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图书基本信息

Page 1



《》

内容概要

“要了解中国人和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作品以外，别无捷径。”首先看到的是书签上的
这一行字，让人心里一动。其实这几年鲁迅的选本出得也不少，这一次湖南文艺出版社把鲁迅先生的
小说、评论、杂感、散文和序跋书信一共出了五本。这套书的特点一是插图，二是由林贤治先生来点
评。插图多是木刻，简朴而厚重，也有鲁迅作品最早版本的照片和手迹。而林贤治的点评自然是对经
典的一种现代解读，有时话中藏机锋，读本颇为畅快淋漓。这也是我们现在想看鲁迅且常读常新的一
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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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序跋
1 《呐喊》自序
2 《华盖集》题记
3 《华盖集续编》小引
4 写在《坟》后面
5 《野草》题辞
6 《朝花夕拾》小引
7 《自选集》自序
8 《准风月谈》前记
9 《花边文学》序言
10 《且介亭杂文》序言
11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12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13 柔石作《二月》小引
⋯⋯
二 书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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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书摘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
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
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
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
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一九二六
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
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
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
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
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
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
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这
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
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
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
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
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罢。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
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
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
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
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
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
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
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
；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
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
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鲁迅谨记。    这一篇，是Ｔ先
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Ｇ书局出版。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
《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Ｃ书局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
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
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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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鲁迅是谁？政治家因他“横眉冷对千夫指”而称其为“旗手”；学者因为他“一个也不宽恕”而尊他
为“精神领袖”；思想家因他是“唤醒屋里沉睡的人”而认为他是“伟大的守夜者”，但他的夫人许
广平却称他为“小白象”。林贤治认为，多少年来鲁迅成了一个上了不同底色的符号。林贤治决意通
过评点《鲁迅选集》让鲁迅从符号帝国重返人间。此次出版的插图评注本《鲁迅选集》共５卷，被称
为“迎接鲁迅回到人间的第一响礼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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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林的评注略无聊
2、书很好，是正版女儿喜欢下次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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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司马光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近
期的几则新闻深感小人、愚人辈出。虽然“大国崛起”的背景音不绝于耳，但是魔幻现实主义情节却
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众多超现实、“未来主义”事件让人匪夷所思。惊觉鲁迅曾经所呐喊的竟淹没于
急速发展的资本中，连骨头都一丝一毫没有剩下。达成“小康”的人们正陶醉于在高楼大厦中对更加
精致物质生活的向往，对小富即安的追求变成了大多数人终生奋斗的理想。听听鲁迅与钱玄同的“呐
喊”：“假如一间铁皮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
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
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也不能
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
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无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
章了⋯⋯”鲁迅一定没有想到“将来”的我们依旧如是。赵薇、南海、肯德基事件极端倒捧反复，河
北邢台暴雨伤亡事件与房山721先天灾后人祸的灾难性如出一辙。近日又看到中国新闻网报道北京“柜
族”生活，即没有基本生存保障的柜子里的生存。十几个人住在十几平米的一个简易门、两扇防盗窗
、五厘米厚的岩棉夹芯板组成的像集装箱一样的“大柜子”里，很像前两年爆出来的住在井盖里的人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一个个蓝白相间的简陋住所。有天路过软件园二期的一栋这样的简易房子，在
想这么热的天，里面岂不是像蒸笼一样。这类“柜子”一般由包工头整体承包下来，再日租给工人，
除了包工头的里面有洗漱间、家具等生活基本设施，其他房间内床是仅有的家具，厕所是外面公用，
洗澡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无奈之下，还有人选择在夜里找背人的地方偷偷洗澡。抛开为了维持生计选
择低廉的住宿等原因，包工头和房子的建造者难道没有将工人当成一个像自己一样有基本生存需求的
人吗？也许经济基础足以支撑我们进一步物质现代化，但是文化的现代化呢？文化发展是需要传承后
重新建立的，而中断后的文化又该如何传承？乱象丛生的表象下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的
不健全。焦虑感在读鲁迅时会得到一点纾解，再次感到最懂中国的还是先生。在给魏猛克的回信中他
说到：“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
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取，便发生了
‘印象派’，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专学欧洲已有定评的新艺术，那倒不过是模仿。”鲁
迅曾评述教育时说“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
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个体与整体的命运如此，物质与精神的发展亦如是。不要以为天津爆炸案、
雷洋案等与你无关，是的，丧钟是为我们每一个而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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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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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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