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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国人，想必都读过

鲁迅的《藤野先生》。殊不知，在日本，特别是

仙台，藤野严九郎也因为他的这位中国学生变得

有名。藤野先生不仅成为中日友好的一张名片，

他的故乡福井县建立了“藤野严九郎纪念馆”和

“惜别”碑，他还树立了一个不带民族偏见、传

播近代科学的教师形象。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现

属的日本东北大学设立了“藤野先生纪念奖励

奖”，以鼓励藤野先生式的教师。日本人对这段

异国师生佳话的重视和研究程度出乎一般国人的

意料。

甚至“鲁迅的仙台时代”也成了一门学问。

1973 年，来自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和市民志愿者成

立了专门的记录调查会，搜集和考证有关鲁迅在

仙台一年零七个月的留学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字和

影像的史料，成果很丰富，进而成立了“东北大

学鲁迅研究课题组”。2005 年因获得北京鲁迅博

物馆“鲁迅医学笔记”电子复制版的捐赠，课题

组的研究获得了大的发展。

日本东北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是课题组负

责人的大村泉教授在清华讲学时，将课题组搜集

到的照片集（以下简称照片集）的电子复制版捐

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由于日本学者在鲁迅仙台

时期的史料搜集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照

片集使我们获得了一些国内不常见的资料。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 135 周年，也是《藤野

先生》一文发表 90 周年。本文以照片集为基础，

将《藤野先生》中的一段段文字还原成一幅幅历

史影像。

藤野先生其人
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对于初见藤野先生，

鲁迅写道：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

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

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

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

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在照片集中，有一份藤野先生的亲笔履历书，

尹 昕

《藤野先生》
的历史影像

——记清华大学与
日本东北大学的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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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

是明治 34 年（1901 年）被仙台医专聘为教师时

提交的，上面记录了他的学习经历、工作履历，

以及工资变化———从月俸 5 元一步步升到年俸

480 元等等。履历并无不凡之处，这个年俸也是

教授薪资等级里面最低的。鲜为人知的是，藤野

是在鲁迅入校前两个月才升任为教授的。并且在

1915 年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医学系时，还

因资格不够而被迫辞职。求职无果，藤野离开仙

台，回到故乡福井县芦原市开办诊所。

一张“藤野医院”的照片里，墙上挂着藤野

先生穿过的短大衣，架上整齐地摆放着藤野先生

用过的皮包和一些医疗器具，擦拭得非常干净。

另外两张：一本诊疗薄和一份诊断书，字迹还清

晰可辨。一切就是一个乡村医师应有的模样。当

看到藤野先生给孩子编写的法语教材和英语教科

书时，严谨刻板的形象才多了几分亲切有趣，仿

佛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一个传统的中国

家庭。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几张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的照片。藤野小学时学过汉字和汉学，老师野坂

源三郎教授的是朱子理学。一张有关藤野藏书的

照片，是一本泛黄的线装书《近思录》，这是朱

子学的入门书。一本藤野先生亲手抄写的《论语》，

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

而 不 忠 乎？ 与 朋 友

交而不信乎？”

这 些 反 映 藤 野

汉 学 修 养 的 照 片，

虽 是 情 理 之 中， 却

也 在 意 料 之 外 ——

中国传统文化竟然

在甲午战争后对一

个学习西方近代医

学的日本人仍有一

定 的 影 响！ 想 必 藤

野先生当年看到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是有一些文

化上的亲切感的吧。所以藤野在晚年回忆鲁迅的

文章《谨忆周树人君》中写道：“我很尊敬中国

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

们。”所言非虚。

照片集中有一张是岩波书店出的日文版《鲁

迅选集》，这恐怕是仙台一别后，藤野先生收到

的唯一有关鲁迅的物品了。

1934 年，鲁迅的日本弟子、中国文学研究者

增田涉询问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的收录作品，

鲁迅回信答一切随意，“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

译出补进去”。1935 年，增田涉将这些事写信告

诉藤野严九郎，并随信寄去了一本《鲁迅选集》，

藤野（教室正中穿西服站立者）和学生在解剖室

· 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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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照片中的那一本。时年 61 岁的藤野先生

才得知以前的学生周树人成了作家鲁迅。此时距

离二人仙台惜别已经过去近 30 年了。

1936 年，鲁迅在上海逝世，他终身未得到

藤野先生的音讯。

鲁迅医学笔记 

藤野先生给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最初的帮助，

就是那套著名的仔细批注过的医学笔记：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

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

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

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

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

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这套笔记，鲁迅生前一直未找到，以为搬家

丢了，深觉遗憾。所幸的是，这套笔记后来在绍

兴亲友家被找到了。原件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是国家一级文物，一般研究者轻易不得见。整套

笔记有 6 册共 1806 页，循着页码号可以还原当

时授课的顺序。2005 年，鲁迅博物馆将这一珍贵

文物的电子复制版赠送给东北大学。“东北大学

鲁迅研究课题组”借此展开一系列研究。

大村泉教授捐赠给清华图书馆的电子复制版

有 18 页，属于“脉管血笔记”——也就是藤野先

生教授和用红笔批改过的笔记的一部分。鲁迅的

笔迹瘦小纤细、微微向右倾斜，经过 100 多年字

迹仍然非常清晰，不难辨认。所画的解剖图至少

使用了红、绿、紫、黄、黑等五种颜色来表现不

同的部位。同时捐赠的还包括课题组对笔记进行

翻印、解读的资料图片，以及可以与鲁迅画的解

剖图相对比的同班同学所画的图和当时通行教材

中的插图。

所谓翻印，是将手写体的鲁迅的笔迹和藤野

的批注经过辨认，用印刷体、按照原文（除了把

旧式日语翻译成现代日语）、原语种、原色彩、

原排版一一翻印出来。这种做法，笔者窃以为和

课题组负责人大村泉教授的治学风格非常相似。

大村泉教授是国际 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编委会委员。MEGA 编委对于马克

思恩格斯手稿的处理就采取了与鲁迅解剖学笔记

极为相似的方式。

笔记经过翻印，再请医学特别是解剖学方面

的专家来分析鉴定，就可以确定当时鲁迅掌握解

剖学知识的水平，并判断藤野先生的批改是否合

理，以及推测藤野作这些修改的意图。

日本学者认为这份“鲁迅医学笔记”不仅记

录了鲁迅本人的日本求学经历，而且是一份记述

了日中两国医学史的意义深远的珍贵资料。

参与解读的研究者来自医学、医学史、教育

学、经济系、情报科学、国际文化等多个领域，

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体。

除了鲁迅早年的求学道路和思想发展，研究

还扩展到很多课题，例如明治时代日本医学教学

水平的评估、解剖学术语的变迁，等等。

幻灯片事件
幻灯片事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一个导火索。

鲁迅在教室里看到日本人处死被当做俄国间谍的

中国人的画面时，日本同学欢呼“万岁！”而画

面中的国人麻木不仁，深感改造国民性的必要，

愤而弃医从文：

鲁迅的解剖学笔记与对照的翻印件

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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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

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

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

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

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

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在仙台，有关鲁迅资料的调查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陆续发现了很多有关鲁迅的史料，

其中就有《藤野先生》中所说的幻灯片。这些幻

灯底片，是 1965 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

室里找到的，色彩还非常鲜艳。找到了 15 张，整

套是 20 张，有 5 张丢失了。

幻灯片的内容，大多是日本士兵军官不畏牺

牲、英勇杀敌的场景。遗憾的是，这 15 张中并没

有“处死为俄军当间谍的中国人”的场面。为此，

日本研究者从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找到了一些宣

传照片，确是日本军士斩首留着辫子头的中国人

的场景，标题写着“满洲军中俄探的斩首”，照

片摄于开原城外。

对于这批幻灯片，中日学者还有过争论。因

为找到的幻灯片中没有处死中国人的画面，日本

学者认为鲁迅可能是从当时的报纸等看到了这样

的画面。中国学界将《藤野先生》看做回忆性散

文，而日本学者据此将其看做自传体性质的小说，

虚构的成分更多。尽管如此，多数日本研究者仍

然认为，鲁迅的记述确实真实反映了当时日俄战

争气氛下的社会状况。

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当

时的日本实行征兵制，仙台是一个承担了约一万

名士兵的军都。仙台医专的一些教师、职员，甚

至学生（包括鲁迅的同班同学）应征奔赴前线，

同期毕业生中有一多半当了军医。同时，1905 年

仙台所在的日本东北地区遭遇了农业大歉收。但

是日本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征兵和严重歉收一般会

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反而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

利。胜利后的五次祝捷大会有四次在仙台举行。

一方面被部分日本同学歧视，一方面又看到日本

社会制度的先进，怀揣救国救民理想的鲁迅心情

也许是非常复杂的。

100 多年过去了，通过照片还原的历史影像

重读《藤野先生》，故事不再简单，故事也没有

停止。虽然中日两国的发展已经今非昔比，但日

本学者能坚持几十年搜集史料，不断拓宽加深，

使得鲁迅的仙台时代成为一门学问，这种治学态

度令人受益良多，由此更能体会鲁迅当年受教于

藤野先生的心境。

清华大学与日本东北大学的书缘：
服部文库

2016 年是鲁迅诞辰 135 周年，清华大学图书

馆以照片集为基础，举办了《鲁迅与仙台》展，

引起了校内外读者的强烈兴趣。事实上，鲁迅、

日本东北大学与清华大学之间曾有很深的缘分。

为了纪念鲁迅，日本东北大学特别设立了

“东北大学鲁迅奖”，授予通过学术交流等活动

对东北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

中国个人或团体。2004 年鲁迅留学仙台 100 周年

时，首届鲁迅奖就授予了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

教授，表彰其为中日大学间交流做出的贡献。两

校之间学生、学术的交流也由来已久。

2011 年，清华大学百年华诞之际，图书馆接

收了来自日本捐赠的“服部文库”藏书近 2 万册。

“服部文库”是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马克思主义

文献专业库，具备语种齐全、专业性强和原文版

多等特点。在国内高校同类文库中首屈一指。

“服部文库”为何会花落中国清华大学？这

还要从三代东北大学教授说起。第一代，服部英

鲁迅当年上课时看过的幻灯片

· 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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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郎教授（1899〜 1965）生前就职于东北大学，

他在二战前就注意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去世

后将自己的收藏留给了儿子服部文男。

服部文男教授（1923〜 2007）不仅是著名

的经济学家，同时还是文献学家和藏书家，会 12

种语言，曾在东北大学工作 35 年直至退休。父

子两代同为学者兼藏书爱好者，其藏书无论是在

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在日本都闻名遐迩。服部文男

去世后，两代人的藏书经由大村泉教授转赠给清

华大学图书馆。大村泉是服部文男的弟子，也是

东北大学经济学部的教授，与清华大学哲学系有

着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关系。

大村泉教授还是国际 MEGA 编辑委员会

委 员。 所 谓 MEGA， 是 对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

史考证版）的简称，它正式出版于 1975 年，预

计出版 114 卷，“是关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

里希·恩格斯的印刷物、手稿以及来往书信的完

全的、历史的批判的全集”。其特点是按原语种、

原貌发表，并配上详尽的学术资料卷。“服部文库”

藏有已经出版的 60 卷新 MEGA，这是国内为数

不多的完整收藏新 MEGA 的文库之一。

大村泉教授不仅将自己一部分藏书，以及另

一位东北大学教授安孙子麟的藏书增添到“服部

文库”中，还在 2014 年，将他所主持的“东北

大学鲁迅研究课题组”搜集的照片集的电子复制

版也赠给了清华图书馆。由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些

国内难得一见的历史照片，揭开鲁迅的仙台时代

不为世人所知的一些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也是中国较早收藏马克

思恩格斯文献的学者之一，他留下的书账中能看

到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例如《共产党宣言》、《马

克思、恩格斯艺术论》、河上肇著作等等。鲁迅

藏书中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多为日文版，其日文藏

书也以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类著作最多。毫不奇怪，

这些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我们都可以在“服部

文库”里找到。

因为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中国人最早从日

本人——先于苏联人———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

义。追溯起来，鲁迅的马克思主义藏书与他的早

年留日经历不无关系。1904 年，也就是鲁迅入学

仙台医专那一年，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 利彦与

幸德秋水合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

宣言》的第一个日译本。

1906 年，鲁迅弃医后住在东京时，曾与 利

彦等人见面叙谈，还购买了一套他主编的《社会

主义研究》，这份刊物登载过包括《共产党宣言》

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日文首译本。那一

时期，鲁迅还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陈启修（又名陈

豹隐）相交甚厚，后者是《资本论》第一个中译

本的译者。

100 多年过去，中日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合作

增多，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

一个文化传播者。《藤野先生》中的“小而言之，

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

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仍没

有过时，不断被后来者所传承和践行。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本文转

载自清华校史馆公号）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服部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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