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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被虚构的鲁迅: 正误》是作者在鲁迅的学生、朋友，被许广平称为鲁迅研究“通人”的冯雪峰的指
导和帮助下写成的。
1979年出版后，为学术界所瞩目，书中的一些结论被鲁迅的传记作者们普遍接受。
胡乔木认为此书可以作为编辑学教材的参考书。
现在作者又根据成书后发现的新资料，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内容更加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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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正，鲁迅研究专家，近代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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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冯雪峰致朱正的信 说的是哪一位老师？
 周福清科场案述略 错怪了介孚公 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 鲁迅1916年离京南下是为了什么？
 关于王敬轩 为齐寿山一辩 鲁迅和盐谷 关于未名社的被封 《铸剑》不是在厦门写的 [附录]《呐喊》中
各篇的写作日期 关于鲁迅和李立三的会见 鲁迅1932年的北平之行是为了什么？
 看来是个虚构的故事 关于“北平五讲” 关于《文学杂志》的几件事 《五讲三嘘集》为什么没有出版
？
 《汉奸的供状》的作者是谁？
 陈赓是何时会见鲁迅的？
 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几件事 关于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的情况 也战斗，也休息 怎样解释鲁迅给黄
源的四封信？
 关于1936年的那次访苏邀请 关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附录]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封信 鲁迅为什么
没有编印瞿秋白的创作？
 鲁迅用火腿夹带过书信吗？
 鲁迅怎样修改自己的稿件？
 鲁迅懂得法文吗？
 编完写起 附：鲁迅史料中的真伪问题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三版后记 四版后记 本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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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现在要问：这个与事实不符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我所知，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陈梦韶在1954年出版的《鲁迅在厦门》一书。
他的说法在本文的开头已经引过了。
在他之前，也有当年厦大的学生发表过回忆文章，但是并没有这个说法。
例如俞念远（即俞荻本名）早在1936年发表在汉口《西北风》半月刊第二期上的《我所记得的鲁迅先
生》一文里，虽也提到“在这期间由鲁迅先生的指导，我们产生了一个泱泱文艺社；曾在北新书局出
过二期《波艇》”（散篇上册，第458页）。
但绝没有一个字提到《铸剑》一文在《波艇》上发表的事。
 陈梦韶首先提出的这个说法，看来是这样产生的。
那就是：他的《鲁迅在厦门》一书，虽然包含有若干回忆成分，但更主要是整理资料而成。
例如书中《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的著译、编校等工作》一节（《铸剑》首先在《波艇》上发表这个说
法就是写在这一节里的）中，作者从鲁迅各个文集中逐一查找，把1926年9月4日抵达厦门以后，
到1927年1月16日离开厦门以前这一段时间里鲁迅的著译编校等等工作一一列举出来。
当他查阅《故事新编》各篇之末注明的写作日期，发现《铸剑》后面写的是“一九二六年十月”，《
奔月》后面写的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正好在上述时间范围之内。
再加上《故事新编》的序言中也说：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
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
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
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
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
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
了。
 于是，陈梦韶便以为有了充足的根据断言《铸剑》是在厦门写的，再加上他还依稀记得鲁迅曾在《波
艇》上发表过文章，由此就推衍出《铸剑》最初发表在《波艇》上这个说法了。
 《故事新编》的序言和各编之末所注的写作年月，是作者自己写的；日记和书信，也是作者自己写的
。
现在这两者有了抵触，应当相信哪一种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注意到：看影印手稿，这一篇的末尾原来并没有注上“一九二六年十
月作”字样的，查阅《莽原》原刊，当初发表时篇末也并没有注上这几个字。
其标题、署名、分期刊登的情况以及文末注上一个“（完）”字，都与我们见到的手稿完全相同。
《故事新编》排印本上这篇末尾所注的年月，估计是作者在1935年末把《故事新编》编集成书的时候
添上的，以便使它在体例上和书中其他各篇一律。
《故事新编》的序言也是这时候作的（1935年12月26日），这时候已经是写作《铸剑》的八年多以后
了，记忆难免模糊，记错半年左右时间并不足怪。
这样的情况还不仅《故事新编》一书中有，《呐喊》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呐喊》中各篇末尾所注的写作年月也是编集成书的时候添注上去的，其中《明天》、《风波》和《
一件小事》等篇的写作日期就都注错了的。
日记是每天记下当天的活动，书信通常也是报道前不久发生的事情，比起事隔多年之后单凭记忆写下
的东西总要可信一些。
 还应该注意到一点：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尽管鲁迅把《铸剑》写作的时间和地点都记错了，有
一点却记得很准确：这一篇是由于“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才写的，并不
是应厦门的泱泱社的《波艇》杂志的催稿而写的。
而且，这序言中把《奔月》说在《铸剑》之前，也是符合写作的先后次序的。
陈梦韶在写这段文章之前查阅这篇序言的时候可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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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被虚构的鲁迅:正误》纠正了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弟弟周作人等人对鲁迅的不实回忆，曾以《鲁迅回
忆录正误》为书名出版，是鲁研界的名著，胡乔木曾认为此书可以作为编辑学教材的参考书。
《被虚构的鲁迅:正误》的一些结论被鲁迅的粉丝所接受。
现在，作者又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作了补充和修订，为营销计，更换书名为《被虚构的鲁迅:正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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