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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

姓周的家里。”鲁迅在自传里，曾写下这第一句话。

那一天，粉墙黛瓦的江南台门内，士大夫周家迎来

了长孙的诞生。祖父取名阿张，学名周樟寿，字豫才。

在绍兴鲁迅纪念馆主展厅，鲁迅 56 年的生平事

迹被一一展现。世人大多熟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从南京洋务学堂到留学日本，鲁迅既得深厚国学

的滋养，又有西方文明之熏陶。但值得一提的是，年

少时光里，一些“不上台面”的长者，深刻影响了鲁迅。

步入厅内，看到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这些出现在

鲁迅生命中的人，有爱好植物的“蓝爷爷”周玉田，给

鲁迅买过《山海经》的保姆长妈妈，讲述“水没金山”等

故事的继祖母蒋菊花，在庙台或是水台上演出的社戏

演员们⋯⋯展柜中，一张《老鼠成亲》年画引人注目，

它曾被鲁迅贴在床头，是他童年时的珍爱之物。

少年鲁迅爱看什么书？讲解员屠依婷说：“鲁迅

7 岁进私塾读书，12 岁开始到了三味书屋，接受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但他不囿于四书五经，从笔记、小说和

各种民间文艺中吸取养料，课外读物很丰富。”

后来，在鲁迅文章中，经常引用古代小说作品，他

还写出了一部《中国小说史略》，结束了“中国之小说

自来无史”的时代，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权威地位。

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版画的倡导者。他幼时因故

迟到，受到批评后，在私塾课桌上刻下的那个“早”字，

现在常被戏称为他最初的木刻作品。

此外，鲁迅对音乐也是由衷喜好的。作为新文化

运动的主将，鲁迅编创出《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

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用通俗的市井语言配以

民谣体裁，予国民政府和反动军阀以辛辣讽刺。

“13 岁之前，鲁迅的童年是相对明快的，强闻博

记，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

年。他对小说、木刻、音乐的浓厚兴趣，可以说是在绍

兴从小培养的。”屠依婷说。

不囿于四书五经，他兴趣爱好广泛

今年，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鲁迅

无疑是最早的觉醒者之一。面对如“密闭

的铁屋子”般的社会，他提笔疾书，如一道

光亮，划破黑暗，唤醒了无数沉睡者。

以鲁迅之名，挥笔写下《狂人日记》

后，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中国

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笔耕不辍，《故乡》、

《药》、《风波》、《祝福》等作品相继面世。

而早期记忆，是鲁迅一生没有摆脱

的，故乡给了他诗意，也给了他清醒认识

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

的敏锐双眼。在《呐

喊》自序里，鲁迅写

道：“有谁从小康之家

坠入困顿的么，我以

为在这途中，大概可

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93年，在朝中为官的鲁迅祖父因

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

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周家急剧贫困，从一

个大家族的少爷，沦为寄人篱下的乞食

者，幼小的鲁迅过早地面对了人生艰难

和世态炎凉。故乡，这个亲切的称呼，在

鲁迅那里，又是个沉重的词语。在父亲

去世两年后，他18岁离家，“走异路，逃异

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1921年1月，已经40岁的鲁迅完成

了一篇带有强烈纪实色彩的小说《故

乡》。今年，正好是《故乡》发表一百年。

《故乡》的叙事结构较为简单，离去、

归来、再离去。游子重回故乡，鲁迅既眷

恋又想远离，充满了矛盾。其实，鲁迅回

乡是1919年。当时，他回绍兴搬家，并

与儿时好友章运水重逢，这位让鲁迅知

道了“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外的

许多东西的玩伴，也是“闰土”的原型。

运水向他讲述了农民的苦难生活。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

有关。”世人多知他犀利、冷峻，但鲁迅自

有他的温情和热忱。《狂人日记》的结尾，

发出的是“救救孩子”的呼声。《药》的结

尾，在革命者夏瑜的坟上“平添的花环”。

对阿Q和孔乙己，他在“哀其不幸，怒其

不争”的悲悯中怀着促其觉醒的愿望。

在他文字背后，对希望永存信念。

《故乡》中，鲁迅在悲凉心境下仍然

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

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

朽的腐草⋯⋯”鲁迅一生共收受 1200

多位青年的来信，回信3500多封，为他

们指引方向。他曾为 49 位青年的 54

部作品写序作跋。他写学生刘和珍，热

烈颂扬爱国青年临难从容的勇毅精神，

激励革命者更加奋然前行。他欣赏柔

石、殷夫等青年作家，看到希望的火种

在青年手中传递。他希望所有觉醒了

的革命者坚持到底，并强调从小事做

起，不做口头上的革命者。

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

息，病中的鲁迅即致电给党中央表示祝

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

将来。”

《故乡》发表一百年，他唤醒无数沉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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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中国。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

代。当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

《狂人日记》登上《新青年》，奠定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

第一块基石。“鲁迅”的名字首次映入人们视野，并在之

后走进国人心中。

毛泽东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世人称之为“民族魂”。

正值鲁迅先生诞辰 140 周年，由浙江省社科联和

钱江晚报共同推出的“红色宝藏·走进红馆学党史”系

列报道，本期来到绍兴鲁迅纪念馆。

本报记者 陈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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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

走过百余年时光，《故乡》中的那些

旧房古巷、黄酒花窗依然荡漾诗意，却

更生机勃发。

今年中秋节前，鲁迅故里街区挂出

了“鲁迅名言”道旗，鲁迅纪念馆更是张

灯结彩，庆祝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纪念馆里，庭园植物以樟、松、兰、

梅为主，同时遵照鲁迅《朝花夕拾》中记

载，选栽枣树、皂荚树、桑椹、木莲藤及

覆盆子等物种。

纪念馆附近，孩子们跑进百草园，

在里面体验着鲁迅童年乐趣，观石井

栏，找何首乌，在 215 年的桂花树上寻

蝉蜕。三味书屋门口时常排起长队，孩

童们可以在这上一堂私塾课，读《三字

经》，写毛笔字，做“早”字书签。游客们

最喜爱景区的书画活动，或用手中的画

笔，画下鲁迅笔下风物，或是泼墨挥毫，

写下大文豪鲁迅的名言警句。

不止在鲁迅故里，绍兴城内，鲁迅

小学、鲁迅中学、鲁迅路⋯⋯一个孩子，

可能刚刚在教科书上读到过鲁迅，走出

校门，又会在大街小巷频繁遇见“鲁

迅”。这个一字胡子板刷头的老乡，对

绍兴人来说，早已是一个亲切的存在。

“先生诞辰 140 周年，这位民族斗

士的疾呼之声回响耳畔，还在擦亮着我

们的思想、启迪着我们继续努力。”跨越

百年沧桑，在新生代眼中，鲁迅精神依

然没有过时。

140岁了，鲁迅依然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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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言行一直影响着今日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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