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会馆诞生了 《狂人日记》

北京曾有明清时代的会馆几百
多个。 我在近几年的闲暇时， 曾陆
续走访了不下几十个会馆遗存。 而
绍兴会馆， 因为鲁迅在此居住了7年
而闻名， 也因此躲过了被拆迁的困
境。

1912年5月5日 ， 当时还是名不
见经传的外省青年周树人应民国教
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进京， 出任教育
部佥事， 落脚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
截胡同的绍兴会馆， 一住就是7年。
绍兴会馆建 于清道光六年 （ 1826
年）， 原名山阳、 会稽两邑会馆， 主
要招待山阴、 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
举人。

周树人来的时候， 科举制度已
废止， 会馆主要接待在京任职的官
员和同乡中的困难者 。 鲁迅在这里
的补树书屋里写下了 《狂人日记 》
《孔乙己》 《药》 《一件小事》 等著
名小说， 还有 《我之节烈观》 《我
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 等重要杂文 ，
以及27篇随感录和50多篇译作。

当时鲁迅初到北京时 ， 人生地
不熟， 在教育部挂着闲职， 终日生
活于苦闷与彷徨之中， 靠抄写残碑
拓片消磨时光。 这是他一生中最难
熬的 “蛰伏” 期。 1917年9月至1918
年5月， 钱玄同等人的多次造访， 给
周树人带来了希望。 钱玄同当时是
《新青年》 的编委之一， 他看到周树
人居所堆满了古碑抄本时， 责怪他
是在浪费生命， 并建议鲁迅开始写
作。 在钱玄同的唤醒下， 埋藏在鲁
迅心头的愤懑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
来。 1918年5月发表于 《新青年》 第
四卷的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 这篇
作品是周树人第一次使用 “鲁迅 ”
这一笔名。 从此， “鲁迅 ” 这个伟
大的名字， 在绍兴会馆诞生了， 这
无疑是划时代的贡献。

我那天到绍兴会馆时 ， 正好赶
上疫情还严重之时， 我走到这个会
馆门前， 除了门口立的牌子说明是
鲁迅故居之外， 根本看不出任何保
护迹象。 使劲敲开大门， 出来一位
30多岁的女人， 很不情愿地开了门，
我告知来意之后， 她只让我看几分
钟。 我使劲一看， 这个院落几乎都

是坍塌的房屋， 接近废墟， 只有一
处还能勉强住人。 看来这里的住户
全都搬走了。 故居原来的建筑， 几
乎荡然无存。

走出这个会馆， 我的情绪有点
低落。 难道这就是 “鲁迅” 的诞生
地 ？ 其实 ， 把这里重新修缮一下 ，
打造为鲁迅早期文学纪念馆， 或许
是不错的选择。

八道湾见证了不朽名作
《阿Q正传》 的横空出世

从1919年11月21日到1923年8月
2日， 将近四年， 鲁迅住在新街口公
用库八道湾11号。 关于八道湾 ， 据
说北京有多条重名的胡同， 而新街
口的八道湾， 却因为鲁迅在此居住
了4年而名闻一时。

这个地方我前后来过两次 ， 因
为在多年前的拆迁中， 这个胡同被
整体拆除， 并入了北京35中高中部。
而鲁迅与周作人故居没有被拆迁 ，
整体做了保留， 改为 “周氏兄弟旧
居” 保留在35中院内。

我来了两次， 都同保安说明情
况， 但就是不让进。 说这是学校管
辖的范围。 看来， 文物遗产如果作
为单位托管， 就成为了对公众束之
高阁的所在， 怕也起不到应有的作
用。 我走到35中的后面， 从围墙那
里， 看了一下鲁迅第二个故居的侧
影。 脑中想象着当年这个占地1300
平方米， 有着30多间房屋的四合院，
是一种怎样的车水马龙的情形。 这
里被后人号称现代文学第一会客厅，
当年举凡在北京有影响力的专家 、
学者、 作家都是这里的座上客。 而

此处四合院， 最多时期容纳了周家
十多人， 一度其乐融融。

鲁迅在这里的四年创作了包括
《故乡》 《阿Q正传》 《呐喊》 等在
内的经典作品， 还完成了 《中国小
说史略》 上卷。

1923年 ， 鲁迅就因为兄弟周作
人失和， 净身出户， 搬出了八道湾，
由此， 鲁迅作为周家的长子所期待
的全家大团圆的美梦也就此画上了
句号。

在砖塔胡同， 催生了名作
《祝福》

《祝福》 很多人都看过 ， 因为
曾多年收入中小学课本。 而 《祝福》
正是写在鲁迅居住的第三处故居砖
塔胡同。 这个胡同， 位于西四南大
街， 是北京胡同之根， 据说是北京
的第一条胡同， 建于元代。

这个胡同， 我也先后到过两次，
就是为了寻觅鲁迅故居。 第一次来
根本没有找到。 问了胡同里的行人，
都说不知道。 再说， 这里的老住户
都在前些年的拆迁中， 陆续搬走了，
对 胡 同 历 史 不 大 了 解 的 外 来 住
户 ， 显然不知道这里还曾是鲁迅
的故居 。

按照资料， 没有找到鲁迅居住
过的61号， 据别人介绍， 目前的84
号就是以前的61号。 我走到胡同的
另一端， 看到了手写的84号， 歪歪
斜斜， 几乎看不清楚。 大院都用围
挡遮住， 使劲往里面看 ， 是建好的
几个仿古的平房， 很是讲究， 不知
道是何人所建。 围挡处， 没有任何
“鲁迅故居” 的标牌， 显然这里已经

不是官方文物所在地。
不过， 也别小看了这9个月， 是

鲁迅开始接触到普通百姓生活的一
段时光， 他们的悲欢也真正开始介
入他的生活与思考。 平日鲁迅在北
京师范大学等校讲课 ， 晚间归家 ，
就在灯下漫笔。 著名的 《中国小说
史略》 下卷、 《祝福》 《在酒楼上》
《幸福的家庭》 《肥皂》 等作品， 就
在这里问世； 第一部小说集 《呐喊》
《中国小说史略》 上卷也在这一年里
印成。

因此 ， 这处鲁迅故居的消失 ，
其实也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阜成门三条成为鲁迅名篇
高产地

如今鲁迅在北京的故居最标准
的就是这处所在， 位于阜成门大街
与阜成门北街交口的阜成门内宫门
口二条19号， 是鲁迅1924-1926年在
北京的住所。 这里我也先后来过两
次， 把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仔细
地参观一遍。 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
思想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由于有了可人的新居 ， 生活又
开始有了规律， 鲁迅此时进入了创
作高峰， 在这里虽然仅仅两年， 却
写下了200多篇作品， 如 《华盖集 》
《续编华盖集》 《坟》 《野草》 《彷
徨》 等不朽作品， 印行了 《中国小
说史略》 《热风》 等著作， 同时还
主持编辑了 《语丝》 《莽原》 等周
刊杂志。

我在这个幽静的小院徜徉 ， 仿
佛看到了鲁迅在这里奋笔疾书的情
形。 而在旁边的鲁迅博物馆， 是在
这个小院旁边新建的一处博物馆 ，
于1956年10月19日正式开馆 。 占地
1000平方米 ， 馆藏文物 、 图书等藏
品7万余件， 其中国家一级文物759
件。 主要有鲁迅的手稿、 生平史料、
藏书、 藏画、 藏碑拓片、 藏友人信
札等文物藏品； 院内还有鲁迅书店，
是学习鲁迅、 研究鲁迅的重要阵地。

走在鲁迅当年在北京的四处故
居， 虽然故居命运都不尽相同 ， 好
在地理信息还在， 即使是破旧不堪
的绍兴会馆也犹存， 可以让更多的
的鲁迅爱好者瞻仰， 从中感受其作
品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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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资深出版人 、编审 、知
名时评人， 曾在多家出版机构担
任重要职务。 著有杂文集《楞客天
下 》《出版行旅———总编辑手记 》
等 7种 ， 在 100多家媒体刊发近
2000篇杂文、评论、散文等。 为北
京杂文学会会员， 至今仍笔耕不
辍。

主讲人介绍：

———寻访鲁迅在北京的四处故居
□主讲人：赵强 文/图

鲁迅故居之思很多人都知道鲁迅在北京曾经工作与生活14年， 也知道鲁迅在
北京的故居。 不过，鲁迅在北京的故居有多达四处。 很多人就不清楚
了。毫无疑问，鲁迅在北京14年，不但丰富了北京文化的底蕴，也在鲁
迅短暂的56年生命里，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页。

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年。 在此前后，我先后几次走访了鲁迅在
北京的四处故居，对这位文学巨匠的作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