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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涉及的多是鲁迅研究中存有疑点或具有争议的事情，如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编入了一
封《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本书作者即根据原始第一手资料证明了此信系他人伪托，并非鲁迅和茅
盾的文字。
本书所讨论的这类焦点问题，包括以鲁迅研究为中心的文史知识的介绍，作者都坚持信之有据、让史
料说话的原则，力避空论，尽量为读者提供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思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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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楠本，1949年出生于湖南常德。
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现供职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鲁迅研究月刊》。
编有插图注释本《鲁迅集》（花城出版社出版）及《鲁迅文学书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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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记鲁迅与左翼文学  ——从《新青年》时代到“左联”时期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  ——一
封不应该收入《鲁迅全集》的信再谈《致红军贺信》不应删去的一封信关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
校注问题关于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书信卷校注的问题关于毛泽东列名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一些
情况关于鲁迅治丧事宜的一篇资料及宋庆龄的一封佚信让史料来说话!国民性问题随感谈涓生的忏悔也
谈《一件小事》盂兰盆节谈《理水》中的几个人物：皋陶、伯益和后稷谈羿谈若敖氏关于眉间尺故事
的出典及文本谈“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释“无地”谈“的”“地”二字关于“的”“地”二
字再举一例名言中的歧义关于“鲁迅”这个笔名谈Milky Way与银河的互译谈西洋绘画中的神话故事  
——以鲁迅著作中涉及者为限关于“肯陶洛斯”与“弥诺陶洛斯”  ——名画赏析正误彼得·勃鲁盖
尔和他的绘画“埃及犹太人”“恋头癖”的奇葩——《莎乐美》谈耶稣受难的故事  ——以鲁迅散文
《复仇(其二)》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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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不久之前出版的2005年修订版《鲁迅全集》关于写信给鲁迅的托派“陈××”即陈仲山的注释最
后有这样一句说明：“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军捕杀。
”学术界给出这样一个珍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公正说明，纠正中共党史上对于一个托派的错误结论，
竟然花了七十年!这还仅仅是对于一个人物的注释而非对于整个事件的说明。
    由于当年鲁迅心中郁积着更大的忧虑，他的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使他无法反思托派一类的问题了，他
的迷惘与无奈更多的反映在他对于未来的悲观情绪之中。
他早就对人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这个思想在他脑子里顽固的盘旋，并非转瞬即逝的一闪之念。
1936年4月鲁迅的未名社朋友李霁野从英国回来后去看望他，此时冯雪峰也刚从陕北潜回上海，鲁迅告
诉李霁野，他曾对F君(冯雪峰)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
F君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鲁迅曾译介过许多俄罗斯同路人作家，他们的命运他是很
清楚的，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还提醒他的青年盟友们应以俄罗斯同路人作家为前车之鉴；可是
，晚年的他却常常不自觉的将自己实际上已经摆在了一个同路人作家的位置上了——难怪他的朋友包
括周作人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胡适至死也认为鲁迅与他是同道。
“左联”成立之前，鲁迅写过一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的文章，其中写道：“文艺和革命原
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
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
”他这话的意思是分着革命前和革命之后的，他认为政治家在获得权力前与文艺家之间是有着“不安
于现状的同一的”，但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与文艺家处在不同的方向了。
政治家是要极力的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维持现状，文艺家却是时刻触着了感觉灵敏的神经，时刻不
能安于现状的，于是要反抗现实，因此文艺家与政治家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
可是鲁迅没有料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时，文艺家就已经遭到压迫了，他哪里会知道早
在几年前，柔石等“左联”五作家只是因为反对莫斯科代理人王明的阴谋篡权及“六届四中全会”极
端专横的政治路线，在去参加党内反对派的一次秘密会议时，竟被人告密出卖而惨遭杀害的这一借刀
杀人的黑幕呢?他更不知道的是，当他在地下秘密编辑出版纪念被害的“左联”五作家专刊《前哨》时
，牺牲者生前即行将遭到共产国际密令“立即予以制裁，用极机密的手段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的厄
运了，而在身后又竟被王明的党中央宣判为“反党反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追加惩罚。
生前的事有许多都不知道，身后的事情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我们只能预料，假如他的寿命更长一些，活到了五十年代，他就可以看到过去“左翼”阵容的内部斗
争的残酷延续了，他必须面对一个极其悲惨的现实，他的朋友胡风、冯雪峰、丁玲、聂绀弩、萧军等
等，无一幸免的一个一个遭到清算，全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或被投入死牢，或遭流放服
苦役，或被群众管制，而且他自己也不能保证没有灭顶之灾。
毫无疑问，他的心胸将一定比写《答徐懋庸》的公开信时更为褊狭、更为愤怒——实际上当年由冯雪
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在当时，应该说还是给予他的论敌很“留情面
的一棍”的了——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至七十年代末，中国已经更加变成了无声的中国，
即使是鲁迅，“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他也就“只有‘而已’而已!”了。
    “左联”的解散，左翼作家内部尖锐的宗派主义帮派斗争，给予晚年鲁迅的刺激是极大的，由于教
训，也由于时局，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实际上他已经开始渐渐对自己做出了调整。
    首先是政治上的决定，不再与原上海地下党左翼文艺界的领导、他称之为“元帅”“奴隶总管”的
人合作，拒绝参加他们所组织策划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不论这将给他带上什么样的帽子。
他已经很想抽身事外，他曾跟冯雪峰说：“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我真想休息休息”。
在1936年7月17日写给杨之华的信中已流露出更加急迫的心情：“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
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
”他信中没有说去何地，但肯定不是苏联。
而此时离他去世已仅仅三个月，已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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