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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4月23日下午6时46分，我的人生暨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静静
地走完了他的九十二年的人生道路。
　　贾植芳先生一生甚是坎坷，但他活得又是那样的正直、顽强和极富人情呸。
　　在半个世纪前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他是顶着花岗岩脑袋至死也不承认胡风是向党
进攻的反革命而被判处十二年徒刑的两名“骨干分子”之一⋯⋯　　有这么一件事，是一件早已往事
如烟微不足道的小事，多年来，却令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贾植芳先生宽广的胸襟。
　　在1955年胡风案的那场惊天大冤狱中，由于舒芜先生在关键时刻实施反戈一击，悉数交出胡风给
他的来信，令胡风及其“反革命同伙”们雪上加霜。
舒芜先生纵是这等的“不齿”，但在贾植芳、任敏这对患难夫妻的心中，从来没有忘却舒芜先生当年
对他们的真善之举。
那是1947年冬，贾植芳先生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捕去囚禁。
离开安徽老家赴广西寻找工作，途经上海的舒芜先生闻讯后，探望了任敏，并从自己有限的旅费中取
出一部分交与任敏。
尽管数额不大，但半个多世纪以来，贾植芳任敏夫妇却一直没有忘怀，并将此事写进了公开发表的文
章和书中。
任敏去世后，贾植芳先生又将这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放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任敏女士纪念集》
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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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迅何以谓之伟大?何以成为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心目中的民族魂?⋯⋯鲁迅生前亲密战友、著名
文学大师茅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
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
”蒋介石为什么会说出“我素来很敬仰”鲁迅的话?他又为什么要安排既为自己亲；信又为鲁迅门生的
李秉中作说客?一再劝说鲁迅（并提供经费）去日本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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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秋石，原名贺金祥，浙江绍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专毕业后当过工人、知青、新闻工作者，业余从事左翼文学研究三十年。
坚持独立撰稿，旗帜鲜明，敢于向任何形式的“左”和伪造、否定、歪曲历史的“右”叫板；直面人
生，针贬时弊，以史料为准绳，奉行一针见血式批评。
　　著有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人物传记《萧红与萧军》、长篇评传《两个倔强的灵魂》
；合著合注巴金与黄源通信录《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等。
　　在《求是》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文摘》、
《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年鉴》等媒体发表了大量左翼作家、左翼文学
研究和鲁迅研究，延安文艺研究及批评。
代表作连续多年被收入数十家出版社的年度版本和综合版本，还在多个国家及地区获译介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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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鲁迅传人贾植芳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此文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特约稿本文
理论联系实际，采用众多共和国创建者、革命英烈、抗日爱国将领、社会贤达、鲁迅学生，一度与之
对立的论敌和国民党高层人士等各界各色知名人士发自内心对鲁迅的哀悼、中肯评价，全面地、生动
形象地阐述了民族魂的深刻内涵。
于包容中见伟大鲁迅何以谓之伟大？
何以成为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心目中的民族魂？
本文作者赶在死神降临之前，于2004年2月13日在宝岛台湾拜访了当年一度成为鲁迅论敌、后又受到鲁
迅鼎力保护的94岁老人胡秋原先生一个月后，老人于临终前的病榻上辗转向本文作者道出了埋藏在心
底深处达七十二年之久的“我永远忘不了鲁迅”的最强音。
伊罗生与鲁迅、茅盾《随笔》杂志发表了徐贲先生题为《红潮往事》的万言文，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
上海政坛、文坛发生的一些典故。
作为土生土长且在自已故土上完大学的华夏子孙，是否因为现在执教于美国大学，就可以洋腔洋味十
足地闭塞双眼，仅仅凭藉已故洋人数十年前的一孔之见，不经任何调查考证，想当然地对自己祖国享
誉世界的文学大师说三道四，妄加发挥评述？
针对徐贲这种缺乏必要的治学态度及其“成果”，本文作者运用事实材料反复印证，逐一批驳徐贲错
讹百出的这篇“学术随笔”。
本文提供的一些史料，不少为首次例证：如著名国际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留存的有关她当年的亲
密同事伊罗生是否系“托派”的答案；建国初茅盾屡屡请辞毛泽东提名他担任共和国首任文化部长的
内情；以及谁是1962年大连会议“中间人物论”的最早提出者⋯⋯鲁迅是与人公开谈论过冰心的“糖
水里泡大的冰心，难以写出深刻的文字”吗？
冰心“偏离了‘五四’进取精神”“存留着相当的‘旧传统”’吗？
“鲁迅从未公开谈论过冰心”吗？
“鲁迅对冰心不够友善”存“有隔膜”吗？
针对专门研究“五四”时期作家的陈学勇提出的上述一系列观点，本文作者进行了大量而又深入细致
的调查考证，并向南北十余位熟谙那段历史的专家、学者请教及反复印证。
可喜的是，作者最终从大量史料特别是当事人留存的资料中寻觅到了当年鲁迅、茅盾对冰心的真实友
善态度和准确评价，从而，于根本上还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女性作家和儿童文学大师冰心的清白。
关于《鲁迅与斯诺谈话整理稿》及其他这份“整理稿”是由著名国际友人、享誉世界的新闻双杰和文
坛双璧、《西行漫记》一书作者埃德加·斯诺和《续西行漫记》一书作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夫妇联
袂完成的，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学文化遗产。
这份“整理稿”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其内涵也十分丰富。
但鲁迅是人，不是神，是人，也会有说错话的时候，因之，十分自然的，“整理稿”也存在着一些瑕
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个鲁迅纪念日，鲁迅生前亲密战友、著名文学大师茅盾在《人民日
报》上撰文指出：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即“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
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茅盾先生的话，为我们如何解读这份“整理稿”指明了方向。
“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富有冒险精神的两位美国青年，远涉重洋先
后来到中国，是什么力量最终使他们改变了“来中国看一眼就走”的初衷？
来中国后不久，独具慧眼的他们，有幸结识了宋庆龄与鲁迅。
于是，一个新的生命轨迹，一条追求理想信念的坎坷之路，便在他们脚下衍生了。
而一部《西行漫记》和一部《续西行漫记》，外加一部《活的中国》，则翔实地见证了这对美国青年
男女的在华探“宝”史；一篇以鲁迅访谈内容为主的珍贵史料《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见证了一
代伟人鲁迅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深刻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于是，他们在让世界知道鲁迅和了解中国的同时，由衷的发出了“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的深切感言⋯⋯为胡风、丁玲等辩护几句为名人作传，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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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尤其需要认真待之的，是那些由名人至爱亲朋执笔撰写而成的传记。
一类是严格遵循历史原貌，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说。
而另一类则不敢苟同了：有的恣意将自己心仪的名人拔高，有的则在主角或他人的隐私上下工夫，乃
至炮制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绯闻来吸引读者的眼球。
更甚的，为掩饰家族名人长期挥之不去且屡遭公众非议的严重过错，竟然将谎言引向社会名流乃至一
代伟人的身上，抛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但又颇能诱发人们义愤填膺的类新闻“史实”来有关端木与萧
红的传记文本，就是这其中的“范本。
本文作者经考证、比对大量史料，特别是颇具权威的《周恩来年谱》，鲁迅挚友曹靖华先生的亲述回
忆，吴奚如、胡风等相关当事人历史现场的来往信件，王洛宾、丁玲、聂绀弩等文坛名人留存的文字
资料，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作者自结识鲁迅学生萧军与多位左翼作家、历史见证人始，及至投
入二萧研究、左翼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所积累的大量资料，逐一批驳了该传记中歪曲、伪造历史真实
的低劣行径，还了胡风、丁玲等人的清白和事物本来面目。
从沈醉“良心发现”不杀鲁迅说起历史上，蒋介石下达过杀害鲁迅的指令吗？
如果蒋介石没有下过类似的指令，那么，又何来沈醉最终“良心发现”终止杀害鲁迅的说法？
沈醉为什么要抛出这个弥天大谎？
他的目的安在？
1979年7月20日，国家出版局为什么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停售销毁沈醉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
蒋介石为什么会说出“我素来很敬仰”鲁迅的话？
他又为什么要安排既为自己亲信又为鲁迅门生的李秉中作说客，一再劝说鲁迅（并提供经费）去日本
疗养？
在鲁迅逝世十年后，正在紧张还都南京的蒋介石，为什么要在百忙中指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
芬专程飞往北平，给陷于极度贫困中的鲁迅原配夫人朱安送去10万元法币？
本文以包括鲁迅夫人许广平1941年冬亲述在内的大量鲜活史料加以论证，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沈醉“良
心发现”不杀鲁迅这一可笑至极的无耻谎言。
冯雪峰是这样逃脱国民党囚牢的1927年加入共产党，白区文化战线负责人和“左联”发起者，参加了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著名湖畔诗人，陕北中共中央派往上海国统区的首位特派员冯雪峰，当年是如
何逃离国民党囚牢的？
有关此事，直到新世纪来临，仍有一些迷雾没有解开。
国民党蒋介石发动背信弃义的“皖南事变”一个月后的1941年2月26日，正在家乡浙江义乌乡下撰写红
军长征小说的冯雪峰，突遭长途奔袭而来的国民党便衣宪兵逮捕，后又被押往上饶集中营。
直到其被捕半年后的1941年8月12日，在延安的毛泽东方才在作家萧军、艾青等人强烈要求下，安排陈
云、凯丰向重庆发报，指示南方局周恩来等人展开营救。
相距六十年后的2002年阳春，经过长达两年多锲而不舍的寻踪考查，于京城南沙沟，本文作者终于寻
觅到了历史见证人——1941年8月12日在毛泽东窑洞作客的女作家。
从其口中，了解到了当年发生在毛泽东宴席桌上这一鲜为人知的一幕。
这位几十年来著述甚丰的延安老战士，曾将当年毛泽东接受萧军、艾青等人要求，下令实施营救冯雪
峰的全过程，写进了她的题为《延安作家生活纪实?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曲》一文中。
而且，在其回忆录的形成过程中，她还向当时健在、同在毛泽东处作客的萧军、舒群、罗烽、白朗等
著名作家作了印证，并获他们一致认同。
相隔整整一个甲子，这位年逾八旬的女作家，记忆犹新地向笔者提供了当年毛泽东宴请他们的菜谱及
有关细节。
毛泽东下达营救指令后，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展开营救的？
作为冯雪峰十年前上海文艺自由论辩中的头号“论敌”，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的胡秋原
给三战区司令长官拍发的营救电报，起到了作用吗？
2004年2月13日晚21时许，于台湾台北县新店中央新村寓所，行将离别人世的94岁高龄老人胡秋原与92
岁高龄的夫人胡敬幼如，在当年参与营救冯雪峰的问题上，又是如何回答本文作者的？
那么，究竟是谁，最终将冯雪峰营救出国民党囚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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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萧军与萧红的真实史料文学不是荒谬《晚年沙汀》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萧军与王实味事件雪压青松忆沫南对“国防文学”口号若干问题
的再探让历史回真实：还文学自由人本来面目后记：求是正未有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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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毛泽东对鲁迅评价集全民族意愿　　鲁迅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
　　鲁迅落葬时，在数千人众诵唱的《安息歌》与哀乐声中，一面黄绸大旗庄重地覆盖在了他的灵柩
上面，旗帜上缀着的“民族魂”三个大字，就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切。
　　我们应当看到，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精辟诠释，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和
图解，而是集海内外无数热爱鲁迅、崇敬鲁迅的人的肺腑之言。
　　试想，没有鲁迅逝世时成千上万各界民众自发地为之追悼与送葬，毛泽东同志能如此高度概括鲁
迅精神吗？
诚如著名作家郁达夫先生所书的挽词：鲁迅虽死，精神与我中华民族永在！
　　远在毛泽东同志作《论鲁迅》的讲演之前，老一代的共产党人、革命家就以自己读鲁迅著作或与
鲁迅并肩作战的亲身体会，作出了同毛泽东同志一样的精辟论述。
他们中有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瞿秋白、冯雪峰、潘汉年、陈毅、叶剑英、陈赓等人，还有因主张
抗日爱国遭受反动政府迫害流亡在外的炎黄子孙中的杰出代表。
　　1939年10月19日，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举行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北伐名将、新四军军
长叶挺以鲁迅为镜子，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讲话。
叶挺指出：现在我们在战斗中纪念鲁迅先生，当然是很真诚的，他是我们永远怀念的敬爱的战斗者。
我是一个军人，十年内战时期，离开了武装战斗岗位，流亡在海外，读到了鲁迅先生的战斗文章，他
在国内反动政府统治之下，用笔坚持着斗争，文章的战斗性又是那么鲜明、强烈，篇篇击中敌人要害
。
我读时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惭愧。
现在我又回来了，回到战斗的队伍，今天特地来跟同志们一起纪念鲁迅先生。
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不仅要坚持战斗，而且要善于战斗，像他的文章一样，要打漂亮仗，有力地
打击。
正是在叶挺将军的号召下，鲁迅精神很快地融合在了新四军的日常训练和战斗中，纵然是背信弃义的
蒋介石发动灭绝人性的“皖南事变”，最终，也无法使新四军这支铁军丧失一丝一毫的元气。
　　在1936年11月15日法国巴黎举行的全欧华侨华人抗日联合会发起组织的追悼鲁迅先生大会上，上
海“一·二八”奋勇抵御日寇侵略的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陈铭枢将军指出：“鲁迅为中国文坛上首屈
一指的先进左翼作家，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便站在新时代的前面，领导着中国青年及民众。
”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于鲁迅逝世次日写就的《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一文中指
出：鲁迅之所以能在中国思想界和解放运动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是由于他能够不断地随着时代的进化
而进化，从“五四”运动时代到现在，他始终能站在先进思潮的浪头；是由于他具有一个伟大大革命
家应具有的品格和操守，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到现在，他始终不受任何反动势力的利诱和威胁；是由
于他不仅在文学方面尽力于解放事业，而且直接实际参加中国伟大人民的解放斗争。
　　鲁迅人格之伟大，鲁迅精神在越出国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撼了敌对阵营。
鲁迅逝世次日，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之送去了花圈和挽联。
鲁迅大出殡时，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还专程赶至上海，与胞妹宋庆龄一起徒步为鲁迅送行。
　　老一代革命家率先垂范传承鲁迅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为大力弘扬民族魂，将鲁迅精神更广泛
地传承下去，毛泽东同志为全国人民做出了光辉的典范。
在鲁迅逝世后的四十年间，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重庆谈判的紧张时期，还是在带领全国人民建
设新中国的新长征中，毛泽东带头孜孜不倦地研读鲁迅著作，大力弘扬鲁迅精神。
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在其床旁，茶几上，书柜中，到处都有他翻动阅读过的鲁迅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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