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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在淮海坊
参与编辑《鲁迅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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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景如画

1936年10月19日，文
学巨匠鲁迅先生在上海逝
世，当年11月，鲁迅夫人许
广平携子周海婴由大陆新
村迁居至现在的淮海中路
927弄（淮海坊）64号，直至
1948年移居北京。

寓居淮海坊之后，许广
平即着手整理、出版鲁迅著
作，1938年4月编成《集外集
拾遗》，6月辑成《译从补》，
600万字的20卷本《鲁迅全
集》也同期问世。

全力完成鲁迅遗愿
许广平，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祖籍广

东澄海。1917年，19岁的许广平就读天津直

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担任天津爱国同

志会会刊《醒世周刊》主编，并在周恩来领导

下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她考入北京女

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

1927年1月，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许广平任

助教和广州话翻译。同年10月，鲁迅与许广

平到上海，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

世。作为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十分清楚，鲁迅

作为中国左翼文化旗手，他的文稿具有强烈

的战斗性和重要的出版价值，当时的中国迫

切需要这样的精神食粮来唤起民众，坚持抗

战。许广平决心完成鲁迅所有文章的汇集、

整理和出版。随后，宋庆龄、蔡元培牵头成立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成员有沈钧儒、茅盾、

周建人等，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促成《鲁迅全

集》的编辑出版。然而，当时国民党对新闻出

版控制非常严格，报审艰难。许广平四处奔

走，寻求出版途径。1938年4月，在国民党政

府迁都重庆后，上海出现出版控制缝隙，许广

平与纪念委员会决定由刚成功出版《西行漫

记》的进步出版社——复社，以民间方式运作

出版《鲁迅全集》。

淮海坊里埋头工作
复社组成专职班子，集中在现在的淮海

坊64号一楼亭子间开展工作——胡愈之、张

宗麟总揽其成，编校由许广平、王任叔负责，

出版工作由黄幼雄、胡仲持负责，发行工作由

陈明负责，徐鹤管理排版，吴阿盛管理印刷，

陈熬生管理装订。所做工作大致有四类：一

是集稿，将鲁迅单行本之外的散佚者集中起

来；二是抄稿，对稿件进行抄录；三是编辑，参

照鲁迅生前为自己文集编的体例进行设计，

这一部分是全集出版工作的核心；四是校

对。编辑出版全集是一项浩大工程，蔡元培、

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当时也

参与到编辑工作中。

当时，许广平和周海婴住在淮海坊64号

二楼，使用面积为150平方米，二、三层亭子

间存放鲁迅的书籍，三层住着鲁迅的弟弟周

建人一家。为了防备搜查，鲁迅的手稿一度

藏在厨房墙角的煤堆里。淮海坊，原为霞飞

坊，砖木结构，1924年建造，是典型的新式里

弄建筑，建筑群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结

构明确，样式和规格统一。大面积整齐的双

坡屋面和统一的清水红砖墙面形成建筑群整

体特色。淮海坊64号坐北朝南，新式里弄建

筑，三层砖木结构，前面为天井。

1938年6月，仅仅用时4个月，600万字

的20卷《鲁迅全集》出版，由蔡元培作序，许

广平题跋，分为3种版本：

甲种纪念本为重磅道林纸

印封面，皮脊烫金装楠木

箱；乙种纪念本以重磅道

林纸印，封面红布烫金；普

及本用白报纸印，封面红

纸币脊。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位于陆家嘴中心绿地的吴昌硕纪念馆，

原宅主是靠运输和经商发家的商人陈桂春。

陈桂春宅建于1917年，占地约5亩，因为陈氏

祖先的发祥地在颍川（今河南登封一带），因

此这个宅院被命名为“颍川小筑”，在当时的

上海滩算是屈指可数的豪宅。

陈桂春祖籍福建长汀，父母早亡，生活贫

苦，由于勤奋聪明，在洋人的驳船上打工受到

赏识，后来自己经营驳船运输，以此发家。陈

桂春致富之后，成为上海滩名噪一时的风云

人物。他热心社会事业和公益活动，前来投

靠的亲友众多，为接待客人，才斥巨资在浦东

修建了宅院。

陈桂春宅是一座融东西方文化为一体的

庭院式住宅，楼上房间、卧室、书房、休息室采

用中国传统式装修；而楼下餐厅、茶室、卫生

间等装修、设备都是西式的。因厅堂雕梁画

栋，享有“浦东雕花楼”的美誉。

夏菁岑

位于松江石湖荡镇延寿寺内的李塔是一

座砖木结构的七级方塔，始建年代无从考证，

就连名字是“李塔”还是“礼塔”，现在也难以

确定。

李塔，又作礼塔。按清人所撰《李塔延寿

寺院记》的说法，李塔始建于唐朝初期，为唐

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李明出任苏州刺史时所

建，故以姓其塔。还有一种说法是，塔为曹王

李明所造，故名李塔。第三种说法是，塔名礼

塔，因塔中有一块碑名为《重建礼塔记》，只是

因“李”“礼”同音，故而致讹。

南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有僧人在

李塔边创建澄庵，此后于度宗咸淳年间

（1265—1274年），改澄庵为延寿寺。后人考

证，李塔的风格接近宋塔，且是先有塔而后有

寺，因此给塔的建造年代又增添了一重历史

考据的迷雾。

李塔为砖木结构，楼阁式，高40.94米，七

层四面，每面三间，正间设壸门。底层有廊，

塔身四角为莲幡纹石柱。底层设砖石阶梯，

二层以上则以木梯相连。各层砖身间加楠木

过梁，塔身各层嵌大小模印佛像砖。李塔曾

于明、清两代多次重修。1995年的修缮中，

李塔地宫内出土铸铁鎏金阿育王塔、银舍利

塔、银佛像、水晶杯等宋、元、明时期文物70

余件。

1985年7月18日，李塔被公布为松江县

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27日被列为上海

市文物保护单位。

沈琦华

松江李塔
身世成谜

陈桂春宅
雕梁画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