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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鲁迅回忆录》母亲许广平写于五十年前的1959年8月，11月底完成，虽然不足十万字，但对于当
时已六十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
看到她忍受高血压而泛红的面庞，写作中不时地拭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家人虽心有不忍，却也不能拦
阻。
文章完成后，起初在北京一本期刊《新观察》上连载，1961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二万
一千册，当年9月第二次印刷，数目不详。
此书出版在当时影响可谓不小。
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也引起了一些学者质疑。
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
作环境。
正如许广平在《前言》中所述，此书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
改的创作方法）”下完成的，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
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
因此书中有些内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
今天我们把五十年前许广平的手稿复原，也是想尽可能地还原作者的原始思路和史实。
其中她发自内心生前一直不断挂在口边的朴实“报恩”思想，也一直影响着我们后代。
王元化先生在2007年5月说过，大意是这些作品是作为历史事实摆在那儿的，而展现历史则要尽量做到
完整。
作为历史原貌收录进来，是为以后的文学研究者留给他们方便。
然而，眼下有些学者，对于鲁、许在那种历史时代的生活，如“兄弟不和”、“重婚”⋯⋯似乎进行
了“公允”的分析、质疑。
我们对这样的“剖析”文章不予回应的原因是：他们脱离了那个时代、历史、环境、对象、感情、功
利，单方面地用简单的加减法，去解“数学多元方程式”。
那些结论可叹地并不符合历史的“正解”。
这些，读者可以从文字里感觉到共鸣。
奉劝这些文人，再多些披览，再多些客观，不急于匆匆发布“高见”。
目前这部手稿保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为了使阅读手稿本《鲁迅回忆录》的读者方便，我们加以很少的注解，以帮助大家减轻寻找相关书籍
及资料的比照时间，也便于分析历史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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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母亲许广平写于五十年前的1959年8月，11月底完成，虽然不足十万字，但对于当时已六十高龄且
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
看到她忍受高血压而泛红的面庞，写作中不时地拭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家人虽心有不忍，却也不能拦
阻。
文章完成后，起初在北京一本期刊《新观察》上连载，1961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二万
一千册．当年9月第二次印刷，数目不详。
此书出版在当时影响可谓不小。
它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也引起了一些学者质疑。
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
作环境。
正如许广平在《前言》中所述，此书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
的创作方法)”下完成的，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
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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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广平 《鲁迅回忆录》的作者许广平先生(1898----1968)是鲁迅的夫人，也是鲁迅的学生、工作助手和
生活伴侣。
是本书主编周海婴先生的母亲。
许广平先生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
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和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等职。

周海婴 《鲁迅回忆录》主编周海婴先生是鲁迅和许广平先生唯一的儿子。
1929年9月生于上海。
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
 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
，1960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
原国家广电总局副部级干部，无线电专家。
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鲁迅纪
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中国鲁
迅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顾问，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RSA)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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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妈妈的心血前言一、从“五四”到“三一八” (注：《回忆录》中章名为“‘五四’前后”)二、
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三、鲁迅的讲演与讲课四、北京时期的生活、读书(注：《回忆录》章名
为“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五、所谓兄弟六、厦门和广州七、我又一次当学生八、同情妇女九、内山
完造先生十、向往苏联十一、瞿秋白与鲁迅十二、党的一名小兵(注：原名“在党领导下的活动工作点
滴”后又删改)十三、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十四、与北新书局的关系(注：第十四章“与北新书局的
关系”手稿目录未刊出)附录一：许广平对三次来访的创作组成员的谈话记录附录二：许广平在电影座
谈会上的发言附录三：演员于蓝回忆与许广平的四次谈话附录四：李立三的谈话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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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时鲁迅的回答是“我还不能带住！
”教导学生要“壕堑战”；要不作无益牺牲；要“准备‘钻网’的法子”；“如果逼到非短兵相接不
可的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倘使敌人“‘用阴谋’与‘装死”’来对付，事情是僵持下去，拖下去不容易解决了，则“已没有
中庸之法”。
在这里，鲁迅启示给青年的战术是：“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待。
”（见两地书）这个教育，这个指示，非但平时反抗用得着，就是战时军事上也运用得着，暗暗符合
于解放战争的获得胜利，有名的坑道战运用到朝鲜前线也使敌人胆寒力竭，俯首就范。
这不是说，鲁迅会那么预见，能料到解放战与反侵略战的种种成因后果，对付方法。
而是一切压迫者被压迫者从你死我活中得出的经验，战斗可操胜券的不易的真理。
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
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
他时刻想着如何才能尽力做好宣传，唤起群众的工作。
虽然那时党没有明确给予他责任，但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
他叫青年“少看中国书⋯⋯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见《青年必读书》）。
胡乱行动也不妥当，就要懂得什么是可行、应行的。
于是他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
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
”（见《通信①》）他自己也承认：“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
”（见《通信①》）但读者也不要忘记了时代，拿我们现在的眼光、的环境来设想，问鲁迅当时为什
么就不直接参加党的活动？
党的活动，包括工农兵大众，以及其他一切群众。
鲁迅做思想工作，专门向知识分子以及他周围的群众说话，是整个与局部的不同，而局部有时也影响
到整个的局面。
鲁迅长期以来是这样做了。
用他那匕首、投枪，向周围黑暗势力——他所最熟知的——冲锋陷阵。
首先解除人们的顾虑，要“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
、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见《忽然想到[五至六]》）胡风之流的反动和歪曲，借鲁迅的话达到他蒙蔽青年的目的，就是
把1925年的时代，搬到解放之后了。
那就变成了违反时代，远离事实，借鲁迅之名行反动之实。
还是这一年五月的杂感上，鲁迅以无比的热爱，爱现在，“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
”要以“勇者愤怒”的心情，向不合理的社会奋斗，要再接再厉的行动，向旧社会作不容情的斗争。
如果是真的爱“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
”（见《华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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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尘封五十年手稿完整呈现鲁迅这个人，鲁迅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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