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兴郁花园/观音寺二手空调回收旧家具家电电器回收

产品名称 大兴郁花园/观音寺二手空调回收旧家具家电电
器回收

公司名称 定兴县燕兴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价格 300.00/台

规格参数 二手空调:大兴二手空调回收
电器空调:大兴二手电器回收
实木家具:大兴二手旧家具家电回收

公司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北田乡东韩村（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8310568721 18310568721

产品详情

大兴郁花园二手空调回收，大兴观音寺旧空调回收，大兴郁花园/观音寺二手旧家具家电电器回收。

1、家具回收：仿古家具、实木家具、欧式家具、红木家具、民用家具、办公家具、客房家具、等各种家
具

2、办公家具：板台板椅、办公桌椅、办公沙发、茶几、书柜、文件柜、保险柜、铁皮柜、会议桌、屏风
等.网吧：网吧桌、网吧椅、网线、电脑桌、电脑椅、隔断等

3.二手家用电器：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微波炉、DVD、电脑、显示器、打印机、复印机、音响、功
放等)

4.二手空调系列：各种废旧完好窗式空调、挂式空调、柜式空调、中央空调。

空调制冷设备：回收家用商用中央空调、1-10匹柜机、壁挂机、窗式机等。如：格力、美的、志高、海
尔等等。

5、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员工位、会议桌、老板台、文件柜、屏风隔断、各种椅子、库存物品等

6、酒店设备：2-4-6门雪柜、铁床、不锈钢工作台；制冷机、空调(1～600匹窗式、分体、柜式、天花式



和中央式空调及其主要相关设备等回收。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
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浙江绍兴人。
中国现代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
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
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
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
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周作人

出生地

浙江绍兴

出生日期

1885年1月16日

逝世日期

1967年5年6日

主要作品

《周作人文类编》《周作人散文全集》

主要成就

翻译家，思想家

哥哥



周树人（鲁迅）

目录1生平履历2主要成就3历史评价4亲属成员5主要作品6文学特点折叠编辑本段生平履历折叠早年经历
周作人1885年1月，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寿，字星杓。后因应考，改名奎绶。周作人
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

1901年，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校间，根据“
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为作人，号朴士。在管轮班（轮机；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科目都
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
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后攻学外国语。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
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
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鲁迅翻译出版了的《域
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
出20多本。虽然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但是《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
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1]

折叠留学回国周作人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

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

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
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
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
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
后颁行全国。

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
员（共16人）。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
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
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2]

折叠抗战时期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
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
《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
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
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
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
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神秘枪击案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
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
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

实际上，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
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基督教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客座教授职称。行刺后日本宪兵
进驻周作人家，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

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

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
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
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
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折叠建国前后周作人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
虎桥监狱，周作人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
胡适为周作人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
，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
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
，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
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
十年的有期徒刑。”

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
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湾，1948年起在台湾大学教书）表示有
意到台湾，在北京大学修过周作人先生2学期2学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在《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回忆
：“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
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
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他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

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见《知堂回
想录》）。

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说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
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
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
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但毛泽东很早就与周作人来往却是事实，同文引1920
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
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了多位老师，《胡适日记》1920年1月15日有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周作人的学生在台湾的有许世瑛（许寿裳大儿）、张我军（板桥人）、郑骞、洪炎秋（彰化人）等，作
家张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来往。

折叠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
以稿费维持生计。

上书毛主席

周作人晚年周作人在1951年给毛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
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
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
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泽东批了：“照办。”

翻译

周作人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

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只好给中
央领导同志写信。在康生和周扬的过问下，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币。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爱人羽太信子
已去世。

折叠文革之后1966年5月，文革开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

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
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成就折叠翻译经典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周作
人相册（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决）的处分，在首都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
出版。



这段期间，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多部，同时应邀校订别人的译稿。有些没有结集的日
本文学中短篇译作散见中国和香港传媒。

他每个月开销颇大，在写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件里面曾说：“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
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
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这项任务（胡乔木提议，毛泽东主席批准），
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

周作人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腊神话》、《伊索寓
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日本现存古的史书《古事记》
、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风吕》）
和《浮世理发馆》（日文《浮世床》）等。

他应邀校订北京翻译社的《今昔物语集》本朝部译稿和丰子恺的《源氏物语》全部译稿（与钱稻孙合作
）。

他觉得毕生重要，也有成就感的译作是用古希腊语（和罗马帝国希腊化地区当时流行的新约希腊语；通
用希腊语不同）写作的古罗马叙利亚作家、哲学家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中国新文学の源

折叠研究鲁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另一项重大的贡献是撰写《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回忆性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手史料。

在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后辑成《木片集》。

经曹聚仁介绍，在香港传媒连载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后结集出版。

折叠编辑本段历史评价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
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沦为汉奸文人。另外，
他在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就能看到3个周作人
：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
的“殉道者”。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
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可
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
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
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的
流派”。[3]

折叠编辑本段亲属成员儿子周丰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
周丰一和爱人张菼芳照顾周作人度过晚年。

前辈祖父：周福清（1838~1904年）

父亲：周伯宜（1861~1896年）

母亲：鲁瑞（1858~1943年）

兄弟长兄：周树人（1881~1936年）（即鲁迅）

三弟：周建人（1888~1984年）

配偶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1909年在东京结婚）子女儿子：周丰一1997年病逝儿媳：张菼芳

长女：周静子

次女：周若子1929年夭折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作品《欧洲文学史》

《近代欧洲文学史》《谈龙集》《艺术与生活》《雨天的书》《儿童文学小论》《儿童文学小论》《中
国新文学的源流》《谈虎集》《鲁迅的故家》《夜读抄》《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园地》《鲁迅小说里
的人物》《瓜豆集》《周作人书信》《苦竹杂记》《书房一角》《老虎桥杂诗》《鲁迅的青年时代》《
永日集》《药堂杂文》《苦茶随笔》《大兴二手空调回收》《知堂乙酉文编》《周作人文类编》《木片
集》《大兴二手家具回收》《秉烛谈》《风雨谈》《药味集》《周作人散文全集》

《看云集》《知堂书话》《立春以前》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文集》折叠编辑本段文学特点折叠散文周
作人书法周作人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钱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
在着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
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
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而这种难以言传的情调或者境界，就是“物
哀”。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情思当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对日本文



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
含的

7、电脑回收：处理、网吧及个人的大批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主机箱，音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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