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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文化的记忆》丛书之一。
    全书采取了“择其精要，删其枝蔓，以点带面，图文互见”的方式，用散文的笔调。
互联网式的知识链接，同时辅以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重点交代了鲁迅人生历程中的几次重要经历，
完整而简练地勾勒了鲁迅求知、奁斗、呐喊、战斗雨不妥协的人生轨迹，真实地再现了鲁迅作为文化
伟人的精神风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鲁迅画传>>

作者简介

余连祥，1962年5月生于浙江桐乡，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硕士，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访学一年，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中国茅盾研究学会会员，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地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出版专著《丰子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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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那时新台门中有好几个长辈在家里开蒙馆授徒，鲁迅父母贪图方便，就让孩子跟着他们读书，
前后读了5年，换了好几个老师。
鲁迅父母并不像时下的大多数父母那样，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新台门的最后一位塾师是本宅立房的堂叔祖子京。
子京像孔乙己那样，在科举场上屡战屡败，连半个秀才都没考上，其蒙学馆属于“劣质”教育资源。
他文理不通，又有点神经病，可是因为他家就在鲁迅家后门口，上学“近便”，鲁迅的父母就把鲁迅
送去跟子京读《孟子》。
鲁迅跟着子京学了一年，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旧书塾是典型的应试教育，但读书能识字，识了字却又展现了另一个有趣的世界。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写道：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书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
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
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
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
这样就成了习惯。
小鲁迅“随便翻翻”的自然是那些图文并茂的“闲书”。
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说“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
小鲁迅也学玉田叔祖的样，平时种些花草盆景。
他乘清明上坟时从山上挖来映山红等进行种植，并把自己的种花心得记在《花镜》中的相关条目下。
鲁迅对动物、植物的兴趣一直十分浓厚。
在他的影响下，三弟周建人自学生物学，日后成了著名的生物学家。
  就在这篇《阿长与》里，讲到鲁迅听玉田叔祖说，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相当有趣。
于是，鲁迅念叨着想得到这么一本有绘画的《山海经》，弄得连“并非学者”的长妈妈也知道了。
她告假回家四五天，回到周家，“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
“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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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时，正值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盛况空前，但那时我不喜欢被主
流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鲁迅。
有位好友非常喜欢鲁迅，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读新版的《鲁迅全集》，越读越喜欢，就把全集
读完了。
大三时选修了鲁迅研究专家张颂南先生的《鲁迅研究》课，大四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
呐喊>的抒情特征》。
这篇论文后来经修改发表在《鲁迅研究》第13辑上。
刚参加工作，就花去大半个月工资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再次通读了一
遍。
三年研究生只写了一篇有关鲁迅的论文《“吃人”意象的象征意义——鲁迅（狂人日记>新解》，多
年后经修改发表在《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与鲁迅的再次“相遇”是2003年9月，我脱产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成了馆长孙郁先生的访问学者，住
在鲁迅故居前的平房里，被戏称为鲁迅的“街坊”。
我当时将主要精力放在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丰子恺的审美世界》的撰写上，第二学期又为撰写“浙
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茅盾传”搜集资料。
好在鲁迅博物馆有浓厚的鲁迅研究的学术氛围，我沉浸其中，进一步感受到了鲁迅的博大精深。
不过有关鲁迅的论文只写了“半篇”——《鲁迅·丰子恺·》，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
，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4期收入“论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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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鲁迅画传》是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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