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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过去的工作》止庵《过去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署名知堂。
周氏作《解放后译著书目》，于《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之下有云：“以上两种本系一书
，为解放前所作杂文，总名‘乙酉文编’，由曹聚仁君携赴香港，为谋出版因析而为二。
”《过去的工作》收文十五篇，作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谈胡俗》篇末未注明写作日期，据
周氏手订目录，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抗战胜利后所写七篇。
集中文章当时基本上未曾发表。
《关于竹枝词》又见于《知堂乙酉文编》。
《过去的工作》写于《立春以前》之后，也包括“正经”与“闲适”两类文章。
闲适之作同样未必闲适，如《谈胡俗》由文化现象入手，却归结到民族整体维系力上去，说来还是正
经的。
而这问题周氏的确很关注，此前在《汉文学的前途》中说：“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有如是
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
”他谈及有关事情，更多还是在陈述事实，也就是表现一种信心，即“中国民情之可信托”。
这里谈到胡俗，就说：“这些习俗的留遗似乎也很是有限。
”或者亦不无现实针对性，仿佛《十堂笔谈》说的：“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应先应用
政治的看法去看。
”集中文章写法，基本延续此前风格，《饼斋的尺牍》等三篇别具一格，乃是将惯用的“文抄公”写
法移植于怀人之作。
其中与记述对象的关系略有差异，关于陈独秀限于交待，对待钱玄同、刘半农则是深情怀念矣。
怀人之作如此写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说得上是炉火纯青了。
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还属《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这几篇，它们与《
药堂杂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经文章”一脉相承，而《苦口甘口》以来所做系统总结工作，至
此也告完成。
所谓系统总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定位。
《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过去的工作》介绍最关注的几项工作，《两个鬼的文
章》比较“闲适”“正经”两种文章，最终都归结到一点上，即苏雪林多年前讲过的：“但我们如其
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
”（《周作人先生研究》）而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复说起，并非一时强
调。
《两个鬼的文章》说：“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
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
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
”这里有三层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质与来源，一是思想家的启蒙主义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终极
意义。
二三两点不无矛盾，然而一为动机，一为结果，或者说思想家（无论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最终
超越了启蒙主义者。
这乐观地讲，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过去的工作》）；悲观地讲，是“从学理来说人的前途显
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凡人的信仰》）。
然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减损。
《过去的工作》和《两个鬼的文章》特别像是当作遗嘱写的。
以后周氏虽然尚有整整一个写作时期，但是思想不复有太大进境，只是时时仍然体现于作品之中。
散文风格此后也有明显变化。
自《夜读抄》开始的创作中期，至《过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编》中写于一九四五年的篇章
）完成遂告结束。
此次据新地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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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前有照片八页，分别为“作者摄于北京苦雨斋前”，“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一”（《苦茶庵打油
诗》之十五），“作者题跋墨迹”（题刘半农钱玄同合影），“作者近年所书墨迹之二”（《往昔三
十首》之《东郭门》），“作者原稿墨迹之一”（《东昌坊故事》原稿一页），“作者原稿墨迹之二
”（《曲庵的尺牍》原稿一页），“作者原稿墨迹之三”（《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页）和“作者诗稿
墨迹”（《儿童杂事诗》丙编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页，正文七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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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去的工作》收入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
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
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
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
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牍，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
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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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
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
浙江绍兴人。
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
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
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
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
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
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
伊索寓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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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竹枝词 谈胡俗 关于红姑娘 石板路 再谈禽言 关于遗令 读书疑 东昌坊故事 焦里堂的笔记 凡人的信
仰 饼斋的尺牍 实庵的尺牍 曲庵的尺牍 过去的工作 两个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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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于竹枝词 七八年前曾经为友人题所编《燕都风土丛书》，写过一篇小文，上半云： “不
佞从小喜杂览。
所喜读的品类本杂，而地志小书为其重要的一类，古迹名胜固复不恶，若所最爱者乃是风俗物产这一
方面也。
中国地大物博，书籍浩如烟海，如欲贪多实实力有不及，故其间亦只能以曾游或所知者为限，其他则
偶尔涉及而已。
不佞生于会稽，曾寓居杭州南京，今住北平，已有二十余年，则最久矣。
在杭州时才十三四岁，得读砚云甲编中之《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惜
以乏力至今所收不能多耳。
尔后见啸园刊本《清嘉录》，记吴事而可通于两浙，先后搜得其异本四种，《藤阴杂记》，《天咫偶
闻》及《燕京岁时记》，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头，若《帝京景物略》则文章尤佳妙，唯恨南京一略
终不可得见，辜负余六年浪迹白门，无物作纪念也。
”去年冬天写《十堂笔谈》，其九是谈风土志的，其中有云： “中国旧书史部地理类中有杂记一门，
性质很是特别，本是史的资料，却很多文艺的兴味，虽是小品居多，一直为文人所爱读，流传比较的
广。
这一类书里所记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迹传说，物产风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写得好一点，
自然更引人入胜，而且因为说的是一地方的事，内容固易于有统一，更令读者感觉对于乡土之爱，这
是读大部分的地理书时所没有的。
这些地理杂记，我觉得他好，就是材料好，意思好，或是文章好的，大约有这几类，其一是记一地方
的风物的，单就古代来说，晋之《南方草木状》，唐之《北户录》与《岭表录异》，向来为艺林所珍
重。
中国博物之学不发达，农医二家门户各别，士人知道一点自然物差不多只靠这些，此外还有《诗经》
《楚辞》的名物笺注而已。
其二是关于前代的，因为在变乱之后，举目有河山之异，著者大都是逸民遗老，追怀昔年风景，自不
禁感慨系之，其文章既含有感情分子，追逐过去的梦影，鄙事俚语不忍舍弃，其人又率有豪气，大胆
的抒写，所以读者自然为之感动倾倒。
宋之《梦华》《梦粱》二录，明之《如梦录》与《梦忆》，都是此例。
其三是讲本地的，这本来可以同第一类并算，不过有这一点差别，前者所记多系异地，后者则对于故
乡或是第二故乡的留恋，重在怀旧而非知新。
我们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来说吧，燕云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纪录，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没
有什么留遗，所以我们的话只好从明朝说起。
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即使后来有《日下旧闻》等，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
是参考的类书，没有《景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
清末的书有《天咫偶闻》与《燕京岁时记》，也都是好的，民国以后出板的有枝巢子的《旧京琐记》
，我也觉得好，只可惜写得太少罢了。
” 上边两节虽是偶尔写成，可是把我对于地志杂记或风土志的爱好之意说的颇为明白，不过以前所说
以散文为主，现在拿来应用于韵文方面，反正道理也是一样。
韵文的风土志一类的东西，这是些什么呢？
《两都》《二京》，以至《会稽三赋》，也都是的，但我所说的不是这种大著，实在只是所谓竹枝词
之类而已。
说起竹枝的历史，大家总追踪到刘禹锡那里去，其实这当然古已有之，关于人的汉有刘子政的《列女
传赞》，关于物的晋有郭景纯的《山海经图赞》，不过以七言绝句的体裁，而名为竹枝者，以刘禹锡
作为最早，这也是事实。
案《刘梦得文集》卷九，竹枝词九首又二首，收在乐府类内，观小引所言，盖本是拟作俗歌，取其含
思宛转，有淇濮之艳，大概可以说是子夜歌之近体诗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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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来引申，咏史事，咏名胜
，咏方物，这样便又与古时的图赞相接连，而且篇章加多，往往凑成百篇的整数，虽然风趣较前稍差
，可是种类繁富，在地志与诗集中间也自占有一部分地位了。
这种书最初多称百咏，现存最早的著作要算是《郴江百咏》，著者阮阅，即是编《诗话总龟》的人，
此书作于宋宣和中，已在今八百年前矣。
元明之间所作亦不甚少，唯清初朱竹垞的《鸳鸯湖棹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词之盛行于世，实始于
此。
竹垞作《棹歌》在康熙甲寅，谭舟石和之，至乾隆甲午，陆和仲张芑堂又各和作百首，蔚成巨册，前
后相去正一百年，可谓盛事。
此后作者甚多，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与蔡铁耕的《吴歈百绝》，可以算是特别有意味之作。
百咏之类当初大抵只是简单的诗集，偶尔有点小注或解题，后来注渐增多，不但说明本事，为读诗所
必需，而且差不多成为当然必具的一部分，写得好的时候往往如读风土小记，或者比原诗还要觉得有
趣味。
厉惕斋著《真州竹枝词》四百首，前有小引一卷，叙述一年间风俗行事，有一万二千余言，又黄公度
著《日本杂事诗》，王锡祺抄录其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刊入《小方壶斋丛钞》中，即是一例。
这一类的诗集名称或为百咏，或为杂咏，体裁多是七言绝句，亦或有用五言绝句，或五言七言律诗者
，其性质则专咏古迹名胜，风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社会之一方面
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但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其以诗为乘，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则固无
不同。
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诗，虽然如竹垞《棹歌》第十九首云： 姑恶飞鸣触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白花满
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钱。
这样的诗我也喜欢，但是我所更喜欢的乃是诗中所载的“土风”，这个意见在上文已经说过，现在应
用于竹枝词上也还是一样的。
我在《十堂笔谈》中又说： “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读者，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
稍为增加几个行人，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我们无须去劝驾，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
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
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
有重大的意义。
”散文的地理杂记太多了，暂且从缓，今先从韵文部分下手，将竹枝词等分类编订成册，所记是风土
，而又是诗，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读者，但此亦未可必，姑以是为编者之一向情愿的希望可
也。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过去的工作>>

编辑推荐

《周作人自编集:过去的工作》的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
出版作品，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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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第一。
——鲁迅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胡适周作人先生的读书笔记最不可及，有其淹博的学识，就没有他那通达的见地，而胸中通达的
，又缺少学识；两者难得如周先生那样兼全的。
——朱自清周先生读书，没有半点冬烘气，懂得体会得，如故交相叙，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切
切实实地说一番。
——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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