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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十卷书是周作人的文集，却是我所编的。
从一九八四年开始搜集材料到一九九五年全书编成，十年之中，我一直在想该为这部新编的书准备一
篇什么样的序言。
周作人的书是从来不要别人作序的，“鲁班门前掉大斧”又是令人齿冷的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想来想
去，觉得还是选一篇他自己的文字，放在卷首，作为弁言，较为得体。
选的结果，便是下面这首《丙戌杂诗》之一的《文字》：半生写文字，计数近千万，强半灾梨枣，重
叠堆几案。
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读书苦积食，聊以代行散。
本不薄功利，亦自有誓愿，诚心期法施，一偈或及半。
但得有人看，投石非所恨；饲虎恐未能，遇狼亦已惯。
出入新潮中，意思终一贯；只憾欠精进，回顾增感叹。
诗中表白了他写文章的态度——不只是为了消闲(下酒)和维生(作饭)，而是怀着誓愿，在向大众传道
作布施，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个意思总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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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卷共收文二千九百五十四篇，包括：　　1．周氏自编文集二十八种（书目附后）所收文
约一千二百篇（重复收入者以一篇计）；　　2．周氏已编成未及出版的《木片集》和《饭后随笔》
所收文四百馀篇；　　3．集外文和未刊稿一千三百馀篇。
　　三、各卷均以所收篇名之一作为书名，十卷书名及分类主题范围如下：　　1．《中国气味》（
思想·社会·时事）　　2．《千百年眼》（国史·国粹·国民）　　3．《本色》 （文学·文章·文
化）　　4．《人与虫》 （自然·科教·文明）　　5．《上下身》 （性学·儿童·妇女）　　6．《
花煞》 （乡土·民俗·鬼神）　　7．《日本管窥》 （日本·日文·日人）　　8．《希腊之馀光》 
（希腊·西洋·翻译）　　9．《夜读的境界》 （生活·写作·语文）　　10．《八十心情》 （自叙
·怀人·记事）　　四、每卷按文章内容分为若干辑，每辑分若干组，详见各该卷前的“本卷说明”
。
同一组的文章，依写作（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属于补充、续说、改写性质的文字，则作为附文，直接排于有关文章之后。
　　五、所收文章，除了文学性的散文随笔外，还包括学术文、序跋文、演讲辞、应用文、儿童文学
作品等，但以单篇文章为限。
整本的专著不收。
公务性质的文字和讲辞也不收。
书信、日记凡曾入文集公开发表，及虽未发表而特具文学或史料价值者，亦予收入。
　　六、翻译作品只收单篇散文，小说、戏剧等不收，整本的散文译作（如《枕草子》《如梦记》等
）亦不收。
　　七、文章均保持完整，绝不割裂删节；间有涉及其他主题，或成段转引别篇文字者，皆加脚注或
编者按语说明。
唯有《我的杂学》《十堂笔谈》等几篇，因属综述性质，本来分有章节，则将其各节视为独立的各篇
，分别编入有关各卷，原章节无题目者并酌加标题，以符“类编”之义。
　　八、每篇文章，均注明最初发表于何时何处（报纸注明年、月、日，期刊注明年、月、期数，图
书注明初版年份、出版者）及所用署名，未曾发表者注明为未刊稿，集外文注明“未收入自编文集”
，集内文分别注明收入何集。
　　九、文末原来注明了写作时间地点的，一仍其旧；附记、补记等，也一仍其旧；其未注明者从阙
。
　　十、文章均尽可能作了校勘，校记以尾注形式排在各篇后面。
据不同版本（包括报纸、期刊）对校所改正的错字不出校记。
无别本可校，及引文一时无从觅得原书，由编者校改之处，则一律注明原刊（原稿）作某某，今改作
某某，以明责任。
　　十一、作者原注，本来著于文中者，除译文《希腊神话诸神世系》一篇情况特殊外，一律移作尾
注，仍标明为作者（译者）原注，以示区别。
　　十二、周氏文章中引文极多，为使读时醒目，已将较为长段的引文用另种字体排印，与此有关的
分段、标点因此略有变通，特此说明。
　　十三、类编十卷，均可单行，故卷前一律赘以“弁言”和“全编凡例”，非敢故为重复。
　　十四、编辑工作，历时十载，补遗辑佚，力求其全，唯能力有限，犹恐漏阙，恳求海内外同志继
续提供，以便再版时加入，裨能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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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说《诗》(1935)毛氏《说诗》(1936)谈“七月在野”(1936)《读臆补》(1936)贺贻孙论《诗》(1937)《
毛诗多识》(1939)  附：关于多隆阿(1939)《读管见》(1940)读《孟子》(1927)谈孟子的骂人(1937)《颜氏
家训》(1934)《论语》小记(1935)《逸语》与《论语》(1936)读《孔子集语》(1938)读《檀弓》(1937)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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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书(1949)经学史的教训(1950)国粹(1950)漫谈《四库全书》(1949)  附一：《四库全书》与《康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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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间集》(1936)《朴丽子》(1937)关于俞理初(1937)俞理初的诙谐(1939)俞理初论莠书(1943)俞理初的著
作(1944)《莲花筏》(1937)读《小柴桑喃喃录》(1938)《輶轩语》(1939)钱竹汀论轮回(1939)《太上感应
篇》(1940)释子与儒生(1940)《寒灯小话》(1939)读《初潭集》(1940)《广阳杂记》(1944)焦里堂的笔
记(1945)《读书疑》(1945)二十四孝(1950)读书人的今昔(1950)《治家格言》(1951)董仲舒与空头文
人(1952)洋八股的经验(未刊稿)    *谈笔记(1937)《江州笔谈》(1934)《醉馀随笔》(1935)《古南馀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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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题《藤阴杂记》(1938)题《阮庵笔记》(1938)《疑耀》(1939)《天咫偶闻》(1939)附：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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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一个青年的梦》被译成贵国语，实在是我的光荣，我们很是喜欢。
我做这书的时候，还在贵国与美国不曾加入战争以前。
现在战争几乎完了，许多事情也与当时不同了。
但我相信，在世上有战争的期限内，总当有人想起《一个青年的梦》。
    在这本书里，放着我的真心。
这个真心倘能同贵国青年的真心相接触，那便是我的的幸福了。
使我做这本书的见了，也必然说好罢。
我老实的说：我想现今世界中最难解的国，要算是支那了。
别的独立国都觉醒了，正在做“人类的”事业；国民性的谜，也有一部分解决了。
但是支那的这个谜，还一点没有解决。
日本也还没有完全觉醒，比支那却已几分觉醒过来了，谜也将要解决了。
支那的事情，或者因为我不知道，也说不定，但我觉得这谜总还没有解决。
在国土广大这一点上，俄国也不下于支那，可是俄国已经多少觉醒了，对于人类应该做的事业，差不
多可以说大部分已经做了。
但支那是同日本一样，还在自此以后，或比日本更在自此以后。
我想这正是很有趣味的地方，也有点可怕，但也有点可喜。
我想青年的人所应该喜欢的时候，正是现在的时候。
诸君的责任愈重，也便愈值得做事，这正是现在了。
在现今的独立国的中间，支那要算是最古的国了。
虽然受了外国的作践，象埃及希腊印度那样的事，不至于有罢。
我觉得支那的少壮时期，正在渐渐的回复过来了。
我想，如诸君蓬勃的精神发扬起来，这时候，便是支那的精神和文明世界的再生①的时期了。
人类对于这个时期，怀着极大的期待，想诸君决不会反背这期待罢。
“落后的往前，在前的落后了。
”第一落后的俄国，现在将第一的在前了。
更落后的支那，到了觉醒的时候，怕更要在前了罢。
但我绝对的希望这往前的方法，要用那人类见了说好的方法才是。
．倘是再生了，变成将喜代了恐怖，将爱代了憎恶，将真理代了私欲，拿到世间方来的最进步的国，
我们将怎样的感谢呵。
我们也为了这事想尽点力，想做点事。
我希望，因了我做的书译成支那语的机会，就是少数的人也好，能够将我的真心同他的真心相触。
我希望，我的恐怖便是他的恐怖，我的喜悦便是他的喜悦，我的希望便是他的希望，将来能为同一目
的而尽力的朋友。
我的敲门的声音，或者很是微弱，但在等着什么人的来访的寂寞的心里，特别觉得响亮，也未可定。
我正访求着正直的人，有真心的人，忍耐力很强，意志很强，同情很深，肯为人类做事的人。
在支那必要有这样的人存在。
这人必然会觉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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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作人文类编(套装全10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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