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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信是纯粹私人化的文字，但伟大人物的书信却每每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
鲁迅书信当然也有事务性的内容，也常涉及个人纠纷，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重要的社会矛盾，提
出对人生道路和社会问题的深刻看法。
而且由于原来是不准备发表的，因此比起公开发表的文章来，写得更随意，不但将自己的心情表露得
十分坦率，而且对人对事的批评也毫无遮掩。
鲁迅专家吴中杰教授精选出鲁迅在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书信三百余封，逐一加以评点，除介绍背景
材料之外，对其思想意义亦多所阐发，有助于读者了解鲁迅的思想、为人及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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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中杰，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36年出生。
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
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于鲁迅研究用力尤勤，兼写杂文随笔。
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与高云合作）、《论鲁迅的杂文创作》、《鲁迅文艺
思想论稿》、《鲁迅传略》、《海上文谭》（与高云合作）、《文艺学导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潮
史》、《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与吴立昌合作主编）等，又有散文集《人生大戏场》、《
海上学人漫记》等。
他所主持的“文艺学系列教材建设”项目，于2001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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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致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十三日的信，早收到了，到今天才答复。
其实是我已经病了十来天，一天中能做事的力气很有限，所以许多事情都拖下来，不过现在大约要好
起来了，全体都已请医生查过，他说我要死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所以也请你们放心，我还没有到自己
死掉的时候。
    中野重治的作品，除那一本外，中国没有。
他也转向了，日本一切左翼作家，现在没有转向的，只剩了两个(藏原与宫本)。
我看你们一定会吃惊，以为他们真不如中国左翼的坚硬。
不过事情是要比较而论的，他们那边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他们是德国式的，精密，周
到，中国倘一仿用，那就又是一个情形了。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
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
，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莲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
。
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
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以下，答复来问——    一、不必改的。
上海邮件多，他们还没有一一留心的工夫。
    二、放在那书店里就好，但时候还有十来天，我想还可以临时再接洽别种办法。
    三、工作难找，因为我没有和别人交际。
    四、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
    生长北方的人，住上海真难惯，不但房子像鸽子笼，而且笼子的租价也真贵，真是连吸空气也要钱
，古人说，水和空气，大家都有份，这话是不对的。
    我的女人在这里，还有一个孩子。
我有一本《两地书》，是我们两个人的通信，不知道见过没有?要是没有，我当送给一本。
        我的母亲在北京。
大蝎虎也在北京，不过喜欢蝎虎的只有我，现在恐怕早给他们赶走了。
         专此布复，并请        俪安。
        迅上十一月十七日    【评点】    对于文学家们的变化无常，鲁迅早在1931年写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中就有所描述，可以参看。
他在那篇文章中说：“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
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
‘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象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
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
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受压迫，则在
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
”所以鲁迅认为，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这样的作家，即使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
的时候，也容易把革命写歪。
        致母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来信并小包两个，均于昨日下午收到。
    这许多东西，海婴高兴得很，他奇怪道：娘娘怎么会认识我的呢?    老三刚在晚间来寓，即将他的一
份交给他了，满载而归，他的孩子们一定很高兴的。
    给海婴的外套，此刻刚刚可穿，内衬绒线衣及背心各一件；冬天衬衣一多，即太小，但明年春天还
可以穿的。
他的身材好像比较的高大，昨天量了一量，足有三尺了，而且是上海旧尺，倘是北京尺，就有三尺三
寸。
不知道底细的人，都猜他是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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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因发热，躺了七八天，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现在好起来了。
大约是疲劳之故，和在北京与章士钊闹的时候的病一样的。
卖文为活，和别的职业不同，工作的时间总不能每天一定，闲起来整天玩，一忙就夜里也不能多睡觉
，而且就是不写的时候，也不免在想想，很容易疲劳的。
此后也很想少做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正如既是新台门周家，就必
须撑这样的空场面相同。
至于广平海婴，都很好，并请勿念。
    上海还不见很冷，火炉也未装，大约至少还可以迟半个月。
专此布达，    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广平海婴随叩十一月十八日    【评点】    鲁迅给他母亲写信，难得说及自己的
窘迫状况，以免老人家担忧也。
这次因病，不能不说一点，也说得较为轻松。
为了使母亲能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拿她熟悉的事情作比方。
比如，说现在的病，就以在北京时生病的情形作比，说目下的处境，则拿当年绍兴老家的情况作比。
“此后也很想少做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一个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正如既是新台门周家，就
必须撑这样的空场面相同。
”这个比喻极妙，有如《红楼梦》里凤姐所说的：大有大的难处。
鲁迅之所以摆脱不开那些琐事，总是要打杂，时间被割碎，即此之故也。
         致孟十还    孟先生：    五日函奉到。
外国的作家，恐怕中国其实等于并没有绍介。
每一作家，乱译几本之后，就完结了。
屠格涅夫被译得最多，但至今没有人集成一部选集。
《战争与和平》我看是不会译完的，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大胆。
    计划的译选集，在我自己，现在只是一个梦而已。
近十来年中，设译社，编丛书的事情，做过四五回，先前比现在还要“年富力强”，真是拚命的做，
然而结果不但不好，还弄得焦头烂额。
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们除想立刻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
算的。
我曾在神州国光社上过一次[一次]大当，《铁流》就是他们先托我去拉，而后来不要了的一种。
    《译文》材料的大纲，最好自然是制定，不过事实上很难。
没有能制定大纲的元帅，而且也没有许多能够担任分译的译者，所以暂时只能杂一点，取乌合主义，
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小得很。
    稿子是该论页的，但商人的意见，和我们不同，他们觉得与萝卜白菜无异，诗的株儿小，该便宜，
塞满全张的文章株儿大，不妨贵一点；标点，洋文，等于缚白菜的草，要除掉的。
脑子像石头，总是说不通。
算稿费论页，已由我们自己决定了，这回是他们要插画减少，可惜那几张黄纸了，你看可气不可气?    
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版，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
    办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尊俎”，所以至今还没
有闹开。
据他们说，现在《译文》还要折本，每本二分，但我不相信。
    此布，即颂    时绥。
    迅上十二月六日    P42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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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顾名思义，本书收录了鲁迅先生生前与众多亲朋好友的来往书信佳作以及作者对这些作品的点评。
这部评点在提供背景、点出本事、列出相关文字以为质证等方面，做得都很细致周洽，既不贪多，又
不昧全，见解莹彻，文字清洁，使思想家的潜德重显其幽光，文学家的弦外孤韵得以广泛地传响，实
在大有功于学术。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的评点颇能注意对伟人思想的哲学精髓与当代意义的抉发，这让人清晰地看到
了受鲁迅批判精神的熏染，他在探讨国民性方面所取得的可喜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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