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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一个周姓的大家族里。
他最初被取名为樟寿，字豫山。
后来因为“豫山”和“雨伞”谐音，不好听，就改为豫才。
在南京上学时又改名为树人。
鲁迅这个名字，是他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署名。
从此，鲁迅这个名字开始为世人所熟悉。
    鲁迅出生时，其祖父周福清还正在北京做官，父亲周凤仪是一个秀才，家中有四五十亩水田可以收
租，日子过得还算轻松。
应该说，这本来是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小康家庭。
可是，由于突然的变故，祖父入狱，父亲遭受牵连，周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随之骤然败落。
鲁迅于是从一个过着牧歌式生活的“封建少爷”跌落为寄居亲戚家中的“乞食者”，虽然寄居的时间
并不长。
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
    鲁迅自己也说，很感谢他父亲的穷下来，因为这使他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
，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
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的将来，因此也比较地不十
分自私自利而已。
”    二、无奈的婚姻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对于自己和朱安的婚姻，鲁迅曾对人这么无奈地说过。
鲁迅从来不在外人面前提朱安，而总是以“那个女人”代替，朱安这个名字还是从许广平那里听到的
。
    鲁迅正在南京求学，望子结婚心切的鲁老太太就草率地定下了他与朱安的亲事。
深受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鲁迅对自己的封建包办婚姻一开始就表示反对。
他一想到自己将要和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生活在一起，过着没有感情的“白头偕老”的生活，就
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
他也曾在复信中“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可鲁老太太哪里还听得进去。
无奈，鲁迅提出两个条件，要母亲转告女方：一是要放开小脚，二是要上学堂读书。
然而，深受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朱安并没有理会这些，她觉得女人放脚不成体统，读书也不是女人的
事。
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个悲剧。
    鲁迅时常觉得，这封建包办婚姻，对于他来说正如中了爱神丘比特的箭，想要逃脱也逃脱不了。
新婚进了洞房后，鲁迅坐了半夜。
婚后第四天，鲁迅就逃回了日本。
    像许多中国女性一样，朱安其实也具备了懂规矩和性情好的传统美德。
她也曾极力讨好丈夫，努力缩短自己与鲁迅的距离。
结婚那天，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朱安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以便使新郎喜欢。
然而，下轿的时候由于轿高，脚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把绣花鞋踩掉了，还是露出了小脚。
但朱安的种种努力，往往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讨得鲁迅的欢心，反而增添了鲁迅的烦恼。
有一次，吃饭时，鲁迅偶尔谈到一种日本菜很好吃，朱安为了奉承，就附和说“是的，这种菜我也吃
过，的确很好吃”。
她哪里知道，这种菜其实只有日本才有，中国并没有。
鲁迅听了气得饭都没吃好。
    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不便发作。
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扔到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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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
    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体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
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鲁迅与朱安一面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一面又都肯替对方着想。
鲁迅尊重朱安的人格，朱安信赖鲁迅的为人。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维持了三十年。
    24岁的朱安从鲁迅离开那日起就和婆婆生活了一辈子——这是她绝没有想到的。
她天天做针线、料理家务、侍候婆婆，她终日盼着先生回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直到她50岁时，等来的却是先生与许广平在上海的结婚照。
朱安绝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
可现在我没有力气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
”朱安感到了蜗牛落地的伤痛，可她没有过分的嫉妒之心，她还为鲁迅和许广平有了儿子而高兴。
她对人说，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
直到晚年，她还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朱安还身披重孝，在住处的南屋鲁迅像下设置了祭奠的灵位，又供上文房用
具和丈夫生前喜欢的烟卷、清茶及点心。
她就用这种淳朴的方式，无言地表达了对这个陌生丈夫的哀悼。
    三、炽热的爱情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着许多的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18岁之多；论外貌
，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
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
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
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备受
歧视，后果不堪设想。
鲁迅宁可陪着她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
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
姻之害的共同遭遇，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
    许广平出生于广州，她刚生下三天，就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当地富有人家
的子弟。
许广平懂事后得知夫家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劣绅，就极力反对这门包办婚姻，实在走投无路，只好逃婚
离家，北上求学。
    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课堂上，鲁迅和许广平相遇了。
许广平被鲁迅渊博的知识、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教育方法深深地吸引住了。
每次鲁迅讲课，她总是争抢第一排的位子，乌黑的眼睛直盯着先生的面容。
先生提问，她总是率先举手作答。
而鲁迅对这位身材高大、言辞激烈、秉性刚直、表现特殊、说话带着闽粤口音的女学生，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不是基于一般男女间的感情的投合，基于异性肉体的性的拥合，而是出于对
中国社会同样的认识。
是出于共同斗争的需要，共同事业的需要，共同理想的需要，是两个“农奴”要求解放的需要。
    许广平在《关于鲁迅的生活》中有过这样一段话：“从广州到上海以后(即两人同居以后)虽然彼此
朝夕相见，然而他整个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后期十年间的著作成绩，比较二十年前的著作生
涯虽只占三分之一，但其成就，则以短短的十年而胜过了二十年，这也许到了现在想起来，于万分自
愧中可聊自慰藉的了。
”许广平一直以帮助鲁迅工作为慰藉，也正是由于许广平的精心照料，鲁迅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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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后十年的时间取得斐然不凡的成就。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伟大女人。
这话对于鲁迅和许广平来说，真是最恰当不过了。
    四、树敌最多的人    柏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中国历史上有过三个虎虎有生气的黄金时
代，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唐朝，再一个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暂且不管柏杨说得精确与否，至少在20世纪，“五四”时期确实造就了一大批的人杰天骄，堪与先秦
诸子相媲美，这时候人文学科的成就事实上攀上了20世纪的高峰。
有人认为，在这些学贯中西的先贤先哲中，鲁迅和胡适无疑是最耀眼的两颗明珠。
这是因为，鲁迅一生都在批判一个旧中国，胡适一生都在探索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正是他们二者的
对立统一，奠定了中国新文化的基础。
    有人把鲁迅与孔子做对比。
孔子和鲁迅本人所处的时代都不是废黜百家独有一尊的时代，但是，后人却把孔子尊称为圣人，而鲁
迅也被毛泽东尊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
就像孔子是春秋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地位不可撼动一样，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
和思想家的地位同样不可动摇，他的建树，无疑成为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巅峰。
    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
鲁迅的伟大引来了不少的嫉恨。
他生前死后一直没断过被误解、曲解、中伤甚至是诬蔑。
昔日曾有过敌人的通缉和围攻：也有令人寒心的来自“同一营垒”的冷嘲热讽、明枪暗箭：“文革”
时曾被别有用心者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拿鲁迅的只言片语作为整人的“投枪和匕首”。
进入新时期以来，也有人鄙薄革命文艺传统，对鲁迅采取不负责任的批评态度，甚至进行泼妇骂街般
的攻击。
什么“乌烟瘴气鸟导师”一类的谩骂；什么“光靠一堆杂文是立不住的”一类的酷评；什么“弃医从
文是学医失败的结果”一类的贬损，可以说，从人格诬蔑、学术贬损到政治攻击无所不有。
    郁达夫生前感慨，一个不知道尊崇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
靠骂伟大的民族英雄来抬高自己的人，恐怕不仅仅是可悲。
这些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喧嚣。
恰恰反映了某些人的一种投机心理——靠骂名人来哄抬自己。
    孙福熙如是说：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地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
欺侮。
⋯⋯他受人欺侮，所以想复仇，他看尽欺侮，所以想代人复仇。
然而，他在日本留学后拿回来复仇的短刀可曾沾染过谁的血了呢？
我知道没有。
或者，他可曾用无论哪一种方法毒害他的仇人呢？
我也知道没有。
大家看起来，或者连他自己，都觉得他的文章中有凶狠的态度，然而，知道他的为人的人中，谁能举
出他的凶狠的行为？
他实在极其和平的，想实行人道主义而不得，因此守己愈严是有的，怎肯待人凶狠呢？
虽然高声呐喊要人做一声不响的捉鼠的猫。
而他自己终于是被捉而吱吱叫的老鼠。
⋯⋯他是医学家，所以，欲达他的主义，他不用短刀，便用他手头的解剖刀，遇见中国人身上的毒疮
，他就刺。
到了现在，只看他凶狠地拿了刀刺人：他刺人是想人活还是想人死，几乎大家或连他自己都要看错了
。
    正如胡愈之所说，把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民族作家”，是十分恰当的。
因为真正的伟大的民族作家，一定是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代言者。
从整个中国文学史来看，能够深刻理解人民大众的痛苦和要求，能够真正表现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喜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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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乐，而且能够代表着他们，向一切民族敌人，作不断的抗议和思想斗争的，这样的民族作家，除了
鲁迅先生，几乎找不出第二个。
在我们的长久的历史中，尽有许多的辉煌的文学天才。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所有文人墨客，都还不过是代表少数人的思想和情感，而和人民大众，都是远隔
开着一条鸿沟。
唯有鲁迅先生却是沟通这条鸿沟而和人民大众接触的第一人。
所以如果中国真有民族作家，鲁迅先生就应该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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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民族作家”，是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代言者。
从整个中国文学史来看，能够深刻理解人民大众的痛苦和要求，能够真正表现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喜怒
哀乐，而且能够代表着他们，向一切民族敌人，作不断的抗议和思想斗争的，这样的民族作家，除了
鲁迅先生，几乎找不出第二个。

　　《孤立呐喊(鲁迅)》真实地记述了鲁迅的一生，再现了鲁迅的人格、思想、艺术和学识。
本书由陈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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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
　四、林语堂：《悼鲁迅》
　五、郁达夫：《怀鲁迅》
　六、瞿秋白：《鲁迅的精神》
　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八、王振星：《鲁迅与电影》
　九、[日本]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
　鲁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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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旧社会有一种习俗，说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
要下贱，他们才肯放手，孩子才能平安无事。
一般人家里为了避邪，好让孩子健康成长，就让孩子拜和尚为师，意思就是舍给寺院了。
和尚这种人，从他们自己看来，将来可以成佛，自然高超得很，然而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他们无家无
室，不会做官，是下贱之辈。
所以孩子拜和尚为师，鬼怪也就不来搅扰了。
 鲁迅是长男，“物以稀为贵”，父亲怕他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1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
一个姓龙的和尚为师了。
于是得了一个法名“长庚”，就是长寿的意思。
此外，他还得了一件由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的百家衣，即“衲衣”和一件称为“牛绳”的小东
西，上面挂着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
 龙师父这人很是有趣。
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对人很和气，对鲁迅也很和气。
他不教鲁迅念一句经，也不教鲁迅一点佛门规矩。
按理说，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和尚也是不应该有老婆的，他却娶了一个
年轻的寡妇，还生了四个孩子。
孩子长大以后，也做了和尚，也有了家小。
龙师父这种蔑视佛门“清规”的行为，使鲁迅觉得很是可亲，因为在他看来，师父“不过是一个剃光
了头发的俗人”。
可以说，幼小的鲁迅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所以直到晚年，鲁迅对他仍有着深深的怀念之
情，并尊称他为“我的第一个师父”。
 二、种痘的故事 现在的孩子，听说是生后6个月便种痘就最安全，鲁迅的种痘却很迟了，至少已有两
三岁。
那时天花年年流行，因此而死人的事常听到，而鲁迅居然逃过了这一关，所以鲁迅曾自嘲说“真是洪
福齐天，就是每年开一次庆祝会也不算过分”。
 鲁迅小时候，人们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种。
一种是淡然忘之，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任它到处发出来，随后也请个医生，拜拜菩萨，死掉的虽
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
一种是中国古老的种痘方法，将痘痂研成细末，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
定的处所，但粒数很少，没有危险了。
据说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但并没有人做过考证。
第三种就是所谓“牛痘”了，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
鲁迅种的，就是这种“洋痘”。
 种痘的过程，鲁迅是淡忘了，只记得那种痘的医生夸了两句“乖啊，乖啊”，但这并没有使鲁迅感到
开心。
使他开心的倒是“乖啊，乖啊”之后他父亲送了两样可爱的玩具。
 一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旁耳还自击”的鼗鼓，对鲁迅来说虽然也算难得的物件，但因为
已经玩过，不觉得稀罕了。
而另外的一样，叫做“万花筒”，是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
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的那端一望，里面竟有许多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花朵，而这些花朵的模样，
都是非常整齐巧妙，为实际的花朵丛中所看不见的。
况且奇迹还没有完，如果看得厌了，只要将手一摇，那里面就又变了另外的花样，随摇随变，不会雷
同，真所谓“层出不穷”。
 像所有好奇的孩子一样，为了“研究”这其中的奥妙，鲁迅偷偷背着大人跑到僻远之地，剥去外面的
花纸，挖掉两端的玻璃，又撕破圆筒，除了落下一些五色的通草丝和小片以及用三片镜玻璃条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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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的三角，什么也没有，令鲁迅大失所望。
想使它复原，也没有成功，就这样完结了。
鲁迅为此不知道惋惜了多少年，直到做过了50岁的生日，还想找一个来玩玩，“然而好像究竟没有孩
子时候的勇猛了，终于没有特地出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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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常人物之非常记忆:孤立呐喊:鲁迅》真实地记述了鲁迅的一生，再现了鲁迅的人格、思想、艺术
和学识。
鲁迅的小说是号角，能唤醒国民麻木的神经，促进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鲁迅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
，能和读者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
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希望人们忘记他，然而就其思想的影响力和艺术的穿透力而言，在20世纪的
中国作家群中，很少有可与比肩的。
在现实社会条件下，鲁迅的著作和思想依然是无可替代的、难以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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