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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周作人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我和张菊香先生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国家第六个五年
计划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点规划项目，开始合作编写了《周作人研究资料》，后来在此基础上又
出版了《周作人年谱》。
此后我又出版了《周作人平议》。
其实写大的长篇论文的愿望不是没有，但多年以来养成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尚空谈之习惯，常常
认为过于冗长的文章是无人问津的。
于是对于此类文章就不敢多写。
自《周作人平议》出版以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和研究生、博士生中间反响尚可，天津人民出版社10
年来印刷了两个版本。
就是这样也常常接到年轻的朋友们的来信或邮件，说是现今市场难以购得，很希望能够买到该书，以
便为写论文参阅。
每每看到这样的一些来函，我总是产生某种危机之感，生怕因为自己的失误与不足而耽误走入这一行
的青年学子，因此总是小心翼翼、认真读书、仔细思索，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扎实的东西。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污点儿的人，他的人生可以
说是失败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周作人平议>>

内容概要

　　我的周作人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我和张菊香先生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国家第六个
五年计划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点规划项目，开始合作编写了《周作人研究资料》，后来在此基础
上又出版了《周作人年谱》。
此后我又出版了《周作人平议》。
其实写大的长篇论文的愿望不是没有，但多年以来养成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尚空谈之习惯，常常
认为过于冗长的文章是无人问津的。
于是对于此类文章就不敢多写。
　　自《周作人平议》出版以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和研究生、博士生中间反响尚可，天津人民出版
社10年来印刷了两个版本。
就是这样也常常接到年轻的朋友们的来信或邮件，说是现今市场难以购得，很希望能够买到该书，以
便为写论文参阅。
每每看到这样的一些来函，我总是产生某种危机之感，生怕因为自己的失误与不足而耽误走入这一行
的青年学子，因此总是小心翼翼、认真读书、仔细思索，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扎实的东西。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污点儿的人，他的人生
可以说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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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铁荣，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周作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著述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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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周作人在翻译前搜集资料也是相当广泛的，他对日本的落语有着浓厚的兴趣，那种诙谐滑稽的
文学形式，很为他所喜欢。
在东京时他曾专门去看过落语的演出，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译成中文，是周作人认为最有趣味的事。
但是，就日本落语而言，周作人改变了主意。
他后来回忆说：“还有一种《日本落语选》，也是原来日本文学中选定了的书，叫我翻译的；我虽然
愿意接受，但是因为译选为难，所以尚未能见诸事实。
落语是一种民间口演的杂剧，就是中国的所谓相声，不过它只是一个人演出，也可以说是说笑话；不
过平常说笑话大抵很短，而这个篇幅较长，需要十分钟的工夫，与说相声差不多。
长篇的落语至近时才有记录，但是它的历史也是相当的悠久的，有值得介绍的价值。
可是它的材料却太是不好办了，因为这里边所讲的不是我们所不大理解的便是不健康的生活。
”为了此书的翻译，他搜集了很多落语的材料，其中有讲谈社的《落语全集》（周作人有六册约一百
篇）、今村信雄的《落语事典》、安藤鹤夫的《落语鉴赏》及《落语国绅士录》等。
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好译，因为日本的落语对于中国的听众与读者毕竟距离太大，再加上内容中有不健
康的东西，所以周作人毅然中止了翻译工作，结果仅写了一篇《关于日本的落语》的文章。
他的这种对读者负责的翻译态度是十分正确的，由于中日两国习惯风俗固多殊异，他不愿把那种吉原
（公娼所在地）入门的讲义译出来，这也是有道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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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作人平议(增订本)》是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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