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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是一组有关鲁迅的研究文章，包括探讨鲁迅致死的原因、近年来学术界研究鲁迅的述评
、鲁迅著作整理出版中的问题，这些都属于鲁迅身后事的范围。
此外，书中还有一组对鲁迅同时代作家例如胡适、朱自清、聂钳弩等人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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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正，1931年生于湖南长沙。
以编辑为职业，业余从事写作。
在鲁迅研究方面出版的著作，先后有《鲁迅传略》、《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论集》、《周氏三
兄弟》等。
杂文集出版有《留一点谜语给你猜》、《思想的风景》、《辫子小脚及其它》、《字纸篓》等。
近年来研究范畴扩及当代史方面，著作有《反右派斗争始末》(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和《报人浦熙修
》。
曾参加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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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记鲁迅死因“正、反、合”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两篇《伤逝》“木瓜”其人其事回忆文的可信程
度小人张凤举鲁迅与邵洵美异中有同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邵
燕祥与鲁迅文学传统读资中筠，想起鲁迅一个抄本  附录：戴文葆《抄后记》初版本的特别价值删掉
的信息这叫“审读”吗?新版《鲁迅全集》的得失“我”是谁?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陈琼芝和
《鲁迅全集》贵在新见——读王福湘著《悲壮的历程》“政客”这顶帽子丁玲《“开会”之于鲁迅》
一文的遭遇隔膜——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聂绀弩的“运动档案”为反对而反对——从鲁迅《战
略关系》谈起关于1936年的那次访苏邀请《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部分勘误略谈《胡适全集》第一卷所
用的底本和第四卷的校勘问题《胡适全集》中的重复《胡适全集》中的阙失注释献芹朱自清的一句诗
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介绍《叶圣陶年谱长编》一本亲切的人物传记“我首先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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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邵燕祥与鲁迅文学传统    一九四五年秋天，抗日战争结束了。
在沦陷了八年的北平，从天上飞来了一些接收人员，从地下钻出了一些“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
的作为给了人们怎样的印象呢?    这时，在北平汇文中学，一个十二岁的初中学生，在他一个人办的壁
报《五十年代》上，发表了一个他写的小独幕剧。
剧本前面的小引是：“伊人天外飞来，此君地下钻出。
”场景的布置是咸亨酒店门前，一开场，阿Q装扮全然空军模样，扬长走上。
剧中上场的还有王胡、孔乙己、酒店学徒、老拱⋯⋯这些《呐喊》中的人物。
剧中的孔乙己说：“小弟也曾从事地下工作，小弟之腿，便乃在敌宪兵队吊折的也。
”    这个独幕剧的作者就是邵燕祥。
那时，他从长他五岁的哥哥那里读到了鲁迅的《野草》、《呐喊》和《彷徨》，也看到了田汉改编的
剧本《阿Q正传》。
他的这个独幕剧，就是对田汉剧本的模仿。
这想必是邵燕祥最初的文学创作。
他的起点，就同鲁迅有了这样一种渊源。
(见邵燕祥著《热话冷说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323页。
)    五十年代初期，邵燕祥作为一颗文学新星受到公众注意的时候，是一位抒情诗人。
可是，他的文学活动，他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却是从杂文开始的。
据他自述，“我从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在锦州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了杂文《由口舌说起》，开始
通过报刊发言，算起来差一个月就满四十年。
而自一九四九年一解放，一度误以为‘杂文时代’真的结束，就少写杂文多写诗歌了。
”(见《邵燕祥文抄(三)·梦边说梦》，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大家都知道，在鲁迅的文学遗产中，不论就数量还是就意义说，杂文都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有志继承鲁迅文学事业的邵燕祥，从写杂文起步，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轻的邵燕祥以为，已经进入了不再需要杂文，只需要讴歌的崭新
的时代。
他就是凭着这样一种建设新生活的激情，拿起他的诗笔：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    心爱的同志送我    告别天安门广场。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
    在遥远的荒山僻壤，    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
(邵燕祥《到远方去》，1952年作)    这个年轻人，对于未来，就是这样充满希望，充满着信心。
这种情绪，确实也是更适宜于用抒情诗来表达。
从此读者不时可以看到他清新的诗作。
    鲁迅也写过几首新诗，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也算是参加对于这一新的文学体裁的“尝试”吧
。
那时，像胡适，刘大白等人的新诗作品中，旧体诗词的痕迹还时有流露。
比较起来，邵燕祥更喜爱鲁迅那些竭力摆脱旧诗词影响的作品。
他说：“我认为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新诗和建立在古代汉语基础上的诗词，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
体系。
⋯⋯‘五四’时期第一批新诗作者，如胡适、康白情、俞平伯、刘半农、周氏兄弟和郭沫若，都于古
典浸润很深，但他们在写新诗时都竭力避免诗词的腔调，在这方面鲁迅和周作人表现得最为彻底，⋯
⋯他们努力建设的是以现代汉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为基础的新诗，基本上是自由体，即使创为格律
也是自由地创设的新格律；为此他们力求摆脱古典诗歌体裁和格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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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一样情思，两副笔墨》，见《非神化》，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4页。
)这也是他自己写新诗的态度吧。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对于五十多万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门坎。
邵燕祥也就从此在诗坛上消失了。
二十二年之后，像一场噩梦醒来，他重新出现在文学界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人，虽
然他依然怀着年轻时那样的信念和信心，可是他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受难，对于历史的曲折，已经作过
许多深入的思考。
他还在写诗，在北京鲁迅故居门前，他写的是这样的诗句：    潮湿，阴冷。
一九七六年的初春，    我又看见整整半个世纪前淡淡的血痕。
    鲁迅先生那时候横眉怒斥屠杀者：    你们终久会知道——死尸有多么沉!    门前，逡巡⋯⋯那永远微
笑的温和的面影，    可不就是“自蹈死地”的“暴徒”刘和珍?    鲁迅先生!先生!我终于没有敲你的门
。
    我不愿再惊扰——您的怒犹未息的灵魂。
(见《邵燕祥诗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8页。
)    这时，他有许多思考，却是抒情诗所无法容纳，无法表现的。
年轻时写过杂文的邵燕祥，很自然的又拿起杂文的笔了。
他在《绿灯小集》的“前记”中说：“我多年来主要是兴之所至，写些抒情小诗。
近来，特别是从一九八四年初至今，转而多写杂文，——‘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一方面是
由于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找到了一个能对社会生活及时作出反应，能把我和群众的
一些思考、情绪、意向直接加以表达的形式。
自然不是无病呻吟，而且即使是面对某些客观存在的弊病和精神领域的锢疾，也是谋求疗救，而不出
以呻吟的。
”    P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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