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的道路”系列讲座【第 1 讲】 

 

2021 年，为纪念诞辰 140 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对鲁迅生平

陈列进行了改造提升，与中国鲁迅研究会联合主办了“‘鲁迅的

道路’——学术研讨会”。 

    为更广泛地推介展览，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首都图书馆和鲁

迅书店，自 2022 年 8 月起，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举办“鲁迅的道

路”系列学术讲座，解读鲁迅的学问文章，开掘新文化精神，旨

在沿着鲁迅开辟的立人之路、文艺之路、学术之路，于多元视角

进入传统与现代的砥砺、融合与再生，发扬民魂，弘扬自信。  

讲座在鲁迅书店线下举行，由迅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

司和中关村教育基金会协办，首都图书馆录制并进行线上展播。  

主题：活在日本的鲁迅——日本战后思想史语境中的鲁迅论 

线下讲座：2022 年 8 月 20 日周六 14:00 

线上播出：2022 年 8 月 27 日周六 14:30（首图线上平台）  

 



主讲人：赵京华。 

毕业于日本一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别津贴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

副会长。2004 年以后，曾先后在日本琦玉大学、爱知大学、东京

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教授。著作有《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

翼》、《周氏兄弟与日本》、《中日间的思想》、《活在日本的

鲁迅》等。译著有《岩波定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文学

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近代

日本知识考古学》等。主编中文版“柄谷行人文集”六卷本。 

 

讲座提要： 

日本是世界鲁迅研究的重镇，而在战后特殊的民主主义时期，

思想论坛上曾出现活跃一时的鲁迅论述，主要通过逢十纪念活动

展开。本次讲座结合战后思想史语境分析以下问题：第一，日本

人如何在浴火重生的国家与社会重建过程中持续关注到鲁迅文

学的精神特质，并将其作为本民族的思想资源；第二，日本人面

临的思想课题与 20 世纪世界史息息相关又具有东亚独特性，在

此之下，鲁迅是怎样得到创造性的阐发的；第三，日本知识者将

鲁迅推到本国思想论坛的中心，使其成为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尺，

其鲁迅论对中国学界有何借鉴意义？本讲座以讲师新近出版的

专著《活在日本的鲁迅》为基础，概要讲述鲁迅在日本的跨文化

传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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