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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一、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

家,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时代生活;他的作

品早期质朴清新,晚年沉郁隽永,风格鲜明,影响深广。

二、《孙犁全集》收入已发表、出版的孙犁作品和目前

能够搜集到的佚文、书信等,编为十一卷:

第一卷 《少年鲁迅读本》 《荷花淀》 《芦花荡》

    《嘱咐》 《采蒲台》

第二卷 《村歌》 《铁木前传》 《农村速写》

    《津门小集》 《白洋淀之曲》 《耕堂杂录》

第三卷 《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

    《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

    《文艺学习》 《文学短论》

第四卷 《风云初记》

第五卷 《晚华集》 《秀露集》

第六卷 《澹定集》 《尺泽集》

第七卷 《远道集》 《老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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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 《陋巷集》 《无为集》

第九卷 《如云集》 《曲终集》

第十卷 小说 散文 诗 剧本、唱词 理论 杂著

第十一卷 书信

三、《孙犁全集》的编排,一至九卷以作品出版时间先

后为序,兼顾类别、体裁以及各卷字数(有关版本情况见各

卷说明);第十卷按体裁分类,以作品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

为序;第十一卷以致各收信人的第一封信的时间先后为序。

四、《孙犁全集》主要以《孙犁文集》、《孙犁文集(续

编)》及《芸斋书简》、《芸斋书简续编》等为底本,参照其他版

本进行校勘,并做了必要的编辑加工和体例调整。原则上

只保留孙犁原注,不作新注,必须注时,标明“编注”。原稿

中无法辨认的字,以“□”代之。

五、《孙犁全集》的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孙犁之子孙晓达先生对编辑方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刘宗

武先生、段华先生在资料的收集和编订方面做了有效的工

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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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说明

本卷收《少年鲁迅读本》、《荷花淀》、《芦花荡》、《嘱咐》、

《采蒲台》。

《少年鲁迅读本》

1946年6月晋察冀边区张家口教育阵地社;

1949年4月天津知识书店。

《荷花淀》

1947年4月香港海洋书屋;

1949年8月上海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

1955年9月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

195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篇目有删减)。

《芦花荡》

1949年7月上海群益出版社。

《嘱咐》

1949年8月北平天下图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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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蒲台》

1950年12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4年4月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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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出版社当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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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鲁迅读本





第一课 家

西历一八八一年(民国前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鲁

迅诞生了。他的家在浙江省绍兴县城里,东昌坊口地方。

他原名叫周树人,鲁迅是他后来写文章的“笔名”,小名叫樟

寿。那时他的家境还好,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周介孚

因为一桩事情下狱,他的父亲周伯宜又得了重病,家境就坏

下来了。父亲病着的时候,鲁迅每天带了母亲的首饰到当

铺去换了钱,又到药铺去买药,这样过了三年。十六岁的时

候,父亲去世,照中国的习惯,他是长子,就得担负起很多痛

苦的责任了。家境贫寒,有很多债务,一个寡老的母亲,几

个弱小的弟弟,这就像许多绳索抛在了他的身上。

鲁迅却从家里走出来。他有这个见识和勇气。鲁迅后

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家庭中国人之基本》。他说:家庭是一

个人的生所,也是一个人的死所。因为中国人有个老见解

是“热土难离”,谁也不愿意“离乡背井”。可是在旧社会里,

老在家里就是把自己装进牢狱,一生被女人孩子拖累着,不

能做什么事业,有什么创造。

所以,虽然母亲老了,弟弟又小,鲁迅也下决心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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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去开辟他的新的、有意义的生活道路。直到后来,他写

文章、做事、革命,都是把家庭看得很轻,把事业看得很重,

绝不肯叫家庭牵累坏了自己的前途。这样,他的身子是自

由的,意志是向上的,才胜利了。

一个有志气的少年,在美丽的年华里,建树一个高大的

生动的理想,一直奔向社会,奔向人生的战场去了。家能给

他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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