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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
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
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
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
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
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
围人们的生活图景。
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
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
迹。
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
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
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
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
趣。
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适宜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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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和俞平伯（1900-1990）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作家和学者。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
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俞平伯1916-1919年在北大念书时，师从周作人，此后散文创作受其影响至深，在古典文学研究和红楼
梦研究领域，有独树一帜的贡献。

孙玉蓉，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著有《俞平伯年谱》《俞平伯研究资料》等学术著作，80年代与
俞平伯交往颇多，对俞平伯以及相关的文化交游非常熟悉，并发表《周作人与&lt;同声月刊&gt;》等多
篇论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书籍目录

凡例 周作人小传 俞平伯小传 1921年 3月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1922年 3月27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3月31日俞
平伯致周作人 附录：俞平伯致周作人（发表稿） 1923年 8月5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9月2日俞平伯致周作
人 1924年 8月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9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8月14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26日俞平伯致周
作人 11月2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1925年 1月2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1月13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2月26日俞平伯
致周作人 4月13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5月4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5月5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5月21日周作人致俞
平伯 6月1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6月30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7月29日或30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1日周作人致
俞平伯 8月2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22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1926年 2月1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6月5日周作人
致俞平伯 6月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6月30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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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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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编辑推荐：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
人物。
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
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
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
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
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
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
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
趣。
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
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
印制精美，宜读宜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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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从小读周作人，读俞平伯，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长衫人物的袖里清芬，尽管都吹过欧风，淋过美
雨，无恙的依旧是那一盏苦茶，那一株古槐，朱丝栏间浮动的墨影永远是三味书屋和春在堂的疏影。
说颓废，那是最后一代文化贵族的颓废；说闲散，那倒不是秦淮梦醒灯火阑珊的闲散：是钟鼎胸襟供
养温山软水的脱俗。
周作人给俞平伯的信有一封说：“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
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
这是知堂一生盘桓心头的偏爱，做人为文从来不屑穿凿，不屑甚解。
——董桥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
他们的学问及创作，都是殊为重要的遗产。
两人既是师生关系，也系朋友。
彼此的交往中留下许多重要文献。
这些对了解那个时代的风气、学术水准、人文地理，都是有益也有趣的资料。
整理他们的通信，可以看到彼此的心境和京派文化的特征，对后人认识现代文化史是重要的参照。
整理者孙玉蓉是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著有《俞平伯年谱》等著作。
谙熟资料，常于掌故，治学严谨，文笔亦佳。
——孙郁全书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在注中发掘了此前不曾注意到的许多资料。
仅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周作人在1932年11月13日的信中谈道：“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以
不佞为文学上之一派，鄙见殊不以为然，但此尚可以说见仁见智，唯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
则大误矣。
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
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吾家系史学家，奈何并此浅显之事而不能明了欤。
”这是反映周作人思想变化的比较重要的一段话。
周予同在《中学生》杂志上究竟讲了什么话，让他发了这段牢骚？
编注者找到1932年的《中学生》杂志，在当年11月《中学生》杂志第29号上，刊有周予同的《我们往
那里去——在安徽大学演讲》一文。
周予同在演讲中，运用中国文化史观，从古至今，对中国的文学、历史状况作了粗略的概述，提醒大
学生们要明确自己的使命。
其中，他谈道：“就文学讲，我们的文学究竟要往那一方面去？
到现在，中国旧有的诗歌词曲还有人在创作；而西洋文学如古典、写实、新写实各派也都有人在研究
。
诸位都晓得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就是两派，周树人就是鲁迅先生，现在正在努力于新兴文学的研究
，而周作人先生还依旧保持着五四前后的风度。
文学上的派别既多，主义也不少，我们究竟往那里去呢？
”编著者以准确的材料注释给读者提供了深入理解的途径。
周俞通信大部分未署年份，有些还全无年月日，编者凭借自己的学术功力和认真的态度，确定了大部
分书信的年份，还按照编年以及往来次序编排，使读者能深入理解这些书信的内容、背景和意趣，更
修正了之前学界和出版物的一些谬误。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大家，俞平伯的语言清丽朦胧，周作人则喜欢庄谐杂出，《周作人俞平
伯往来通信集》所收书信体现了他们独到的语言风格，同时亦可见他们在寻常写作之外于私人生活空
间的书写。
所以，这既是一本史料的书，也是一本研究的书，同时还是一本可以作为现代散文欣赏的书。
——刘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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