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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上海的故事说给你听

2021年正值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逝世85周年。作为“海

派文化发祥地”、“先进文化策源地”和“文化名人聚集地”，虹

口曾经居住过大批文化名人。鲁迅最后十年就生活在虹口，鲁

迅的众多作品在虹口诞生，虹口也是鲁迅最后的安息之地。此

外，鲁迅还在复旦大学做过两次演讲。

记者 刘昕璐

今年纪念鲁迅主题活动通过

进一步深挖鲁迅先生与虹口的红

色历史资源，再现鲁迅在虹口生活

和战斗的足迹，让市民群众看到一

个更真实的鲁迅，共同感知实践鲁

迅精神。

据了解，自2018年起，虹口区

组织各方专家学者对鲁迅先生在

虹口的生活轨迹进行研究论证，串

联起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

村、左联会址纪念馆、内山书店旧

址、多伦路文化空间等6处与鲁迅

先生关联密切的点位场所，并布设

地砖、介绍牌等标识系统，于2019
年第二届鲁迅文化周期间正式推

出，成为弘扬鲁迅精神的全新红

色文化地标。两年以来，“鲁迅小

道”先后推出“循声探秘·鲁迅”城

市漫游剧、“鲁迅小道”手游、“鲁迅

小道”墙面艺术彩绘等延伸和补

充产品。

此次，在原有“鲁迅小道”基

础上，新增“木刻讲习所旧址”陈

列馆，打造“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

书局”，拟在四川北路邮局推出“鲁

迅主题文化邮局”，将原有“鲁迅小

道”6处空间扩展到9处，这9处空间

都将成为展现真实的鲁迅、弘扬鲁

迅精神的载体。

“鲁迅小道”还同步对原有

标 识系统进行 升级改造，推出

“中、英、日”三语的线上浏览系

统，增设指示性标识，提升“鲁迅

小道”的路面装饰性和公众行走

体验，让“鲁迅小道”成为感受鲁迅

先生的城市文化景观。

陈望道与鲁迅曾是左翼文化运动的

亲密战友。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

离开广州，抵达上海。10月8日，迁入景云里

居住。从此，他们开始了在上海十年的战

斗生涯。大革命失败，上海大学被查封，陈

望道也处于相对困难时期。他一边在复

旦教书，一边与友人致力于筹建大江书

铺，出版进步书籍，推动左翼文化运动。大

江书铺与景云里离得很近，两人交谈十分

方便。对于陈望道从事的一些活动，鲁迅

都给予全力支持，给困难中的陈望道以极

大鼓舞。这其中就有鲁迅两次应邀到复

旦演讲，值得一说。

1927年11月2日下午2时，鲁迅第一次

到复旦演讲。萧立在《鲁迅之所谓“革命

文学”》一文中，全文引录了鲁迅的这次演

讲，刊于1928年5月9日上海《新闻报》副刊

《学海》。

鲁迅演讲说，人生活在这“文明进

化”的时代，物质进步“神乎其神”，而人的

思想往往不能“由时而转移”。所以，“要

救文学的弊病，必须要将人的思想改革一

下。”他以法朗士的小说《泰绮思》女主角

为例，说明“一个在少年极恶的歌妓，到

老就变成极善的善人；一个在少年极善的

基督教徒，到老就变成极恶的罪人。推而

至于文学，亦是如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

文学，不必要拘于题目而做，要照自己心

中要说的说，说出的东西才是不死的。”又

举俄国、波斯、荷兰等国文学家为例，“他

们在未革命以前，以革命为神圣的，应

当的；不知达到了目的，每餐只有两块面

包，倒不如前日的生活舒服，所以他们垂

头丧气的漂泊在异乡。”总之，改良文学的

要点，一要讲“那种人讲的话”，二则“革命

后要继续努力改革”。

半年以后，鲁迅第二次来复旦讲

演。讲演稿已佚。但鲁迅在一九三〇年

《〈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里

提到了这次演讲的内容。他说，“欧洲的

有一些‘文明人’，以为蛮族的杀害婴孩和

老人，是因为残忍野蛮，没有人心之故，但

现在的实地考察的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其

错误了：他们的杀害，是因为食物所逼，强

敌所逼，出于万不得已，两相比较，与其委

给虎狼，委之敌手，倒不如自己杀了去较

为妥当的缘故。所以这杀害里，仍有‘爱’

存。……西洋教士，常说中国人‘溺女’‘溺

婴’，是由于残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谬，其

实，他们是因为万不得已：穷。”尖锐地驳

斥了那些欧洲“文明人”和“西洋教士”的

谬论，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寄予了深切的

同情。鲁迅的演讲极有声势；语言质直而

朴素，幽默而活泼，辛辣地痛斥了当时的

黑暗势力。

陈望道在《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段回

忆》中谈到这次演讲，“每当他讲到得意

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

笑，那满屋的大笑声震荡了黑暗势力的神

经，给复旦和实验中学的广大师生以有力

的声援和激励。”

两次演讲之后，两人交往更 加频

繁。1928年5月至1930年5月，鲁迅日记中记

载的同陈望道往来多达二十余则。内容大

多涉及筹办大江书铺、发行《大江月刊》

及编辑《文艺理论小丛书》等事宜。在鲁

迅等的支持下，大江书铺于1928年下半年

正式开业。它以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

思主义、介绍科学的文艺理论为特点活跃

在上海书界，成为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一

个重要据点。

国庆前，“中国好书”作者、党史专家李颖

最新力作《红色圣地百年路：青少年学党史》作

为一部专门写给青少年学党史的重点主题出版

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重磅推出。

作为一本写给青少年的党史通俗读

物，出版社专门打造了全新漫画IP新时代小

向导大眼福星。

在书中，大眼福星同青少年朋友们一

起，跟随总书记的脚步，探访35个（组）重要

党史纪念地，生动讲述红色圣地背后的故

事，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新发展新变化。

全书以漫画、连环画、历史图片、现代图

片等各类图照，立体呈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

历程和“红色足迹”，向青少年讲明白中国共

产党是怎么走过来的，揭示“走得再远都不

能忘记来时的路”。本书既有历史感、现场

感，又有趣味性，是一本适合青少年阅读的

党史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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