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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鲁迅年谱》中的很多材料不够准确，不少注释和政治性描述帶有當時的時代政治色彩。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的《鲁迅年谱长编(第1卷1881-1921)》是继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鲁迅年谱》后，更详细、更准确的鲁迅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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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月十日    与许寿裳等三十一名留学生参加弘文学院兴办的日本传统体育活动——柔道术入门学习。
弘文学院于本年三月在学院内举办了讲道馆牛达柔道分场，招收清国留学生自愿参加柔道学习。
在弘文学院“牛达分场”的本日入门名簿登记表上记有鲁迅、许寿裳等三十一人的名字。
他们是牛达分场接纳的第一批门生。
    三月二十九日    与许寿裳等五十余名同学集体退学，对弘文学院提出的无理苛求表示抗议。
因为院方不顾学生屡次提出的改革普通科课程的要求，反由教务干事三矢重松、合监大久保等人出面
召集学生，强行颁布关于增收学生的学习及医药卫生费用的新条例十二则。
学生先派代表向院方提出修改条例的意见，但院方坚持不改，并声称三日后即须实行，学院规则，他
人无权商酌，如有人为此退学“决不强留”。
学生对此忍无可忍，决定集体罢课，在报告总监后，五十二人收拾行李退学出院。
校长嘉纳见此情景，始致函总监督，称将改良课程以图挽回。
学生于留学生会馆集会，提出改革课程、开办走读、撤去教务干事等项要求。
经再三交涉，院方接受了学生提出的要求，校长宣布新条例作废，并答应改良课程和开办通学。
全体学生于四月十六日晨十时胜利返校。
鲁迅后来回忆这次斗争，称“挤嘉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达”。
    三月    1．与浙江大学堂派往日本进修的教习沈瓞民相识。
据沈瓞民回忆，他当时被指定人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一年，编在鲁迅住的寝室，同室住的还有刘
乃弼、顾琅、张邦华、伍崇学和陈衡恪。
他们常在一起评论国家大事。
    2．在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辫子，并拍摄断发照片，寄赠亲友。
剪辫的当天，他怀着内心的喜悦，来到已剪辫的好友许寿裳的自修室。
许寿裳说：“啊，壁垒一新！
”鲁迅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笑了。
  留学生初到日本时，大都留着辫子，只是把它盘在头顶上，用制服帽盖住。
鲁迅自然不例外。
他对辫子的反感，主要来自它给生活带来的不方便，如后来所回忆：“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
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
”“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
”与排满革命关系不是很大。
“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
  ”同时，剪辫子在那时的确也是一种有“革命意识”的行动，因为蓄辫是对清廷臣服的标志。
于是，鲁迅等剪辫同学就遭到学生监督的斥责，后者甚至扬言要停止他们的官费，把他们送回国去。
鲁迅从小就耳濡目染关于辫子的惨痛历史故事：“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
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
满人人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
”他后来对这次剪辫及其后的种种遭遇有过这样的总结：“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
辫子。
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
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
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
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辟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
于是耍起关王刀来了。
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
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
”还说：“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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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日    致周作人信。
由胡韵仙转交，告已托谢西园自日本带回书箱一只，信上附有书目：《清议报》八册、《新小说》第
三号一册、《雷笑余声》一册、《林和靖集》二册、《真山民集》一册、《朝鲜名家诗集》一册、《
天籁阁》四册、《西方东侵史》一册、《世界十女杰》一册、《日本名所》一册（赠给三弟）、《新
民丛报》二册、《译书汇编》四册，共二十七册。
此外，还有弘文学院同学合影一张，断发照一张，玻璃笔二支，以及衣服数件。
除寄回许多中文书外，还陆续寄回一些外文书刊。
在鲁迅的关心和影响下，周作人也向往去日本留学。
    四月二十八日    致周作人信。
嘱他坚持学习，不要退学。
此前，周作人写信告诉鲁迅，水师学监听到校内学生传说日本留学生在弘文学院闹学潮，大为恐慌，
对议论此事的学生加以训斥。
他恐怕将来会“被阻不能东游”，因此打算退学返里，另谋出路。
    五月    鲁迅所在的浙江班更换日语教师，由松本龟次郎担任。
松本后来《在邻邦留学生教育的回顾与将来））中回忆道，当时学生对日语学习很认真。
周树人、厉家福等同学的日语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上课时可以不用中文解释，而用日语同义词说明就
可以理解。
“有一天，当讲到日文助词‘汇’需要标上汉字时，便在黑板上写了汉字‘于’和‘於’二字。
这时厉家福说：此二字相同，写一个就行了。
我当时还不知道在汉语里这两个字同音，用一个字就够了，颇有些诧异的样子；这时周树人插言，又
指出‘于’‘於’并非在什么地方都完全相同，但在相当于‘汇’的场合二字同音同义，用其中一个
字就可以了。
听了他的话，我深切感到关于汉字使用法需要与其发源地的中国人共同研究。
”P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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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鲁迅年谱》中的很多材料不够准确，不少注释和政治性描述不无偏颇，已不太适合当今读者的需要
。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的《鲁迅年谱长编(第1卷1881-1921)》是继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鲁迅年谱》后，更详细、更准确的鲁迅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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