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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1年4月7日凌晨5点36分，家父周海婴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1岁。
父亲自去年5月开始入院治疗，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与病魔进行抗争，弥留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弘扬
鲁迅文化的事业。
在离世前二十多年，父亲一直在为鲁迅奔忙着。
　　很多人认为在祖父鲁迅的盛名之下，父亲海婴先生的一生承载着“不能承受之重”。
父亲确实也曾说过：“我是在一个‘入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入场’控制着。
”然而，父亲又说，鲁迅在给他压力的同时又一直在鞭策着他，父亲延承了祖父的坚韧执着以及对社
会的强烈使命感。
或许父亲海婴先生的一生过于沉重了一些，但是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历练的过程，他的一生是成长的
一生，不停地在成长，在最后一刻还在健全他的整个人格。
如果回顾他成长的过程，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
　　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们在打桥牌、跳交谊舞，父亲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马上有人在背
后指指点点，说“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父亲只能选择沉默，黯然离开。
父亲大学学习的是无线电，工作始终是行政管理，父亲是记住了鲁迅临终那句针对他的遗言的：“孩
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然而，周围人还是拿着不同的尺子来丈量他，对他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
所以最初，在一个绑手绑脚的、不平等的环境中，那时候的他是想要远离的，这是父亲的第一阶段。
　　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让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很多个人打着集体甚至政府的旗
号在侵权，其中，对鲁迅的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也越来越严重。
对于这些事情父亲是很看不惯的，他觉得，过去，我们把鲁迅的一切几乎都交给国家了，是为了纪念
，是为了研究和宣传，是为了公益事业，怎么会有个别人拿鲁迅去赚钱呢？
从我父亲的思维角度想，你私人拿去赚钱的话，那我是继承者，你当然要征求我的意见了，我同意也
好不同意也好，都是我的权力。
实际上我父亲并不懂法，他只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考虑，我是他儿子，你都不理我，就躺在别人身
上去赚钱，这道理上说不过去呀。
而且父亲发现，不仅是鲁迅的权益被公然侵犯，几乎所有现代文化名人的、尤其是一些左翼作家的后
裔的权益也被冠冕堂皇地剥夺。
他感到了必须进行维权活动的重要性。
由此父亲开始了第二个成长阶段，他不再逃离祖父的光环，而是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无所畏惧地站
出来。
耿直的他无法忍受“背负着鲁迅儿子的重负却几乎不能直率地表白，当把所有鲁迅遗物捐出去以后，
从此就开始被当成了花瓶”。
　　直至2000年，父亲海婴先生已经在维护鲁迅权利的路上很辛苦地走了十几年。
但他尚未彻底赢得一场官司，却已经收获了许多白眼和骂名，比如说：鲁迅的儿子不孝；周海婴真让
他的父亲丢脸，竟为了钱对簿公堂；周海婴死要钱贪得无厌，要了还想要，他还算是个共产党员、全
国人大代表吗？
父亲曾告诉我：“不仅仅是朋友，甚至于有一些有权力的知识界人士、领导干部也这么认为。
他们也爱护鲁迅，但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们对我说，鲁迅这么伟大，那么你这个鲁迅的后代，就绝对不能提权或者钱。
这些都不能提。
提了好像就丢了脸。
甚至有一位领导来找我，很亲切地跟我说，海婴啊，你是鲁迅的儿子，你要爱惜你父亲在社会上的影
响啊！
”　　各种不理解、责备甚至辱骂扑面而来，父亲顶着“鲁迅不孝子”的恶名以及极大的委屈坚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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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
他的内心是非常坚强的，他有着科技行业人士的思维，一是一、二是二，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非得
坚持。
而且我父亲是不轻易下决心的，一旦认准了道路，就会一直走到底。
当别人对他冷嘲热讽时，他嘴上不讲，只是淡淡的一笑，但是心里很清楚，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
当谈论某事时，他会当面锣对面鼓地把意见提出来，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有时会让人觉得他不够圆
滑，有时还会得罪人。
但是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像他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1999年，我正在上海，看到父亲维权辛苦，又经常被人家骂，觉得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去承受这些，太
为难他了，我就开始帮他。
帮着帮着我们就觉得家属应该成立一个机构出面维权，来做一些事情。
2002年3月我们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将父亲个人的维权活动，提升为一个机构、一种事业来
开展，以机构对应机构，以集体方式开展活动，以规模化经营推进文化事业。
而以后许多与鲁迅有关的活动都得以迅速启动，获得广泛支持。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们已经促成上海、北京两个鲁迅纪念馆整理出鲁迅捐赠物品清单；维护
鲁迅权益，由单纯的稿酬案、著作权官司，延伸到肖像权系列诉讼案、名人姓名权案、商标注册权案
、冠名权案、网络域名抢注案等等，为这十年里中国的法制建设、尤其是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健全和
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用著名律师朱妙春先生的话说：通过鲁迅系列法律官司，我们为当代法律建设开创了许多先河。
特别是2008年3月直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关于的提案》《关于的提案》，更是法制建设里的重要
举措。
　　同时，在为维权奔忙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
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这不是我们家属认识的鲁迅。
父亲开始感觉到维权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弘扬鲁迅精神，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
为此，2001年父亲完成并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
第一次从他个人的角度，讲述鲁迅作为一个父亲的具体形象和精神品质，还原一个慈爱、温暖的人间
鲁迅，彻底把“思想家、革命家”意识形态虚构的鲁迅释放出来。
而且，这本书的出版，以其真实、勇敢的回忆和敏锐的话题，激起非常强烈的社会反响。
之后，父亲与我又整理出版一系列鲁迅有关著作，如《鲁迅家庭大相簿》《两地书原信》《鲁迅回忆
录》原稿本、《鲁迅大全集》等等正本清源的鲁迅还原工作。
　　在出版还原鲁迅本来面貌的图书同时，父亲与我还开展了一系列鲁迅宣传、普及活动，如2006年
开始连续三年撰写《鲁迅是谁》、《鲁迅姓什么》、《让鲁迅回家》等长篇理论文章，2006年为纪念
鲁迅逝世70周年，陆续在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上海等地举办“鲁迅是谁？
”系列图片展，以及相应的专题讲座，又如自2005年以来，逐年举办的“鲁迅论坛”活动，2009年以
来每年一度的“鲁迅青少年文学奖”评选等。
　　我以为，在这个时刻，父亲已经成长到第三个阶段了，他在为纷纭混乱的社会文化乱相担忧：鲁
迅精神与鲁迅思想，是20世纪以来代表着中华民族先进文化方向的文化遗产，而如今，从商业上的无
序滥用盗用，到中小学教育有意淡化鲁迅精神教育，再到儒家文化无限复苏、封建专制思想死灰复燃
⋯⋯这些都表现为鲁迅精神的丧失。
他希望能通过重新梳理、弘扬鲁迅思想精神来推动文化的开拓创新、民族的复兴。
为推动鲁迅研究走向一个更深更新的研究空间，2009年我们在同济大学成立了鲁迅研究中心，组织海
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开展《鲁迅思想系统研究》和《鲁迅社会影响的调查报告》的专题研究（国家社
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并在每年举办学术会议，邀请国际国内知名学者探讨鲁迅思想传播问题。
　　在这些工作中，父亲受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推动，不顾年迈，越做越起劲。
父亲与我也相互鼓励，碰到困难会相互商量。
在工作中，虽然他是我的领导，但是很民主，会听取我的意见、想法；在生活上他是我的父亲，他的
言行举止让我感到他的执着、韧性与我的祖父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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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里父亲的凝聚力也非常强，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我的兄弟和妹妹的理解与支持。
当然这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认为不要自找麻烦，因为维权过程中也听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辱
骂的声音。
大家就觉得何必呢？
尤其是我母亲，觉得父亲年纪大了，别再管这些事情了，也没什么好处啊。
确实，我们所做的很多事跟利益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父亲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他觉得总要有人出头做这些事情，作为鲁迅的家属，更应有大是大非的观念，在很多事情上要讲
原则。
他认为如果大家都不关心，都不去做的话，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这个民族是没法一直往前发展的。
也许这样说显得在讲大道理，但是父亲确实感受到肩头的沉甸甸的责任，作为名人后代的责任感。
现在有很多人都事不关己，不愿意受名人之累，只想过平淡的生活，这也可以，但是不要忘了身上的
责任啊，既然继承了某某名入后代这样一个名号，应该切切实实做点传承的事情。
就是抱着这样的观念，即便在最后的时间里，只要父亲能动，就一直在做还原鲁迅、弘扬鲁迅的事情
。
父亲和我都认为，如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各个领域的名人后代，都有传承革命的先进优良传统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话，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更好。
　　如今，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已经成立9年了，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依然困难重重，第一我们没有经费来源，第二家族成立的组织还是有很大的局限。
父亲认为鲁迅的事情，我们家族要参与，但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所以他希望能成立基金会，
用基金会的力量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和赞助，维护公益的文化事业，这也是这几年他和我商量思考过的
必须要采取的途径。
去年5月份父亲有过一次病危，他写了一份求助书，求助大家一定要把鲁迅基金会成立起来。
后来他的病情慢慢好起来了，这封信也没有寄出。
近一年时间里，他的病情反复了好几次，我一次一次赶去北京，他把我赶回上海。
他对我说，北京有子女可以照顾他，而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这边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
父亲一直记挂着今年鲁迅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他觉得如果这一年的事
情没有好好做的话，对纪念、延续鲁迅文化的传统会有很大的影响，会成为一个断档。
　　我觉得父亲真的很不简单，他的意志非常坚定，他不像一般老人那样考虑的是如何安享晚年，考
虑的是小家庭里的一些琐碎事。
在今年的一月份，他就做了一个托付，和我谈了一天关于身后的安排，我按照他的意思写好了，之后
又稍作修改，他就签名了，以后再也没有提过，他是很干脆的。
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主要关心的、谈论的始终是，今年鲁迅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活动怎么办啊，进行得
顺利不顺利啊，进度是否来不及啊。
那时父亲只能带着呼吸机面罩听我汇报工作，表情非常痛苦。
因为带着呼吸机，不方便讲完整的话，我就和父亲商定，由我来讲，他认同就点头，不认同就摇头，
父亲临终前的那段日子，我们经常是这样来沟通的。
父亲当时的意识还是非常清楚的，比如提到文化复辟的事情，提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孔子像，他就一直
在摇头。
即便身体非常虚弱，父亲依然坚持颤抖着手签上自己的名字。
父亲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放在一边，只关心鲁迅文化的弘扬，让我非常感动。
　　目前，父亲还有三件待实现的心愿，一是出版首部1500万字36卷的《鲁迅大全集》，二是成立全
国性的鲁迅基金会。
这两件事都已经进行了五年有余，预定在今年9月25日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前完成。
三是把十年一遇的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办好，而且他认为今年比往年尤为重要（详情可参考本书
收录的父亲的政协提案）。
我们会帮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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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父亲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家里入也曾劝他知难而退，但是父亲坚持了下来。
父亲认定了方向就义无反顾往前走的执着，是对我们后代的极大教育和鞭策。
现在父亲不在了，但我们会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奋斗。
　　父亲和我的这本小书，反复追问“鲁迅是谁”、“鲁迅姓什么”，不断呼唤“让鲁迅回家”，第
一次独立表达我们对鲁迅人格、思想、精神的认识，继《鲁迅与我七十年》讲述鲁迅家庭故事、找回
人间鲁迅之后，进一步发扬鲁迅精神，努力让鲁迅全面回到全民族这个大家。
我们试图经由一个逝去的灵魂，回顾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检视今天的种种文化现象，思考鲁迅
思想对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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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海婴先生遗著，鲁迅家属的呐喊。
本书为鲁迅独子周海婴、长孙周令飞二十年来甘做“出头鸟”，冒天下之大不韪，维护鲁迅合法权益
、追踪鲁迅遗产下落、为鲁迅打官司，重新诠释、普及和弘扬鲁迅的经历和心路；四篇长文章、四次
访谈录、四份政协提案、十个“鲁迅备忘录”、近300张图片、三场名家同题讲演，构成一连串问号和
惊叹号，在鲁迅诞生130周年、逝世75周年之际，完成一场特殊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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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海婴，鲁迅独子，全国政协委员。

1929年-2011年，秉承其父亲鲁迅“不做空头文学家”遗训，一生酷爱业余无线电和摄影，晚年致力于
鲁迅思想精神的传播与普及，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2001海南、2002台湾联经、2006年文汇,一直
销路不错，曾被广泛盗版）、《镜匣人间》（2008）等。

　　周令飞，鲁迅长孙，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
早年赴台，做过国际大型文化活动制作人。
近十年来从事鲁迅文化传播与普及的公益工作，每年举办“鲁迅论坛”与“鲁迅青少年文学奖”活动
，已发表《鲁迅是谁》《鲁迅姓什么》《让鲁迅回家》等理论文章，主编并出版《鲁迅家庭大相簿》
、《鲁迅的艺术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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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之七、 鲁迅相关产业之三：著作改编影视作品
（1928～2009）
下篇 让鲁迅回家
一、告别一家之长：1918～1936年
二、保护和奉献鲁迅：1936～1968年
三、失去的鲁迅：1969～1998年
四、和鲁迅重逢：1998年以来
备忘录之八、鲁迅家族简表
备忘录之九、鲁迅家属捐赠物品基本清单
备忘录之十、 有关鲁迅著作权、遗产继承、商业纠纷等
维权回顾
附篇 访谈与媒体报道实录
一、周海婴：对父亲鲁迅更新的诠释
二、鲁迅是谁：凤凰周刊专访周海婴父子
三、周令飞：希望鲁迅就活在你隔壁，希望他就走在你
身边
四、对话周令飞：绍兴日报记者与周令飞的问答
五、70年后，长孙周令飞与学者止庵“还原鲁迅”
另：周海婴在全国政协的四份提案
外篇 追问鲁迅是谁？

附录一、 陈丹青：鲁迅是谁？
——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
年
附录二、钱理群：鲁迅是谁？
——和中学生谈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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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张梦阳：鲁迅究竟是谁？
——鲁迅在今天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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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这个鲁迅离我们很遥远”　　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不仅会固化我们的情感，而且也会
加深我们对人与事的认识。
对于已成往事的20世纪，作为鲁迅的家属，我们的感慨不仅深刻，而且复杂：鲁迅在20世纪的影响是
有目共睹的，他以毕生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文化鲁迅”，这是我们作为鲁迅家属的骄傲。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鲁迅作为作家的意义可能还表现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在
这个过程里，鲁迅努力实践着传播新文化的信念，同时，他也因为自己不惮前驱的意志而成为了一面
具有召唤性的旗帜，对以后那些同样致力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有为者而言，鲁迅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和
导师。
　　然而，从20世纪到2l世纪的今天，关于鲁迅，似乎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变化还在持续进行中，
这些变化不仅使我们感到十分不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安又越来越明显地在我们内心转
化为对“文化鲁迅”的责任感了。
　　2002年，我们在上海成立了非企业性质的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全身心地开始了接近鲁迅的工作，
我们把中心的办公地点就选择在当年鲁迅住过的上海虹口，离他的墓地走路三分钟。
在四年的工作中我们接触了与鲁迅相关的所有纪念馆，联系了以鲁迅命名的各类学校，对鲁迅故乡和
他的所到之处作了大量的实地访问，此外，我们还与一些研究鲁迅的学者、专家取得了联系。
在与社会大众的交流中我们获得了大量信息。
当然，我们也接触了很多学生。
　　随着工作的展开和延续，原来那些让我们不安的东西越来越沉重了。
　　在此之前，作为鲁迅的儿子和孙子，我们天然地拥有与鲁迅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这种
联系似乎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切断了，我们在宣传鲁迅、纪念鲁迅这样一个垂直的系统里，并没有
找到那个本应属于我们的独特位置。
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在法理上鲁迅他应该就是我们的亲人，在感情上也是我们的亲人，可是现在却感觉这个鲁迅离我
们很遥远，好像几乎已经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了，我们背负着鲁迅儿孙的重负却几乎不能直率的表白，
就是当我们把所有鲁迅遗物捐出去以后，我们从此就开始被当成了摆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属很疑惑，如果这种权利也被剥夺的话，这还是否符合鲁迅的原意，而一个并
不符合鲁迅原意的社会还怎能做到理解鲁迅和传播鲁迅精神呢？
　　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写一篇名为《我想触摸活着的鲁迅》的文章，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
鲁迅能够真实的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让他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意义，更能促进中国社会朝向健
康文明的方向发展，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有理由有必要走下去的话，则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
血有肉的鲁迅。
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个爱开玩笑、非常幽默和蔼的人。
从鲁迅的外貌上来说，我们想还他的是这样一个原本的形象，说老实话，我们迫切地需要表达我们家
属对鲁迅的认识。
　　事实上，对鲁迅的宣传和纪念始终都与对鲁迅的认识相互联系着。
作为鲁迅的家属，我们对这一点尤为敏感。
鲁迅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关系是很密切的。
因此，鲁迅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也就显得格外醒目。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开始逾越
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
在以往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上面也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形象是
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这
么一个壳，甚至在对这个壳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存在，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
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总觉得这样的鲁迅很空洞，我们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
以后，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也把这个特别“革命化”了的鲁迅形象以知识普及的形式传播给了一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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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形象也还保留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
这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体现的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价值，而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则被大大
地简化了。
　　此外，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这就是存在于中国各大高校和各研究机构里
的鲁迅研究。
鲁迅研究的工作因为历史的原因也曾一度被意识形态化，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出
现了很多优秀的鲁迅研究者。
我们对他们的工作是很尊重的，因为，他们把主要力量和智慧放在了“还原历史中的鲁迅”这样一个
工作上。
“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
”和“意识形态化”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当然也就取消了鲁迅作为中国社
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价值。
然而，这种还原的工作，由于研究者个人的立场差异存在理解与认识上的歧见，因而，也就会存在思
想上不同见解间的论争。
也就是说，学术界对鲁迅的认识是不完全统一的，还处在一个不断还原，以趋于接近那个历史中真实
的鲁迅的过程之中。
　　因此，我们的不安显得尤为迫切。
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
现在我们虽然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鲁迅，鲁迅也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着，但是这样的鲁迅并不
是非常真实的。
根据我们的不完全调查，现在青年的一代已经开始淡忘鲁迅了，如果你去问他们“鲁迅是谁？
”他们就会说对敌人“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都是一个已经“阶级斗争化”了的鲁迅，一个除了用“战士”这个名词就找不到词汇来说明的鲁迅
。
鲁迅在20世纪所作的工作及其对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所有这些都令我们十分不安和迷惑，因此，如何让鲁迅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这是一个需要
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大问题。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恐怕首先在于回答“鲁迅是谁”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鲁迅是谁呢？
P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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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鲁迅独子周海婴绝笔，对父亲鲁迅的最新最终诠释。
2.鲁迅后人在“吃”鲁迅，还是在“救”鲁迅？
——《鲁迅是谁？
》为你揭秘！
3.第一次全面、独家披露鲁迅遗产被社会、商业无序滥用的内幕和纠纷。
4.“鲁迅是谁？
”“鲁迅姓什么？
”“让鲁迅回家！
”鲁迅亲属一连串的追问和不断呐喊，打破了政治图解、学术钻研、文化涂抹和商业无序滥用、盗用
对鲁迅的遮蔽和曲解，还原鲁迅是人不是神、姓周姓鲁不姓“权”和“钱”、回归周家和中华民族大
家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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