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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职属的
北京图书馆的创立 辣

椒

鲁迅及周作人与《淞隐漫录》

人类遗留的所有文物中，纸质文物

是最不易保存的，历史上的兵火战乱、

水火之灾、焚书之痛，给人类文明的发

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图书

的贮藏和阅读的空间开放，是人类文明

延续的重要保障。中国公共图书馆的

创立，是从清末才开始的。1907年两江

总督端方奏请清廷创办了江南图书馆

并聘缪荃孙为总办，1909年清政府又批

准北京京师图书馆创立，缪荃孙任监

督。自此，中国南北两大图书馆进入公

共领域。

鲁迅的职属
京师图书馆自批准创立至清帝逊

位，并没有对外开放。民国成立后，京

师图书馆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命

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元，孙

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

政府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

由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好友许寿裳向蔡

元培举荐，2月中旬，鲁迅即到南京临时

政府教育部担任了部员。3月10日袁世

凯篡夺了政权，在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

总统，开始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4月

初，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临

时政府迁至北京，教育部也随之北迁。5

月初，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

第二科科员，与许寿裳一起随教育部北

上，5月5日到达北京，6日，到教育部报

到，10日，正式上班办公。直到1926年

鲁迅离京赴厦门大学教书，鲁迅在北洋

政府教育部供职14年半。

1912年8月21日，临时大总统发布

任命状：“任命周树人为教育部佥事，此

状。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一日，荐字

第肆百肆拾玖号。”26日，鲁迅被任命为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

在社会教育司所司管的主要事务有关

图书馆的有这样几条：

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
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
关于通俗图书馆及巡行文章事项。
鲁迅是个读书人，同时又是藏书

家。他从小博览群书，而在他的时代，

出版业并不发达，鲁迅爱读的野史杂说

很难看到，中国的书有又有很多封建糟

粕、伪书等，比如关于《四库全书》，鲁迅

历来持有自己的看法。鲁迅曾在《且介

亭杂文 ·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说：“清

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

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单看雍正乾隆

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

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

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

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

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

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

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

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

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

气的人。”

开办公立图书馆可以庋藏大量文

献，可以方便大众阅读，这是鲁迅热衷

的事业。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间，为

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认真地履行了

他的职责。关于博物馆、图书馆的建

设，是鲁迅在教育部司管的重要事

务。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分馆、通

俗图书馆的创立和变迁，都融入了鲁

迅大量的心血。

京师图书馆的创立
宣统元年（1909），学部上《筹建京

师图书馆折》，9月9日被奏准兴建京

师图书馆，任命缪荃孙为监督，设馆于

什刹海广化寺。所藏图书取自国子监

南学和内阁大库，包括明代皇家图书

馆文渊阁藏书和南宋缉熙殿珍本，还

采进敦煌石室所藏唐人写经本八千卷

以及著名私家藏书，总计藏书不到十

万册。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蔡元

培任教育总长。5月，教育部任命江瀚

（叔海）为京师图书馆馆长，馆址仍为

广化寺。

鲁迅从1912年8月被任命为教育

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司管图书馆

是他的重要职属。20日鲁迅随夏曾佑

司长到京师图书馆视察，鲁迅日记载：

“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

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

刻本不少。”

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正式

开馆，开始接待读者。鲁迅日记与书信

中有很多对京师图书馆奔波操劳的记

录，如：1912年9月30日：“上午致江叔

海信，又致蒋抑卮信，为之介绍阅图书

馆所藏秘笈也。”1912年12月19日，鲁

迅踏雪访问京师图书馆：“大雪终日，午

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途中甚冷。”

1913年6月，因广化寺地处偏僻，

房屋低洼潮湿，不宜保存图书，经教育

部批准，在另觅新馆址的同时，租用于

宣武门外前青厂民房一座当做分馆。

1913年4月1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同

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

书分馆新赁房屋，坐少顷出。”23日，“午

后同夏司长、戴芦舲往前青厂图书分

馆”。6月，分馆开馆。29日，“在部终日

造三年度豫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

头脑岑岑然”。1913年2月江瀚调任他

职，教育部夏曾佑负责管理该馆，但实

际上是由鲁迅负责管理。鲁迅为京师

图书馆的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贡

献。同时京师图书馆也为鲁迅的学术

研究提供了方便，他经常到图书馆借阅

书籍，还介绍日本友人前往参观。

1914年分馆迁至前青厂西口永光

寺街。4月4日，鲁迅日记载：“至前青

厂图书分馆。”10月，京师图书馆停止

阅 览 ，暂 时 由 广 化 寺 移 至 国 子 监 。

1915年，确定以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

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1916年

初，分馆又迁至宣武门外香炉营四条

胡同。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

在方家胡同重新开放，鲁迅与教育部

部分同仁出席了开馆活动并留影纪

念。此时的京师图书馆已粗具近代图

书馆的规模。

1917年1月，教育部获准在午门设

置京师图书馆，在端门设置历史博物

馆，鲁迅前往视察数次，后来京师图书

馆终未迁至午门。1917年1月26日，

“上午赴京师图书馆开馆式”。

现在，京师图书馆已经发展演变为

中国最大的国家图书馆，鲁迅功不可

没。据国家图书馆的资料，京师图书馆

开馆之初，为充实馆藏，鲁迅在1912年

秋季以教育部名义咨调各省官书局所

刻书籍入藏京师图书馆。1913年，将一

部铜活字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

拨予京师图书馆。1916年4月，通过政

事堂取得内政部同意，明文规定，凡经

内务部立案的出版物均须分送京师图

书馆一份庋藏，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

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职能。同年，鲁

迅又为京师图书馆征取各省区最新修

刊的志书，征求各种著名碑碣石刻拓

本。《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

全书》也是经鲁迅据理力争，于1915年

移藏京师图书馆的。

通俗图书馆的创立
继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开

馆之后，通俗图书馆也于1913年10月

21日开馆。地址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

路西抄手胡同口外。这是第二座向公

众开放的图书馆，也是我国最早的一个

面向大众的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是普

通群众和儿童。图书馆还设立了新闻

阅览处和儿童阅览处，提供免费阅览服

务。还附设了一个儿童体育场，供读者

休息时进行锻炼，以健身心，这在当时

是非常先进的。鲁迅在10月21日这一

天亲临现场参加了开馆式。

关于通俗图书馆的建设，鲁迅认

为：“于通俗图书馆，则鄙意以为小说大

应选择；而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所出

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

开而忽之矣。”（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

裳）鲁迅对通俗图书馆非常关心，还把

自己校阅过的翻译小说《炭画》及参与

撰稿的《新青年》杂志等捐献给图书馆

以丰富馆藏。鲁迅还经常到那里检查

工作，借阅图书，他的小说史研究从通

俗图书馆受益颇多。鲁迅在《〈小说旧

闻钞〉再版序言》中说：“《小说旧闻钞》

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

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

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

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

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

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

惜。”对通俗图书馆非常赞赏。通俗图

书馆的藏书以大众通俗读物为主，所藏

的一千多种戏曲、小说，在当时甚至超

过了京师图书馆的收藏。

为增加读者，扩大普及教育，教育

部与内政部协商将通俗图书馆迁至中

央公园（今中山公园）。1917年8月，通

俗图书馆搬进中央公园大殿。由于图

书馆与公园产生矛盾，只好再次搬家。

1924年，通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分馆均

迁至宣武门内头发胡同22号，同属教育

部管辖，合署办公，分治馆务。这里是

宣统年间翰林院讲习馆旧址，是一个环

境幽雅的大四合院，南屋为阅报室，北

屋为阅书室，后面是书库。鲁迅和当时

的学界名流经常到那里查阅图书资料、

借书和赠书。1956年10月，该馆命名

为首都图书馆。

今天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兴旺发达，

各省、市、县直至社区，大中小学，企事

业单位，图书馆不计其数。新建于北京

副中心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开馆近两百

天时，读者就已达两百万。我们不能忘

记先驱者辛勤的付出。

清末闻人“天南遁叟”王韬（1828—

1897）的小说《淞隐漫录》凡十二卷，先

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附于申报馆《点

石斋画报》印行，有吴友如、田子琳的插

图；后来才出版单行本。鲁迅青年时代

读过此书，到1934年顷，他得到两种残

缺的《点石斋画报》本《淞隐漫录》，凑成

全份，十分高兴，重新装订为六册，并于

首册扉页作一题记道——

《淞隐漫录》十二卷
原附上海《点石斋画报》印行，后有

汇印本，即改称《后聊斋志异》。此尚是
好事者从画报析出者，颇不易觏。戊年
盛夏，陆续得二残本，并合为一部存之。

九月三日南窗记。
当时鲁迅还得到王韬的《淞隐续

录》（后出之单行本题《淞滨琐话》）、《漫

游随录图记》的若干残本，也都一一重

新装订并分别写了题记。

鲁迅有此雅兴同他对王韬其人以

及《点石斋画报》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先前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讲到《聊

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时，曾

经提到“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

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

《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

天长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光绪

二十一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

流，一时传播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

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可知

王韬的小说当时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

响，在小说史上有一定的地位。由吴友

如主笔的《点石斋画报》（1884—1898）

是清末风行一时的大众时尚读物，1931

年鲁迅在著名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

瞥》（后收入《二心集》）中特别提到它，

鲁迅说吴友如是很有特色的画家，“神

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

国事情，他很不明白……至于他画‘老

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

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

的缘故”；鲁迅又指出，“这画报的势力，

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

‘时务’——这名词在那时就如现在之

所谓‘新学’——的人们的耳目”。所以

这画报也就大有文化史史料的价值，近

年来研究现代文化史、文学史的专家已

注意及此，颇有论述。

王韬小说之《点石斋画报》本具有

双料的价值，难怪鲁迅对那些残本颇为

珍重，亲自重订，并且一口气写了三则

题记（后均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

集拾遗补编》）。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鲁迅的二弟周

作人在将近十年之后也专门写文章谈

到《点石斋画报》本《淞隐漫录》。他得

到的是全本，文章也写得比较详细，其

中有云——

数日前从上海寄到几部旧书，其中
有王韬的《淞隐漫录》十二卷，我看了最
感兴趣。天南遁叟的著述在清末的文
化界上颇有关系，其在甲申前后之意义
与庚子前后的梁任公差可相比，虽或价
值高下未能尽同，总之也是新学前驱之

一支，我曾略为搜集，以便检考，这回买
《淞隐漫录》的原因即是为此，但是感到
兴趣则又是别的缘故。我初次看见此
书在戊戌春日，那时我寄住杭州，日记
上记着正月廿八日阴，下午工人章庆自
家来，收到书四部，内有《淞隐漫录》四
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其时我才十
四岁，这些小说却也看得懂了，这两部
书差不多都反复的读过，所以至今遇见
仍觉得很有点儿情分。当时所见的乃
是小书四本，现在的则是大本十二卷，
每卷一册各二十叶。据《弢园著述总
目》云，“是书亦说部之流，聊作一时之
消遣，而借以抒平日之牢骚郁结者也。
其笔墨则将无同，其事实则莫须有，如
目为刘四骂人，未免深文周内矣。初散
编于画报中，颇脍炙于人口，后点石斋
主人别印单行本行世，而坊友旋即翻

板，易名曰《后聊斋志异图说》，图画较
原刻为工。”此十二册本篇末常有红绿
纸痕迹，盖是从画报中拆出订成者，可
以说是初印，比小册便览多矣……弢园
此类著作，尚有《遁窟谰言》与《淞滨闲
话》（原文如此，按当作《淞滨琐话》——
农）各十二卷，平日见之亦不甚珍重，今
之特别提出《漫录》，实以有花牌楼之背
景在耳，而转眼已是四十四年，书味亦
已变易，他更不足论矣。（《书房一角 ·旧

书回想记·〈淞隐漫录〉》）

“甲申”是光绪十年（1884），其时

前后王韬影响很大，迄今似乎尚未得

到足够的估计。周作人则早已高度注

意王韬其人以及《点石斋画报》在近代

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目光如炬，正

可与鲁迅相视而笑。而周作人之珍重

《淞隐漫录》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那

就是他早在少年时代就曾在乃兄指点

下读过此书。检《周作人日记》（大象

出版社1996年版），戊戌（1898年）正月

廿八日载：“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收

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

《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

本。”豫亭兄就是鲁迅。周氏兄弟闹翻

以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再提及

对方，而内心深处未尝毫无感情的联

系，这里周作人说起他关注《淞隐漫

录》一书有着“花牌楼之背景”（花牌楼

是周作人陪侍祖父住在杭州时的地

方），实际上指的是他与鲁迅早年兄弟

怡怡切磋读书的背景。

鲁迅那样珍重残本《淞隐漫录》，亲

自动手“并合为一部”，大约也有着同样

特别的背景吧。

我天天看辣椒。我站在早晨，这时

候的早晨是温和的。我只占了它的一点

点，一点点时间吧！在屋边朝菜地里远

远地望一眼，我就晓得辣椒还活着。

有时我也多站一会儿，我在想，太阳

这么毒，危险是普遍的。这些小东西是

怎么一点点活过来的。有没有需要我做

的？比如浇水。看到它们，我有浇水的

冲动。我不应该置身度外，一些行为，的

确关乎生命的存亡。可是，爱人反对我

去浇水，可能她担心我不晓得轻重。她

说不用天天浇水，那样根不能往下扎，反

而不容易活！哦，水是不能乱浇的。我

们都是大地的禾苗，乱套的洪水向着我

们来了，注定吃不消的。不错，湿润是深

色的，投放到泥土里，就像低落又沉郁的

眼神。活路被埋土里，我看不见。

辣椒应该在春天栽下。这些辣椒，

却是在赤日炎炎的夏天栽的。今年夏天

特别热。春天栽下的辣椒被洪水冲得七

零八落。它们曾经是非常好的辣椒。浓

浓的绿团里，尖长的果实，就像编钟，非

常壮观。它们的沉默比轰鸣还要热烈，

它们引来了路人的赞美。

爱人将辣椒籽留下。平整了土地，

开始了一番育苗工作。将春天的种植延

续到夏天是否成功，她也不晓得。她喜

欢植物，算是关于春天的一次回忆，也是

对不久前的突发洪灾来点改善或挽回

吧！绿色生命饱含的生机和奥秘令人向

往。辣椒，让一日三餐更有味道。菜地

横一条竖一块，仿佛在调整泥土的表达，

如何更合理地进入角色。香椿树立在菜

地的中间，香椿叶炒鸡蛋非常美味。香

椿站在地里就算一个例外吧！四季豆下

市了，架子和枯叶还在留守。出门一身

汗，懒得去管它们了。花生地陷进了老

深的杂草里，是来过的洪水杂乱了心情，

没去管了。金红的小花早开过。地里出

现小洞，说明花生的功夫在地下，引来老

鼠惦记了。苦麻的叶子剥一回，个子又

往空中蹿上去一节。从低矮到瘦高，中

间是减法。减法就是加法。土地有它的

性子和算法，不接触不晓得。早晨的光

线柔柔的，从空心菜里披挂下来。有一

天，爱人欣喜地对我喊着：“辣椒苗出

啦！”我赶忙去了菜地。我看到很小很小

的辣椒苗，小得分不清芽瓣的种类，小得

就像泥土里冒出的一点儿青烟，然而苗

儿如同新月一样朦胧了目光和原野。

这么热的天，就是一个人在地里不

说站一天，不到半天也会倒下的。辣椒

真够英雄的！越晒越青绿，越来越矫健，

越来越是角儿啦！我用玉米的叶子将苗

儿护起来，避开点儿阳光吧，我甚至将接

空调水的铁锅，翻过来扣着小苗儿。钢

铁用圆弧描画保护区的界线，和柔细润

也来关爱一回过于刚烈的态度。总之，

对辣椒好些，让成长更加顺溜！从火焰

般的阳光里，冲出一团来自泥土的本

色。大有看点啊！

最初栽下的辣椒，个儿小小的、挺挺

的。一天下来，太阳把它的毒辣一股脑

地对准小家伙。黄昏里，细弱的叶茎全

趴下了。嫩叶往里内卷着，不仅仅是群

体疲倦，而是生死不明啊！可是一夜过

去，小茎挺起，叶子展开，应该是夜晚用

时间遮掩了其中的窍门。不用打破砂锅

问到底啦，反正欣喜舒展到了我的脸

上。我相信叶子里藏有绿意和经书，细

小的脉络把太阳翻过来了，高高的火热

和低矮的清凉之间，是辣椒架上来了。

更为细腻详实的部分，包括所有的清楚

明白，需要蹲下来。我拨弄着叶片。我

在温和的早晨蹲下来。泥土有些苍白，

像是孕妇的脸色。飘上来的气息，有点

辛辣，也可能是干涩。围绕着辣椒根部

的是泥土的酒窝，一圈又一圈的，是我们

让大地笑起来的。

总之，我的面前飘荡的是深厚凝重

的地气。地气是个好东西，我又勇敢地

往前想了一回，天机也在地气里。泄露

不泄露留着不说。根须就是用来对接的

管道。不用大棚啊，辣椒顶住了热辣辣

的夏天，小小的绿荫就是太阳后退的一

大截！辣椒够泼辣的，那里的顽强在大

地明摆着。

我不止一次地蹲下来。我看到了

叶子平展着，就像早操里众多的手臂。

黄山学院的高楼围落了大块的影子，阳

光开始从楼顶爬上来。叶片已在平托

起初升的太阳。辣椒耷拉下来的样子

是昨天的样子，现在更新了，那里的精

神面貌粘住了脚步，我多站了一会儿。

辣椒不光承受住落下的灰尘和嘈杂的

声音，还让一些想法通过绿叶。绿色通

道正在一点点宽大。今天小虫子在那

里颤颤悠悠，明天还可以让更大的重量

找到承载的路线。

有三棵辣椒仿佛按捺不住自己的性

子，高出了群体一大截。那势头在积攒

火箭的级别吗？也许，蓝天在它们眼里

就是一个高，而它们就是缩短那个高的

妙招。我的关注有了实效，好像它们在

一心一脑地高给我看。看来，爱人是对

的。她来浇水，我远远地看一眼，辣椒，

一起构成铁三角。一样不可少的。可以

撤除铁锅和玉米叶了。辣椒已经充分尝

到了炎炎烈日里的劲道，有了劲道事情

好办多了！

有天早晨我看到一棵长得好好的辣

椒，像一摊挤下的膏泥，软塌在自己的位

置。在昂首挺胸的团队里，这个情况有

些糟糕。我蹲下来了。可我看不到泥土

深处，有限的经验也很可怜。辣椒被地

老虎（地蚕）咬断了根吗？也可能根须碰

到了没有匀开的鸡粪，那东西够浓烈的，

也就是常说的辣椒被烧死了。总的来

说，土里的情况有些复杂，我两眼一抹黑

了。好在爱人的苗圃里，还有辣椒苗。

一天又一天。早晨第一件事，我进

了菜园。辣椒就像好看的书一样抓住

我，翻开厚厚的云朵，鸟声明亮羽翅带

彩。我也被哧溜一下从睡梦里翻过来，

这时毯子和晨光粘在一块，有些皱巴巴

的。顺着增长的脉络，我惦记着叶上的

台面，是否还能撑住？一只虫子在测试

一本书的速度。半开的白花把大地里的

香气小小倾斜着。辣椒的格局升高了。

好看的读物少不了昨天对今天的期待。

昨天和前天已经连成一片。趣味总是向

前的，也能扩散甚至迂回，所谓梅开二

度，花开两回。好像热度是蹭出来的。

接下来，故事进入中间地带，不能没有突

如其来，也不能老是突如其来。很多细

节说是青色的，不准！说是绿色的，好像

差那么一截。我被一个枝节叉到天外。

等我回过神来，波涛瘪下去了。我把视

野调整了一下。横竖还是那些地块。接

下来，和所有好看的规律一样，贴近好奇

和心跳。叶片在凭空摇摆。那些脉络真

是想得出来，它们穿插的不止一幅春天，

千头万绪在它的后面。简直就是面前摆

上了大树，顺着枝丫去上升去想象吧。

好些场景和转折有了苗头。新鲜的状态

过了一天更新鲜了。它们从秆茎往上壮

大着。是一支队伍呢！那里的高度不好

拿捏。不是凑合着的。添一分减一点，

都在慢或快里了。尽管丰盈需要讨论，

然而生长可是个硬道理。四十度的气温

不能让绿意萎缩，小影子大绿荫就是必

然的了。果实和根须在相互通气互为映

照。大地是一面镜子。小风里，辣椒在

摇动。那是夏天被松动了，大块的炎热

在斜滑，脸上的小汗滴落下来。不用扒

拉开泥土，我也知道根须在往深里紧了

紧，在攀爬，在握手，在感动。一些接触

紧紧地握到了一块。

2024812

2024813

京师图书馆开馆纪念合影

（第二排右四为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