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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采取讲座的形式，搭配多幅书影与人物图片，一改案头论著严肃刻板的
面目，并以同情与冷峻兼而有之的笔墨，引导读者审视历史、贴近人物，是一部非常耐读的著作。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鲁迅一样，周作人曾经是一个让许多青年景仰的名字，但在四十年代初出任侵
华日军卵翼之下的伪华北教育督办后，周作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并在抗战胜利后一度以“汉奸罪”
身陷囹圄。
1967年5月，周作人在身边无一人的境况下凄然离世。
与此相对照，自周氏殁后至今的几十年间，其作品多次翻印、重印、编入选集者不计其数，坊间关于
周氏的论著亦已不鲜。
周作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在对大量始资料进行发掘整理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周作人与东、西方文化的
关系，全面总结了周作人在文学与文化研究诸方面的贡献，对周作人与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
独秀、胡适、郭沫若、茅盾、梁实秋、俞平伯等同时代著名学者、文人之间的交往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并对日本侵华期间周作人“落水”一事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与解剖，为了解、透视周作人这一复杂的
历史人物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与开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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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理群，1939年3月生于重庆，祖籍杭州。
1960年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18年。
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
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近年来关注中学语文教育问题。
2002年8月退休。
主要著述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心灵的探寻》、《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
）、《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大
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名作重读》、《压在心上的坟》、《1948：天地玄黄》、《学魂
重铸》、《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合著）、《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之一》、《
走进当代的鲁迅》、《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六十劫语》、《走进当代的鲁迅》、
《鲁迅作品十五讲》、《语文教育门外谈》、《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等。
另主编或合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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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开拓者的足迹  第一讲 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识结构  第二讲 两大文化撞击中的选择与归宿  第三
讲 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  第四讲 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第五讲 民
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  第六讲 周作的散文艺术  第七讲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  第八讲 周作人的翻译理
论与实践  第九讲 周作人与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  第十讲 周作人对现代小说、散文理论的历史贡献  第
十一讲 周作人与五四诗歌艺术思维的变迁下编 周作人与同时代人  第十二讲 周作人与章太炎  第十三
讲 周作人与蔡元培  第十四讲 周作人与李大钊  第十五讲 周作人与陈独秀  第十六讲 周作人与胡适  第
十七讲 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  第十八讲 周作人与文研会、创造社同人  第十九讲 周作人与现代评
论派、新月派诸君子  第二十讲 周作人与湖畔诗人  第二十一讲 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附录 走向深渊
之路引用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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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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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名家读现代中国”延请海内外学界名家，或写人物之精神事迹，或作专题之研习探讨，讲述现
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诸方面之问题，希冀于传承学术之同时，专家之学识亦可藉以略达于公众
之平常感知。
      周作人所神往的这种生活方式，显然打上了鲜明的贵族文化的烙印：它丰腴、精致而又无用，理注
重内在的情趣；既安闲，又充满洞彻人世沧桑的历史感——这确实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北京文化的历史
特征。
周作人因其在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下的失落感到惆怅，而这略带忧郁的情怀又为这类艺术的生活方式增
添了别一种神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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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周作人所神往的生活方式，显然打上了鲜明的贵族文化的烙印：它丰腴、精
致而又无用，理注重内在的情趣；既安闲，又充满洞彻人世沧桑的历史感——这确实是我们通常称之
为北京文化的历史特征。
周作人因其在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下的失落感到惆怅，而这略带忧郁的情怀又为这类艺术的生活方式增
添了别一种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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