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
一

与 地质 学
薛 晋

伟大的革命家
、

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一生
,

与自然科学 包括地质学 的关系是十分

密切 的
。

他从小就喜欢那些关于草木虫鱼的 自然科学普及读物
,

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关注着

我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

鲁迅在弃医从文之后
,

虽然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文艺和其他思想战

线
,

但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放弃自然科学这一阵地
,

自然科学一直是他运用 自如的武

器
。

因此
,

他也是一个热爱和熟悉 自然科学的战士
。

地质学是他最早接触的 自然科学之一
。

鲁迅
,

一 又 又一年九月二十五 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新台门周宅 ,

取名樟寿
,

字

豫才 , 后来到南京投考时改名树人
,

一九一八年他第一次使用笔名鲁迅
,

在当时的 《新青年
、

》

月刊 五月十五 日第四卷第五号 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 狂人 日记 》
。

鲁迅一生经历的时代
,

跨越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
,

是中国近代

史上一个伟大的革命转变的时代
。

鲁迅革命战斗的一生
,

也是他刻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光辉壮丽的一生

。

他深刻体会到 “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
。 ” 在斗争中

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装是鲁迅英勇奋战
、

所向披靡的力量的源泉
,

也是他实现世界观的伟大

转变 , 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变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极为重要的条件
。

鲁迅热爱党 ,

热爱毛主席
。

当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

胜利到
达陕北并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

,

他怀着兴奋的心情致电锐贺 “ 在你们身上
,

寄托

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
。 ”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他生命不息
,

战斗不止
。

紧张的战斗
,

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
,

使鲁迅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

一九三六年
十月十九日凌晨

,

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
,

终年五十六岁
。

早在二十世纪初
,

鲁迅留学 日本学医时
,

他 就 已 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

伟大领袖和导师

毛主席
,

对鲁迅作了极高的评价
。

毛主席在《 新 民主主义论 》中指出 “番迅是 中国文化革

命的主将
,

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
, 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 ” 又说 “一切

共产党员 , 一切革命家
,

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

都应该学 迅的榜样
,

做 无
’

产 阶级和人

民大众的
‘

牛 , ,

鞠躬尽瘁
,

死而后 已
。 ”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深 刻 理 解

毛主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
, 更好地学习鲁迅

,

研究鲁迅与自然科学 包括地质孚 的关系及

其自然科学思想
,

总结鲁迅为革命从事科学活动的实践
,

是很有意义的
。

一八九八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六月
,

十七岁的鲁迅为了寻求新的知识和新的真理 , 由

母亲筹川 资八元
,

毅然离开了故乡
,

考取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试读生
。

由于对该学堂失望 ,

第二年改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矿务班
。

矿路学堂是 “ 仿照德制 ” 建立的
,

不学英文而学德文
。 ‘

除汉文课程 《左传 》和 《小学集注 》外
,

还 有 格 致 博物学
、

地学



地质学
、

金石识别 矿物学 等
。

理
、

历史
、

绘画和体操
,

生理学 ⋯ ⋯”

鲁迅后来说
、 “ 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

、

算学
、

地
。

鲁迅在校学习十分努力
,

认真地抄了许多书 所抄

四本数学手抄本
、

《金石识别 》等至今犹存
。

但是
,

他并不满足于学校里的课程
,

尤其反
对死读书

,

课余时间他总是到处去找书
、

抄书
、

买书
。

他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英国地质学

家赖尔的 《地学浅说 》译文抄订成两大本 ,

并把书中精密的地质构造图描摹下来
。

一九 一

年
,

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 ,
他曾到句容青龙山煤矿实习

,

次年一月 ,

由矿路学堂毕业
。

在南京求学的三年半的时间里
,

鲁迅接触到维新派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

比较全面地学习了近代 自然科学知识
,

初步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
、

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

论思想
。

一九 二年三月
,

鲁迅赴日本留学
,

历时八年
。 、

在这期间
,

他满腔热情地译著了一些地

质科学书籍
。

一九 三年八至九月
,

鲁迅用文言翻译了法国儒勒
·

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月

界旅行 》,

将原书二十八章改译为十四 回之章回小说
,

十月在东京进化社出版
。

在《弃言 》中
,

鲁

迅说明翻译此书的主旨是使人们 “芬一侨之智识
,

破遗传之迷信
,

改良思想
,

补助文明 ⋯ ⋯导

中国人群以进行
。 ” 也就是想借用小说题材对中国人民进行启蒙

,

普及科学
。

同年十月 ,

他又在 《浙江潮 》第八期上以索子署名发表了论文《 中国地质略论 》
。

鲁迅
在文中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矿产作了揭露和控诉

,

大声疾呼地说 “ 中国者
,

中釜国 超之中

国
。

可容外族之研究
,

不容外族之探拣 , 可客外族之赞叹
,

不容外族之凯靓者也
。 ” 他指出

满清政府实为
二凡未,

竟得独立
,

“ 引盗之室
,

荣光纠纷 ,

助之折确挠栋以速大厦之倾 ” 的罪魁
。

文末又去 “ 幸而数十年

符吾梦想 ” ,

表达出殷切盼望祖国独立富强的心情
。

是 年 十
,

以索士的笔名在 《

尔纳的科学幻想作品
。

浙江潮 》第十期上发表了翻译小说 《地底旅行 》 ,

同是法国儒勒
·

鲁迅将原书改写成十二回的章回体小说 《浙江潮 》只 刊 两 回
,

后月

完
,

其后
,

一九 六年三月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
。
这一年 , 鲁迅还与顾琅合编了 《中国矿

产志 》 , 书中搜集我国十八省三十种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地
,

计一千二百零三处
。

一九 六年
三至四月

,

鲁迅子课余撰 《 中国矿产志 例言 》 , ’

扭五月撰 《 中国矿二产‘全 画 广告 》和

《 中国矿产志 广告 》。 《 中国矿产志 》一书
,

同年七月由上海普及书店 出版
。

鲁迅留学 日本期间
,

正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大力宣传推翻满清统治
,

进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
。

鲁迅为这种革命气氛所激动 ,

积极参加了留学生中的革命宣传和

爱国活动
。

代九 六年
,

在鲁迅战斗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

一九 四年
,

鲁迅在东京弘文

学院学完 日语之后
,

九月
,

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

鲁迅后来解释自己学医的 目的时说
“我的梦很美满

,

预备毕业回来
,

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
,

战争时候便去当军

医
,

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 ” 就在一九 六年上半年的一天

,

鲁迅在学校细菌课

前放映的 日俄战争纪录影片中
,

看到 日军枪决一个为俄国作侦探的中国人
,

而围观的中国人神

情麻木
,

视若无睹
。

这种景象
,

深深地刺痛了鲁迅的心
,

数月之内寝食难安
,

曾一人进山悲

歌
, 枯坐思索

,

反复考虑救国救民的道路
。

后来他追述说
,

那时自己得出的结论 学医并非

第一要紧的事
, “ 凡是愚弱的国民

,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 如何茁壮
,

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

众的材料和看客 , 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

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

而害于改变精神的是
,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

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
。 ” 从此 , 鲁迅做出

了弃医学文的决定 , 六月离开了仙台医专
,

回到东京从事文学著译活动
。

一九 九年八月
,

鲁迅从日本回国
,

以极大的热情去迎接和投身辛亥革命
。

一九一七年
,

十月谭命一声炮响
,

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
,

看见了 “头上的曙光 ” 。

此后
,

鲁迅没能使用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地质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本身的规律进行深入的探索
。

但是
,
作为一个伟

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
在他的一生中

,

在发雇地质学和其娜自然科学上是有独特的贡献的
。

三

鲁迅不倦的学习和宣传自然科学 包括地质学 》是为人民 ,
一

为革命
,

为现实阶级斗争服

务的
。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
革命斗争的风雨

,

使鲁迅越来越看清了战斗的方向
。

他认为历史不是由 “名家 ” 英雄 创造的 , 而鼻
一

“无名氏 ,, 创造的
。 “ 在不识字的大

众里 ,

是一向就有作家的
。 ” 鲁迅列举科学史上许多生动的事实

,
论证了劳动人民是 自然科

学的主人
。

、

在有阶级的社会中
,

自然科学总是掌握在一定阶级的手中
,

并为其服务
。

鲁迅尖锐的看

到
, 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正利用自然科学作为反人民的武器

, 因此
,

他针锋相对地要给他们

以 “报复 ” 。

他说 “ 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
,

是产生子弓箭等类的发明的
。

至于理论
,

那不

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
。

这种解释的作用 ,

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
,

哲学上
,

科学上
,

世界潮流上的根据 ,

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
,

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
· ” 这

正是告诉人们 要用 自然科学这个武器 , 去戮穿反动阶级伪科学的假面
,

一

使人民识破反动阶
级的欺骗宣传

,

提高推翻旧世界能气和革命自觉性
,

, ’ 一 ‘

鲁迅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 日在给 《新潮 》杂志编辑的信中说
,

“ 《新潮 》每本里有一二

篇纯粹科学文
,

也是好的
。

但我的意见
,

以为不要太多, 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

的老病刺他几针
,

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
,

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
。

现在老先生听人说
‘

地

球椭圆 ’ , ‘元素七十七种 ’ , 是不反对的了
。

‘

《新潮 》里装满了这些文章 ,
他们或者还暗

,

骂黔祥撰票篇彗孵纂育翼露咒豁纂怨霆瓢霎夏霆衷秃
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 ,

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
。 ”

一

那种 “为科学而科学 ” ,

不首先顾及科

学为哪个阶级所掌握
、

所服务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人 ,

是上了反动统治者的当
,

只能

对反动派有利
。

鲁迅正是告诉人们
,

使宣传科学成为鼓动革命
、

打击敌人
、

教育人 民 的 手
、

段 ,
并使革命的舆论更加富有科学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

鲁迅
,

这样说也这样做
。

’

自然科学知

识使他的杂文增加了批判的力量和感染的力量
。

鲁迅主张、 搞研究工作必须与实践相结合
。

他以为研究者不能只是一个 “读书者 ” ,

而

应当还是一个 “观察者 ” , “他用 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 , “和实社会接触 , 使

所读的书活起来
。 。 · 、

在学习问题上 ,

鲁迅认为 “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分 , “譬如学理科的
,

偏看看文学

书 ,

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 ” , 而批评那种 “厌恶数学
,

理化
,

史地
,

生物学
, ‘

以为这螂
无足重轻 , 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

,

研究文学固然不明 白
,

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 ” 。

地利

霭受震攀翰鬓霜雪鬓喜攀契算爵羹履翼华裴豁霭黔
“都路

’

帐们今天“ ”

⋯
和政霭委薯悲象兔黔翌攫麦篆凌裂箕翼毅辜霉器鬓蔓熟季摹鹭
迅的思想及其著作博大精深

,

十分丰富
,

这里提出的只是鲁迅与地质学一个侧面极不完整的

材料
,

目的在于引起广大地质工作者的注意
。

’

业我们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
,

学习鲁

迅
,

研究鲁迅
,

象鲁迅那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

努力改造世界观 , 不断革命
,

永远进击
。

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