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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迅

快乐的童年

公元 1881年 9月 25日，一个平凡的日子，却诞生了一
个不平凡的人物———鲁迅。他的出生给绍兴城（浙江省）

东昌坊口的周家带来一片欢腾。

实际上鲁迅的本名并不是这个，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给

他取的。周福清是这个小康人家的大家长，这个小男孩出

生的时候，他正在京城做官，当抱了孙子的喜讯传到他耳

朵里时，恰好有一位姓张的高官来访，于是就给这小婴儿

取了个乳名叫阿张，学名是樟寿，字豫山。可是后来发现，

“豫山”的发音和“雨伞”接近，容易引起笑话，也不太好

听，就又改为豫才。到了 1898 年的时候，他长大了，要去
南京求学，又改名为周树人。

鲁迅出生的年月正处于清朝统治即将瓦解的时期，其

时黄昏气息浓郁。保守落后的古老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耸立在北京城里的爱新觉罗皇室的金

銮宝殿，也已经不可挽回地快要崩塌了，主宰了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统治，就要走到了尽头，在中国大地上，正酝

酿着新旧时代的大交替。

鲁迅所处的家庭正如同清朝的统治在一步一步走向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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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其辉煌已成为历史，但是还没有完全破落。周家原来

住在湖南道州，本来都是种地的普通农民，后来不断发家

致富，有了很多土地，就成了大地主，再后来迁居到绍兴，

到鲁迅这一辈已经是第 14代了。
绍兴是我国东部近海的一座城市，也是古代文化最发

达的地方之一。那里河网纵横交错，土地肥沃，素来被称

为鱼米之乡。在城郊不远处，有兰亭、鉴湖、会稽山、大

禹陵等古迹，是一个风光秀丽、山清水秀的旅游胜地。绍

兴古代被称为“报仇雪耻之乡”。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
期的越国国王勾践曾在这里卧薪尝胆，艰难地复国。后来

这里又出了陆游、王思任这样有民族气节、顽强斗争的著

名人物。

鲁迅的家庭在当时的绍兴来说，还算一个比较体面的

家庭，还有水田几十亩和一些房产，他的祖父在京城做官，

是个丰衣足食的安康之家。他家的住宅是一所聚族而居的

朝南的大宅院，一进大门，走过铺着土板的天井，就是一

个挂着“德寿堂”匾额的大厅，两旁的柱子上，还写着一

副对联：“品节泽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从大

厅进去，是一方块天井，再往里走。北面有几间狭小的楼

房，这是鲁迅一家的住所。楼下两边的一间，是鲁迅的祖

母和保姆长妈妈居住的，东边的那一间，用木板隔开，前

半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后半间就是鲁迅父母的卧室。

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

士出身，被皇上经过殿试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被派

到江西金溪县做知事，在那里当官的时候，因为与知府不

和，终于被免职了。在这之后，不得不卖掉田产，到京城

买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小小官职。

2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皨

皨皨皨皨皨皨皨皨皨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在鲁迅的童年生活中，长妈妈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对鲁迅有一定的影响。保姆长妈妈和鲁迅朝夕相处，

她是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但也有许多迷信

观念，满肚子繁琐礼节。她喜欢给小鲁迅讲美女蛇的故事、

“长毛”（太平天国的军队）的传说，说得绘声绘色很能引

起小孩子的兴致。使幼年鲁迅对诬蔑太平天国的宣传产生

了怀疑。

还有一次，鲁迅从一个远房叔祖玉田老人那里听说，

有一部叫《山海经》的书，上面有许多稀奇而好看的图画，

他很想得到。虽然长妈妈不识字，但对小鲁迅念念不忘的

东西还是记在心上了。大约 10 多天或者 1 个月后，她探亲
回来，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他，高兴地说：“哥儿，有

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鲁迅高兴得全身都颤

抖了，赶紧接过来，打开一看，啊！多么怪诞和神奇的世

界呀：人面的兽，龙头的蛇，独角的牛，三脚的鸟，还有

那掉了头还“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着盾牌与斧头狂舞

的怪物“刑天”⋯⋯鲁迅不禁在这美妙的世界中陶醉了，

也被这劳动人民的深厚情谊感动了，使小鲁迅深深地记住

了劳苦人民的哺育。

在鲁迅幼年生活里留有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位先生，他

就是鲁迅最早的师父。据说鲁迅生于旧历 8 月 3 日，和
“灶司菩萨”同天，出生那年又是闰年，而且出生时的胎包

质地薄，俗称“蓑衣包”。老人们都认为，这样的孩子很

少，将来一定有大出息，就怕难以养大。于是家里人替他

去向菩萨“记名”，就是说，报了名，算是“出家人”了。

不仅如此，在不到 1 岁时，还把他抱到寺院，拜龙和尚为
师，意思是舍给寺院了，但并非真的去当和尚。做和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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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认为将来能成佛，很高超，但读书人却认为他们不

会做官，无家无室，是下贱之辈，所以孩子拜和尚为师，

鬼怪也就不来搅扰了。由此得了一个法名“长庚”，也就是

长寿的意思。龙师父对人和气，不教鲁迅念经，也不教佛

门规矩。从龙师父那里鲁迅得到他一些有益的启示，所以

直到晚年，还深情地怀念着他，并尊称他为自己的第一个

师父。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个很有才华的秀才，他对鲁迅的

管教是严厉的，同时也是深沉的。虽然父亲的爱是严酷的，

但正是这种严酷的爱，和他在远方的祖父的严格教诲，使

鲁迅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博览群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

为他日后创造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高峰，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

7岁时，鲁迅就被父亲送进私塾。跟远房的叔祖父周玉
田学习《鉴略》，这位老人藏书很多，像绘图本的《山海

经》和《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这些印着奇花异草、飞禽

走兽的书，最使鲁迅神往。但是他的祖父认为孩子上学，

应该先有一些历史知识作为基础，所以要鲁迅读的书，头

一本就是《鉴略》。他常说，这比读《千字文》、《百家姓》

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

后来鲁迅又去和另一个性情乖僻，也是本家远房叔祖

辈的周子京学习。这个人因为屡试不第，神经有一点不正

常了，他曾经把“蟋蟀”解释为“虱子”，被族里的人笑

话。因为这个奇特的解释，鲁迅就从那里退学了。这两个

私塾都在周家合族而居的新台门里。

12 岁时，鲁迅离开新台门，到绍兴城里最著名，也是
最严厉的三味书屋学习，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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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老师是有名的方正博学的老秀才寿镜吾先生。

先生对鲁迅很好，有一次鲁迅家里的人病了，要用 10
年的陈米来做药引。鲁迅正为此大费脑筋的时候，寿镜吾

知道了，第二天就身穿长衫，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来，

使鲁迅深受感动。

他对学生的要求严格，教育方法还是封建的老一套，

除了背书、听书、习字、对课，不让学别的，甚至不让看

有图画的本子，但活泼的孩子们往往背地里不听那一套。

那时鲁迅爱画画儿，用一种叫“荆门纸”的，蒙在小说的

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孔孟的书没读成，画的成绩却很不

少，最成片段的是《荡寇态》和《西游记》的绣像。

小鲁迅用压岁钱为自己买书。特别是他心爱的画谱、

画册。他最开始在皇甫庄见到《毛诗品物图考》时，喜爱

极了。后来他积攒了钱到书店去买到一部，爱不释手，偶

尔发现有点墨污或别的小毛病，就觉得不满意，赶快拿到

书店里去换，换了好几回。最后惹怒了书店的伙什，人家

嘲弄地说：

“这比姐姐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换掉？”

这种刻薄的话曾使鲁迅很生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这个少年对书的痴迷程度。当他买不起书的时候，就自

己动手抄，他从小就有抄书和描画的习惯，三卷《茶经》、

《五木经》他都亲手抄过。

那时他还在祖父的指点下，读了《西游记》、《水浒传》

等小说，及其他许多古典诗词。祖父给鲁迅兄弟规定了读

诗的次序：“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

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

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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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在祖父的影响下，鲁迅除

读了《诗经》外，还读了《楚辞》及陶潜、李白、李贺、

李商隐、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小鲁迅

聪明伶俐，很受长辈称赞。有一年正月，那时他刚 5 岁，
过年的时候大人们在厅里打牌，有一位长辈看他可爱，就

逗他，问道：“你喜欢哪一个人打赢？”

结果鲁迅的回答出人意外，他说：“我喜欢大家都赢。”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连连称赞他，叫他“胡平

尾巴”。这是一句绍兴话，意思是短小灵活，敏捷利落。

鲁迅不仅聪明，而且勤奋。在三味书屋学习的时候，

有一次，因为早晨要去给生病的父亲买药，上学迟到了。

老师批评了他，他很后悔自己的迟到，就在桌子的角上，

用小刀刻了一个“早”字，用来警诫自己，从此以后他就

再也没迟到过。一直到晚年，鲁迅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并且在一次闲谈中告诉自己的亲人。这生动地表现了鲁迅

自幼严格要求自己和认真学习的精神。

鲁迅的课本上全都是红圈圈，就是老师在批改作业的

时候，认为写得好的。这是由于他思维敏捷，学习勤奋，

读书多的缘故。

鲁迅对什么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酷爱自然科学。

他最喜欢的是一本上面带有许多图的《花镜》书，这是他

花了 200 多文钱买来的，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栽培经验的知
识，还强调通过人工培育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宣传“人

力可以回天”的思想。

可以这样说，13 岁以前鲁迅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幸福而
快乐的，这如同百草园、三味书屋、安桥头一样美好。世

界还未将黑暗和肮脏的一面展示给他，他还是个在温暖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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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中过着士大夫家庭生活的少爷。他不知道这个社会除

了衣食无忧，开心快乐，还是一个黑暗的人间地狱，更不

知道自己会为推翻这个世界而冲锋陷阵。

异地求学

1893年，鲁迅家里出了一件大事，这场风暴彻底毁掉
了周家的安乐世界；从此和平与安宁被败落与苦难代替了。

这场灾难来源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周福清应亲友之求，

同时也是为了儿子周伯宜而去贿赂乡试的主考官，不幸的

是事情败露而被关进大牢，家里每年要花大笔钱去通融，

于是全家收入的钱财都来填这个无底洞了。几年下来，周

家钱财花完了，也就破落了。

鲁迅兄弟为了防止受迫害，在祖父被通缉期间，只好

跑到外婆家避难。但这次却不是看到一张张的笑脸，往日

巴结他们的一些人，现在说他们是“乞食者”，后来逃难到

舅父家，看到的也是这种世态炎凉，到处遭到侮辱和蔑视。

只有劳动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同过去一样热情。家庭的变

故，使小鲁迅深刻地认识了这个社会。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不久就得了

重病。

他由于与这场案有牵连，不仅不允许考试了，连原来

的秀才身份也被革掉了。他本来就不善于持家，这回为了

营救老父亲，家里生活的重担又压在他身上，眼睁睁地看

着家里的财产和土地都没了，十分焦急，脾气更坏了，酒

也喝得更凶了，终于得了严重的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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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鲁迅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营救祖父、为

父亲治病，都需要钱，山穷水尽的他只好每天都去当铺，

把衣服或首饰送上比自己高一倍的柜台，在诬蔑中接过一

点可怜的钱，然后再到药房里，在和他一样高的柜台前，

给久病的父亲买药。

在家庭没落的凄凉气氛中，这种愁苦挣扎的滋味是难

受的，他不能不感到这人世的痛楚与冰冷。

这时的鲁迅已早早地告别了天真年代，无心与孩子们

一样嬉闹了。

摆在鲁迅面前的现实是如此严峻，他该何去何从呢？

他应该继续通过科举而走仕途吗？

家已经破落了，17 岁的鲁迅被迫去寻求新的路。
当时清政府还是科举取士，考八股文和试帖诗。读书

人可以参加“院试”、“乡试”和“会试”，最后取得进士

的功名，才能做官。他的祖父就是被这条路托起，又被这

条路摔进牢狱的。但鲁迅的家境，已不允许他走这条路了。

还有一条破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的道路，去学做生意

或学当“师爷”，这也是鲁迅不愿意的。

还有一条被世人称为异端的路，那就是学洋务，中国

自古认为“好男不当兵”，当时开的洋学堂有军事类的，不

收学费，每月还给津贴，这很适合鲁迅，但走这条路却要

被人笑话，被认为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了，受到加倍的奚

落和排斥。

但是鲁迅有一个小叔父在 1897 年考入了一个南京水师
学堂，给了鲁迅一些鼓舞，他并不是想学海军，只是由于

不收学费就能读书。他就决定去那里了。

走出这一步，受到了还被押在狱中的祖父的反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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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鲁迅兄弟学做应考的诗文，亲自评阅圈点，希望他们

能科场得意、官运亨通。母亲也为了儿子要离乡背井，不

走“正路”而心酸。

但鲁迅已义无反顾了，他写信告诉祖父：“欲往金陵，

已说妥。”措辞坚决。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变卖首饰，筹集

了 8 元路费。
1898年 5 月 1 日，鲁迅决定远走，告别了从小生活的

地方，也告别了苦乐参半的少年时代。家乡的河水，把他

送到上海，又乘船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离开朝夕相处的母

亲和弟弟，离开了故园，他开始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大约 7 天后，他来到了古老的南京城。
那一天正是震动中国的戊戌变法的前夜，再过 1 个多

月，即是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就要下诏“明定国是”，开
始维新运动了。

鲁迅来到江南水师学堂，这里是洋务派为了训练水兵

而建立的。鲁迅之所以会选择这里，是因为他的一个名叫

椒生的叔祖，在这里做管轮班的监督，是州县一级的官吏。

鲁迅一到南京，就先借住在这个叔祖家，称周椒生为庆爷

爷，他是周氏家庭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这位自己在水师学堂当官的叔祖，却对这种洋务学堂

极为蔑视，是个很保守顽固的人。他平时爱穿上面三分之

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绸的“接衫”，长长的两

色绸衫，肥肥的袖子，是忠于传统的大清官吏的打扮。他

还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净室里跪诵几遍《太上感

应篇》。

他觉得自己的本家侄孙，竟穷酸到付不起学费，未能

走科举的光宗耀祖的正路，而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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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的水兵实在很不体面，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

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就这样，他把“豫才”

改名为“树人”。鲁迅万万没想到，身在水师学堂的叔祖，

竟是这样瞧不起学习洋务。

但这个学堂并不是鲁迅梦想的那样，并不是不同于他

所见到过的“别样的人们”，学校里死水一般的生活乏味到

极点，一个星期有 4 天读英文，1 天读《左传》，1 天读汉
文。那些老先生们对于新知识一窍不通，对于新名词、新

概念总是望文生义，连“地球”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

这里的一切在鲁迅看来都充斥着毫无上进的气息，简

直是个混沌世界。

更让鲁迅不满的是，这个并非真正是衙门的学堂，却

偏偏还要摆着“令箭”，谁要是冒犯军令，甚至会有被杀头

的危险。

由于在这里鲁迅找不到别一样的人世间，这里和家乡

一样严酷、寒冷和黑暗，于是他离开了这里。

12 月，鲁迅又回到了家乡，由于家里的强烈要求，鲁
迅与弟弟周作人于本月 28 日参加了县试，这是鲁迅参加惟
一的一次科举考试。

没想到这惟一的一次却考中了，但由于四弟的病逝而

使鲁迅无心继续下去。鲁迅人生的这段小插曲反映了他当

时也曾在科举与进洋学堂之间徘徊，是年轻时代的矛盾与

烦忧。

但是他从家乡来到南京后，不想回到难以忍受的水师

学堂了，便转了学校。

鲁迅又来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打算在那

里学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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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进矿路学堂的时候，戊戌政变已遭到失败，但学

校读新书的风气日益浓厚。那时来了一个新派人物俞明震

当总办，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都看看《时务报》。考汉

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他出的是

《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迷惑地来问学生道：“华盛顿是

什么东西呀？”对于这位新总办，鲁迅始终怀有好感，后来

一直尊称他为“俞师”。

这个学堂里还设有阅报处，看《时务报》、《译文汇

编》，这些带着感情的文字、慷慨的言词，在他心中引起了

深深的共鸣。鲁迅觉得这里比水师学堂有意思多了。

有一个星期天，他又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诱人的境地。

这一天，他照例到城南一家书铺去，那里赫然摆着一

本《天演论》，就用 500 文钱买了回来。翻开一看，立即在
他眼前展现出一个闻所未闻的新鲜的思想境界。一口气读

下去，“物竞”出来了，“天择”也出来了。

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明白了强者才能生存，是大自然

的规律。我们的民族如果再按老一套方式，永远不能强大

起来，就要被淘汰。所以，努力学习一些先进的、新鲜的

事物，才能找到振兴中华之路。

鲁迅之所以学开矿，无非就是要运用自己的本领，多

挖一点煤，让国家富强起来，那该多好啊！

然而，学校的教员也没有这种本领，只会教学生抄书。

更糟糕的是教师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开矿，他们觉得这并

没有什么难处，把煤挖出来不就行了吗？因此学校把原来

聘请的开矿的技师辞退了，结果教矿务的老师竟连煤在哪

里也不甚了然起来。

而原先留下的矿井，挖出的煤也少得可怜，只能供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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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架矿井的抽水机之用，于是抽了水掘煤，掘了煤用于抽

水，结了一笔出入两清的账。

更让人心寒的是矿下的情景：矿洞漆黑、狭窄，积着

半尺深的污水；泛着绿荧荧的死光。一盏闪出阴凄凄火影

的矿灯，瑟瑟欲熄，几个矿工长年像鬼一样地工作着。洞

顶还在漏着，水滴一下一下地敲打着矿井里的积水。

这阴森森的图景令鲁迅感觉走到了黑暗无边的地狱之

口，这样幽灵似地挖那点可怜的煤，能挖出中国通向光明

的大道吗？

鲁迅在矿路学堂年龄最小，理解力却很强，读书也很

用功。每逢考试，他不临渴掘井，总是卷子交得早，成绩

十分优异。按照学校的规定，每月小考一次，凡是成绩优

秀的，就发一个三等奖章；积了几个三等的，换发一个二

等奖章；积了几个二等的，换发一个头等奖章。几个头等

奖章可换一个金质奖章。全班得到过这种金质奖章的，只

有鲁迅一人。鲁迅不爱虚荣，他把金质奖章变卖，用所得

的钱来买书，也买点心请大家大嚼一通。他总是抓紧时间，

孜孜不倦地追求新学问，学习为祖国效力的本领。

1902 年 1 月 27 日，鲁迅结束了这个使他了解自然科
学，也更多了解了贫弱祖国的学校生活。他的学习成绩很

好，获得了第一等第三名的毕业文凭。

然而这个成绩并不能使鲁迅感到满足，文凭证的一张

白纸有什么用呢？听了几年课，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

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毫无把握。

鲁迅在毕业时，凭着自己的诚实和对于祖国的责任感，

他感到茫然，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力量与本领可以贡献给祖

国，惟一的办法只有走出自己的国土，走出家乡。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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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造就真实的材，再回来救治贫穷的祖国。

恰逢此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根据清朝政府的指令要选

择一些学生到外国留学，鲁迅便趁此机会，东渡日本。

1902年 6月 24 日，鲁迅随总办俞明震，乘坐日轮“大
贞丸”号离开南京，这也是鲁迅青年时代二次追求的开端。

东渡扶桑

鲁迅先到达了日本的横滨，不久又转到了东京，半个

月后便进入了弘文学院学习，这时的鲁迅是兴奋的，也满

怀着希望。

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留学生之乡。1894
年，这个大清皇室的眼里小小的“弹丸之国”，竟打败了他

们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失败，让他们感到耻辱，而耻辱

又带给他们某种清醒，于是便派遣大批青年和官僚来到这

个用军舰证明了自己是先进之邦的国家。

弘文学院是为中国学生办的一所留日预备学校，来这

里的中国学生五花八门。多数是中国旧式文人，拖着长辫

子来到这里，怀抱各种各样的志愿。有的是为了在改革的

风潮中赶时髦，说不上什么抱负；有的确是想学点新的本

领，好回去挽救垂危的王朝；也有的是借此来玩一玩，镀

镀金，看看岛屿国家的风光。

这些留学生们生活得很舒适，在上野樱花开得烂漫的

时候，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在那里悠闲地赏玩。

他们本来拖着长辫子，现在因为留学生须戴制帽，便

把大辫子盘在头上，直顶得帽子高高耸起。也有散开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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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得平平的，摘下帽子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

一样。

鲁迅看到这种模样，从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反感。

但并不都是这样，也有一些留学生和非留学中国人胸

怀大志。有从事反清运动的革命者：如孙中山、章太炎、

邹容、梁启超等。他们的文字和宣传感染着鲁迅。

鲁迅用功地学习着日语，经常要学习到深夜才睡觉。

由于勤奋学习和资质过人，他的日语学得十分扎实，成绩

优异。这就为他汲取外国文化的有益营养，创造了有利条

件。他的日语水平，曾赢得日本友人的普遍好评，称赞他

是“能讲一口漂亮日本话”、“精通日语”的中国人。

鲁迅到东京的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正在

号召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很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都热

血沸腾，积极响应号召。

当时鲁迅是个积极上进的青年，敬仰著名的民主革命

先行者孙中山，爱读章太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诗

文。

他那个时候谈吐风趣，已经露出初步的文艺才能。那

时东京成城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入学须经清政府审查批准，

毕业回国后专为清政府效劳，因此保皇派很多，革命派很

少，他们常在东京的街上乱窜。鲁迅看了很生气，曾写过

一首宝塔诗讽刺他们：

兵

成城

大将军

威风凛凛

处处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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