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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书局支付给鲁迅的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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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新书局支付鲁迅版税从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共计１５４个月，鲁迅月平均收北新书局版税约３６０．７６２元，
总计鲁迅从北新书局得到的版税约５５５５７．３３４元。据学界统计鲁迅一生总收入约为１２４５１１．９９５元，北新书局支付给鲁迅
的版税约占鲁迅总收入的４４％，这个比例是惊人的。北新书局给鲁迅的版税标准为著作定价的２０％以上，而当时商务印书
馆支付给梁启超等名人的版税标准大约是：单本著作版税为定价的２０％，文集为定价的１０％。对比之下，北新书局支付给
鲁迅的版税标准在当时是较高的。

［关键词］鲁迅；北新书局；版税

［中图分类号］Ｉ２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１６－０５

ＲｏｙａｌｔｙＰａｉｄｔｏＬｕＸｕｎｂｙＢｅｉｘｉｎＰｒｅｓｓ

ＸＩＥＬｉｍ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ｅｉｘ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ｐａｉｄＬｕＸｕｎｒｏｙａｌｔｙ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２４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３６，ｔｏｔａｌｉｎｇ１５４ｍｏｎｔｈｓ．ＬｕＸｕ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ｔｏｔａｌｒｏｙａｌｔｙｏｆ￥５５５５７．３３４ａｔ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３６０．７６２ｅａｃｈｍｏｎｔｈ．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ｉｒｃｌｅｓ，ＬｕＸｕｎ’ｓｓａｌａｒｙａｍｏｕｎｔｅｄｔｏａｂｏｕｔ￥１２４５１１．９９５ｉｎｈｉｓｗｈｏｌ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ｔｙｐａｉｄ
ｂｙＢｅｉｘ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４４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ｉｔ，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ｒｅａｌｌｙａ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Ｂｅｉｘ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ｐａｉｄｒｏｙａｌｔｙｔｏＬｕ
Ｘｕｎ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２０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ｔｌｅａｓ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ｔｏ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ｉａｎｇＱｉｃｈａｏｗａｓａｂｏｕｔ２０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ｂｏｏｋ，ｏｒ１０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ｉｓ，
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Ｂｅｉｘ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ｔｏＬｕＸｕｎｗａｓｆａｉｒｌｙｈｉｇｈ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ｕＸｕｎ；ＢｅｉｘｉｎＰｒｅｓｓ；ｒｏｙａｌｔｙ

　　作者、出版商、读者是现代文学生产的主要环
节。作者、出版商作为文学产品的制造、销售者，对

文学生产尤为重要。鲁迅的文学创作，离不开出版

商。综其一生，其与北新书局关系最为密切。鲁迅

大部分著作都是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按照列斐伏

尔的“空间”理论，鲁迅（作者）与北新书局（出版

商）可以视为一个现代文学生产的小空间，这个空

间“成为生产体系的核心”［１］。版税作为该空间的

纽带和标的，起着重要作用。以北新书局支付给鲁

迅的版税为支点，讨论文学生产中作者与出版商形

成的空间及他们的互动给文学生产带来的影响，是

较为有趣的。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北新书局支付

给鲁迅的版税这一问题。

北新书局是１９２５年３月在北京大学新潮社解
体之后成立的，主持人是著名出版家李小峰。鲁迅

北京时期结集出版的著述，基本上都由北新书局出

版。鲁迅上海时期也同北新书局关系甚为密切，从

鲁迅的一些日记内容来看，北新书局按月致送的鲁

迅版税，成为鲁迅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鲁迅

一生究竟从北新书局得到了多少版税，这是本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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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的问题，但要弄清鲁迅一生从北新书局得到

版税的准确数字，难度较大。一是由于年代久远，

许多资料都已遗失。至今未发现北新书局方面支

付鲁迅版税较完整的资料，鲁迅自己也未留下收得

北新书局版税的完整记载。鲁迅日记虽记载了大

部分北新书局版税，但漏记肯定是有的。二是从鲁

迅书信内容和鲁迅友人的回忆可以看出，北新书局

的版税有时是分二批致送。一批送到鲁迅北京西

三条家中，作为鲁瑞和朱安的生活费；另一批送到

鲁迅上海的家。如鲁迅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致李小
峰信中说：“年来每月所收上海及北京版税，不能云

少，但亦仅足开支……”［２］３３２这封信说明，北新书局

在１９３２年支付给鲁迅的版税，就是分上海、北京两
个地方分别致送的。北新书局致送上海的版税，鲁

迅日记大多都予以记载，而当时北京西三条鲁迅家

收北新书局版税情况却少有书面记录。北新书局

究竟付给了鲁迅北京家多少版税，难以准确统计，

本文仅以每月百元粗略估算。另外１９３６年１０月
鲁迅去世后，北新书局肯定会继续支付鲁迅版税，

但究竟每月支付多少，支付到何时，几乎找不到较

权威的资料，这部分也只好不计。因此本文所统计

的数字，大约以鲁迅日记为准，鲁迅日记有未记的，

则以该年其他月份的常规数目推测。再有，由于北

京大学新潮社是北新书局的前身，新潮社是较早出

版鲁迅著作的出版机构之一，如鲁迅的小说集《呐

喊》等最早是由新潮社出版发行的。后来新潮社解

体，北新书局将新潮社的业务沿承而来，继续从事

出版工作，因此也将北京大学新潮社给鲁迅的版税

一并统计在内。下面主要根据鲁迅日记按年逐月

统计北新书局给鲁迅的版税情况。

１９２４年
１月 ８日：“孙伏园来部交 《呐喊》赢泉

２６０元。”［３］

按：以下鲁迅日记引文皆出自《鲁迅全集》２００５
年版日记部分１５、１６卷。只说明引文日记日期，不
再注明出处和页码。

９月８日：“孙伏园、李晓峰来并交《桃色的云》
板权费７０。”
９月 １２日：“孙伏园、李晓峰来并交《桃色的

云》板税４７元。”
总计：该年鲁迅共收版税３７７元。
１９２５年
１１月２日：“访小峰取泉百。”

１１月３０日：“又交泉百。”
总计：该年鲁迅共收版税２００元。
１９２６年
１月９日：收版税８０元；
２月５日：收版税１００元；
３月６日：收版税１００元；
３月３０日：收版税７０元；
４月６日：收版税３０元；
４月２６日：收版税１００元；
６月１１日：收版税１００元；
６月２８日：收版税１００元；
７月６日：收版税５０元；
７月２４日：收版税４０元；
８月８日：收版税１５０元。
总计：该年鲁迅亲收北新书局版税９２０元。９

月至１２月北新书局每月送１００元版税到鲁迅北京
西三条家作为生活费，因此该年鲁迅实际得北新版

税１３２０元。
１９２７年
１０月４日：收版税１００；
１０月２０日：收版税１００；
１１月１５日：收版税１００；
１２月５日：收版税１００；
１２月２７日：收版税１００。
说明：鲁迅于该年１０月从广州迁居上海，按常

规北新书局每月送１００元版税到北京家中作为生
活费。

总计：该年鲁迅亲收版税５００元，北京家中应
收版税１２００元，两次合计为１７００元。
１９２８年
５月３日：收版税１００元；
５月１７日：收版税１００元；
…………

１１月４日：收版税１００元；
１１月１９日：收版税１００元；
１２月２日：收版税１００元；
１２月１９日：收版税１００元。
说明：本年北新书局按月分月初、月中二次送

版税，每次１００元，每月２００元。其他月份基本相
同，不录。以下年份如有相同情况，亦按上例表述。

本年北新书局是否按月送１００元的版税到鲁迅北
京家中作为生活费，不知，但从鲁迅日记无寄北京

生活费记录的情况来看，北京生活费应是从北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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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版税中支付的。

总计：该年鲁迅从北新书局获得版税为每月

２００元，共２４００元。又９月２９日再多送版税１３０
元，全年２５３０元。如再加北京生活费每月１００元，
则本年合计为３７３０元。
１９２９年
１—７月该年度与上年基本相同。北新书局仍

按月在月初、月末致送版税，每次 １００元，每月共
２００元。

８月鲁迅与北新书局就版税发生纠葛，后经协
商，北新书局答应偿还欠付的鲁迅版税，后鲁迅共

收到北新书局所欠版税８８０５．３３４元。另鲁迅日记
９月２４日：“寄淑卿信，并九及十两月家用二百。”
由此可知，从１９２９年９月始，鲁迅开始寄北京家生
活费，不再由北新书局从版税中直接支付。本年北

新书局支付鲁迅北京家生活费每月１００元，共８个
月，计８００元。

总计：１—７月鲁迅得北新书局版税１４００元，８
月后得北新书局所欠版税８８０５．３３４元，北京家得
版税８００元，合计得版税１１００５．３３４元。
１９３０年
本年鲁迅继续追回北新书局所欠版税，北新书

局分四次共支付鲁迅版税８０００元。北京家生活费
由鲁迅直接寄送。

总计：本年鲁迅共得版税８０００元。
１９３１年
２月３日：收版税４００元；
３月２１日：收版税４００元；
１０月９日：收版税４００元。
…………

总计：该年北新书局每月送鲁迅版税４００元，
本年鲁迅共得版税４８００元。北京家生活费仍由鲁
迅直接寄送。

１９３２年
１月：无收入版税记载；
２月：无收入版税记载；
３月１３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４月１３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４月２６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５月１３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５月２７日：得版税１００元；
６月１３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６月２３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７月１４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７月２６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８月、９月、１０月每月得版税３００元。
１１月因鲁迅北上探母，所得版税情况不知，仅

日记２５日记：“往北新书局得版税泉百。”
说明：１９３２年鲁迅所得北新书局版税情况似乎

较为混乱。从上述摘要和鲁迅书信等资料，大致推

断，本年北新书局１—８月每月给鲁迅版税４００元，
鲁迅亲收；８—１２月北新新书局分两部分支付鲁迅
每月４００元的版税，上海处支付３００元，北京家支
付１００元。因此１９３２年版税与１９３１年基本一致，
仍是每月４００元，只是支付方式有所改变。

总计：该年度鲁迅每月得北新书局版税 ４００
元，全年合计４８００元。
１９３３年
２月１２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２月２１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

７月１５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７月２８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

１２月２２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１２月３０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说明：本年度所得版税情况亦较为复杂，从上

面所载，可以推测，大约北新书局每月支付鲁迅版

税４００元，鲁迅亲收，但该年《两地书》《鲁迅杂感选
集》由北新书局出版，其应得版税是另外支付的。

查鲁迅日记可知，《两地书》出版后，销售甚好，一年

内印刷７次之多，合计出书６５００册，这在当时是一
个很了不起的数字，所得版税情况为千本《两地书》

版税为 ２５０元，全年印书 ６５００册，合计得版税
１６２５元。另８月２日《鲁迅杂感选集》得版税１００
元，本年鲁迅日记未有寄北京家每月１００元生活费
的记载，应为北新书局支付，全年计１２００元。

总计：本年鲁迅得北新书局正常版税，每月４００
元，全年４８００元，《两地书》版税１６２５元，《鲁迅杂
感选集》１００元，北京家生活费１２００元，全年合计
得北新版税７７２５元。
１９３４年
２月７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２月２８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

７月７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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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１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

１０月２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１０月１７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说明：本年度特殊情况是元月为２００元，１１月

缺记，１２月为３００元，但从全年北新书局支付鲁迅
的情况来看，应是每月４００元。另收《两地书》版税
１００元（６月１５日）。不排除鲁迅漏记的情况。另
查鲁迅日记，本年无寄款给北京的记录，北京家每

月１００元生活费可能仍依上年旧规，由北新书局每
月从鲁迅版税中抽去１００元送鲁迅北京家中。

总计：该年鲁迅每月亲收北新书局版税 ４００
元，北京家收北新书局版税 １００元，每月合计 ５００
元，加６月１５日另收《两地书》版税１００元，本年总
收版税约６１００元。
１９３５年
１月２４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２月１６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２月２３日：得版税１００元；
３月１９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４月１３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５月１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５月２１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６月１７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７月９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８月１４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９月１４日：得版税１００元；
１０月２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１０月２１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１１月９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１１月３０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１２月２１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说明：１９３５年鲁迅每月得北新书局版税情况较

为复杂，少者１００元，如９月；多者３５０元，如１０月；
一般月份为１５０～２００元。另本年鲁迅日记也无寄
北京生活费记录，北京生活费每月１００元，可能是
由北新书局支付的。

总计：本年鲁迅亲收北新书局版税２５５０元，北
京家每月１００元，全年１２００元。该年鲁迅收北新
书局版税合计３７５０元。
１９３６年
１月１２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２月５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２月２９日：得版税１５０元；
３月２８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４月３０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８月１９日：得版税２００元。
说明：该年５、６、９、１０月缺记；鲁迅去世后，１１、

１２月版税情况不知。
总计：该年鲁迅亲收北新书局版税 １０５０元。

本年鲁迅日记仍无往北京寄每月１００元生活费的
记录，北京每月１００元生活费仍可能是由北新书局
按月致送的。该年１—１０月鲁迅得北新书局版税
合计应为２０５０（１０５０＋１０００）元。

综上，１９２４—１９３６年１３年间鲁迅得北新书局
版税情况如下：

１９２４年３７７元；
１９２５年２００元；
１９２６年１３２０元；
１９２７年１７００元；
１９２８年３７３０元；
１９２９年１１００５．３３４元；
１９３０年８０００元；
１９３１年４８００元；
１９３２年４８００元；
１９３３年７７２元；
１９３４年６１００元；
１９３５年３７５０元；
１９３６年２０５０元。
总计：５５５５７．３３４元。
从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共计１５４个月，

鲁迅从１９２４年起，月均收北新书局版税约３６０．７６２
元。据统计，鲁迅从１９１２年５月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总
计２５年不到，共计 ２９４个月，总收入 １２４５１１．９９５
元，［４］其中，从北新书局所得版税为５５５５７３３４元，
约占鲁迅总收入的４４％，这个比例的确是惊人的。

另，关于北新书局以鲁迅版税形式支付给鲁迅

北京家每月１００元生活费的情况，综合鲁迅日记、
其他友人回忆、学者的研究成果等，初步结论如下：

（１）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６年８月由于鲁迅当时在北
京，北新书局版税是直接送给鲁迅的，不存在另外

支付鲁迅家１００元生活费的情况。
（２）１９２６年８月至１９２７年１０月，鲁迅离开北

京到厦门、广州，鲁迅北京家每月１００元生活费是
由北新书局以鲁迅版税形式支付的。

（３）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９年８月，鲁迅到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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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其北京家的每月１００元生活费仍由北新书局以
版税形式直接支付。

（４）１９２９年９月至１９３２年６月，由于鲁迅与北
新书局的版税风波，北新书局不再给鲁迅北京家寄

送每月１００元的生活费。其证据是鲁迅下列几则
日记：

１９２９年９月２４日：“寄淑卿信，并九及十两月
家用二百。”

按：淑卿即许羡苏，时住在鲁迅北京家中，负责

北京方面与鲁迅的书信往来和其他家务的管理。

此项记录为鲁迅给北京家寄生活费的最初记载。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上午寄紫佩信并汇票泉
二百，为明年二月至三月家用。”

按：紫佩即宋紫佩，鲁迅在绍兴时的学生，当时

任职北京，许羡苏于该年到大名工作，北京家中事

务，鲁迅多托他办理，以后鲁迅往北京寄生活费，即

“托其转交”。

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９日：“下午寄紫佩信，内附奉母
亲信，并中国银行汇泉二百，为五、六月家用。”

按：此鲁迅寄北京家生活费的最后记载，由此

推测，鲁迅北京家生活费的支付方式又发生了

变化。

（５）１９３２年７月后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北京
家生活费每月１００元改由北新书局以鲁迅版税形
式直接送到鲁迅北京家中。

证据如下：一是鲁迅日记从１９３２年７月后，再
无往北京家的寄款记录。二是鲁迅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
日致李小峰的信，鲁迅说：“年来每月所收上海及北

京版税，不能云少，但亦仅足开支……”综合这二则

材料，可以大致推断，鲁迅北京家的家用生活费每

月１００元，从１９３２年７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逝世
止，一直是由北新书局以鲁迅版税形式致送的。

北新书局究竟是以什么标准支付鲁迅著作版

税的呢？笔者还未看到较全面权威的相关资料。

由于北新书局出版鲁迅著作时间长，著作类别又较

多，情况复杂，这个问题恐怕一时难以弄清。在鲁

迅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书信中，倒是留下了一

些资料，可以由此得知其中一二。

１９３１年８月８日，鲁迅在至李小峰的信中说：
“《象牙之塔》可先函嘱北平速印，印花当于明日即

送乔峰处，希于十三日便道去取，另有北平翻版书

两本，一并奉还并携印花收条。专卖北平之廉价

版，我并可将版税减低为百分之二十 。”［２］２７０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３日，鲁迅在至李小峰的信中说：
“《杂感选集》已寄来 ……编者似颇用心，故我拟

送他三百元。其办法可仿《两地书》，每发行一千，

由兄给我百元，由我转寄。此一千本，北新专在收

账确实处发售，于经济当不生影响，如此办法，以三

次为 度。但 此 三 千 本，我 只 收 版 税 百 分 之

二十。”［２］３８７

二信涉及的《象牙之塔》《杂感选集》，分别是

翻译和选集，还不是单本原创著作。从上二封信

看，北新书局给鲁迅的版税，至少在著作定价的

２０％以上。
定价的２０％以上的版税，在当时是什么标准

呢？我们不妨参阅一下商务印书馆支付版税的情

况，以当时名人梁启超、章士钊为例。

张元济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日记：“梁任公《国民
浅训》要求版税从丰。允以照定价二成。”［５］７１

张元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３日日记：“章行严来，请
以其所著文字由本馆印行。与梦翁可以照办，版税

照任公《饮冰室文集》例，定价十分之一。”［５］２８７

梁启超、章士钊都是当时的顶级学者，他们的

版税为定价的１０％～２０％。由上述两条资料可知，
商务印书馆支付版税的最高标准大约是单本著作

版税为定价的２０％，文集为定价的１０％。对比之
下，北新书局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标准在当时是较

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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