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郜元宝讲鲁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郜元宝讲鲁迅>>

13位ISBN编号：9787533654658

10位ISBN编号：753365465X

出版时间：2010年5月

出版时间：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郜元宝

页数：26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郜元宝讲鲁迅>>

内容概要

《鲁迅六讲》增订本(北大出版社2007)自序说，上海三联版《六讲》1999年客居韩国所撰，系“寂寞
之书”；嗣后七年集腋成裘为增订本，长篇大论，刻意求深，属“笨重之作”。
此处十篇(组)文章，或参编教材之部分章节，或与人论战之游戏笔墨，或讲座底稿之笔削润色，两年
得二十万字，不敢自嘻高产，惟常在流寓，检书不易，作文演说，每靠记忆，重加校阅，格式难一，
偏离“规范”已远，暗合“二周”反多，该称“驳杂之文”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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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郜元宝  1966年3月生于安徽铜陵，文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涉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代汉语观念研究、鲁迅研究等领域，著有《拯救大地》(1994)、《
在语言的地图上》(1998)、《鲁迅六讲》(2000)、《另一种权利》(2002)、《午后两点的闲谈》(2002)、
《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2004)、《现在的工作》(2004)、《惘然集》(2004)、《在失败中自觉》(2004)
、《小批判集》(2008)、《不够破碎》(2009)、《遗珠偶拾》(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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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从字句悟人  ——怎样读鲁迅(上)二　心中要有完整的鲁迅  ——怎样读鲁迅(下)三　鲁迅的名、
字、号与笔名  1．鲁迅≠鲁迅  2．绍兴周家  3．本名：周樟寿  4．字：从“豫山”到“豫才”  5．号与
法号  6．常用名：周树人  7．笔名鲁迅  8．“笔名”原是为“逃名”  9．还有157个笔名  10．当时人们
如何称呼鲁迅?  11．毛泽东一言九鼎四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　(一)　激烈反传统：鲁迅及中国现代
文化的诞生    1．鲁迅一现代中国    2．从源头说起：鲁迅早期对中国传统的论述    3．“五四”时期激
烈反传统言论    4．反传统是为了建设新传统　(二)　创造现代中国文化：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的文化理
想    1．两套方案    2．标准问题    3．心态问题　(三)　“人”与“我”的自觉：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
核心    1．“五四”话语：两个“先生”，      2．尊重个性和精神：鲁迅的主张      3．有关翻译和创作
的两个比喻　(四)　思想启蒙与文学直观：“文学主义”与鲁迅独特的创造方式    1．用文学“改变精
神”    2．文学高于学术    3．文学主义：一生的立场　(五)　积极地迎上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六)
　国民性批判与体制建设：当前评价之分歧及其解决    1．“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    2．当前评价
之分歧及其解决五　“人心必有所冯依⋯⋯”——关于遗产  1．“兼容并包”?  2．章太炎的宗教观  3
．周氏兄弟  4．谁为厉阶?  5．补课?六　他的文学就是他的自传七　几部作品  1．第一篇“译作”：《
斯巴达之魂》  2．《狂人日记》中的两个“狂人”  3．《鲁迅自选集》  4．《故事新编》是怎样一本
书　⋯⋯八　名言略解九　“二周”杂文异同论十　崇胡贬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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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他对鲁迅有意见，而且意见很大。
　　原来有一次（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看望母亲（他母亲一直跟大媳妇即鲁迅太太朱安住在北京
），和钱玄同不期而遇。
钱玄同看见鲁迅名片上写的是“周树人”，就话里有话地说：原来豫才名片还是三个字，不是两个字
。
什么意思？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
他是说，你周树人还没忘本，没有因为鲁迅两个字炙手可热，就迎合潮流，用笔名代替真名了。
但潜台词是：你用两个字的鲁迅代替三个字的周树人，大概也很快了罢？
　　鲁迅也不客气，回敬他说，我的名字从来就没改过。
我只有三个字的名字，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
意思是说，我并不像你钱玄同想象的那样，把“鲁迅”二字看得如何金贵；你放心，我才不会用两个
字的“鲁迅”代替三个字的“周树人”呢。
所谓四个字，是讽刺对方那个“疑古玄同”的花样。
　　当时二人不欢而散。
这首先跟思想倾向的不同有关。
1921年以后，陈独秀把《新青年》迁回上海，钱玄同就中断了和《新青年》的联系，不仅不做编辑，
也不投稿，鲁迅则继续投稿。
钱鲁二人分裂，今天不能展开。
鲁迅当时给远在上海的许广平写信，告诉他和钱玄同的这场偶遇，说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
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1933年4月《两地书》出版，钱玄同看了这段，当然恼火。
他认为鲁迅凭着文学创作暴得大名，就看不惯老朋友了，还在许多场合批评他钱玄同。
他钱玄同宁愿承认这个老同学平平淡淡的过去，而漠视他的炙手可热的现在；宁愿按照古法称这个老
朋友的字，不愿跟在“新青年”后面做鲁迅的粉丝，称他为“鲁迅先生”。
那不是自己掉架子吗？
他还常常对别人说，我只知道有个叫周豫才的朋友，鲁迅是谁？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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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字句悟人，心中要有完整的鲁迅，鲁迅的名、字、号与笔名，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他的文学
就是他的自传，名言略解，“二周”杂文异同论，崇胡贬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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