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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读者来说，开卷获益似乎是容易的，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鲁迅说《红楼梦》：“经学家
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看不见还可以换《水浒》，换《三国演义》。
相比之下，难的倒是作者，如何使作品言之有物，有思想，有新东西，使他人受益，受启发，而不只
是为了摆弄出一个一己窃喜的玩意儿。
《周家后院》这部书稿的有益之处，我的一孔之见，在于它间接地提出了一些问题，或者说，它可以
引起读者对鲁迅的一些思考。
比如我们对鲁迅究竟了解多少。
由解放以来主流社会对鲁迅的极度推崇，使得专门与不专门研究鲁迅的人难以计数，导致鲁迅评述山
积波委；新时期以来鲁迅成了话题人物，被专门与不专门研究的人予以不断的多方解读。
结果之一是几乎使我们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以为鲁迅是我们熟悉的人，以为自己熟悉鲁迅。
《周家后院》告诉我们，不见得。
由《周家后院》，或可发现一个陌生的鲁迅。
再比如鲁迅与发妻朱安的关系。
鲁迅对朱安没有爱情，在他有了爱的对象后，他对新人，同时也是对自己说：“我可以爱”。
许多人对鲁迅这样做对不对毫不怀疑——冲出封建婚姻樊笼有什么错！
对他这样做好不好更是没想过——没想过朱安的命运。
在那个农村女人没有经济地位、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时代，一旦被丈夫抛弃将意味着什么？
她的人生就完了，哪怕有吃有穿有房住，她还是完了。
《周家后院》也许会使人们忍不住要问：为改正一个旧错误去犯一个新错误，是唯一的选择吗？
是最好的选择吗？
作者由她法律专业的知识储备与训练，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用法律的眼光去打量笔下的人物和事件
，这样的视角在一般历史文学作品中不很常见，既给人以新颖之感，又往往使复杂纷繁的问题得以简
捷明了的解决。
比如她以前对梅兰芳与孟小冬婚姻关系的评析，现在对周建人离婚判决书的解读，都使人有一种以简
破繁的痛快。
随着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化的发展，单一思维模式与衡量标准的打破，读者对作品宽容度的增加等等，
都使得“格调”在作品评价的各项指标的队伍中所排的位置，渐渐靠后。
这种状况的出现，又误导了习惯以排序与位置判断人事的人们，以为后移或下降的，是“格调”的重
要程度，而不只是被关注的程度。
尽管决定一个作品格调的最重要因素是作者的趣味，但客观上，就历史文学作品来说，某些题材诸如
家庭、婚姻、社交等，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活内容，很容易使作者松懈了对品位的坚持，也容易被
笔下人物的趣味所牵引。
而《周家后院》在这方面，显然把握得比较好。
 一千年前，宋朝的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爱读巨著《太平御览》，一日不落。
臣子觉得皇上每天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读这么一大本书，太辛苦，劝他少读点，也不一定要天
天读。
赵光义回答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读《周家后院》，或也不至于神劳精费，因为作者用了一种风趣的笔调。
王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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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以周氏家族为背景。
全景描绘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家事的作品，内容包括三兄弟的学业、爱情、婚姻、子女、家
庭、家务事等方方面面。
该书没有学术书籍的盖棺定论和大是大非，完全着眼于周家后院生活的叙述，涉及多位女性，包括鲁
迅原配朱安，周作人夫人信子，周建人夫人芳子以及许广平、王蕴如等。
作者以女性特有的视角选择了周氏兄弟身上容易被人忽略的部分。
没有被打上印记的光鲜明丽，却有不刻意隐藏的真实，书中隐秘的故事和谜题，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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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伶伶，早年因一个意外，从站在三尺讲台诲人不倦，变为闲坐家中奋笔疾书，开始了写作生涯。
十多年来写了一套《京剧四大名旦全传丛书》，其间也写了几本传记，有法学家“倪征燠”，革命家
“葛健豪”等；还曾获律师资格。
之后转入现代文学领域，写胡适、徐志摩、新月社。
鲁迅一直是心中渴望描绘的人物，准备写一套，这是第一本。
这十多年间，得到一些鼓励，有中国图书奖、中国传记文学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江苏十年报告
文学奖一等奖等。
著作曾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
 现为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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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上上一辈，上一辈说起
一、周爷爷：妻妾成群
1.爷爷的日记本，被孙子们烧掉了
2.爷爷的脾气，很坏
3.爷爷的妻子，不是原配
4.爷爷入狱，奶奶临危不乱
5.爷爷的姨太太，一二三
6.爷爷死了，潘姨太跑了
7.一生不得意的继奶奶，死了
二、周爸爸：一夫一妻
1.爸爸和叔叔，兄弟相差二十二
2.爸爸的老婆，只有一个
3.爸爸死了，长子顶门立户
4.弟弟死了，妈妈很伤心
第二章 男大当婚：周家三兄弟的婚事
一、周老大的婚事：奉母成婚
1.鲁琴姑，青梅竹马小表妹
2.朱安，母亲的礼物
二、 周老二的婚事：自由恋爱
1.杨阿三，单相思的初恋
2.郦永平，青梅竹马大表姐
3.羽太信子，白头偕老的日本婆娘
三、周老三的婚事：亲上加亲
1.马珠姑和鲁招官，两个青梅竹马的表妹
2.羽太芳子，初婚的日本妻子
第三章 周氏大家庭，其乐融融只是一厢情愿
一、兄弟怡怡的美好年代
1.兄弟如手足（一）
2.兄弟如手足（二）
3.兄弟如手足（三）
4.老婆如衣服（一）
5.老婆如衣服（二）
二、迁居——从绍兴到北京
1.大嫂和小叔
2.兄弟和战将
3.卖田和买房
4.搬家，和故乡说再见
第四章 兄弟失和，依然一笔糊涂账
一、失和前，情深又意长
1.八道湾的群居生活
2.八道湾的“背叛者”
二、失和中，剑拔又弩张
1.长庚和启明：永不相见的星
2.一封绝交信
3.撤，搬离八道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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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失和原因，猜，猜，猜
三、 失和后，老死不往来
1.战斗在继续
2.你的《伤逝》、我的《伤逝》
第五章 外遇，以爱情的名义
一、 外面的两个女人
1.羽太芳子，独守八道湾的日子
2.外面的女人之一，王蕴如
3.朱安，短暂的“女主人”的日子
4.外面的女人之二，许广平
二、 家里的两个孩子
1.朱安的蜗牛理论
2.周海婴的生
3.羽太信子的猜忌
4.周若子的死
第六章 鲁迅身后的事
一、哀悼，在南北之间
1.最后的十年
2.北京：噩耗飞来（一）
3.北京：噩耗飞来（二）
4.上海：一对孤儿寡母
5.两个女人的通信
三、 纷争，利益至上
1.寿宴上的刀光
2.八道湾11号，换户主
第七章 周作人的滋味生活
一、抗战中，“苦住”北平
1.家累，苦住的一个原因
2.赡养纠纷（一）
3.赡养纠纷（二）
4.谜！
叔被刺、侄自杀
5.和母亲说再见
二、 抗战后，坐牢南京
1.鲁迅藏书，卖或不卖（一）
2.鲁迅藏书，卖或不卖（二）
3.“寿则多辱”的辱
三、朱安的最后岁月
1.她说，想死又死不掉
2.寂寥的死
3.纷纷扰扰身后事
第八章 周建人的“寿则多福”
一、 一桩离婚官司
1.都吃“鲁迅饭”
2.一个匪夷所思的判决
二、谢幕，一个接一个
1.周作人和信子的最后岁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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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作人和信子的最后岁月（二）
3.许广平的最后岁月
4.周建人和芳子和王蕴如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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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是，她似乎从不向儿子抱怨，总是盯着许广平诉苦。
1939年2月，她写信告诉许广平：“旧历年节费用更多，而且百物昂贵，现在北京的白菜要一毛钱一斤
呢！
”一个月后，她又写信：“惟物日昂，尤其是米面菜蔬、日常用品。
”又一月，她写：“东南角的院墙，自去秋大雨被毁，现在招工兴筑。
”再一月，她又写：“百物奇昂，大米已卖到卅一元多。
时势艰难可怕很呀。
”再再一月，她再写：“惟物价日涨，较数月前又涨一倍。
”苦叫得震天响，归根结底一句话，钱不够。
7月4日的那封信，她明确提要求了：“今年此间百物奇贵，冬季洋炉用煤拟早点定购。
予房内用煤，当由老二供给，惟家内用煤，拟于八九月家用内向李先生多取三四十元，以便定购。
”——也不管许广平同意不同意，手头宽裕不宽裕，“多取三四十元”先。
先斩后奏！
鲁瑞这么做，并非没道理。
在预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东西当然早买比晚买好。
煤，总是要用的，它又不像生鲜蔬果那样放着会变臭变坏。
但是，在许广平看来，完全没必要。
冬天还早着呢，谁知道到了那时物价会怎样。
如果手头宽裕得像周二叔家那样，不说买米买煤，就连奢侈品也买得绰绰有余，那自然另当别论，可
是，她，名副其实的一穷二白。
多取三四十元，说得倒轻巧。
许广平一急一怒一委屈，就顾不得分寸地出言不逊了。
首先，她也叫苦。
不是嘛，你苦我也苦，我们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她说：“海儿多病，一切延医及病症忽生，俱由自己主张，无从请教，生活压迫，收入毫无，俱由自
己东罗西掘，幸顽躯粗健，未致倒病在床。
近来上海物价也贵到不能细说，加之海儿体弱，西医及药，较前涨数倍，鱼肝油等补品，也买不起。
近来出书的朋友，也负担不起，停顿了。
一个钱也收不到。
”所以呢？
就连“李先生的借款，能设法维持多少时，都不敢预想”，哪还有多余的钱提前买煤？
她心有怨言，拒绝得干脆：“大人婉商大师母，至好家用一切在每月四十元内撙节支配。
盖以前似闻每月用度八十元左右即是，现每月共九十元，而另外买煤等再借款，恐媳仍难负担得起。
”话越说越不客气了：“长此以往，卖身也无补，真不知如何是好耳。
”之前，是她苦她也苦。
现在，是她气她也气。
鲁瑞看了这封信，立时气得脸发青腿发颤声发抖。
怎么？
怪我们不节制，不懂节省？
怨我们比之前讲好的多用了10块钱？
你要知道，那多出来的10元，又不是你赏赐的，而是我儿子心疼我多给我的。
你卖身？
我一直觉得你是知书达礼的人，怎么这么难听的话也说得出口。
这不是威胁我么。
可能有侏儒症的朱安，生不出孩子；高大健壮的许广平，不仅能生孩子，而且一生就生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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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长子，终于有承继香火的后代了。
朱安一下子就输了个精光。
母凭子贵，她再也没有翻身得解放的机会了。
后宫的斗争，很多都是为了肚子里的那个种。
许广平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具体地说，1929年5月，鲁迅回了一趟北京的家，探老母，就算是内心很不
想看望一下老妻，也由不得他。
这是他携手许广平离京南下后第一次回京。
都说父母在，不远游，他不仅远游，而且长游，一游就游了将近三年。
这三年，他和老妈的感情，仿佛只靠金钱维系——他按时寄家用。
时局变化得翻天覆地，不变的是老妈和老妻。
鲁瑞见了儿子独自一人回来，很关切地问，害马（鲁迅为许广平起的昵称，害群之马的简称）怎么不
跟着一块儿回来？
——儿子三妻四妾不重要，重要的她们都是她的媳妇。
爱儿子，就爱儿子的女人，特别要爱为儿子生孩子的女人。
这是很多母亲的心里话。
她才不会为顾忌大媳妇的感受而让儿子不开心呢。
他说，她有点不舒服——实则是怀孕。
之前，他没有明说过，但这样的小道消息往往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最容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一两个月前的一个早晨，朱安照例起床后到婆婆房里请安。
她很郑重地告诉鲁瑞，夜里她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啊？
鲁瑞随便那么一问。
她很严肃地说，她梦见大先生回家来了，还带回了一个孩子。
在梦里，我很气愤。
她实话实说。
哪个做妻子的能容忍丈夫带一个私生子回来？
朱安也是女人嘛。
鲁瑞很不以朱安的气愤为然。
既使私生子，也是孙子，也是周家的种周家的根！
其实，她也早就听说了传闻。
听朱安这么说，她干脆挑明：是啊，外面确有此传说，只是你还蒙在鼓里。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
二太太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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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倘若死者地下有知，鲁迅大概是现代中国，躺在九泉之下最不得安宁的人物。
一个时代既然把他树为旗帜，风一天不止，他也就只能晨昏一直猎猎了。
除此之外，他那手术刀一般的笔，犁地一般地写作，直刺与刻画人性、国民性。
有了这两条，社会上还有什么事情，能不与他发生联系呢？
他再想回归宁静与安息，是永远不可能的了。
围绕他的作品是否应当从中小学课本中撤减，最近就又喧闹了一阵。
记得念中学的时候，课文中有一篇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是用第一称写的，说的是我乘人力车外
出，车在路上碰倒一个老妇，我认定那老妇讹诈，车夫却不理会我，不怕承担责任，把那老妇搀到警
察所里去。
车夫的行为使我惭愧，他的背影高大起来，“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
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这“小”，指的究竟是什么？
老师有个解释，可敏感而多疑的少男少女们显然对常规答案觉得不满足。
越是隐晦的东西越使他们眼睛发亮。
大家在课堂上面面相觑，交碰的目光中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鲁迅是怎样的人，这个问题在今天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领袖早在昨天就已告诉过我们，专家随后也
有了定论。
可是问题还是顽固地存在着，因为我们以往被耳提面命地告知的，是身着光亮皮袍的鲁迅，至于他皮
袍下藏着的小，却长时间地被忽视了；人们目光如炬地看出了鲁迅的自我道德追求，称赞他的自检，
他的自觉，他的惭愧，却忘了看一看那小的究竟。
鲁迅曾被揄扬具备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人之所谓“五最”的超人品质，本书
无意花力气对此做鉴证，而将视线从宏大高阔的思想文化、江山社稷、人民大众上移开，转向更能表
现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的家事；专注于鲁迅及其两个胞弟的我之所喻“四为”，即在家中怎样扮
演他们为人子孙、为人父夫、为人兄弟、为人叔伯的角色；探究错综但并不复杂的祖孙、父子、母子
、夫妻（贱内与外遇）、叔嫂、妯娌、叔侄、姐妹、兄弟等家庭关系与周氏兄弟性格的相互影响；在
看似琐碎与缺乏意义的家务是非中补全对一个人完整的认识。
简言之，从小处着眼。
一个圣人，应该是慎独也慎小的；一个伟人，在这些背人的方面，至少也应该是有所追求的。
而早在九十年前，鲁迅就借用他的小说人物之口引导与暗示人们了，可群氓不觉悟，集体无意识，这
当然怪不得鲁迅。
本书是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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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周氏三兄弟，特别是鲁迅和周作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乃至政治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研
究周氏三兄弟的著作也已不止一部，但《周家后院》自有其鲜明特色。
作者独辟蹊径，从周氏三兄弟的婚姻切入，以大量鲜为人知或不被关注的史实，辨析揭示了周氏三兄
弟“为人子孙、为人父夫、为人兄弟、为人叔伯”的始末，凸现了在平淡而又复杂的“家事”中更为
真实而又完整的鲁迅和周作人。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　　鲁迅家里无小事，这是鲁迅的历史地位决定的。
了解鲁迅的家务事，也就是了解重要历史人物的另一个世界。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鲁迅、周作人、周建人，这三兄弟的声名功业，人生选择，
其辉煌与诡异，几乎是个世纪之谜。
勘透了这个家庭的盛衰，勘透了三兄弟间的恩怨，差不多也就勘透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
从“后院”进入，该是最聪明也是最便捷的路径。
　　韩石山（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熟悉了周家“前庭”的读者，转到“后院”看一看，也许
会有新发现；习惯了正襟危坐谈鲁迅及其胞弟的读者，尝一尝诙谐的笔调，当然会有一种轻松。
而作者的真意，是要在轻松的叙述中道出并不轻佻的话题；将家庭日常场景、亲情与琐事等复色生活
，透过三棱镜，折射出人性的单色光来。
　　吴义勤（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周家后院>>

编辑推荐

《周家后院:鲁迅三兄弟家事》编辑推荐：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鲁迅三兄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际遇。
直到今天，他们的名字也没能回归宁静与安息。
不久前，围绕鲁迅作品是否应当从中小学课本中删减，又喧起一阵波澜。
究竟何以至此？
鲁迅三兄弟活脱脱的生活细节，不为人知的家事，会给出答案。
他们的学业、爱情、婚姻、子女、家务以及跟在身边的女人们，一起构成那个耐人寻味的周家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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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鲁迅、周作人、周建人，这三兄弟的声名功业，人生选择，其辉煌与诡异，几乎是个世纪之谜。
勘透了这个家庭的盛衰，勘透了三兄弟间的恩怨，差不多也就勘透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
从“后院”进入，该是最聪明也最便捷的路径。
——韩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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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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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