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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鲁迅的第一部创作小说集，《呐喊》收录于

迄今为止出版的不同版本《鲁迅全集》之中。但各版

本《鲁迅全集》对《呐喊》的文本进行了相异的处理，

体现在校勘、标点和注释之上。对《鲁迅全集》收录

的《呐喊》的编校注释，既彰显出当代中国出版史的

若干问题，又折射出鲁迅作品出版的历史变迁。本

文纵向考察迄今出版的各版本《鲁迅全集》——1938
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①，以及作为过

渡形态的“征求意见本”——对《呐喊》的不同处理，

借此展现60余年间《鲁迅全集》语境中《呐喊》文本和

注释形态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编辑理念的调整。

一、1938年版

最早出版的《鲁迅全集》(20卷本)，1938年由“鲁

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复社发行，《呐喊》与《坟》

《野草》并收于第一卷。该版《鲁迅全集》收录文学创

作、学术著作、辑校古籍和翻译，总计约 600万字，不

包括日记和《两地书》以外的书信。这一编辑思路源

于鲁迅为编纂“三十年集”而手定的著述目录二纸。

第一纸目录中，《呐喊》与《坟》《野草》同卷，列在“人

海杂言”主题之下。第二纸目录中，则与《坟》同卷②。

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一卷依照第一纸目录的编排

方式。1923年 8月，《呐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

收录小说15篇。至1930年北新书局印行第13版时，

鲁迅抽去《不周山》，保留其余14篇。《呐喊》收录的小

说，至此不复增减。1938年版《鲁迅全集》即以 14篇
本为底本，略加校勘而收录。

在文本方面，《呐喊》初版本误字极少，第13版则

误字较多，鲁迅遗稿中有手书《呐喊正误》二纸，共改

正文字误植 45处③。部分误字在 1938年版《鲁迅全

集》中未予订正。如《药》，初版本作“都埋着死刑和

瘐
·

毙的人”，1938年版作“都埋着死刑和瘦
·

毙的人”；

又如《社戏》，初版本作“你们这班
·

小鬼”，1938年版作

“你们这般
·

小鬼”；均延续了第 13版的误字。1938年
版对《呐喊》文本也做了修订。如《阿Q正传》，初版

本作“阿Q也照例
·

的下了跪”，第 13版误作“阿Q也照

的下了跪”，1938年版据初版本订正。又如《药》，初

版本和第 13版均误作“一贬
·

眼”，1938年版订正为

“一眨
·

眼”。

1938年版《鲁迅全集》在抗战全面爆发的背景

下，鲁迅的亲友同人克复时局动荡、人力和资金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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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困难，于上海“孤岛”惨淡经营，在很短的时

间内奉献出一部内容丰富、印刷精美的《鲁迅全

集》，实属难能可贵。《呐喊》也得以第一次收录于

《鲁迅全集》。

二、1958年版

1958年版《鲁迅全集》(10卷本)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首次出版《鲁迅全集》。由冯雪峰主持，参

与者有王士菁、杨霁云、林辰、孙用四人。1951年春，

冯雪峰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次

年将设于上海的“鲁迅著作编刊社”迁至北京，调整

为“鲁迅著作编辑室”，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下属

机构④。这部《鲁迅全集》于 1956年出版第一、二卷，

至 1958年出齐全部 10卷，因此通称 1958年版。与

1938年版《鲁迅全集》不同，1958年版只收录鲁迅的

原创作品和部分书信，不包括日记，辑校古籍和翻译

则另行出版⑤。为促进鲁迅作品的普及，1958年版增

加了 5800余条、约 54万字的注释。这在《鲁迅全集》

出版史上具有开创性。

《呐喊》收录于 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一卷，与

《坟》《热风》并卷，且置于卷首。《野草》则编入第二

卷。《呐喊》仍据 14篇本收录，校勘“是依照作者亲自

编校过的版本，同时参照各篇最初发表时的杂志和

报纸”⑥，对文本做了更为细致的修订，纠正了第 13
版和 1938年版的误植。如《阿Q正传》中“只站在洞

·
外接东西”，1938年版延续第 13版，误作“只站在门

·
外接东西”；又如《社戏》中“也

·
有他的风致”，1938年

版延续第 13版，误作“他
·

有他的风致”；1958年版据

原刊和初版本予以订正。

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突出特点是对鲁迅作品

的注释。其中《呐喊》注释共 91条(含《自序》和 14篇
小说)。除《自序》外，每篇小说的第一条注释介绍最

初发表的情况，并借助鲁迅的相关文本和言论对小

说主题略作阐释，具有题解的作用。其余注释则“对

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

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

出处等等，尽可能一一加以注释疏证”⑦。注释以描

述为主，少做评判，文字简略，意识形态色彩也不甚

显明。唯《自序》注释中的《新青年》条目，内容较为

详尽，强调“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从

1918年 1月起任该刊编辑委员，是该刊的一个最重

要领导者”⑧，并指出：

同时，该刊对于鲁迅也极为重要，如他在本书

的《自序》中所说，他开始创作活动，主要地就是由

于该刊所发难的文化革命运动的鼓舞；他在“五

四”时期的辉煌战斗，也是从他参加了该刊的战斗

开始的。在本书的《自序》和后来的《自选集自序》

中，鲁迅又说，他当时为了文化革命的任务而从事

创作，还曾经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和该刊的战斗步

调相一致。⑨

这条注释未提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青年》同

人，对陈独秀也仅仅介绍了其主编身份，而着力突

出李大钊的地位和意义，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

整体尚属客观公正，无虚假矫饰之处。对鲁迅在新

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有所褒奖，但并未突出其“唯一

性”，掩盖《新青年》及其同人的历史功绩。此外，

1958年版注释对孔子等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较为客

观公允。

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也有悬而未决之

处。如对《一件小事》原刊之处的注释：“本篇最初可

能发表于 1920年 7月的北京《晨报》，因为一时还未

找到这一时期的该报，所以未能确定。”⑩但避免言之

凿凿，体现出全集编注者诚实严谨的态度。总之，

1958年版的注释在《鲁迅全集》出版史上具有明显的

开创性，但注释和质与量仍有较大的开拓空间。特

别是冯雪峰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不再主持《鲁迅

全集》的出版工作，使全集后几卷的编校注释受到了

较大影响，一些重要的文本未能收录于全集(如大部

分书信)，注释也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甚至歪

曲了事实，造成了不良影响。

三、“征求意见本”

1971年，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提出重

版鲁迅著作的想法，在此后的数年间历经波折，终于

促成新版《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的启动，并从 1975年
底开始，陆续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编注出版鲁迅作

品的“征求意见本”，对 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

予以修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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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本”的编注工作始于“文革”后期，调

动全国 20余所高校的研究力量，以每种作品集为单

位，修订文本，补充注释。据统计，先后有近200人参

加了注释工作。参与者之多，工作量之大，在《鲁迅

全集》出版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为体现“三结合”，各

高校和研究单位纷纷联合工厂、部队、公社及商店等

组成注释组。《呐喊》“征求意见本”的注释者署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 51101部队理论组”，实际工作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承担。“征求意见

本”的一大特色是为鲁迅的每篇作品都撰写了题解，

旨在阐明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思想主题。《呐喊》“征求

意见本”共有题解 15篇，除 14篇小说外，《自序》一篇

的题解既涉及该文，又涵盖全书。《呐喊》“征求意见

本”编注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刊印于 1976年 3月
(内部发行)，因此题解和注释均留存着较为鲜明的

时代印痕。如《自序》题解：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

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

军。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

支文化生力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向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反动腐朽的旧思想

旧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使文化领域从思想到形

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

迅则始终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以文艺为武器，对黑

暗的封建制度和吃人的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而深刻

的抨击，他的光辉的战斗实践，代表了“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方向。收在《呐喊》里的作品，是他在这一时

期的重要战果，它显示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辉煌

的战斗实绩。

题解对《呐喊》创作背景和思想主题的概括，完全符

合“文革”时期的官方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努

力展现“批孔”的时代风潮。《狂人日记》题解强调作

品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封建的白话小

说。……作品通过‘狂人’的自叙，形象而深刻地揭

露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孔孟之道的

‘吃人’本质”。《孔乙己》题解指出“这是作者在‘五

四’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的第二篇猛烈抨击封

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小说。它以简练生动的笔墨，

通过孔乙己这个备受科举制度摧残以至成了它的牺

牲品的旧时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有力地揭露和控

诉了腐朽的封建教育、科举制度和以孔孟之道为代

表的旧思想、旧文化所造成的罪恶。作者对孔乙己

的被侮辱被损害的遭遇寄以一定的同情，但对他恪

守儒家教条、麻木不仁、好吃懒做而又至死不悟的可

鄙性格作了深刻的批判和讽刺，与此同时，对丁举人

一类地主阶级尊孔派的冷酷暴虐也给予了应有的揭

露和鞭挞”。《阿Q正传》题解认为“阿Q是旧民主革

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典型。……这说明封建制度和反

动的孔孟之道的摧残和毒害，是造成阿Q愚昧落后

的根本原因。作者在同情阿Q的不幸的同时，对他

的缺点也作了严肃的批判，目的正是要‘使人民群众

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

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引用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论断，实现对题解思想主

题的进一步升华。其余诸篇的题解也大体如此，力

图对小说主题予以定性分析，提供符合时代主流话

语的标准阐释。

在文本方面，《呐喊》“征求意见本”与 1958年版

大体相同，但也有重要的修改。如《白光》中“他躺
·

在

远处的檐下的阴影里”，初版本、第 13版、1938年版

和 1958年版均如此，“征求意见本”据原刊本修正为

“他躲
·

在远处的檐下的阴影里”，“躲在”较之“躺在”

更为合理，“躺”当为误字。编注者将主要精力用于

注释的修改和补充。《呐喊》“征求意见本”共有注释

272条(不包括 15篇题解)，较之 1958年版，数量有明

显增加。编注者意在通过注释帮助普通读者克复阅

读鲁迅著作的困难，甚至不避琐屑，对一些非关历史

文化常识的用词也加以注释，个别生僻字还标注汉

语拼音和同音字。对1958年版中不够准确完备的注

释，“征求意见本”加以完善。如《一件小事》题解指

出“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晨报周

年纪念增刊》”，补充了 1958年版未能查到的原刊

信息。对《狂人日记》中“本草什么”的注释，1958年
版作“指《本草纲目》，这是中国一部研究药物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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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书，共 52卷，明朝李时珍(1518—1593)著”。“征

求意见本”则修订为：“指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

(1518—1593)编著的研究药物的著作《本草纲目》。

该书曾转引了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用人肉治痨

病的记载，并作了批判。这里说李时珍的书‘明明写

着人肉可以煎吃’，是‘狂人’的‘记中语误’。”“征求

意见本”的修订，一方面丰富了注释的内容，弥补了

1958年版注释过于简略，语焉不详之不足，“狂人”说

李时珍的书“写着人肉可以煎吃”，确属误记，应予更

正。另一方面强调李时珍对“人肉治痨病”的批判，

意在维护其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光辉形象，编注者

的价值立场得以微妙地呈现。此外，不同于 1958年
版注释的平实内敛，“征求意见本”的注释体现出强

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浓郁的感情色彩，如《自序》注

释中的“问题与主义”条目：

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

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一次论战。一九一九年七

月，资产阶级代表胡适在《每周评论》三十一号上发

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恶毒

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实用

主义，妄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的

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曾对这种反动谬论进行了反

击。经过这场论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加扩大，新

文化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将“问题与主义”之争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

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论战，同时对胡适不吝

批判之词，固然彰显时代色彩，而对李大钊的评价

也措辞谨慎，明显有所保留。《自序》注释中的《新青

年》条目则一改1958年版的详细丰赡，内容有大幅压

缩，不仅陈独秀、瞿秋白不被提及，1958年版同一条

注释中高度评价的李大钊，也不见踪影。《呐喊》“征

求意见本”注释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干扰，从中可见

一斑。

《呐喊》“征求意见本”注释数量众多，其中颇多

单纯解释词义的注释，如《狂人日记》中的“纳罕”

“枷”“首肯”“诅咒”，《孔乙己》中的“颓唐”，《药》中的

“悚然”，《头发的故事》中的“乖张”“造物”，《风波》中

的“遗老”，《阿Q正传》中的“郡望”“口讷”“托庇”，等

等，“征求意见本”主要面向以工农兵为代表的普通

读者，意在普及鲁迅作品，扫除阅读障碍，因此对字

音和词义的注释颇为用力，成为一大特色。总之，

“征求意见本”作为 1958和 1981年版《鲁迅全集》之

间的过渡性文本，为后者的编注奠定了基础。

四、1981年版

“征求意见本”的印行，居于 1958和 1981年版

《鲁迅全集》之间，是对后者的准备。在此基础上，人

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力量，对鲁迅作品及其注释进行

了新的修订，于纪念鲁迅诞辰百年的 1981年出版了

16卷本《鲁迅全集》。该版全集收录鲁迅的原创作

品和当时搜集到的全部书信，日记则第一次进入全

集。虽然仍不囊括辑校古籍和翻译，但鲁迅为其撰

写的序跋则收入全集，分别以《古籍序跋集》和《译

文序跋集》为名，编入第十卷。《集外集》《集外集拾

遗》以外的佚文，则编为《集外集拾遗补编》，作为第

八卷。收录作品较为完备是 1981年版的一大特色，

不仅补收了大量佚文，而且努力保持鲁迅作品的原

貌。注释则在充分吸收此前出版的两种注释本优

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总数达 23000余条，240万
字左右，较 1958年版增加三倍以上。但相对于

“征求意见本”而言，注释数量有明显减少。《呐喊》

编入 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一卷，仍与《坟》《热风》

并卷，排序位居卷末。《呐喊》注释总数为 154条，较

之“征求意见本”删减近半。突出的变化是，不再通

过注释解释词义，对一些可注可不注的历史知识，

也不再加注。如前述“纳罕”“托庇”等注释，1981年
版均予以删除。数量最多的《阿Q正传》注释由 99条
减少至53条。注释数量虽有减少，却能避免繁冗，更

为精炼切实。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原则如下：

(1)以 1958年版《全集》的注释为基础，吸收“征

求意见本”的新成果；(2)明确以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

为对象；(3)不作“题解”(“征求意见本”对每篇作品

都作了包括作品的时代背景、主题思想等的题解)；
(4)强调科学性、准确性和稳定性，对某些历史问题必

须做到公正、客观，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注释科学性与客观性的关注，在编注者中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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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仍以《自序》一篇注释中的《新青年》条目为

例，由于同卷《坟·我之节烈观》一篇中对《新青年》已

作注释，为避免重复，《自序》注释作“‘五四’时期倡

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参看

本卷第 126页注[5]”。同卷第 126页注[5]《新青年》

条目作：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

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

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

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

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

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

辑会议。

这则注释的撰写，摒除了意识形态倾向带来的价值

判断，仅陈述客观事实，对人物的历史功绩，也不

作任何取舍和褒贬，这体现出 1981年版编注者的

理念和追求。然而仍未恢复有关瞿秋白的内容，略

显遗憾。

据李文兵统计，1981年版《鲁迅全集》前六卷改

正原文的错漏总计达一千余处，其余各卷修改之

处更多。《呐喊》的文本也得到了更为细致的校

勘，此前部分版本《鲁迅全集》编校时出现的错误

得以纠正。如《阿 Q正传》原刊和初版本作“阿 Q
也照例的下了跪”，第 13版误作“阿 Q也照的下了

跪”，1938年版据初版本订正，但 1958年版又改为

“阿 Q也照例下了跪”，1981年版恢复了原刊和初

版本的文本形态。小说中的前一句是“上面还坐

着照例的光头老头子”，因此作“阿 Q也照例的下

了跪”更为准确。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质量和注释水平均

属上乘。

五、2005年版

时隔 20年，《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于 2001
年再次启动，经过学者和编辑近四年的辛勤耕耘，新

版《鲁迅全集》(18卷)于 2005年正式出版。该版全集

收录鲁迅的原创作品和书信、日记，删除了《惜花四

律》等著作权存在争议的文本，补充了1981年版印行

后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和书信，分别编入《集外集拾遗

补编》和《书信》卷，此外还收录了《两地书》原信和

《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

注释，仍遵循 1981年版的方针：“即以具有中等文化

程度的读者为主要对象，这些读者能够阅读鲁迅著

作，在文字读解上没有障碍，但对作品涉及的历史文

化背景不甚了解，需要注释来帮助理解作品的内容；

注释的任务是提供相关的背景资料和相关的知识，

帮助读者自主地理解鲁迅的作品。”2005年版《鲁迅

全集》新增注释 1500余条。其中《呐喊》有注释 153
条，较之 1981年版略少，并对 1981年版的部分注释

加以修订。承担第一卷编校工作的是北京大学教授

孙玉石。

2005年版注释数量不多，但内容却更为丰富。

除知识性的条目外，补充了鲁迅小说原刊时的附记。

这些附记在小说集出版时均删去，保存在注释中，是

合理的做法。同时，鲁迅在编辑《呐喊》时，在小说结

尾处补充了创作时间。由于记忆有误，补充的创作

时间时有错误。2005年版通过注释加以说明，指出

了准确的创作时间。对注释中引用的古籍，也做出

了校正。可见，2005年版注释的信息量有所扩大，

准确性也有所提升。在文本方面，编注者对小说原

刊本、初版本和各版全集进行了汇校，以求择善而

从。如《社戏》1981年版作“模糊在远外的月夜中”，

“外”为误字，2005年版据原刊本和初版本订正为“模

糊在远处的月夜中”。

总之，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呐喊》的编校注

释较之以往各版全集又有新的改进。

综上可知，历经 1938年版、1958年版、1976年
“征求意见本”、1981年版和 2005年版，《鲁迅全集》

中《呐喊》的编校质量和注释水平不断提升，凝结着

几代人的心血。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距今

已 18年。18年间，相关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指出全

集编校注释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对《呐喊》收录于

《鲁迅全集》的过程稍加梳理，意在促进全集编校质

量和注释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期待借助全集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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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修订，奉献给广大读者兼具权威性、科学性和普及

性的《呐喊》文本及其注释，使《鲁迅全集》成为举世

公认的善本。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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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7卷本 )和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出版的《鲁迅大全

集》(33卷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出版的《鲁迅全

集》(20卷本 )是对 1938年版的重排，因此也不纳入本文的

论述范围。

②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 20
卷)，上海：复社，1938年版，第 647-649页。相关分析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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