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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 杨晔城

这几天，退休多年的绍兴
鲁迅纪念馆老馆长裘士雄没料
到，自己年前在微信群里晒出
的百通名家书信让他“一不小
心”成了自媒体的“大咖”。

说起来，这些信札是上世
纪7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各
地专家学者和鲁迅亲友写给裘
先生的来信。他们中有中科院
院士、高校教授、知名作家、考
古学家、历史学家，也有鲁研专
家、民俗学家、博物馆专家、图
书馆学专家、翻译家、编辑家、
木刻家、书法家、摄影师、画家、
诗人，更有政界要员、爱国港
胞、名人后裔、营养学家、邮票
设计师等。用现在流行的话
说，他们都是“鲁粉”。

最早的一通书信曾是鲁迅
先生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
学生宋崇厚的来信，时间是
1976年9月。彼时裘先生还只
有三十出头，是绍兴鲁迅纪念
馆一名普通的鲁迅文化爱好
者。应“小裘同志”的请求，宋
崇厚抄录族叔宋沅手稿，介绍
祖父宋紫佩的生平事迹。宋紫
佩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执教时的学生，后又一起在绍
兴府中学堂共事，并由鲁迅介
绍到京师图书馆工作，两人情
谊深厚。

信用毛笔楷书端端正正写
在红笺上，文末交代内容出处，
落款注明作者的长幼辈序，在
浓郁的家风文化中传递出对先

人的怀念和追忆。不由让人想
起北宋词人晏几道在《思远人·
红叶黄花秋意晚》里写到的“渐
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
色”。

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对名
城绍兴的热爱和向往，在来信
中时有真情告白。如鲁研界老
前辈王士菁教授在信末自然流
露出的：“很想再回到青年时
代，从头开始学习鲁迅著作，再
次到绍兴访问。”又如南京大学
教授、诗人赵瑞蕻在参加绍兴
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
大会时，为“裘士雄同行同志”
敬录鲁迅早期著作《摩罗诗力
说》中的两句话：“国民精神之
发扬与世界识见之传播有所
属。诗人者，撄人心者也。”与
其他信件不同的是，这封信写
在赵瑞蕻寄赠裘士雄的文集
《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
译·解说》扉页上，笔迹略显抖
动，时年赵老71岁，推测身体
欠佳仍抱病赴会。

让人百看不厌的是艺坛大
家冯骥才在1992年5月8日的
来信，全文不足百字，版式大方
得体，书写俊逸洒脱。信中写
道：“鲁迅是我最敬重的人。我
正在拜读您写的鲁迅与绍兴。
希望下次去绍兴能与您长谈。”
有意思的是，“最敬重”三个字
的下面还加了三个着重号，说
出了人们共同的心声。诚如冯
先生所言：“文人的书法，向例
是不拘法矩。情之所至，笔墨
奋发。”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名人

信札。
一件件暖心的小事，为纪

念馆史料积累和馆藏征集带来
了很大的便利。信中有一封已
故画家裘沙于 1981 年 2 月 22
日的来信，信中披露了吴冠中
为绍兴鲁迅纪念馆创作《百草
园》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
节。裘先生写到吴冠中的大画

“已经于春节前画好，所用材料
费共20.9元，画及发票另挂号
寄出”“吴先生画了两张丈二
匹，用掉了一张，因渗化力不强
（半熟），画好‘绍兴风光’他自
己不满意，所以又用他自己的
宣纸接起来再画了一幅《百草
园》，另外没有用的一张丈二
匹，他交给我了……”谈到这张
画的报酬，表示可以参考吴老
给北京鲁博画的一幅油画，“但
不知他们是怎样给的报酬”。
后来裘士雄听取裘沙的建议，
送给吴老一套当时面值80元
的甲种本《鲁迅全集》，目前这
幅市值逾千万元的馆藏作品成
为纪念馆尚未定级的“镇馆之
宝”。

这些信件所用信笺多以当
时作者所在单位为主，但也不
乏带有丰子恺插图这样的花
笺，单页、多页，直排、横排，书
写方式也别样多姿，有用黑墨
水、蓝墨水，也有用圆珠笔、毛
笔或混合写成，就像一道道秀
色可餐的佳肴，其美学价值和
收藏价值都高人一筹。如有一
封已故绍兴书法家沈定庵用圆
珠笔写来的信，就具有很高的

艺术和收藏价值。
在这些来信中，除了谈如

何弘扬鲁迅文化、开展学术交
流外，对于“大家”提出的来馆
参观接待、到鲁迅外婆家陪同
走访之类指定要裘士雄亲历亲
为的“小事”，裘士雄总是有求
必应。

不仅如此，裘士雄更提供
一些额外的增值服务，最多的
是自费寄赠参观照片和自己的
学术作品。据统计在来信中占
到百分之六十以上。那时没有
手机，相机也少，参观鲁迅故居
后能意外收到一张个性化的留
影，是件值得回味的名人往
事。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张恩和教授说的：“老朋友
几句话，几行字，比诸一般朋友
的问候，情谊自不可比。”而像
《鲁迅与他的乡人》系列这些裘

士雄的签名本，尤其受到外地
乡贤们的欢迎。

不少信函都传达了那个时
代的诸多文化信息，可视为一
种难得的史料。

如上世纪90年代初，纪念
馆开发了很多名人纪念封用
作“窗口”宣传，上面需要当时
社会名流的题词，裘士雄写信
向他熟悉的“朋友圈”求字，一
封婉拒的来信格外引人注目，
那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
启恒的来信，其道明“写得不
好请多原谅。如果能不用就
不必用了，因为我自觉无任何
杰出之处。只是出于对秋瑾
女侠的尊敬和对我母亲故乡
绍兴的热爱，写下这样两句话
而已。”

这样的谦卑，真让当下一
些自命不凡的网红汗颜。

■福建泉州 蔡永怀 陈谦

这是陈谦家珍藏的一张入
会证书，陈国顺医师于民国二
十三年（1934），经审查合格加
入晋江中医公会。证书向人们
讲述民国时期一段中医历史。

民国初期，兴起中医研究
热潮。泉郡医师杨巽南、傅维
彬等人创建“中医学研究会”，
址设城厢花桥宫。研究中医内
经，时值瘟疫流行，病疫研究成
主要内容，每周会员轮值主讲，
互相交流，出版《医学月刊》。
在花桥慈善公所设立门诊所，
求医者众多，不久迁到考棚口，
轮值坐诊。为了扩大接诊能
力，使贫困百姓也看得起病。
众医师合议筹办“公立中医
院”，成立董事会。址设泉州市
区玉犀巷十八弯巷内，设立门
诊部、内科、外科、儿科、妇科、
骨科、五官科，挂号费1角，出
诊只要付路费，免收医药费。
经费由地方热心人士募捐，县
政府从屠宰税中拨出部分资
金。为了增加收入来源，董事
会在华侨中筹集一笔基金，创
办普济人力车公司，出租人力
车，租金收入纳入医院经费中，
在承天巷择地建新院舍，抗战
期间，交通破坏严重，租车的人

少，再加上侨汇中断，医院不得
不停办。

当局把中医定为旧医，对
中医进行严格考查，及格者才
发放开业执照，大部分中医被
取缔。中医界进行抗争，联合
组建“晋江中医学会筹备会”。
108人申请入会，并呈报当局
备案，《民众报》详细报道了筹

委会的成立消息。1930年冬，
“晋江县中医公会”正式成立，
下设石狮、安海、青阳分会。公
会宗旨为：保存祖国医学，甄别
医师，保障行医开业。设立监
察委员会，入会会员达250多
人，会员每月交会费2角，会员
证制作费 4 元。第二届设立

“晋江中医公会石狮办事处”，

徐泽厚为主任；安海分会，主任
倪儿登；青阳分会，主任徐垂
贤。

当局规定凡开业行医者，
都要有行医证，由中医公会负
责办理，想开业者都要申请加
入成为会员。办理中医证书，
每人须交10多元代办费，领证
时又要交数元的印花税、邮政
费。中医公会在泉州市区庄府
巷、西街帽巷设立施诊所，协助
花桥慈善公所施诊。上世纪
40年代，当局规定律师可免服
兵役，医师没有这个权利，中医
公会向兵役机构，申请与律师
享受同样待遇，得到省民政厅
批准，取得中医合格证者，可以
免、缓服役。为了普及医学知
识，印发涂去病（惠安名医）编
撰的《解毒活血汤歌诀》，及《验
方类钞》。据李炳堃介绍，举人
杨巽南与傅维彬意见不合，退
出学会，另组“谦社”，与研究会
对立。

抗战期间，大批难民涌入
泉州，应抗敌后援会需求，中医
公会在开元慈儿院内，创办“国
难兴中医院”，医院董事积极筹
募经费、药品；恒美药行派人协
助建立中药房。接诊对象为安
置在开元寺里的难民，泉州妇
人养老院、温陵养老院的老人，

以及在押的犯人。公会在泉州
青年服务社建立施诊所，凭处
方可到花桥施药局免费领取药
物。创建中医救护队，按区域
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分
队，每队配备医疗组和担架
队。医疗器械由昌隆药行、共
和药行负责，进行军事化训练，
发生战事时，队员携带急救包
及时抢救。

中医药材业也不断壮大发
展，义顺号、恒生号批发给城厢
及邻县；茂源号销往台湾地区；
协裕号销往东南亚及香港。药
材商到大城市及四川等地采
购，或从香港转运进口的高丽、
洋参、真珠、冰片、砂仁、木香、
胡椒等药品。较大的药材郊行
有昌隆、义和、捷隆、善德、镒
泉、荣美等，城厢零售药店有丰
美、鼎丰、恒美、永寿春等。

社员林杏春创办医学讲习
所，撰写医学讲义，收授学徒。
李炳堃倡建“仲景兄弟会”，有
30多人参加；郑俊哲（郑燕汀
儿子，又名郑却疾）学识渊博，
编撰《霍乱通论》《本草简释》
《阴阳五行论》《瘟病便谈》《四
言诊断纲要》《疾病自然疗法》
等书，并设立“却疾医学研究
社”，址设西街井亭巷。直至泉
州解放，晋江中医公会才结束。

鲁迅文化精神的延伸

一张入会证书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