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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
是萧军对鲁迅在上个世纪30年代写给他与萧红的书信的整理、辑录和注释，其中包含作者对当时历史
背景与个人心态的追忆。
值此鲁迅诞辰130周年之际，出版此书对于专门研究和喜欢阅读鲁迅作品的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史料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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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军（1907—1988），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原名刘鸿霖，祖籍辽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现属凌
海市）。

 他五岁进村学，受私塾启蒙；十八岁入伍当骑兵；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军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萧军拟组织抗日义勇军，因事机不密险遭不测，事败后潜入哈尔滨，易
姓更名，鬻文为生，开始文笔生涯⋯⋯在此期间结识了大批革命志士，遭伪满通缉而逋迁关内。
其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出版后，被誉为“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鲁迅先
生称它“是一部很好的书”。
历时十余载写就的长篇巨著《第三代》（上下卷，即《过去的年代》）被视为他的代表作。

他是一位多产而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无不涉猎，
仅古体诗留存下来的就近千余首。
在极度困难的境况下，他也不曾放弃自己的信念——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和一
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的实现，倾尽毕生的心血。

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承上启下者，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萧军晚年所写的《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和《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开创书信注释新时期文
学的先河，受到学术界好评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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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封信（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夜 上海）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
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第二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日 上海）
接得先生第一封回信以后，我及时地把《生死场》的抄稿连同由哈尔滨带出来的一本《跋涉》（这是
一九三三年我和萧红合印的一本短篇小说、散文集），并附了一封信寄去了上海。

第三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夜 上海）
 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

第四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上海）
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
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吧）。

第五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海）
 我有一本《两地书》，是我们两个人的通信，不知道见过没有？
要是没有，我当送给一本。

第六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上海）
 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那时我的病该可以好了，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
清楚些。

第七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上海）
 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
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

第八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海）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
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

第九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夜 上海）
中华书局译世界文学的事，早已过去了，没有实行。
其实，他们是本不想实行的，即使开首会译几部，也早已暗中定着某人包办，没有陌生人的份儿。

第十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上海）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
谈天的。

第十一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上海）
 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

第十二封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象（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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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样。

第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 上海）
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童话，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较的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
，睡了还做乱梦，那（哪）里还会记得妈妈，跑到北平去呢？

第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上海）
 自己吃东西不小心，又生了几天病，现在又好了。

第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上海）
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
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好。

第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 上海）
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
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
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第十七信（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 上海发）
 印书的事，我现在不能答复，因为还没有探听，计划过。

第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 上海）
到各种杂志社去跑跑，我看是很好的，惯了就不怕了。
一者可以认识些人；二者可以知道点上海之所谓文坛的情形，总比寂寞好。

第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 上海）
 金人的译文看过了，文笔很不差，一篇寄给了良友，一篇想交给《译文》。

第二十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 上海）
 前天，孩子的脚给沸水烫伤了，因为虽有人，而不去照管他。
伤了半只脚，看来要有半个月才会好。

第二十一封信（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夜 上海）
 因为静不下，就更不能写东西，至多，只好译一点什么，我的今年，大约也要成为“翻译年”的了。

第二十二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 上海）
 《八月》已看过，序已作好。

第二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 上海）
 还有，现用的“三郎”的笔名，我以为也得换一个才好，虽您是那么的爱用他（它）。

第二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四日 上海）
“萧”字的来源，是我很喜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军”是为了纪念我是个军人出身的一点
意思，并无其他“奥秘”在其中。

第二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 上海）
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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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
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

第二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上海）
 帮朋友的忙，帮到后来，只忙了自己，这是常常要遇到的。

第二十七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海）
 还有一篇署萧军的，已登出，而没有单子寄来，大约是您直接寄去的罢（吧）？

第二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上海）
 月内此外还欠两篇文债，我看是来不及还清的了，有范围，有定期的文章，做起来真令人叫苦，兴味
也没有，做也做不好。

第二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 上海）
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
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
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

第三十封信（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海）
 今天有点收入，你所要之款，已放在书店里，希持附上之条，前去一取。

第三十一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 上海）
 金人的稿子，由我寄出了两篇，都不见登出；在手头的还有三篇。

第三十二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日 上海）
 但在不知内情的读者和投稿者，是要发生反感的，可又不能说明内情，这是编辑者的失败，也足见新
近压迫法之日见巧妙。

第三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上海）
 我们都还好，我在译《死魂灵》，要二十以外才完。

第三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海）
 你说做小说的方法，那是可以的。

第三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 上海）
 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象（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

第三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海）
近来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日本报载我因为要离开中国，张罗旅费，拼命翻译，已生大病。
《社会新闻》说我已往日本，做“顺民”去了。

第三十七封信（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海）
对于谣言，我是不会懊恼的，如果懊恼，每月就得懊恼几回，也未必活到现在了。
大约这种境遇，是可以练习惯的，后来就毫不要紧。
倘有谣言，自己就懊恼，那就中了造谣者的计了。

第三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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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魂灵》译了一半，这几天又放下，在做别的事情了。
打杂为业，实在不大好。

第三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上海）
 前一辈看后一辈，大抵要失望的，自然只好用“笑”对付。

第四十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 上海）
《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就是德文译，也比中译好，有些形容辞之类，我还安排不好，只
好略去，不过比两种日本译本却较好，错误也较少。
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第四十一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上海）
 这十二本中，闻系何谷天、沈从文、巴金等之作，编辑大约就是巴金。

第四十二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 上海）
 本月琐事太多，翻译要今天才动手，一时怕不能来看你们了。

第四十三封信（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 上海）
 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写什么了吧？

第四十四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 上海）
 匆匆，再谈。

第四十五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 上海）
 但是，要战斗下去吗？
当然，要战斗下去！
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第四十六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 上海）
 现在在开始还信债，信写完，须两三天，此后也还有别的事，天下之事，是做不完的。

第四十七封信（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上海）
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没有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
好遗产。
对于后一层，可见翻译之不可缓。

第四十八封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 上海）
 您们俩先去逛公园之后，然后到店里来，同到我的寓里吃夜饭。

第四十九封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海）
 校稿除改正了几个错字之外，又改正了一点格式，例如每行的第一格，就是一个圈或一个点，很不好
看，现在都已改正。

第五十封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上海）
校出了几个错字，为什么这么吃惊？
我曾经做过杂志的校对，经验也比较的多，能校是当然的，但因为看得太快，也许还有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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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封信（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 上海）
 我在编集去年的杂感，想出版。

第五十二封信（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 上海）
 那三十本小说，两种都卖完了，希再给他们各数十本。

第五十三封信（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上海）
 我如今懂得了印书不把圈、点放在行头上，也还是从鲁迅先生那里学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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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我为什么要在这第八封信的注释栏中，竟抄录了这么多的文献资料呢？
因为这些资料它对于有志于研究先生生前、逝世、逝世后的种种情况全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对于我本
人也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
　　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我们第一次和先生见面，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我和他最后的一
次晤面，这快近两年的日子里，是我们平生中最幸福、最愉快的岁月！
在他的雨露阳光的培育和拂照下，使我们得到了正常生长的条件和机会。
因此，这是我终生绝难淡忘的岁月！
他的逝世，也就是我真正的幸福和愉快的岁月永远逝去了！
多年来它使我陷在沉沉的痛苦的深渊里！
因此，我要把这段快乐和悲痛的历程描绘在这里。
　　二、关于《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这篇记录文字，本来是要胡风写的，后来因为他不愿意写，
加上全面情况他也不甚了解，就由我承担起来。
今天来看，文字虽然显得很笨拙，但却敢于保证是忠于事实的，也尽可能求得达到“实事求是”这一
精神的。
　　三、关于《鲁迅纪念集》，我是参加者之一，胡风也是参加者之一。
在编辑方针上，我们发生了分歧和争论。
我和其他几位编者主张尽可能大角度地搜集、容纳、保存各方面的现有的原来素材，作为将来研究当
时情况的材料的来源；胡风主张选几篇有“价值”的文章出一本纪念册就可以了。
我认为“时过境迁”，将来再要寻找这方面的材料就困难了，至少是难于“完全”；至于有价值的研
究性质的文章，鲁迅先生所有的著作尽在，那是什么时候全能够研究，以至于产生有“价值”的文章
的⋯⋯　　结果是我和另几位编辑者“胜利”了，胡风就“怠工”不干了，最终也只好由我把这一整
个剪裁、编辑、校对、跑印刷所⋯⋯的全面工作担负起来。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在上海华安大厦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大会我也去参加了。
这时《鲁迅纪念集》正在排印过程中，当时我似乎曾向委员会汇报了它的工作进度情况，因此委员会
才决定在先生周年祭以前必须把它出版。
　　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了，一切几乎全陷于停顿状态。
我去印刷所（上海科学印刷公司），那里竟也冷冷清清，没人工作。
好则《纪念集>的全部文字基本上已排完，也作了初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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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现在我们中国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机、鼓励斗争的文学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
》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
”　　--鲁讯　　　　“只要人类有将来，纪念鲁迅的意义也就永在。
”　　--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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