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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家族后人筹建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室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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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作人的女儿周静子利用周氏家族的各种社会关系(向叔叔周建人曾经工作过的商务印书馆及其任副署长

时全国出版总署下属的各个出版社写信求购书刊资料&协助丈夫杨永芳教授建成了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同年&与图书馆

界关系非常密切的周作人受中国文联及北京市政协委托来西安参观考察)在周静子筹建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室期间&关于

周作人是否与生活在西北大学(多年未谋面的女儿周静子见了面&众说纷纭&亟待考辨)

关键词!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周作人!周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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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名校西北大学&不仅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毕

业生&而且有许多著名人物在此工作(执教和生活

过)鲁迅先生曾于
#F!E

年来此讲学!张学良将军于

#F%$

年在西北大学大礼堂曾接见要求抗日的东北

大学学生!罗章龙在党内路线斗争失败后由陈果夫

介绍来西北大学任教若干年!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张伯声教授在此执教多年!军统特工首脑

戴笠分别于
#FE#

年和
#FE!

年来到西北大学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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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对男女特工训话两次)周作人的女儿周静子也

曾随丈夫杨永芳教授在西北大学生活过
%"

余年&尤

其是在协助杨永芳教授组建数学系资料室时&作为

"无名英雄#做出了重要贡献)

#F@$

年&周作人曾受

中国文联和北京市政协委托&到西安进行参观考察&

他是否与分别
#$

年的女儿周静子见过面&是一个有

待求证的历史谜团)

一"周静子协助杨永芳组建西北大学数

学系资料室

#一$周氏家族与图书馆及资料工作的不解之缘

周氏家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家族&周

氏三兄弟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的影响均很

大&同时他们又与图书馆及资料工作有着不解之缘)

鲁迅与图书馆的关系妇孺皆知&不必多言)周作人

曾被蔡元培校长聘请为北京大学"校图书委员会委

员#&抗战时期&当过北京大学图书馆"伪馆长#&对保

护校产及图书资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戴上了

"抹不去的耻名222文化汉奸#的帽子)周作人的大

儿子周丰一也长期在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

馆%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周作人的女儿周静

子为其夫杨永芳主任&在筹集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

室时&利用了周氏家族的影响及各种社会关系&发挥

了很大作用)

#二$解放初期的周世家族状况

全国解放后&周作人由于历史上做过"伪馆长#

的原因&作为"被管制分子#长期生活在北京&以翻译

书籍及写作维持生活&但必须用"周启明#等笔名)

周恩来总理暗示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等领导同志对其

给予一定关照)

周建人在解放前夕赴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

解放后&考虑到周建人长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及个人意见&周建人担任了国家

出版总署副署长&后又担任了高教部副部长&长期兼

任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去世前职务

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周静子与丈夫杨永芳教授&于全面抗战开始后

撤到了在陕西城固组成的"西北联合大学#&学校后

复名为"国立西北大学#&杨永芳在数学系任教)

#FE$

年学校由城固县迁回到西安市&即今西北大学

太白校区222原张学良将军创办的"东北大学#校

址(国民党培训抗战军官及训练军统特工的"西北战

时干部训练$四%团#原址)周静子又随丈夫杨永芳

教授在西安的西北大学工作生活多年)

周作人与周建人同时工作生活在北京&但因身

份及政治原因&兄弟俩仅见过两次面)周作人与在

西安的女儿周静子因战争及政治原因&许多年未曾

谋面)解放后不久&全国先后开展了镇压反革命(三

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肃反等运动&这对有日

本国籍关系及血缘关系的周氏家族来说是一个猛烈

的冲击&使得亲兄弟与亲生父女难得见面)

#三$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对图书资料工作的

重视

#F@"

年
$

月&受政务院$后称国务院%周恩来总

理签名委任&著名教育家(史学家侯外庐教授出任西

北大学校长&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侯外庐非常关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及资料室工作的

开展&他"面对学校图书馆场地小(藏书数量少等现

状&因时因地制宜&推出诸多建设举措&使学校图书

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

#

.

)侯外庐校长针对各系资

料室工作的筹建做了如下指示'第一&在本校图书馆

尚未能完成其应有之设备前&为谋书籍之流通&各系

分别成立图书室&诚为因时制宜之良法!第二&各系

参考书籍&在合于下列各款情况时应向图书馆提出

成立各系图书室&各系已有图书室之设备&图书室有

管理人员&图书馆阅览室尚未容纳在校学生的四分

之一)杨永芳教授当时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受侯

外庐校长的影响及自身的学术要求与数学系的建设

发展之需要&产生了组建数学系资料室的想法)

#四$周静子对西北大学资料建设的贡献与周氏

家族的作为

"杨永芳&河北安国人&

#F%#

年入$日本%仙台东

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历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

学(台湾师院(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曾任西北大学

校务委员会委员(数$学%系主任&他很重视资料室的

建设&

@"

年代初&数学系仅有可供参阅的
!D

本书

刊&他以身作则捐赠图书&派人赴京学习参观建设资

料室的经验&使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在
@"

年代初

便初具规模&成为全国各大学资料最丰富的资料室

之一&期刊藏量在西北地区最全)#

-

!

.

#VD?#VV

#F@$

年&

周静子协助丈夫杨永芳主任组建了"数学系资料

室#&并捐书给中文系"鲁迅研究室#)周静子首先将

家中所收藏的有关书籍捐献给了数学系资料室&另

又依靠周氏家族的影响与社会关系&先后致信给上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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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商务印书馆及上海几个书店$叔叔周建人工作过

的地方%(在北京的父亲周作人(在北京的伯父鲁迅

的生前好友(在上海的伯父鲁迅生前的好友(在浙江

绍兴老家的有关亲朋&四处购买及接受赠送的有关

书刊资料&以加强资料室的文献资源建设&并将有关

伯父鲁迅及父亲周作人$笔名周启明%等撰写的书籍

及有关鲁迅研究的资料捐献给了中文系"鲁迅研究

室#)

周静子首先给叔叔周建人工作过的上海商务印

书馆及开明书店等几个书店写信&托叔叔当年的同

事&征集有关书籍&周建人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及几

个书店工作过很多年&是通过胡适先生帮忙去的上

海商务印书馆)"最好的选择是离开八道湾)他请

大哥和二哥赶紧帮他找工作)二哥请胡适帮忙)

V

月
#V

日&胡适致信周作人说'"你的兄弟建人的事&

商务馆已答应他来帮忙&但月薪只有
$"

元&不太少

否3 如他愿就此事&请他即来)+这工作就是在上海

商务印书馆做校对)#

-

%

.

FV

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很多是周建人的好

友&他们将本馆出版的库存单一样书0盖世对数表

附用法1$图
#

%寄给了周静子&又通过"同行关系#在

图
#

其他出版社帮着筹集了一些数学方面的书刊)另

外&周静子又向时任全国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叔叔周

建人写信&求得在其下属的各出版社(期刊$杂志%编

辑部购置书刊&向国外有关出版(编辑部门征集求购

有关图书(期刊资料&以组建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

室)全国解放后&周建人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

副署长&"毛泽东原本要任命他为北京市教育局长

的&后来了解到他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熟悉出版工

作&就派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副署长#

-

%

.

%V%

)

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室经杨永芳主任的努力及

其妻子周静子的协助&学校及系领导的支持及教工

们的协助&终于在
#F@$

年筹建成功)当时的资料员

为弥静和李培叶老师&后又有赵根榕教授$兼职主

任%等负责&现任的资料员为张育春老师)周静子晚

年随儿女生活在陕西省华阴县罗敷镇&其儿女在西

北电建公司工作)周静子于
#FVE

年逝世)

#五$数学系资料室对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的

作用

数学系资料室筹建成功后&为该系教师们的教

学与科研提供了极大的"指南针#作用成为人才培养

提供了"第二课堂#("研究基地#)数学系张玉田副

教授在该资料室博览群书&进行备课&讲课时知识渊

博(有声有色&被誉为"西安的讲神$讲才%#!邓小平

同志题词(享誉中外的奖项'"中国的骄傲222以中

国人姓氏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之奖项获得者("

[

$王%氏定理#的创立者222数学系王戍堂教授曾说

道'"我
@@

年留校后&因一些政治原因&先不让上讲

台&而在$正在筹建的%资料室整理资料&资料室的书

刊资料为我的科研及取得成果起了很大的作用&

@V

年发表的/一致性空间的一个定理+及后来的/

[

$王%氏定理+&都与数学系资料室的书刊资料尤其外

文杂志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数学系资料室筹建

对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二"

#F@$

年周作人与周静子在西北大学

见面与否之说法

图
!

'周静子与父亲周作人(母亲羽太信子(哥

哥周丰一的合影&照片中缺妹妹周若子222她已因

病于
#F!F

年离世&周作人曾撰文0若子的病1(0若子

之死1等文章以怀念早逝的幼女)

图
%

'鲁迅与母亲鲁瑞及弟弟周作人(周建人(

俩日本籍弟媳妇'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姐妹俩$亲上

加亲%&合影时父亲周凤仪已去世)

#F@$

年
F

月&受北京市政协及中国文联委托&

周作人来到西安考察)

#F@$

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

说&是心情较为舒畅的一年&从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

颠沛流离(日伪统治下的压抑&解放后不久&又开始

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而
#F@$

年
#

月
#E

日至

!"

日&周恩来总理做了0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

告1&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E

月
!V

日&毛泽东主席又在文化艺术界提出了"百花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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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周静子与家人的合影

图
%

!

鲁迅一家人

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

#"

月
#F

日又值鲁

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因此对全国知识分子&

尤其对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来说&可谓"严冬里吹来了

春天的暖风#)他首先被派到了西安等地参观学习&

又回京参与筹划并撰写文章&参加纪念鲁迅先生逝

世二十周年大会)"

#F@$

年夏秋之际&周作人的命

运似乎有了转机&这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背

景不无关系)

D

月
E

日&周氏应邀参加了北京市政

协召开的座谈会)不久&中国文联又安排他与身份

相当的钱稻孙(王古鲁一起外出旅行&于九月二十三

日前往西安&历十九日始归&回京受到中国文联宴

请&并于十月十九日出席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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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西安的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居住在

陕西省政府的宾馆222西安大厦&参加了若干次座

谈会(宴会&参观考察了西安多处古迹$碑林(乾陵

等%及新建的工厂$西安搪瓷厂及国棉三厂(五厂

等%&参观了几所文化教育机构&品尝了陕西及西安

特产$羊肉泡馍(西凤酒等%)

周作人于
#F$D

年&受到文革运动冲击而离世&

"

#F$D

年
@

月
$

日&他$指周作人%被发现/趴在铺板

上一动也不动&姿态很不自然+&终年八十二

岁#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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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西安约二十天的时间里&是否与生活

在西北大学且若干年未见的女儿周静子见面&至今

说法不一&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周作人(周静子父女俩未谋面222原因

是政治运动及影响&理由是回忆录和日记等文献均

未记载!

第二种'杨永芳夜晚带孩子去西安大厦看望了

周作人&但未带周静子去!

第三种'周作人夜晚去了周静子家&并一起吃了

饭(喝了酒&并且通宵辅导周静子写了0回忆伯父鲁

迅1的文章)

#一$关于第一种说法的考辩

据一位老教授的回忆说'"当时的政治运动接二

连三&大家只提周静子的伯父是鲁迅&多不提其父亲

是周作人&周作人
#F@$

年
F

月来西安时待了约
!"

天&都不敢与分别多年的女儿见个面�#

周作人的女婿(周静子的丈夫杨永芳教授时为

西北大学数学系主任&其身份决定了其考虑事情的

周全性'其一&老岳丈的身份问题&日伪时期&老岳丈

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伪馆长#(华北地区"伪教育总

监#等身份!解放后的"被管制对象#身份!其二&解放

后的政治运动不断&镇压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所以&杨永芳

不愿意让老岳丈与周静子见面222主要迫于政治

原因)

另外&周作人的书籍及回忆录(日记等文献中提

到了去西安&但均未提及在西安与周静子见面)周

作人的写作风格之一是遇到任何人均作描述&例如

他与秋瑾(蒋梦麟(钱玄同(李大钊的会面)这一次

在西安尤其对幼女周若子得病及身亡均写作了两篇

文章&即0若子的病1和0若子之死1&以表达怀念之

情&而一别多年未谋面的长女周静子&如见了面&应

写在日记及文章中&但均未有记载&故可能确实没有

见面)

#二$关于第二种说法的考辩

杨永芳夜晚带着孩子去西安大厦看望了周作

人&但并未带周静子前去&他拿回了周作人带来的北

京特产果脯(驴打滚和糖葫芦等)

杨永芳与周静子的三个儿子现都已去世&长女

现在国外&只有次女杨美英现随孩子在深圳生活&有

VF



!

总
%!

卷 马光华&王文莉&胡
!

艳&等'周氏家族后人筹建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室考略
!

时回到工作过的陕西渭南西北电建公司)

据杨美英回忆'

#F@$

年时她年龄还小&大概记

得父亲晚上带着她及另外的哥姐去西安大厦看望了

外公&并拿回了北京的特产)在此之前&新村家委会

的主任裘婉容$周静子时为副主任%得知周作人来西

安后对周静子说道'"你一定要去看看你父亲)多年

未见了&或让他来家里一趟见个面(吃个团圆饭)#

#三$关于第三种说法的考辩

第三种说法也有可能性&当时杨永芳(周静子一

家居住在西北大学南排教授小院群落靠东边的一个

独院里)该院落还曾经住过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学

良将军(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教授(地质学家张伯

声(杨钟健教授等著名人物)

据一位老师追忆&为避免受到影响&周作人约晚

上九点在院子里人员稀少的情况下&从西安大厦乘

三轮车来到了女儿周静子家)那时公共汽车早已停

运&又没有出租车&家里此时才开晚饭)家里人团聚

在一起$让小点的(不懂事的孩子先吃了饭后早打发

他们睡着了222怕他们出去说此事%吃了饭并喝了

酒)接着周作人便与女儿彻夜长谈&聊了多年来及

之前的人间悲欢(沧桑离合)在此期间周作人辅导

周静子回忆(撰写了0回忆伯父鲁迅1一文&刊登在

"西北大学简报#上&并选入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

年大会文集#上&后又刊载于0鲁迅的青年时代1一

书中)

杨美英回忆说'"当时年龄小&记不清了&光记得

随父亲去西安大厦看了外爷&并吃了他带来的北京

糖葫芦(驴打滚等&而在那几天&妈妈天天嚷着外爷

要来)也许来的那天晚上我吃完饭&早早就睡着

了)#此点与那位老师的追忆有点相符)

周静子(杨永芳的老乡加老邻居刘致和教授的

儿子刘台回忆'"约在
#F@$

年&听母亲说&周阿姨的

父亲周作人要从北京来看周阿姨了&她的伯父是鲁

迅&她的母亲是日本人)我们那时才知道了周阿姨

的家族身世&他们平常表现得很低调&从不提这些

关系)#

周作人在书及日记中均未提到与女儿周静子在

西安见面一事&可能是为避免她们受到政治影响)

周静子在0回忆伯父鲁迅1一文中写到'"我要在

这回忆中重新回到那快乐的往事中去&再一次与伯

父见面)但是写文章对我来说是件难事&再加上自

己的健忘&写出来就不会像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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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幼年时代

的往事&不&尤其回忆我幼年时代那短短几年与伯父

的同居生活&的确是件快乐的事)但是写文章对我

来说是件难事&因为自己对于写东西是非常生疏的&

不过为了纪念伯父逝世二十周年&我就边想边

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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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周静子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第一&对周静子来

说&写文章是件"难事#&也是"非常生疏#的&所以周

静子的这篇文章可能是在父亲周作人的辅导下写成

的!第二&周静子是"为了纪念伯父逝世二十周年#而

写此文&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为
#F@$

年
#"

月
#F

日&而周作人来西安为
F

月份&即在纪念日之

前&故可能是周作人在去西大看周静子的那个晚上

彻夜辅导女儿写出了该文)

马俊锋支持此观点&他在研究鲁迅与周作人及

周静子的文章中写到'"贯通全书的是周作人评价鲁

迅的一贯态度&即/爱事实&疾虚妄+)周作人把二十

年前的旧文和女儿周静子的文章收录在0鲁迅的青

年时代1一书中&也表明了这种基本的叙事态度)他

收录女儿静子的文章0回忆伯父鲁迅1&目的即在于

此'/里边说到有些小事情&例如鲁迅不爱理发的一

节&颇能补足我们的缺漏&也就抄来附在里边了)+相

关事实0回忆伯父鲁迅1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我记

得伯父很不爱剃头&我曾经好奇地问过'大爹大爹你

为什么不剃头3 在周静子的记述中&鲁迅还是尊重

劳动者(有爱心(同情弱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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