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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想这部书稿，延宕数年终得完成，其间本有许多感慨，原想留待写这序言的时候发作。
不料真到了这一刻，思绪紊乱，竟不知该如何下笔了。
踌躇多日，仍无头绪，唯一的出路，只有仍从鲁迅说起。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鲁迅”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
他要么被捧上云端奉为神灵，要么被打入污泽斥为妖魔。
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把鲁迅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这一片喧嚣之中，鲁迅的身影却似乎更加模糊、更加神秘，让人感到迷惑。
正是带着这样的迷惑，我才踏上“走读”之旅。
我对那些政治并无多大兴趣，只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真实的鲁迅。
十几年来，边读边走，读读走走。
书读了不少，包括重新系统阅读的《鲁迅全集》在内，大约至少要有上千万字吧；路也走了不少，仅
乘火车旅行的路程，算来也有万把公里了。
沿循鲁迅的人生轨迹，在实地寻觅往事的遗痕，随着行程的延续，他的形象在我眼中渐显清晰。
鲁迅在国内居住和生活过的城市，主要有7座，即：绍兴、南京、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
此外还去过西安，但只是短暂讲学。
至于国外，他只去过日本，在那里生活的时间不算短，前后共有7年多的时间，由于条件所限，我无
法前去考察，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不过，我却去了国内的另一处地方作为弥补——尽管鲁迅本人从来没有去过，但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却
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使他毅然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那就是辽东半岛的旅顺港。
在旅顺的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始终十分阴郁易怒，尤其见不得一些游客的轻佻。
我不能理解，他们在参观那些所谓“景点”的时候，居然能旁若无人地高声喧哗，居然能没心没肺地
嬉笑打闹，居然能搔首弄姿地拍照留影！
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景点”到底是什么？
——那是每个中国人心头永远不能愈合的血淋淋的伤疤！
一百多年前，日俄两国为了争夺这个远东地区著名的战略要地，在这块属于中国的土地上打得昏天黑
地，而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居然宣布“保持中立”。
这是何等的耻辱！
不难想见，当时正在异国学习的鲁迅，置身于成群爱国热情高涨的日本学生之中，在与他们一起观看
课间放映的那些宣传日军英勇战绩的幻灯片时，显得多么尴尬和孤独。
如他所说：“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
，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
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任何一个稍有自尊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场景，更何况鲁迅正是一个热血青年。
如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竟会就此弃医从文。
然而，尽管鲁迅后来被尊为“战士”，他却并没有选择和他的同乡秋瑾、徐锡麟那样慷慨赴死的方式
，他的战斗武器不是匕首、手枪和炸弹，而是笔墨与纸。
我不认为鲁迅懦弱。
我只觉得，是因为肩上和心头有太重的负担，使他难以摆脱束缚。
这负担，就是他的家庭。
不可否认，鲁迅是至孝之人。
恕我直言：他已近乎“愚孝”。
纵观鲁迅并不漫长的一生，可谓颇多坎坷，而最直接最沉重的挫折和打击，却大都来自他的家庭。
祖父入狱、父亲早亡造成家道中落，母亲又固执而盲目地给他套上了婚姻的枷锁，至亲至爱的兄弟却
成为对他伤害最深的人⋯⋯而他只能默默地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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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来终于有勇气挣脱枷锁，但那些伤害已经成为无法痊愈的隐痛，以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心态和
性格。
所以，我在“走读”那些旧居的过程中，时常会产生难以抑制的感慨：就个人经历而言，鲁迅的一辈
子，活得真不容易！
比如，绍兴老屋那间独处一隅的卧室，映射出他那悲剧婚姻中难言的隐秘；北京绍兴会馆补树书屋的
破败小院，则是他自“沉默”至“爆发”、从而正式走上文坛的起点；北京八道湾旧宅，见证过他与
周作人断然绝交的场面，那“兄弟失和”的真实内情，却始终无人知晓；他在厦门的空旷大房间里经
历了难耐的孤独与苦闷，却又在上海景云里的石库门中品味了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温暖上海大陆新村
的寓所，是他的人生终点，而那死因，竟成为曾经引发剧烈争论的“世纪之谜”。
还有，他和高长虹的曲折恩怨、与顾颉刚的离奇“官司”，都有许多需要诠释的内情⋯⋯在那些老屋
旧舍之中，隐藏着多少让人欷歔感叹的故事啊！
只有走进去、读过去，才能品味鲁迅那五味杂陈的内心世界。
然而，时光的尘沙、人为的修饰、偏颇的理解⋯⋯如此等等，往往会掩盖许多重要的痕迹。
比如绍兴的东昌坊口，百年前本是一条僻静的普通街巷，如今已经成为人流如织的旅游景点；那被定
为“鲁迅祖居”的老台门和被定为“鲁迅故居”的新台门，张灯结彩，焕然一新，全然看不出当年破
败的景象。
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想象鲁迅幼时在百草园的荒草丛中自寻乐趣的场景？
如何体会其家境败落后的凄凉氛围？
如何感受他被族人逼迫甚至诬陷时的愤懑心情？
许多参观者可能无法理解，鲁迅当年为什么要离开这奢华的豪门大宅，被迫外出求学——产生如此疑
问的原因很简单：现今展示的东西，已经远离原貌。
还有北京八道湾和宫门口西三条的宅院。
在鲁迅的一生中，只有这两处住所是由他亲自勘选购定、亲自设计监造的。
他是一个做事细心、感情细腻的人，这两处住所的格局，明显展示了他的个性，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便是那两个“老虎尾巴”。
但是，一些专业人士始终不承认八道湾宅院中“老虎尾巴”的存在。
我曾请教过相关的专家，回答是斩钉截铁的：“‘老虎尾巴’只有西三条那一处！
”但确有证据，说明八道湾“老虎尾巴”的真实存在。
那不是一间普通的屋子一它的存在是鲁迅对自己畸形婚姻的一种无奈的反抗。
在八道湾，鲁迅写出了著名的《阿0正传》。
如果说，阿Q脑后那条鼠尾般难看的辫子隐喻着国人头脑中难以割舍的封建思想，那么八道湾的“老
虎尾巴”则反映了长期无法摆脱的家庭枷锁对鲁迅所构成的精神禁锢。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展出的八道湾旧宅模型，不仅遗漏了那不可忽视的“老虎尾巴”，还有一处失误
：它显然是借鉴普通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制作的，因此把后院做得太小了。
许多年来我始终存有疑问：鲁迅为何只给两个弟弟及其家人留下了那么窄小的空间，作为大哥，岂不
是过于霸道了吗？
待到考察过实地，我才知道自己想错了。
那后院异常阔大，面积甚至超过正院——鲁迅是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弟弟们的！
所以，我根据模型和实物特地画了两幅白描，供读者用作比较。
那不仅是院落面积的问题，从中可以体悟鲁迅内心深处许多难为人知的情感。
许多事情，是要自己亲眼看过之后才会大致明白的。
说这话的前提是：所看到的应当是真实的东西。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鲁迅被五彩斑斓的眩光所笼罩，使得与他相关的许多事情
和人物也同样朦胧起来。
近年来，一些资料得以重新披露，人们发现，连似乎最能接近真实的“照片”，居然也有作伪的可能
。
比如，鲁迅在厦门的时候曾经在坟地里拍过几张照片，其中有单人的，也有集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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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场景奇异，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但那张广为传播的“集体照”，居然有两个“版本”，画面中一位或有或无、时有时无的人物，便是
曾被鲁迅称为“老朋友”的林语堂。
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本来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可惜限于篇幅，在这本书里未能进行详细的介
绍。
他们交往多年，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因见解不同而不再来往。
林语堂曾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
间也。
”而在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这件事上，林语堂是帮了大忙的；不管鲁迅本人对厦门有多少不堪的记忆
，那毕竟是他生命旅程中一段不可或缺的经历。
以往由于政治的原因对照片进行了“处理”，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行为，只能让人感到无聊与无奈
，而近年有些书籍仍在使用那张“缺员”的照片，则让人完全难以理解了。
如今在厦门大学的鲁迅纪念馆以及北京的鲁迅博物馆里，展出的都是那张人物齐全的照片——历史的
原貌本该如此，但人们所看到的往往是伪造的“史实”，这样的情况，在有关鲁迅的资料中俯拾即是
。
如何去伪存真，居然成为需要时刻当心的要务，这真是一件可笑而又可悲的事情。
假如鲁迅在世看到这等奇事，只怕也会惊讶得连胡子都要翘起来了。
还有一件小事，我也在正文中提到。
我曾发现，鲁迅当年在厦门时寄给许广平一张明信片，上面所写的有关他住所位置的说明文字，与实
际地形不符。
经请教专家，对方认为，鲁迅是在叙述的时候变换了一下方位。
我觉得，这解释颇为牵强。
其实，原因可能很简单：那不过是鲁迅一时笔误而已。
所以我才有所感叹：“虽是小事，却反映了一个事实：鲁迅的形象被树立得太高大，竟使得人们不敢
承认他也会有出错的时候。
”这种思想上的束缚不仅在许多专家的身上常有反映，普通人也往往难以摆脱——当然包括我本人。
在说到鲁迅性格的另一面时，起初我也不免战战兢兢。
看到学界经常为一些具体问题争得硝烟弥漫甚至“上纲上线”，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哪有贸然置喙的
资格呢！
但是，通过反复阅读鲁迅，让我陡然增加勇气。
毕竟鲁迅对自己也进行过相当严厉的自我剖析，作为后人，又有什么必要故作遮掩！
我坚信一点：事实就是事实。
比如，他与顾颉刚那场有头无尾的“官司”，尽管有许多复杂的背景，却明显地暴露出鲁迅性格中难
以掩饰的缺陷。
因憎恶一个人，而憎恶其学问，甚至憎恶其生理缺陷，甚至憎恶与其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当时中
山大学另有一位教授，据说与顾颉刚类似，也有讲话结巴的毛病，鲁迅讥之：“广东中大，似乎专爱
口吃的人。
”这种情状，无论如何也算不得优点。
然而，正是如此，才像鲁迅、才是鲁迅。
多少年来，人们对鲁迅的评价如冰火两端。
有说他光明磊落，有说他心胸狭隘；有说他激情似焰，有说他心冷如霜；有说他疾恶如仇，有说他睚
眦必报；有说他笔锋犀利，有说他尖酸刻薄⋯⋯如此等等，看似互不相容，其实都没有错。
褪去光环洗清浊泥，不难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身世坎坷心境落寞性格冷峻且又看重感情
渴望爱情深怀柔情的普通人。
作为一个普通入，鲁迅自然也要有脾气、自然也应有缺点、自然也会在性格中充满矛盾。
只有当你真正了解了鲁迅那特有的人生、了解了他所经受过的那些屈辱和艰辛，你才能真正读懂他的
内心，才能明白他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为什么会说出那样惊世骇俗的话：“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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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都不宽恕。
”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否有这般勇气？
我的回答是：有也难。
所以他才让我倾心敬佩。
所以他才让我深怀同情。
所以我才会写这样一本书。
这本书记录了十几年来我的行走过程。
它涉及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城市中鲁迅生活过的11处故居。
另有各地9处与鲁迅当年的生活工作有直接关系的纪念馆所，作为附录列出，以供读者参考。
这本书一共使用了260余幅图片，并依然保持了我以往的习惯：除了少量必不可少的历史图片取自有关
的展览或资料，其他的景物照片均属实地拍摄；书中的那些画像、速写、地图等等，也由我执笔绘制
——尽管水平粗拙，毕竟浸润着自己的一番心血。
书中使用了不少引文，对于一些词句及标点的用法，大多未做修改，比如：“拥肿”、“含糊”、“
豫备”、“费话”等，以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
需要说明的是，各地的鲁迅故居，由于种种原因，命运各不相同。
有的仍在不断扩建——如绍兴的鲁迅故里，有的却日趋败落——如北京的绍兴会馆，有的则前途莫明
——如北京砖塔胡同⋯⋯所以，书中有些照片特地标明了具体的拍摄日期。
此外，还在书末编制了“插图索引”。
若是将来情况有变，这些照片也可留作真实的历史资料。
陈光中2011年4月于北京会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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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叫周树人，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身世坎坷心境落寞性格冷峻且又看重感情，渴望爱情深怀柔情的
普通人。
《走读鲁迅》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写鲁迅的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特别呈献！

历时十年走读，行程逾万公里，踏访七城故地，解析性格成因，书中有二百六十余幅精彩图片。

 《走读鲁迅》由陈光中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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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光中，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博物馆学会会员、北京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喜文字，好摄影，偶习绘画。
写过若干小说、散文、评论，画过些许漫画、插图。
出版《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共八册，一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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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一、人牛的第一个轮回——绍兴的鲁迅故居
  1.周家台门
  2.家境败落
  3.从南京到日本
  4.弃医从文
  5.被迫成婚
  6.兄弟之间
  7.无可流连的故乡
二、“鲁迅”诞生的地方——北京绍兴会馆
  1.绍兴会馆
  2.苦闷中的消沉
  3.“鲁迅”诞生
  4.走出会馆
三、老宅中的待解之谜——北京八道湾胡同的鲁迅故居
  1.八道湾曾经的故事
  2.老宅的见证人
  3.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及经过之谜
  4.流言与事实
  5.关于八道湾胡同11号正房的“老虎尾巴”之谜
四、为谁“祝编”——北京砖塔胡同的鲁迅故居
  1.《幸福的家庭》
  2.无奈的忙碌
  3.一首晦涩的“诗”
  4.悲哀中的祝福
五、“老虎尾巴”中的爱情故事——北京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
  1.从“老虎尾巴”到女师大
  2.“鲁迅师”与“广平兄”
  3.品尝爱情
  4.告别“老虎尾巴”
六、飞鸿遥系两地心——厦门的鲁迅故居.
  1.第一次同行与第一次暂别
  2.厦门时日
  3.寂寞中的犹疑
  4.太阳、黑夜与月亮
  5.迎着月色而去
七、“大夜壁月”及“红鼻”——广州的鲁迅故居
  1.大钟楼上的孤独宿客
  2.迁居白云楼
  3.奇怪的“官司”
  4.“惹祸”的信件
  5.关于“剽窃”的旧事
  6.“剽窃”的余波与顾颉刚其人
  7.在广州的短暂徘徊
  8.白云楼鲁迅故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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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后的岁月——上海的鲁迅故居
  1.走进大上海
  2.腾挪景云里
  3.“回眸时看小於菟”
  4.拉摩斯公寓
  5.刀丛下
  6.大陆新村
  7.人生终点
  8.探访上海鲁迅故居
附录：各地鲁迅纪念馆(室)简介
  1.绍兴鲁迅纪念馆
  2.绍兴市第一中学鲁迅纪念室
  3.南京鲁迅纪念馆
  4.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鲁迅纪念室
  5.北京鲁迅博物馆
  6.北京鲁迅中学鲁迅生平展室
  7.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
  8.广州鲁迅纪念馆
  9.上海鲁迅纪念馆
后记
参考文献
插图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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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他充满希望地仰天长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他满怀悲愤地大声呼喊：“救救孩子⋯⋯”那篇小说发表于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
第五号。
它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文坛。
那小说的名字叫《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
。
在小说发表的时候，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作为后人，我们应当记住，真正的“鲁迅”，诞生于1918年那个特殊的年代，诞生于“五四”运动的
前夜，诞生于绍兴会馆补树书屋那普通的西房北屋中。
我曾经有过一个十分荒诞的念头：如果周树人当年宁可保持沉默，而再也没有外界的因素能够激发他
，又将如何？
就他那种对于任何事情都要以一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去对待的处世原则而言，周树人也许会成为现
代中国一位有名的金石专家、碑帖专家、古文专家⋯⋯而且完全可能作为一代名士而声播海内外。
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任何必要怀疑。
但是，那样一来，中国的文坛上，就永远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将是多大的遗憾啊！
所幸，历史不存在“如果”。
犹如一只被茧壳束缚多年的蛾子，一旦破壳而出，它就会义无反顾地振翅奔向光明。
哪怕面对的是一团能置其于死地的熊熊烈火，它也不会回头。
周树人终于下定决心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充满危险的道路。
他就是这样由周树人变成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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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写完了，了却一桩心事。
当初，没有想到写这本书会耗费这么长的时间，会遇到那么多的波折。
那年第一次去绍兴考察，在回程途中接到家里电话：卧床多日的老父病危。
幸而我及时赶到医院，总算与弥留之际的父亲见了最后一面。
丧父之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经历过的人，则是难以用语言述说的。
但是，也正是那镂骨铭心的一刻，使我对100多年前15岁的鲁迅在经历同样痛苦时的心情有了极深的理
解。
我想，缓解悲伤的最好方法，也许只有全心投入工作。
未曾料到，由于持续阅读大量的资料，竟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右眼视网膜脱离。
这打击几乎让我失去坚持的信心。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开始，就不能半途而辍。
好在上天赐予每人两只眼睛，即便失去一只，尚无大碍。
接下来，“走读”与写作的过程还算顺利，初稿也得以如期完成，却又在出版环节发生亍问题。
每个作者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体会：书籍出版犹如人间姻缘，想要遇到志趣相投的“意中人”，往往
需要“缘分”。
缘分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我并不急。
但我的确没有想到，这过程比预料的要漫长，从第一稿写就至今，不知不觉，已经跨越了四个年头。
好在时间并未因等待机缘而荒废，通过对一些城市和地方的多次重走与重读，我的许多认识也在不断
深化，经常有新的感悟产生，案头的文稿不断需要修改。
等待也是一种磨炼，不仅磨炼作者，也在磨炼作品。
机会终于有了。
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领导及王文运先生，将《走读鲁迅》与《走读周有光》联袂出版。
这不仅形成一个小小的“走读系列”，还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说来也巧，鲁迅与周有光的人生轨迹至少曾经有过两个交会节点。
其一，是杭州。
据《鲁迅年谱》所载，1909年12月底，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发生反对学堂监督夏震武的斗争，包括鲁迅
在内的全体教员辞职离校，住到大方伯附近的湖州会馆，后来思想封建顽固的夏震武终被撤职。
当时教员们戏称其为“夏木瓜”，所以这次风潮也叫“木瓜之役”。
20年后的1930年，周有光随同孟宪承自无锡来杭州，筹办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那学校的地址
，恰在大方伯。
其二，是上海。
1933年4月11日，鲁迅一家搬到山阴路大陆新村居住。
有趣的是，20天后周有光与张允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结婚。
而鲁迅参加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在1936年10月8日到八仙桥青年会参观木刻展览，并留下了人生的
最后几张照片；11天后，他在自己的寓所中逝世。
再隔了十几年，周有光一家住进鲁迅旧寓对面的日照里，可谓近在咫尺。
巧则巧矣，其实，由于时间上的阴差阳错，他们在现实中未曾相遇。
他们二人生辰相差25年，生活道路各不相同，这种所谓的“交会”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若是凭借这些便要说明二人之间有些什么必然的联系，实在牵强。
但是，在他们身上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
责任感，都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与人格，都有足够的胆量敢说实话、敢说真话。
我想，这也许与他们都曾有过“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经历有关，从而使他们对世人和世事能有
更为深刻的认识。
当然，这只是我本身的感觉。
作为读者，不妨在阅读中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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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毕文稿，只是完成了一本书的前期任务，要想让它真正与读者见面，还有一系列工作需要进行。
2011年4月7日，我与责任编辑王文运在杨飞羊的工作室里一起调整修改版面，连续忙了14个小时，直
到半夜11时才回家。
第二天打开报纸，突然看到周海婴于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不禁大惊。
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逝世75周年，没想到周海婴却在这样的时候突然辞世。
4月11日，我去八宝山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回来的路上，始终难以摆脱心中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这本书里仅仅使用了很少几幅与鲁迅有关的照片。
因为，我所写的，本不是一部传统形式的传记，没有必要沿袭一般“传记”的套路。
但周海婴的逝世，使我稍许改变了主意。
所以，在付梓前增补一幅图片，是1930年1月4日海婴的“百日照”，那应当是他们全家的第一次合影
。
如今，照片中的人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我想以此作为对他们的一种纪念。
收笔之前，还要感谢那些给予过我关心和帮助的人们。
首先想到的是蒋一谈先生，当初正是由于他的促动，才使我下决心写这本书；虽然后来未能按计划进
行合作，但这份谢意还是长存于心的。
在我持续数年的走读过程中，遇到过许多素昧平生的好人，其中既有八道湾已经故去的老张大妈，也
有北京绍兴会馆热心的街坊们；还有北京西城区政协的金诚先生，由于他的多方联系，我才得以登上
八道湾旁胡同旁边一处楼房的制高点，拍下一系列有关鲁迅旧宅的珍贵俯瞰照片；还有厦门大学那两
位年轻的研究生，由于她们的帮助，我幸运地进入鲁迅曾经住过的房间，细细观察品味；还有南京师
大附中的龚修森老师以及杭州高级中学的陈卓宏老师，既引领参观校园，又赠予珍贵资料；此外，还
有许多许多人⋯⋯尽管也许难有再见的机会，但我会记住你们的。
当然，我不会忘记感谢妻子小敏。
没有她的支持，我无法完成这一尽管给我带来极大乐趣但却耗时长久以致筋疲力尽的工作。
陈光中201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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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只有当你真正了解了鲁迅那特有的人生、了解了他所经受过的那些屈辱和艰辛，你才能真正读懂他的
内心，才能明白他在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为什么会说出那样惊世骇俗的话：“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
个都不宽恕。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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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读鲁迅》：绍兴、人生之始、无可留连的故乡、北京、“鲁迅”诞生、兄弟失和、两个“老虎尾
巴”、“祝福”为谁而作、“鲁迅师”与“广平兄”、厦门、飞鸿遥系两地心、太阳、黑夜与月亮、
广州、大钟楼上的孤独宿客、奇怪的“官司”、哪一扇窗户是他的家？
上海、最后的岁月。
历时十年走读，行程逾万公里，踏访七城故地，解析性格成因，二百六十余幅精彩图，他叫周树人，
他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身世坎坷心境落寞性格冷峻且又看重感情，渴望爱情深怀柔情的普通人，一本与众不同的写鲁迅
的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特别呈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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