、斑蝥⋯⋯可以寻
找茯苓、覆盆子、木莲、何首乌等。
冬天，家里的帮工章福庆教鲁迅在园子里捕鸟，他的儿子闰水便是《故乡》里“闰土”的原型。
那个小小的百草园是鲁迅童年的乐园。
    鲁迅还经常随母亲一起到外婆家去。
外婆家在安桥头，离曹娥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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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村子里的孩子们一起去划船、钓鱼、看社戏、摘罗汉豆。
    12岁的时候，鲁迅去三味书屋上学了。
三味书屋是全城中最严厉的书塾，塾师寿镜吾是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在这里，鲁迅几乎读完了十三经。
  读书以外，鲁迅最喜欢的是把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描画。
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
鲁迅还用自己攒下的钱，买了《芥子园画传》、《毛诗品物图考》等画册，还有《酉阳杂俎》、《容
斋随笔》等笔记杂说。
买不起的就自己抄，《茶经》、《五木经》他都抄过。
    1893年，鲁迅13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2月16日，正是除夕，鲁迅的曾祖母去世，祖父周福清告假回家。
秋天，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官殷如璋和周福清是同科进士，有“同年”之谊。
亲友中有去应试的，就凑了钱，托周福清送给主考。
周福清便带了钱去苏州等候主考。
待二人见面后，周福清派一跟班给殷如璋送去一封信。
恰逢主考与副主考在一起聊天，殷如璋收到信后，就搁在一边。
但跟班却急得叫喊起来，说信里有银票，为什么不给回条。
殷如璋只得当即将此事移交苏州府。
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便投案自首。
大约是1894年初，被判“斩监候”，待秋后处决。
虽然没有“斩立决”，但每年的秋天都有处决的可能。
周福清在杭州的监狱里关了8年，需要每年去各处打点，家境也就逐渐败落下来。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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