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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入了郁达夫的《回忆鲁迅》长文和其他谈鲁迅的全部文字，尽可能采用最初发表的版本，
不作任何删改，以存其真。
    郁达夫比鲁迅小十五岁，但他们是同时代人。
郁达夫写鲁迅，没有塑造光辉形象的任务．也没有谬托知己把自己写成“老战友”的意图，因而写得
潇洒，正因为潇洒，也就真实。
编入本书的《回忆鲁迅》长文和其他谈鲁迅的全部文字，尽可能采用最初发表的版本，不作任何删改
，以存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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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郁达夫（1895～1945）现代作家。
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
7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
后到嘉兴、杭州等地中学求学。
 
由于聪颖好学，少时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
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
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 
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
1913年赴日本留学，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
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激发了他的 
爱国热忱，也使他忧伤、愤世。
他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了新文学最早 
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以其“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而震动了文坛。
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
回国后 
参加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刊物。
1923年起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等校任教。
1927年8月退出创造社。
19 
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并主编《大众文艺》。
1930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
1933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在白色恐怖威慑下由上海移居杭州，徜徉于浙、皖等地的山水之间，写有不少文 
笔优美的游记。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郁达夫的爱国热情又被唤起，投入抗战的时代洪流，参加国民政府军委
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 
宣传工作，奔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38年底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
 
1942年流亡到苏门答腊，化名赵廉隐居下来。
不久，当地日本宪兵部强迫他去当翻译，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和华 
侨，并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罪行。
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 
放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
 
    郁达夫一生著述宏富。
1928年起，郁达夫陆续自编《达夫全集》出版，其后还有《达夫自选集》、《屐痕处处》、《达 
夫日记》、《达夫游记》、《闲书》、《郁达夫诗词抄》、《郁达夫文集》，以及《达夫所译短篇集
》等。
郁达夫的创作风 
格独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说和散文最为著称，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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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短篇小说《沉沦》、《采石矾》、《春风沉醉的晚上》、 
《薄奠》、《迟桂花》，中篇小说《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等最为著名。
小说多以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识分 
子作为描写对象，往往大胆地进行自我暴露，富于浪漫主义的感伤气息，笔调洒脱自然，语言清新优
美，具有强烈的主观抒 
情色彩。
他的散文直抒胸臆，毫无隐饰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写得清新
秀丽，富有气 
势和神韵，与他的小说一样，具有真率，热情、明丽、酣畅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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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书编辑说明回忆鲁迅致周作人（1923年10月）《生活与艺术》书后历史小说论给《世界日报副刊》
的编者读《老残游记》对于社会的态度革命广告讨钱称臣考《大众文艺》第一期编辑余谈《大众文艺
》第四期编辑余谈最后的一回致钱公侠（1929年4月）致周作人（1929年9月）致周作人（1930年5月）
致周作人（1930年6月）寻找鲁迅启事赠鲁迅先生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移家琐记（二）中国目前为什么
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致周作人（1935年1月）鲁迅与周作人的散文继编《论语》的话致叶圣陶（1934
年9月）小说与好奇的心理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致许广平唁电对于鲁迅死的感
想怀鲁迅 今日的中华文学（上）今日的中华文学（下）鲁迅先生纪念奖金基金的募集鲁迅的伟大鲁迅
先生逝世一周年手民之误抗战以来中国文艺的动态几个问题我对你们却没有失望我对你们还是不失望
友人们的消息一二八的当时致许广平（1939年2月）致萧玲（1939年5月）《回忆鲁迅》题记纪念柴霍
夫《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编者附志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文人”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敬悼许地山先
生附录　忆郁达夫与鲁迅的交往（王映霞）　林语堂和鲁迅的一次争吵（王映霞）　我记忆中的鲁迅
与许广平（王映霞）　《郁达夫日记》残片中的鲁迅（丁言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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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和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
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
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儿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
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
下午的三四点钟。
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
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
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棵枣树。
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
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
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
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
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
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
，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合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了鲁迅。
他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
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
”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访问他时，来开门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妇人。
她人亦矮小，缠足梳头，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太太。
　　前数年，鲁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时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
鲁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后面西三条的小房子里，去看过这中年的妇人。
她现在还和鲁迅的老母住在那里，但不知她们在强暴的邻人管制下的生活也过得惯不?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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