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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许广平大量回忆鲁迅的散篇文字中精选编辑而成，可以说，凡有实在内容的，均收集在内，其中有
不少是《许广平文集》所未收的，也有一些先前出版时因各种原因，曾有删改，这次恢复原貌。
    许广平是鲁迅最后十年的生活伴侣、写作助手，是鲁迅各方面的最知情者，她的回忆文章具有他人
无法比拟的权威性。
她写出了鲁迅作为学者、伟人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普通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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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广平(1898－1968)女，字濑园。
广东广州人。
“五四”运动时，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编者之一。
1926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长期协助鲁迅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胜利后，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民主》周刊、《文汇报》副刊《妇友》编辑，上海妇女联谊
会主席。
1945年12月，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任常务理事。
翌年，被推选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
1948年底，经香港到东北解放区。
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是民进第三届中央秘书长，第四、五届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
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要著作有《欣慰的纪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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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书编辑说明献词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鲁迅与翻译研究鲁迅文学遗
产的几个问题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鲁迅如何对待祖国文化遗产关于汉唐石刻画像鲁迅先生的日记略谈
鲁迅先生的笔名鲁迅先生的晚年（一九二六——一九三六）民元前的鲁迅先生鲁迅和青年们鲁迅先生
与女师大事件青年人与鲁迅片段的记录鲁迅故居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景云深处是吾家鲁迅先生与家
庭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鲁迅先生的娱乐鲁迅先生的香烟鲁迅的生活（之一）鲁迅的生活（之二）致袁
家和（谈集邮）母亲鲁迅先生与海婴最后的一天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许寿
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读后记秋自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时候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
信悼念史沫特莱忆萧红追忆萧红鲁迅在日本《鲁迅年谱》的经过鲁迅《夜记》编后记鲁迅《病中通信
》附记《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集外集拾遗》编后说明《死魂灵》附记《译丛补》编后记和再记《
鲁迅全集》编校后记《鲁迅三十年集》印行经过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鲁迅三十年集》
为何不包含译作《鲁迅书简》编后记鲁迅《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广平》诗的几句说明鲁迅手迹和
藏书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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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　　一个作家对于他的写作生活是严肃的，如其这位作家是认真地对他
的工作忠实的话。
随随便便一挥而就的态度，不是一个好的作家所应有的。
至少，他应该很谨慎地从事他的工作，我对于鲁迅，所见到的就是这样。
　　他是时常被许多识与不识的人们邀请写稿的。
在被限定的时间已经很急促，没有功夫多加思索的余裕，或者他自己正在没有预算到的中间，一定要
临时赶交文稿，那么，他宁可找些短篇来翻译，却绝不肯潦草从事，许多的短篇译文，大约就是这样
来的。
然而在未动笔之先，选择材料之际，是很经过一番苦心的，甚至为了没有适当的材料，连找几天，看
了几许的原作，也是常有的事。
到这时候，他会感慨地说：“唉，翻书也不容易。
”为了这方面的苦恼，所以他是时常留心买新书的，遇到有可以做翻译的准备的材料时，他就有时先
买妥在那里。
　　约一九三三至三四年，在遭遇到无比的压迫的时候，文章不能用鲁迅两个字投稿，因为检查者看
到会没有理由地就给抽掉。
已经出版多时了的，逢到邮递的检查时，也会因为封面是红色而被禁止通递，如《呐喊》就是。
一些书店，也在这个时候停止支付版税，他们是最聪明不过的，讲什么良心!落井下石是中国的老成语
。
然而人总得生活，不能束手待毙的，因此他曾经想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他以为这部著作值得介
绍，虽然太偏于文学些了，还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对于科学的贡献，对于中国人学问的增进都很有帮
助的。
不晓得为什么到如今似乎还只有简单的节录给儿童作读物的片段译出。
他把那部《昆虫记》陆续买来了，约好建人先生替他担任校正，并托他向某大书局接洽，预定每月交
出若干译稿，把收入来维持那半地下生活的支撑。
然而也没有成为事实，只留得未译的原书作纪念品而已。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当时虽然志在谋解决生活，仍不忘记读者方面的需要，并不是只为自己着
想，做那投机事业一样，专门投读者所好，迎合观众心情的轻松读物取材的。
　　至于创作，更是加倍的当心的，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手。
那张躺椅，是他构思的好所在，那早晚饭前饭后的休息，就是他一语不发，在躺椅上先把所要写的大
纲起腹稿的时候。
每每文债愈多，腹稿愈忙，饭前饭后脑筋愈不得休息，更影响到他的胃纳不佳，食欲不振，这都是互
有关系的。
就这样磨掉了他的生命。
　　他有一本短评《花边文学》，是因为有些文豪讥讽他的短文而得优厚的稿费，特别借编者的用花
边围绕而作双关解释的。
但是鲁迅自己知道他的短评产生也不容易，他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
文章虽然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他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
，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
”这几句话，就可以了解他一切执笔行文的经过。
　　在预备写比较长一些的文章，或者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的后记，几乎是头也不回，连
夜编写完成的万言书。
当他准备动笔写比较长文的时候，他会很委婉地劝我先睡，等我睡了之后，可以静心一意地写作。
因为几十年的孤灯独对，潜心工作的习惯，忽然有个人在旁走动，多少是觉得打扰的。
我原也不过这样了解，只当作是他的脾气，姑且听之而已。
到现在，自己工作起来，也一定要等待到更深人静，然后才觉得一心一意不被外物纷扰，没有做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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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是不晓得那些人的苦的，我现在更了解他，可惜就是不能在这时告诉他我的了解了!但是一切写
文章的人大约多是如此的罢，如果文人也算有职业，这职业实也不下于夜班生活的工友。
　　到了早晨六时左右，经过了一夜写作完成之后，有时他会把我叫醒，给他泡茶，在饮茶的时候，
很高兴地叫我先看他的文章。
每次文章写完尽给我先看的，偶然贡献些修改的字句或意见，他也绝不孤行己意，很愿意地把它涂改
的。
或者预备些东西吃，有时午夜也曾这样要求，如果能够再有半杯酒，更觉满意。
但是有什么好预备的呢!最方便的，就是鸡蛋炒饭，放些葱，蛋是要炒得老的，照绍兴农家的吃法，这
种蛋炒饭他最喜欢。
他欢喜吃硬的东西，饭炒起来也是要焦硬些，软绵绵的有些不大爱吃，好像丝绸的衣服不爱穿一样，
他是彻头彻尾从内至外都是农民化的。
譬如生黄瓜、脆花生、沙炒豆之类，对于他也还是爱好品。
　　他对写作的修养是很注意的，闲空的大部分都用在看书，更多的是外国书。
除了社会科学的书是细细的阅读之外，普通杂志，他只是选几篇或一部分看看就完了。
国内出版的杂志，不过翻翻就算了，如果没有什么好作品，是不肯浪费许多光阴的。
有时寄来了，拆开之后，看看目录就算了。
我拿过来看，也会劝告似地说：“不如拿这些功夫做别的事。
”对于报纸，也不过花费十来分钟略略过目一下就完了，有时见到我总在看报，他偶然也会不耐烦地
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他虽然这样马虎地过目，但是过了几天忽然要找某一材料，叫我向旧报翻
时，我往往久翻不到，还是由他指示我约在某天某一个角头处找，这才找到。
可见他处理学问的经济，而我是白费了，等于没有看过。
他不承认有天才，然而这不是天才之异乎寻常吗?他说：他也是用功得来的，这明明是告诉人以他的天
才还是一样的要用功，要善于用功。
　　别人批评他的文章，他或看或不看，却是不赞成依照批评而改变自己意志的。
骂他的文章，就是寄到手头，他却未必就看，总把它堆在一旁，等到用作材料的时候才去翻它，这时
是比较客观的研究了，人家以为他暴跳十丈高，其实更多的是炉火纯青的时候。
　　(原载1939年11月1日《文艺新潮》第二卷第一期)　　P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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