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师对话"鲁迅与泰戈尔#中国代表团在印度

泰戈尔故居前留影

鲁迅信任的画师陶元庆
!

蔡登山

不久前! 香港作家鲍耀明先
生寄来周作人送给他的绝版书的
书影" 在他收藏的这三十四册书
中!绝大部分是知堂老人的著作!

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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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宇宙风社出
版的#瓜豆集$!知堂老人在上面
题有 %洙邻先生尊诲 受业周作
人呈&' 该书原是送给老师寿洙
邻先生(他是鲁迅老师寿镜吾的
次子 )的 !现何以在鲍先生手中
呢* 原来知堂有说明+%寿先生以
九十岁去世!其家乃以见还!今以
转赠耀明先生' ,该书除了平添
一段来历外!卷头又有寿先生的
批语!更见史料价值'

而在众多朴实无华的周作人
书衣中!赫然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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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沉钟$

半月刊$%沉钟&周刊创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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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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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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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至第十期停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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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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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改为 %沉钟 &

半月刊' 出至第十二期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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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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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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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复刊'为第十

三期( 出至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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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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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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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停刊) 第十八期的封面!

那瑰丽奇特的风格!原是出自陶
元庆的手笔'

陶元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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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璇
卿!浙江绍兴人' 自幼喜欢画国
画!擅长仕女/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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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
入读绍兴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
业后留校担任附小教员 '

!"*&

年 !他考入上海时报馆 !成为该
报馆的一名美术编辑!专门负责
-小时报$的刊头设计' 同年!他
进入吴梦非办的上海师范专科
学校!从陈抱一研习水彩/油画!

吸收西洋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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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他
初到北京 !住在绍兴会馆 !因作
家许钦文之介!而结识鲁迅' 当
时鲁迅在北京各高校授课!其中

作为文艺理论讲义而翻译的日
本厨川白村的 -苦闷的象征$即
将出版! 就请陶元庆作封面画!

陶欣然接受' 图成!封面画由一
个半裸体的女子!披着长长的黑
发!用鲜红的嘴唇舔着铛钗的尖
头变化而成' 鲁迅盛赞其%使-苦
闷的象征$披了凄艳的外衣&' 许
钦文更认为它%首创了新文艺书
籍的封面画&! 而五四新文学书
籍以图案为封面的这是第一本'

该书初版时因新潮社经费拮据!

封面用单色印刷' 鲁迅觉得过意
不去 !于是待初版售完后 !以他
的版税来补足印书经费!并将封
面由单色还原为三色!视觉效果
也更加强烈了'

陶元庆其后为鲁迅的著作
-彷徨$-坟$-朝花夕拾$-工人绥

惠列夫 $-出了象牙之塔 $-唐宋
传奇集 $等书绘制封面画 !其中
最著名者首推 -彷徨 $一书之封
面' 画的是三个人同坐在一把椅
子上! 看着逐渐西移的落日!给
人一种日薄西天的彷徨之感' 整
幅画采用了鲁迅最喜爱的版画
形式!构图简洁/变形/夸张中传
导了深邃的内蕴' 鲁迅称赞说+

%-彷徨$ 的画面实在非常有力!

看了使人感动' &-彷徨$的封面
设计成为当时书衣画的代表作'

可是当时有人却看不懂其寓意!

以为居然连太阳都没有画圆!陶
元庆只好愤愤地说+%我真佩服!

竟还有人以为我是连两脚规也
不会用的0 ,

许钦文是陶元庆终生不渝的
好友!许钦文的小说/散文集的封

面!几乎都出自陶元庆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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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许钦文出版第一本小说集 -故
乡 $!以陶元庆的 %大红袍 ,作封
面' 许钦文后来回忆说+%当时住
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 日间到天
桥的小戏馆去玩了一回! 是故意
引起一些儿童时代的回忆来的'

晚上困到半夜后!他(陶元庆)忽
然起来!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一
口气就画了这一幅' 其中乌纱帽
和大红袍的印象以外 ! 还含着
1吊死鬼2 的美感...绍兴在演
大戏的时候!台上总要出现斜下
着眉毛! 伸长着舌头的吊死鬼!

这在我和元庆都觉得是很美
的' &鲁迅见到此图称赞道+%有
力量! 对照强烈! 自然调和!鲜
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 &后来鲁
迅又对许钦文说 +%我打算把你
写的小说结集起来 ! 编成一本
书 !定名 -故乡 $!就把 1大红袍 2

用作-故乡$的封面' 这样!也就
把1大红袍2做成印刷品!保存起
来' &-故乡$出版后!人们立即为
其精美的封面画所倾倒' 之后陶
元庆又为许钦文的-毛线袜$-幻
象的残象 $-回家 $-一坛酒 $-蝴
蝶$-鼻涕阿二$-赵先生的烦恼$

-仿佛如此$-若有其事$-无妻之
累$等书作封面'

鲁迅曾多次称赞陶元庆的作
品!并因为一再请其作画!说自己
是%得陇望蜀&'除此而外!鲁迅还
转请陶元庆为文学刊物-沉钟$和

-未名$等书刊作封面!代王品青
转请为其女友%淦女士&(冯沅君)

的小说集 -卷葹$$后由司徒乔创

作)! 以及董秋芳翻译的俄国小
说-争自由的波浪$/李霁野翻译
的安特莱夫戏剧 -黑假面人$等
作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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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陶元庆因
患伤寒 !经医治无效 !在杭州广
济医院去世!终年三十七岁' 许
钦文将此噩耗告知在上海的鲁
迅! 鲁迅在

'

月
%.

日的日记中
悲痛地写道+%夜得钦文信 !报告
陶元庆君于六日午后八时逝 ' &

随后 !许钦文去沪 !鲁迅 %付以
钱三百 &!并叮嘱许钦文 %为陶
元庆君买冢地&!妥善处理后事!

还打算出版陶元庆的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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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

月
%,

日晚上! 鲁迅偶翻
陶元庆生前送给他的画集!不禁
百感交集 ! 在画集的扉页上写
下+ %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
也' 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
已永眠于湖滨' 草露易晞!留此
为念'呜呼0&其实让鲁迅可以存
念的 ! 还有陶元庆为他画的肖
像'鲁迅一直想请陶元庆给他画
肖像 !陶元庆自是愿意 !不过因
为两人的时间一直凑不好!始终
没能找出时间来做素描'后来陶
元庆返乡在台州任教!鲁迅才把
自己的照片寄去!请陶元庆在假
期对照照片画一张肖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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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陶元庆把画成的头像寄
给鲁迅!这就是鲁迅生前最喜爱
的一张自己的肖像了!后来这幅
画就一直摆放在北京阜成门外
西三条胡同的 %鲁迅故居 &客厅
正中' 哪天您在景仰鲁迅之余!

也别忘了陶元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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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元庆所画%故乡&封面 陶元庆为鲁迅所画肖像

泰戈尔故乡行
!

王锡荣

亚洲的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
大诗人泰戈尔! 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鲁
迅也很重视他!多次谈到他!对他深表敬
意' 对我来说!印度是一个太陌生/带点神
秘的国度!而泰戈尔则是带点仙气的%男
神&!根本没有想过会跟我有什么联系' 不
意!我却有了拜访泰戈尔故乡的荣幸' 近
期!我随鲁迅文化基金会%大师对话+鲁迅
与泰戈尔&代表团访问了印度!来到泰戈
尔的故乡加尔各答市' 这是印度的第三大
都会!总人口达到一千四百万!现在经济
虽然不是很发达!可是这里却出过三个诺
贝尔奖获得者呢0 除了泰戈尔!还有获得
+"#.

年物理学奖的拉曼!另一位就是著名
的特蕾莎修女' 这样一座传奇的城市!是
我早就期望一睹真容的'

泰戈尔故居坐落在加尔各答市中心
的一条繁杂的马路旁!穿过一条不太宽的
通道进入院内!发现它是一个很宁静优雅
的院落' 一块绿油油的草地!周边是美丽
的花丛旁!坐落着两栋玫瑰红色的两层印
度城堡式建筑!风格独特!装饰精致!跟外
面街道上的杂乱建筑完全不同!让人一下
忘记了外面街道上的嘈杂喧嚣' 建筑上标
明的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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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是泰戈尔的爷爷建
造的' 泰戈尔就出生在这里!而且实际上
一生都以这里为家!除了去一百多公里外
他自己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工作以外!就
主要生活在这里'

这里现在已经改为泰戈尔纪念馆' 大
家都很自觉地脱了鞋! 恭恭敬敬进楼参
观' 这个建筑是水泥和木地板相结合!门
窗高大!通透敞亮' 大楼呈回字形!里面曲
径通幽!大大小小房间有数十间' 这是一
个婆罗门大家族聚居之地' 泰戈尔有兄弟
姐妹十四人!他是家里的老幺' 这里除了

陈设泰戈尔家族的历史面貌!还集中展示
了泰戈尔生平' 我看到了泰戈尔访问中国
的历史镜头!也看到了与泰戈尔来往密切
的徐志摩等中国人的照片' 让人印象最深
刻的是泰戈尔的卧室!那是一个几乎敞开
的空间!中间一张床!其他东西很少!房间
两侧居然有四个门!都可通向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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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泰戈尔就在这张床上去世!

享年八十岁' 在他去世前两个星期!政府
用专列把泰戈尔从国际大学拉回了家' 瞻
仰了泰戈尔故居!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闻名的大诗人!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
活和写作的' 我想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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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这里写
下长诗-吉檀迦利$!那幽美的环境描写 !

跟这个美丽的院落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天一早! 我们
驱车前往距离加尔各答
一百多公里的圣迪克尼
坦小镇的印度国际大
学'虽然路并不远!但是
路很不好走! 我们的车
足足开了五个小时' 印
度国际大学是泰戈尔于
+"(+

年创办的' 圣迪克
尼坦!意为%平和之乡&!

是泰戈尔的父亲的领
地' 泰戈尔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后 !用奖金在这
里 创 办 了 这 所 大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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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设立了 %中国
学院&! 专门培养与中国交流的人员 !首
任院长是中国人谭云山! 现在的院长是
阿维杰特3班纳吉教授" 4大师对话+鲁迅
与泰戈尔&的印度代表团来访中国时!班
纳吉教授也是代表团成员! 会讲一口流
利的汉语'

我们一下车!就看到班纳吉在等候我
们' 我们一行二十来人跟随班纳吉步行大
约二百米!就看到侧面院子里一座方方正
正的两层楼建筑!门楣上方的墙上镶嵌着
一块石板!上面是雍容而刚劲的4中国学
院&四个字'

班纳吉教授带领我们进入学院!很多
学生对我们展露着友好的笑容 ! 表示欢
迎' 我们跟学院的领导和教师进行了座谈

交流' 周令飞秘书长带去了鲁迅文化基金
会的资料和鲁迅的作品!留给学院作为纪
念!并谈了与印方开展持久深入交流的设
想' 班纳吉院长介绍了学院的情况!并表
达了迫切希望与我方展开深度交流的愿
望' 座谈结束后!我们参观了学院的各个
部分!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中文
藏书!尤其是大批珍贵的中文古籍' 我们
匆匆浏览了一下! 有很多还是清代善本!

管理非常规范!而且很明显这些书是经常
有人在使用的' 因为这里一直有中国人任
教!印方人员的中文古籍研究看来也是颇
有深度的' 随着中印之间文化经济往来增
多!中文需求在印度不断提升!学生报名
踊跃!每年都是经过严格筛选!才从中选
出二三十名学生入学' 班纳吉说!整个大
学现在在校学生八千多人!已经构成一个
成熟社区'

从中国学院出来! 往前走几十米!就
是泰戈尔博物馆' 进了这个馆才知道!加
尔各答的泰戈尔故居纪念馆里面!其实多
半是复制品和照片!而这里!才是货真价
实的文物+包括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奖
状/手稿/藏书!以及很多生活用品/文具/

纪念品等等'看了这些文物!泰戈尔在我们
心中的形象!越来越丰富饱满起来!让我们
感受到这位印度国民诗人的伟大胸怀!也
感受到他跟中国人的亲近感'

泰戈尔生前到过中国三次!而鲁迅从
来没有机会去到印度 ! 当然并不是他不
想!他对泰戈尔是敬重的!也是理解的' 今
天!我们通过4大师对话+鲁迅与泰戈尔&

项目!有机会到泰戈尔的故乡寻访泰戈尔
的足迹! 可说是替鲁迅先生还愿来了!希
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加强中印文化交流!

沟通两国人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