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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的一生走到了尽头，“时代”并未给他安排下“寿终正寝”的结局。
作为五四进步青年眼中曾经的思想巨人，如何竟以“销声灭迹”的结局草草结束了这一生？
周作人的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年也是周作人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从学者、名流到伪政府高官，再到身陷
囹圄的“文化汉奸”。
抗战胜利后的周作人，可以说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抗战时期的附逆，无疑正是周作人晚年生活中的最大事件。
    那么，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周作人走出了这样一步？
    周作人的晚年，也正值中国海立山飞、动荡不安、地覆天翻的年代。
乱世中，周作人侥幸地从国民党监狱中走出，走进了共和国的天空下。
但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新文学的开路者，此时却已名登“另册”，丧失了公民资格。
实际上，周作人在新时代刚刚拉开大幕时，就已被代表其时代的诗人宣告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
死了”。
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周作人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来面对和处理他与新时代的关系？
在这样的时代中用什么样的方法苟安与生存？
他是否甘心于这样的处境，又做了哪些挣扎与辩白？
他的写作与思想中又反映出了怎样的态度？
    周作人与家人间的关系也是常被人们谈起的话题，除了众所周知的与哥哥鲁迅的反目之外，他与备
受争议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是如何相处的？
他为何要把弟弟周建人告上法庭？
周建人小儿子丰三的自杀与他有怎样的关系？
他为何要干涉女儿的自由恋爱？
    南开大学耿传明教授撰写的《晚年周作人》回答了上面的问题，写出了晚年周作人的生活、遭际与
命运，对其晚年的心理、情感和思想世界进行了剖析，揭示了他作为现代思想、文学、文化史上具有
深远影响的标志性人物与其时代的遇合与龃龉。
    临终前数年，周作人一再说“寿则多辱”，当然，“文革”中的红卫兵们还不希望他“速死”，因
为那意味着失去了一个批判对象，但晚年的周作人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也已非常有限。
    然而，周作人的价值不会因为时代的否定而全然消失，当时代生活由歧出和偏至回归常道，当人们
从群体的狂热中醒来，重新发现自我和个人，当时代再一次由“信”向“思”转换时，周作人就会再
次浮出水面，并成为新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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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5年抗战胜利，周作人成为身陷囹圄的“文化汉奸”，遭遇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从此跌入了人
生的低谷。
此后的20多年里，这位“五四”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以戴罪之身，从事着写作和翻译，且成果颇丰
。

　　本书叙述了晚年周作人的生活、遭际和命运，在一种更开阔、更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视野下，剖析
了周作人晚年的情感和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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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耿传明:1963年生，山东省菏泽市人，学者、历史传记作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
学》《文学评论》等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要著作有《独行人踪——无名氏传》《轻
逸与沉重之间——“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周作人的最后22年》《决绝与眷恋
——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鲁迅与鲁门弟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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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再次浮出水面的周作人
引子 “靠山”倒了
第一章 一代宗师成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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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跌入人生最低谷
惩治汉奸的时候到了 / 被关进北平炮局胡同监狱 / 带到南京受审 / 审判前后的人情冷暖 /
“反动老作家”里外不是人 / 被判十年
第三章 文化巨匠落水的深层原因
“昏”：鲁迅对周作人的唯一评价 / 与老舍、陈寅恪的气节形成鲜明对照 / 竟然为秦桧翻案 / 道德上有
盲区 /
不可靠的自我辩解 / 曾经的辉煌
第四章 狱中的周作人
住上了老虎桥的单间 / 此时最好的朋友——比他下水还早的钱稻孙 / “天字第一号”汉奸陈公博被枪
决 /
与巨奸周佛海认了兄弟 / 在狱中笔耕不辍
第五章 侥幸出狱以后
时局突变，侥幸出狱 / 开始在钱稻孙学生尤炳圻家白吃白住 / 在上海偷了半年悠闲 / 投石问路：给周恩
来写信
第六章 新时代里的周作人
重返北平 / 故旧门生纷纷来访 / 亲自拜访最高领袖座上宾章士钊 / 被新社会“养起来”/ 受宠若惊的西
安之行 /
故交曹聚仁提供了卖文渠道
第七章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靠回忆大哥谋生 / 八道湾成了大杂院 / 和弟弟周建人反目 / 干涉女儿自由恋爱 / 纠结“遇刺事件” / 四
处写信“乞食”/
妻子羽太信子去世 / 翻译古希腊文学 / 写作《知堂回想录》
尾章 “末日”来了
写好最终的遗嘱 / 红卫兵冲进了八道湾 / 此生最后一篇日记 / 囚禁在小屋，请求“安乐死”/ 上厕所时
猝然发病去世
/“消声灭迹”：骨灰被处理掉了
后记 以“过来人”的立场写周作人
附录一：周作人年谱简编
附录二：周作人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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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42年5月，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帮助下，陈寅恪一家混入逃难百姓中，历尽千辛万
苦，逃离了香港。
他们先是由澳门乘船取道广州湾（即湛江），再由陆路乘车向内地进发，一路艰苦跋涉，于6月抵达
广西桂林。
陈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给傅斯年的信中有这样逃难的描述：“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
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
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
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
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
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
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信？
）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
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
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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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年周作人》的作者耿传明，写的周作人是站在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过来人”“经历者”立场上来
写的，其中包含了他自己对这段现代知识分子走过的心路历程的反省和思考。
《晚年周作人》由现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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