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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位古稀老人，用半个世纪的心血研究鲁迅，在他已是半身中风的晚年，仍然笔耕不缀。
这位老人名叫张能耿，曾参与鲁迅纪念馆筹建工作，是原绍兴鲁迅纪念馆负责人，只有初中文化的他
，凭着自己的刻苦自学，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被人称为绍兴研究界的“活化石”，出版有《鲁迅
的青少年时代》、《鲁迅家世》、《鲁迅档案》等十多本专著，共计300多万字。
 
    《鲁迅亲友寻访录》是张能耿一生心血的结晶。
他从1951年开始，利用各种有利的机会，先后寻访了鲁迅亲友100多人，其中包括鲁迅的胞弟周作人、
周建人，夫人许广平，以及与鲁迅关系不同寻常的亲戚、同学、朋友等，目前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去世
。
这些人当时的采访记录，已成为十分珍贵的资料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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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能耿  1934年10月生于诸暨县草塔镇上张村，先后求学诸暨同文中学和暨阳中学。
1949年在诸暨参加工作，1951年调绍兴，参加绍兴鲁迅纪念馆筹建，在馆28年中，曾任馆领导多年，
并先后访问过百多位鲁迅亲友，其中包括鲁迅的二位胞弟：周作人和周建人，搜集过大量鲁迅家世资
料，1958年在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书：《鲁迅亲友谈鲁迅》。
澳门尔雅社曾翻印出书。
1974年在陕西出版《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香港亦曾翻印出版。
继又出版《鲁迅书话》(与人合作)、《鲁迅早期事迹别录》、《鲁迅家世》、《祁承□家世》、《鲁
迅档案》等书，受到社会欢迎。
至今已发表作品近300万字。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绍兴越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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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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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会战友  290在辛亥革命的漩涡中  294设法营救徐锡麟家属  300秋瑾被杀与“焕强盗”带来的消息  304
银勾山下范爱农——鲁迅与范爱农始终  310鲁迅与绍兴的三次讨袁斗争  330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341“木瓜之役”始末  346任教绍兴府中学堂  355绍兴府中学堂师生记忆中的鲁迅  366鲁迅与绍兴府中
学生运动  379鲁迅与越社  382从辑集绍兴地方文献到创作小说《怀旧》  391鲁迅与绍兴光复  395鲁迅在
山会9币范做校长  407马可兴谈《越铎日报》的创办与分裂  411山会师范师生眼中的鲁迅  440鲁迅与绍
兴出版的三个杂志  450鲁迅辛亥前后生活轶事  458鲁迅辛亥前后在绍兴的文学活动  470鲁迅在北京绍兴
县馆轶事  486“狂人”与《狂人日记》  491咸亨酒店·短衣帮·孔乙己  499绍兴故宅出卖与鲁迅三次返
绍  503“闰土”与闰水  513七斤·剪辫·《风波》·《故乡》  518《呐喊》惊世    522举家北迁  525鲁
迅与周思来  529秋案与漓渚宝寿寺  548秋瑾烈士·古轩亭口·《药》  550《祝福》生活素材的积累  553
祖母去世与《孤独者》  563周作人印象记  566曹靖华谈鲁迅与马列主义的接触  574鲁迅与高尔基  579鲁
迅与两位郦氏表弟  58l孙伏园先生二三事  590阮和荪眼中的鲁迅  597董秋芳心中的鲁迅  600鲁迅与孙用
的《勇敢的约翰》  603鲁迅与时有恒  606鲁迅与曹白和力群  613祁崇孝回忆他在为鲁迅送葬的日子里 
623族叔周仲阳吊唁鲁迅逝世  635许广平、周建人1948年绍兴寻迹  638鲁迅爱子周海婴  647解放前绍兴
报纸上的鲁迅  652有关人物在绍兴的土地改革中  658许广平心中的三味书屋“早”字  664“征婚”与“
恋爱”  670许拜言解读鲁迅  676谈鲁迅在绍兴任教时的几个史实  678忘不了马蹄疾  688后记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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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鲁迅家与周庆蕃叔祖    鲁迅二弟周作人说：在鲁迅母亲心目中，最使她感激的是二房的周庆蕃，
他字椒生，小名日庆，鲁迅这一辈叫他作“庆爷爷”。
又因为排行十八，鲁迅在日记中也常写作十八叔祖。
年终回家，鲁迅母亲总预备一只燉鸡送去，再三谢他的好意。
因为没有他，鲁迅也未必去南京求学。
    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福彭桥周家多数家庭已经无法维持生活，属于致、中、和三大房的祭产
，早在清宣统三年就已分掉了。
以后属于智、仁、勇三房的佩公祭祭田也分掉了，这份祭田凡致房子孙都能分到。
当时的难处是，若按房份分配，人多的吃亏；按人头的话，人少的房份吃亏，最后不知是谁定下了。
当时新台门辈份最高的已只剩下两人：周庆蕃和周藕琴(周冠五之父)，由他们做主。
他们说：“仁房下的礼房，只剩衡廷和连元了，衡廷那一房就交给他，也好解他的燃眉之急。
连元那一份，却不能全部交给连元，他有钱要乱花的，还得提一半交给连元媳妇，她可以用在家庭方
面。
”然而连元夫人收到这笔钱后，不敢自己收下，她仍偷偷地交给了她的丈夫连元。
自己则穿着破衣服，靠替别人缝制衣服，来维持自己和儿女的生活。
    连元呢，拿到钱后，立即上大街买了绸缎，到一家最贵的成衣铺做衣服，而且越快越好。
裁缝说来不及，他愿意多出些钱，叫他们连夜赶出来。
他第二天一大早穿上新衣，坐上雇来的轿子，还找来一个临时的当差跟着，到茶馆前停下，泡一碗茶
，呷一口，像有紧要公事似的，把茶钱一付，匆匆地走了，又上轿，在大街上兜来兜去，到快吃午饭
，上菜馆去，点几样菜，虽已饿得发慌，但他只用筷子略微拨了拨菜，斯文地吃了一点，又马上付账
走了。
他觉这样，祖宗的富贵气派就回来了。
①在别人看来这是非常可悲而可笑的事，而他自己却得意洋洋。
    周建人说，新台门是先卖百草园再卖台门的房子。
有一天，藕琴公公到兰花间，看他的哥哥庆蕃，两老兄弟扳着指头在计算，还有什么东西可卖的，算
来算去，还可以卖百草园。
这时子传奶奶和鲁迅母亲也来到了兰花间，子传奶奶昕到了末尾的一句话，当即表示不赞成，她说“
卖田都不济事，这百草园能有多少日子好花。
”以后他们还是先卖掉百草园，又卖掉了新台门整座台门。
因而出现了1919年年底鲁迅来绍兴搬家去北京的事。
    周冠五说：当时，庆蕃等人也谈到了福彭桥周家最富有的和房。
觉得和房也已日落西山。
鲁迅祖父胞叔(十五老太爷)去世后，已只剩下新老太太，孙媳妇瑜少奶奶、曾孙女乌记、曾孙培生四
口人。
可家里还用着账房。
老工人文相、三六、恭慎都照旧使用，种花养鱼养鸟，粗重活另雇长工、忙月，新老太太也有二人服
侍，三代的女佣合计有10人左右，说是一个也不能省。
这样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景况越来越窘困了。
没有钱，只好卖田。
这和房的家底，鲁迅三味书屋同学兰星兄是知道的，但他只是个账房，只好一切照办。
新老太太主持家事，已感到满足；瑜少奶奶对和房有多少田园财产，可以用多少日子，一窍不通。
这和房六世单丁，培生还是个遗腹子，母亲宠爱有加，但多灾多病，10岁以后教他抽鸦片，15岁给他
结婚，希望能早日传宗接代，新娘比新郎大三四岁，不过三四年后培生就死了。
    培生死后，和房就没有一个男丁了。
不久传出消息，他老婆有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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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传奶奶不相信，对鲁迅母亲说这是假的。
按规定，小房绝、长房续。
照例又应该由兴房去承继。
但鲁迅母亲对此已毫无兴趣，既不想得和房财产，也不愿管和房的事情。
    说起和房的败落，周藕琴与庆蕃公公突然想起了高文锦。
周庆蕃说：“真可惜，如果高文锦在和房，和房非但不会衰败，说不定还会发达。
”①    当时的周家已是这样一番破落的景象，他们的经济地位已跟着中国封建社会一起没落了。
P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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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位古稀老人，用半个世纪的心血研究鲁迅，在他已是半身中风的晚年，仍然笔耕不缀。
他，张能耿，从1951年开始，利用各种有利的机会，先后寻访了鲁迅亲友100多人，其中包括鲁迅的胞
弟周作人、周建人，夫人许广平，以及与鲁迅关系不同寻常的亲戚、同学、朋友等，目前这些人大部
分已经去世，对他们采访记录，已成为十分珍贵的资料和文献。
本书100篇寻访性文章，绍兴鲁迅研究界人士称之为“永远的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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