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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叔与初版《鲁迅全集》（下）
! 金洪远

! ! ! !在具体运作中，采用预约券营
销模式，到大城市发售。每到一地，
就举行一次茶话会。邀请进步资本
家、各界开明人士乃至国民党要人
来参加，请他们签名购买预售书券。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国民党高层和
民主爱国人士，支持这一出书计划，
踊跃购书，使鲁迅全集的出版成为
可能，至少是加快了鲁迅全集出版
的进程。当时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也
在武汉，他为出售《鲁迅全集》预约
券举行了一次茶话会。第一个来签
到的是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
邵力子，他一进门就很动感情地说
“我实在对不起鲁迅先生”，因他在
宣传部长任内，曾不得不对鲁迅的
一些著作加以禁止或删削，但他又
是鲁迅先生的同乡与好友。他接着
说，我今天有事不能参加会，但我一
定为出版《鲁迅全集》尽一份力。说
罢，拿出!"""元钱，订购了!"部。在
邵力子的带动下，国民党官员也纷
纷认购，其中孙科一次性预购鲁迅
全集!"套。这样，在武汉一下子筹得
资金数万元，解决了很大问题。周恩
来同志当时在武汉主持八路军办事
处，他对《鲁迅全集》出版极为关心。
积极想方设法宣传推介，一次就预
售掉二三百部，获得了几万元钱。武
汉八路军办事处预定了许多部，其
中一部分是投寄到延安和辗转送达
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上海鲁迅
纪念馆乐融副馆长告诉笔者，现纪
念馆收藏的一套《鲁迅全集》，就是
当时在皖南新四军工作的革命前辈
夏征农捐赠给馆里收藏的。有了这
些来之不易的运作资金，出版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上海留守人员马上
购买纸张，开机印刷，为《鲁迅全集》
付印，按期出版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鲁迅生活工作的上海，预
购也出人预料的非常踊跃。由于普
及本是通过预订方式发售的，#元定
价属价廉物美，其时许多新文学作
家都预订了平装本的《鲁迅全集》，
以示学习和纪念。当时上海很多印
刷工人很敬仰鲁迅，虽然大批工人
失业，可一听说要出版《鲁迅全集》，
他们热情很高，主动降低印刷收费。
当时远在美国积极推动《鲁迅全集》
征订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闻之《鲁
迅全集》出版，特赋诗一首表达他的
喜悦心情：“满地荆棘满天云，前路
先生认得清，点起火把六百万，照人
创造到天明。”

《鲁迅全集》出版
后的影响
在日寇入侵、国民政府迁都重

庆、上海出现新闻出版控制缝隙的
情况下，许广平与鲁迅先生纪念委
员会当机立断，以民间的方式运作
出版全集。由上海复社接手编辑，所
用时间仅仅四个月。

这套全集出版后十余年间，在
解放区和国统区均被多次再版并很
快售罄。此外，!$%"年!"月延安解放
社还据“复社”版印制了刘雪苇编选
的《鲁迅论文选集》，翌年!"月又由新
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了姊妹篇《鲁
迅小说选集》。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周
年，许广平又据全集前十卷，以《鲁迅
三十年集》为书名，用鲁迅全集出版
社名义于!$%!年!"月出版，其后又不
断重版。据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
考证，全国解放前，“这部《全集》在上
海共印过四次，在大连印一次，总数
在九千五百部左右；《三十年集》的
印数也大致相同。”在国民政府公开
禁止和暗中破坏中，《鲁迅全集》和

著作一版再版，充分显示了鲁迅著
作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初版《鲁迅全集》第一次收编了

鲁迅先生所有的小说、散文、诗歌、
杂文、两地书、翻译作品，以及鲁迅
先生校辑的文史典籍和学术研究著
作。可以说，这部全集是当时内容最
全面的一部鲁迅先生著作总集，也
是我国出版史上一部规模恢宏、装
帧考究的稀世珍本。后来不同版本
的《鲁迅全集》《鲁迅选集》等等，基
本上都是在这部全集的基础上整
理、编辑的。可以说，这为以后鲁迅
著作的出版、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特别是通过《鲁迅全集》的出版
发行，广泛团结了全国各界抗日救
亡人士，凝聚了社会民众力量，使鲁
迅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促进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年版《鲁迅全集》非常珍
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年版《鲁迅全集》的整

理和编校人员，均为当时中国文化
界的知名人士，鲁迅生前好友，鲁迅
先生的学生以及许广平先生等。
二是蔡元培为!$&#年出版《鲁

迅全集》写了“鲁迅先生全集序”。他

对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
鲁迅的作品，包括著作、翻译、辑校
的古籍这三大方面，尤其是鲁迅对
新文学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再者，!$&#年版《鲁迅全集》现

已存世极少。!$&#年版《鲁迅全集》
的首次印刷分为平装普及本和纪念
本两种，共三种版本。新中国成立至
今，!$&#年版《鲁迅全集》除了极少
的馆藏和可能的个人收藏外，存世
量极为稀少。特别是纪念本，如今所
知道的仅有这么几套：一是大约在
!$&$年，毛泽东通过上海地下党得
到一套，编号为'#。二是许广平生前
送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一套，编
号为""!。三是鲁迅博物院藏一套，
编号为!(。"")号为潘汉年所有，这
套书曾为“潘案”档案封存，现存于
上海市档案馆。

!$&#年版《鲁迅全集》版本可谓
弥足珍贵。虽然《鲁迅全集》初版本
历经风风雨雨，但其权威性和含金
量并不因时光的流逝而磨灭。上世
纪*"年代，周恩来准备将其作为国
礼赠予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一套，
当时已觅不到!$&#年版《鲁迅全
集》，许广平先生得知后，从自己仅

存的几套中，主动捐献一套，这才解
决了难题。另据周海婴先生回忆，他
曾在胡风家中见到过一套，但未注意
过编号是多少。据悉，许广平生前曾珍
藏两套，其编号如今已无法查考了。
被国人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

生，他辛勤笔耕一生，为中华民族留
下了一座绚丽璀璨的文学宝库。不
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景仰，也受到中
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高
度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和初版

的《鲁迅全集》密不可分。到延安，毛
泽东收到《鲁迅全集》后，经常阅读
至深夜。毛泽东曾说：“我在延安，夜
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著名的“毛泽东!$%&年摄于延安窑
洞，书桌上放着三本《鲁迅全集》照
片”，就生动地记录下这一史实。这
套《鲁迅全集》，被毛泽东完整无缺
地从延安带过了黄河，带到了西柏
坡、香山，进了中南海。)"世纪五六
十年代，毛泽东总是把鲁迅先生的
著作放在床边，直到晚年病重，还在
随时翻阅。
作为初版《鲁迅全集》主要编辑

和校对者的王任叔，花费了大量的
精力和心血而功不可没。专家们给
他加了八个“家”的头衔，即诗人、小
说家、剧作家、杂文家、印尼史专家、
翻译家以及秘密工作者等，还被誉
为当时上海的“孤岛之星”和“先
锋”。新中国成立后，王任叔被任命
为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第一任大使，
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
长和党委书记等领导工作。在“文
革”中被迫害，于家乡宁波逝世。
!$($年，他的错案和冤案得到了平
反昭雪，著作也重新印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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