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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再版前言本书“写毕于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巳年正月三十日)晨，正值作者五十寿辰”。
现在，一晃二十三年，我也由盛年进入老年。
回顾书出版后的遭遇，更是感慨万端。
先是遭到围攻，横加“为汉奸辩护”的罪名；后来，在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以及自由主义大行其时的
时代思潮里，周作人突然大红大紫，我对周作人的某些批判性审视，又变得不合时宜。
我也不愿意凑热闹，遂多年不在公开场合谈周作人，唯私下把玩其作，随手写下心得，最后积成《读
周作人》一书。
加上与《周作人传》同时写的《周作人论》，算是有了一个我的“周作人研究三部曲”。
《周作人论》与《读周作人》近年已由中华书局和新华出版社先后再版(改题为《周作人二十一讲》和
《钱理群读周作人》)，现在蒙华文出版社李红强先生的厚爱，又将《周作人传》再版，自是倍感欣慰
。
我也借此重读旧作，却有恍若隔世之感：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相对自由的气氛之下，那样的从容、淡
定的心态和笔调，潜入历史、人性深处的沉思的写作与生命状态，如今几乎已很难重现了。
我为之惆怅不已，并深感历史的无情。
但在苦涩中仍有一点自慰：当年所写下的感受与思考，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时间淘洗，大体还站得住，
只少数地方略有补充与修改，另引文及出处、错字等改动了百余处。
此书再版，自然要面对新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他们对本书，以及所描述的传主及其时代
和历史，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和评价，也是我颇为好奇的。
钱理群 201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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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作人传》内容简介：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之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堕落为汉奸文人，
但他对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也做出过贡献。
在《周作人传》中我们能看到三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
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
作者处处持谨慎态度，客观地记录传主的人生，真实反映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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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理群，1939年3月生于重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
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
禺戏剧新论》、《1948：天地玄黄》等。
退休后，开始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的研究，写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等专著。
同时关心中小学教育、地方文化研究与青年志愿者运动，写有《语文教育门外谈》等专著和《追寻生
存之根——我的退思录》等思想随笔，主编有《新语文读本》等读物。
2007年又出版了《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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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1885.1—1901.8） 一、最初的记忆 二、台门之内 三、十字街头（上
） 四、十字街头（下） 五、家庭变故中的记忆 六、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 第二章发现新大陆——在南
京（1901.8—1906.6） 一、“不过如此” 二、一把“火”烧起来 三、徘徊中的追求 第三章第二故乡—
—在日本（1906.6—1911.秋） 一、第一瞥的印象 二、买书、读书与译书 三、初试锋芒 四、师友之间 
五、婚后 六、赤羽桥边 第四章“卧治”时期——在绍兴（1911.秋—1917.4） 一、大风暴里的孤独者 
二、寂寞中的默默耕耘 三、《异域文谈》及其他 四、“起怀旧之思” 第五章大时代的弄潮儿——在
北京（一）（1917.4—1920.12） 一、从绍兴到北京 二、亲历复辟事件 三、卯字号的名人 四、“开新纪
元”的工作 五、《贞操论》及其他 六、新的信仰 七、“小河”的忧虑 八、“六三”事件 九、“新村
”运动 十、儿童的发现与歌谣的征集 第六章历史的进退之间——在北京（二）（1921.1—1928.10） 一
、病中的彷徨 二、“自己的园地” 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的风波 四、新与旧之争 五、“胜业”
——人的研究 六、爱罗先珂 七、情感的波澜 八、兄弟失和 九、“教训之无用” 十、“又回到民族主
义” 十一、《语丝》的工作 十二、若子的病 十三、卷入时代旋涡中 十四、《国语文学谈》里的反思 
十五、“两个鬼” 十六、“谢本师”与“何必” 十七、在血的屠戮中 第七章苦雨斋里的老人——在
北平（三）（1927.11—1937.7） 一、凡人的悲哀 二、若子之死 三、《骆驼草》 四、《中国新文学的源
流》 五、五十自寿诗 六、东京之行 七、风雨故人来 八、“杂糅中见调和” 九、“蔼理斯的时代”及
其他 十、“日本店”的开张与关门 第八章走向深渊——在北平（1937.7—1945.12） 一、又一个“苏武
”？
 二、终于“下水” 三、“中国的思想问题” 四、江南之行 五、“反动老作家” 六、“道义事功化” 
七、无生老母的信息 第九章老虎桥边——在北平、南京（1945.12.6—1949.1.26） 一、入狱与审判 二、
《老虎桥杂诗及其他》 第十章人生最后一程——在上海、北京（1949.1.27—1967.5.6） 一、横滨桥边 
二、《亦报》随笔 三、“腰斩”以后 四、“出土文物” 五、“寿则多辱” 六、“忘却斜阳” 七、最
后岁月 参考书（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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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周作人八十前后作小品随笔里，那诙谐幽默之中正是浸透着对于人间万事万物，对于生
命的老年人的温和的爱，流泻着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 正是周作人在为人类作最后的奉献时，人
们重又注意到这位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而又走过曲折道路的作家。
当周作人从香港友人的来信得知海外对他的种种评价时，他是感动的，他在回信中说：“知海外报刊
时常提及鄙人，不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并且表示“港地有涉及鄙人的
文章，如刊在中立报纸上而其倘有理解⋯⋯则愿意一读”。
于是，在与朋友通信中，也不免谈到了自己的历史。
曾经有人回忆，在从狱中出来以后，周作人即回避谈论自己的以往，即使有时谈到也表现得“若无其
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的”，据说，“有一次，他谈到了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同志，
谈到他如何掩护大钊同志的子女，保存大钊同志遗文的事，他也并不激动，好像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
关系的往事。
有一次，他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事，也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
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现在，周作人既写了《知堂回想录》，自然对“兄弟失和”、“出任伪职”这类敏感问题也不再沉
默；但涉及时，也只是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
，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他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与中国历史上的投敌变节者，晚年
忏悔不迭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私人通信中，有时谈到历史与当代人物，偶尔也有几句评论。
在这方面，周作人是相当固执己见的。
例如，他始终坚持对鲁迅的某些批评意见即是如此。
而他对郭沫若等“名人”表示“不大能够佩服”，也是出自他的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立场。
这都可以说是本性难移，至死不改。
但他也有宽容的地方，如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他表示“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
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
也许对胡适的态度最能说明周作人的待人原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
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
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
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那么，周作人是至老对人对事也是坚持自我独立判断的。
在知识分子纷纷异化，失去了自我的60年代，经过了种种曲折之后，周作人把“自我”仍然保留得如
此完整。
 1966年3月，周作人因有感于邢台地震，又继之狂风不止，人们惊惧不已，用辘轳体作谐诗一首：“
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这几乎已是不祥的谶语。
接着，他又开始玩骨牌过五关之戏，不则僵卧在床———周作人的精神防线，彻底地垮了。
 4月19日，周作人翻译《平家物语》第六卷脱稿———周作人的“工作”最后地结束了。
 5月17日，夜发现尿中有血，至6月25日医院确诊为前列腺肿瘤。
 7月2日，他开始阅读《鲁迅全集》中的杂文——是因为无书可读，还是出于对鲁迅的怀念？
据周建人回忆，鲁迅病危之时，也是在读周作人著作的。
 7月9日，他的日记里突然出现“闻蝉鸣”三个字——他仍然挣扎着，紧紧抓住大自然的生机，顽强追
求着生命的趣味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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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作人传》写毕于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巳年正月三十日）晨，正值作者五十寿辰。
回顾书出版后的遭遇，更是感慨万端。
先是遭到围攻，横加“为汉奸辩护”的罪名；后来，在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以及自由主义大行其时的
时代思潮里，周作人突然大红大紫，我对周作人的某些批判性审视，又变得不合时宜。
钱理群说：重读《周作人传》，却有恍若隔世之感⋯⋯在苦涩中仍有一点自慰：当年所写下的感受与
思考，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时间淘洗，大体还站得住，只少数地方略有补充与修改⋯⋯此书再版，自然
要面对新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他们对《周作人传》，以及所描述的传主及其时代和历史
，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和评价，也是我颇为好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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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钱理群先生是以诗人的方式，把周作人这个特殊的中国现代作家，放在二十世纪这个大背景下来展现
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看着周作人走完了他的人生。
这部传记的重要之处在于，周作人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章，在传记中大部分得到了好的体现。
尤其是童年时期的写作最是别致，作者有意略写或一笔带过那些与鲁迅相同的、广为人知的史实，而
巧妙地大量插入《儿童杂事诗》的分析，既体现了研究特色，又增加了周作人这一特定的人物那说不
尽的童年的气氛。
这是作者的聪明之处，读来确实令人感到与众不同。
——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张铁荣他（周作人）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
貌的轻视？
——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态度去看他们。
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分亲热的一道屏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
授 温源宁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周作人）恐怕要排在第一位。
杂，是想了解“人”。
他读书的诀窍有三：勤，实是谦词，不妨说是“上瘾”；快，由勤而来，看多了，懂得分辨吸收，必
然快；善记，说到某书某处，仿佛刚刚读过。
——张中行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
⋯⋯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
爱。
——胡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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