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 、夏丐尊与 日 本教 习关系考
——

以 浙江两级师 范学 堂 时期 为 中心

孙立春 项婉倩

１９０５ 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后 ，鼓励开设

新式学堂 。 由 于能够传授新知识的师资不

足 ，各新式学堂都聘请了大量的外籍教师 ，

其中 日 本人最多 ， 他 们 被称 作
“

日 本教

习
”

。 １９０６ 年筹建 、
１ ９０７ 年 开始招生的浙

江两级师范学堂也不例外 ，先后聘请了１０

位左右的 日 本教习 。 他们来杭州时大多是

年轻教师 ，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一般任教

仅 ２—３ 年 ，但他们 回 日 本后 ，
基本上都成

长为大学校长 、教授或中小学校长 。 关于

他们的教育教学活动 、与鲁迅 、夏丐尊等中

方教师的交往情况 ， 由 于资料的限制 ，大多

语焉不详 。 为了厘清这一段历史 ，笔者主

要参考 日 本外务省 的档案 和 日 方资料 ，
再

结合已有的 、零散的中文材料 ，做
一

次全面

的梳理 。

一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日本

教 习基本情况考证

甲 午中 日 战争后 ，杭州被迫成为对 日

开放 口岸 ，
日 本政府在宝石山 下设立 了领

事馆 ，在拱宸桥一带拥有了租界 。 驻杭 日

本领事馆每年都要对在杭的 日本人进行摸

底调査
，
并定期上报 日本外务省 。 关于清

政府雇佣 的 日 本专家 、教习 ， 日 本外务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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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月 的调査结果 。 这是

南里知树？ 、汪 向荣？ 等研究 中 日 关系 史

的学者所倚重 的第一手资料 ，不过 由 于各

种原因 ， 中 日 学者的统计资料有些 出人和

错误 。 笔者主要依据外务省 的原始档案 ，

再结合中 日学者 的先行研究 ，整理 出 以下

表格 （ 见下页 ）
。 备注部分侧 重分析先行

研究的异同点 。

除了 以上三种资料 ， 还有一些 中 日 文

资料涉及浙 江两级师范学堂的 日 本教习 。

郑晓沧在 《浙江两级师范和第
一

师范校史

志要 》 中提到 ：

“

初开办之二三年 中 ，有 不

少 曰籍教员 。 凡有八人 ， 以博物科为最多 ，

图画 、音乐亦有 日籍教员 。 选科有 中桐确

太郎教教育学 ，史地科有铃木克 己教西洋

史
，博物科教员有教植物学的铃木龟 （ 应为

“

珪
”

） 寿 、教动物学 的本多厚二郎 （ 应为
“

本

多厚二
”

） 、教矿物学 的本多厚二郎或木村

卯三 。 到了
１９ １ １ 年 ，

日 本教员几已全部 回

国了 （此说法亦有误 ， 本 田 利实 １ ９ １４ 年还 在任

教 ） 。 那时有不少师 资是和浙江髙等学堂

相通的 ，例如博物的铃木龟 （ 应为
“

挂
”

） 寿 、

音乐 的元桥叉 （ 应为
“

义
”

）敦都是两校合聘

的 〇

” ③

史

家

拍

案

交史料馆 中有 《清国佣聘本邦人名 表》 《支与以上三种资料相 比 ，郑 晓沧多举出

那佣聘本邦人名 表 》 等档案 ，其 中有 明治两位 日 本教 习 ， 即铃木克 己 和木村卯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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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隆也根据这条信息 ， 在 《新见 日 本教

习
——对汪向荣先生所列 〈 日 本教 习分布

表名单 〉 的补充 》 中 ，加 上 了铃木克 己 。
？

由于各种限制 ，郑 晓沧并没有参考 日 本外

务省档案 ， 因而搞错了部分人名 ，但他走访

了与 日 本教 习同 时任教的钱均夫 、 姜丹书

以及当时的学生吴克 刚等人 ，所 以这两个

日 本教 习很可能也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任教 。 不过 ，郑文认为鲁迅任动物学教习

的翻译 ，杨乃康任植物学教 习的 翻译 。 这

明显是张冠李戴 的错误 。 陈星可能也根据

郑晓沧的论文 ，在 《杭州师范大学百年史稿 》

中列举了中桐确太郎 、铃木珪寿 、铃木克 己 、

木 （应为
“

本
”

）多厚二 、吉加江宗 （应为
“

吉加江

宗二
”

） 。
？另据《福井直秋传 》 ，福井直秋是受

长野县师范学校的同事 、副校长原 田 的遨请

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 ，而原田早于福井直

秋来到该校 。
？但是 ，

日 本外务省档案 、南里

知树和汪向荣资料都显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没有这个姓
“

原田
”

的 日 本教习 ，而且浙江省

的教习名单里都没这个人。

关于 日 本教习 的生活 ，
我们仅知道他

们与 中方教师相处 比较融洽 ， 待遇优 厚
，

工资不仅高于鲁迅 、夏 丐尊等 中方教 师 ，

而且也高于当 时 日 本 同 层次 的教师 。 关

于他们的 工 作 ， 郑晓 沧总结为 ：

“

此 等 日

籍教师类皆有一定的专业造诣和修养 ，
庄

严肃穆 ， 教学上颇能 负 责 ，难 得告假 。 动

植矿等教学 ， 皆注重标本 ，并也联 系 本地

实际 ，鼓励采集 。

”

＊
夂

次

料

姓名 月 薪 （ 单

位 ：银元 ）

被聘

曰期

截止

曰 期

籍贯 备注

铃木珪寿

８０

１９ＱＳ ． ８

１９０９ ． ８

１９０８ ． ６

１９１０ ． ７

福岛县

主要在浙江高等学堂任教
，

两级师范学堂为兼职 。

关于任期
，
外务 省档案分为两段 ；

南里知树的说法

（ １９０５ ． ８
—

１９０９ ．
７

） 有误 ， 因 为鲁迅为铃木珪寿做翻

译到 １９１０ ．
７

；
汪 向荣资料均无任期 ，

显示铃木珪寿为

浙江高等学堂和安定中学堂教习 ，此说法似有误 。

元桥义敦 １ １０ １９０６ ． ８ １９０８
． ７ 东京府

主要在浙江髙等学堂任教 ，两级师范学堂为兼职 。

南里知树资料显示任期为 Ｗ０６． ８
－

１ ９０９ ． ８ 。

吉加江宗二 ２００ １９０８ ． ５ １９ １０． ５ 宫崎县
南里知树资料与外务省档案相同

，
汪 向荣资料误作

？ 金奸 《± ＾ 

一
，
，

ｊＳｓ
—＊

 〇

中桐确太郎 ３００ １９０９ ．
４ １９ １ １ ． ５ 福岛县 南里知树资料显示任期从 １ ９０８ 年 ５ 月开始 。

本多厚二 ２４０ １９０９ ．
４ １９ １０． ３ 长崎县

南里知树资料与外务省档 案相 同 。 汪向荣资料作

“

本多原二＇有误 。

福井直秋 １５０ １９０９． ９ １９ １０． ８ 富山县
南里知树资料与外务省档案相同 。 汪向荣资料将此

人列为安定中学堂教习 ，有误 。

本 田利实 １００ 宫崎县

师范学校教习 、 日文 图画手工教授 。 外务省档案作
“

本 田利贞
”

，
似有误

，
因为南里知树和中文资料均

作
“

本田利实
”

。 汪向荣资料无此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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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铃木珪寿和 中桐确太郎 的个人情

况 、教学经历 ，下面会重点论述 。 在此也顺

便介绍一下其他几位教 习的 情况 ： 元桥义

敦在浙江高等学堂和两级师范学堂担任音

乐教师 ，来华前就 出 版过 《小学校 唱歌教

授法》 （教育 书房 、
１ ８９ ８ 年 ） 。 吉加江宗 二从

东京高等师 范学校毕业 ，担 任图 画 教师 。

当时的学生吴梦非 回忆 道 ：

“

图 画教 师是

日 人吉加江宗二 ，
他是东京髙等师范图 画

手工专科毕业的 。 教我们的方法和小学里

差不多 ，也是注重临摹 ，不过他的绘画技术

比较高明 。 他用 的教材常是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
‘

铅笔画范本
’

，
间或也用

‘

水彩画 范

本
’

。 教 我 们 手 工 、 音 乐 的 也 是 日 本

人 。

”
？ 本多厚二从东 京高等师范学 校毕

业 ，担任 动物 学教 师 。 福 井 直秋 （ １８７７
－

１９６３
）是 日 本著名 的音乐 教育家 、作 曲家 ，

１９０２ 年从东京音乐学校毕业 ，先后担任富山

县师范学校 、长野县师范学校教师
；
１９ １０ 年 ９

月 回到 日本后 ，任东京府立三中 、东京府青山

师范学校教师 ；
１９２９ 年创办武藏野音乐学校 ，

１９４９ 年成为升格后的武藏野音乐大学第
一

任校长
；
出版《初等和声学》 、歌曲集 、唱歌集

多部 ，作曲 １０００余首 。 本田利实是手工课教

师 ，教授木工 、金工 、竹工及黏土工 ，
重点在木

工
，夏丐尊担任他的翻译。

二
、鲁迅与 日本教习

鲁迅 １９０９ 年 ８ 月 从 日本回 国 ，
就职于建

校一年多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 在接下来的

一年间 ，鲁迅担任初级师范的化学和优级师

范的生理卫生课程 ，并在铃木珪寿 的植物学

课上兼任 日语翻译。 这是他的第一份职业 。

意气风发的鲁迅勤勉刻苦 ，

一丝不苟 ，时常伏

案至深夜 ，编 出通俗易懂又不失文雅的讲义 ，

为许多学生所爱戴、尊敬 。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建筑和学制 、课程

设置等方面 ，均模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 现筑

波大学 ） ，
而且聘有多名 日本教习

，
让他们担任

博物 、图画 、音乐 、手工等课程。 至 １９ １０ 年 ７

月 鲁迅辞职为止 ，他认识的在职 日本教 习应

该有铃木珪寿 、本多厚二、吉加江宗二 、中桐

确太郎 、福井直秋。 不过与鲁迅关系最密切

的应该是铃木珪寿 。 也 因为鲁迅的关系 ，铃

木珪寿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日本教习中最受

人关注的 ，经常出现在鲁迅年谱 ：传记和回忆

文章中 。 而其他教习或因为在校时间短 ，或

因为与鲁迅、夏丐尊等没什么交集 ，很少出现

在中文资料里 ，而且他们的 日文传记里也很

少提及在华任教经历 。

关于铃木珪寿和鲁迅的合作情况 ，现有

的中文资料？—般都会提及 ：铃木讲课时 ，鲁

迅在通往标本室的过道里吸烟 ，等铃木讲完＿
一段才上台翻译 。 有时铃木讲错某个问题 ，

＃
鲁迅会给他纠正 。 铃木发现后 ，每每朝着鲁ｆ
迅笑笑 。 学生提出不得当的 问题时 ，鲁迅就￥
不译给铃木听 ，

而是 自 己说明一下 。 此外 ，他拍

们还曾同游兰亭 ，有时带学生去孤山采集植＃

物标本 。 当然 ，
他们之间最著名 的当属

“
一枝徽

黄花
”

事件 ，
在此就不雛了 。

職

铃木珪寿生于 １８６７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为福

岛县白方村村长铃木藤右卫门的次子 ；毕业

于须贺川小学 ，人福岛县师范学校并以第一

名毕业 ；
１８８８ 年 ３ 月

，经推荐入东京高等师范

学校博物科 ，三年后毕业 ， 回到母校福岛县师

范学校任职 ；
１８９３ 年 、

１ ８９９ 年 、
１９０ １ 年 ，分别

任枥木县师范学校教师 、宫城县师范学校副

校长 、茨城县师范学校校长 ；
１９０４年 ６ 月担任

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弘文学院大塚分院直

隶班学监？ ，校长即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嘉纳治五郎 ；
１９０５
—

１９１０ 年任浙江高等学堂

教习 ，并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兼职 ，
月 薪 ２８０

银元 ， 回 国后获得 日 本政府颁发 的三等宝

星》
；
１９１ 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在东京板桥町创办

丰岛实科女学校 ，
为之后创办的丰岛髙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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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打下基础
；
１９１２年 ６ 月

，
出任板桥小学校

长 ，后于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 辞去校长一职 ，期间 曾

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期的同事福井直秋合

作板桥小学校歌 ；
因罹患直肠癌 ，

１９３３ 年 ４ 月

终止
一切教学活动 ；

１９３４ 年受到帝都教育会

长 、丰岛区长及丰岛教育会长的表彰
；
病逝于

１９３６ 年 １ １ 月 １ １ 曰 。

？

１９０９ 年 １２ 月末 ，发生了远近闻名 、轰动

杭州教育赛的风潮——木瓜之役 ，其本质实

为
“
一场文学色彩浓厚的新 旧文化教育思想

斗争
”

。
？木瓜之役以鲁迅 、许寿裳 、杨莘耜

（乃康 ） 、夏巧尊等留 日归国教员为斗争主体 ，

取得胜利后 ，

２５ 名教职员还在湖州会馆 留下

纪念照 。 木瓜之役 中
，
日 本教习没有参与罢

教斗争 ，而是遵照夏震武的指示去上课 ，但学

生们不同意 ， 因而集体罢课 。 虽然 日 本教习

们在木瓜之役中并无可圈可点之处 ，似乎带

有旁观者的冷漠 ，但他们的表现又有合理之

处 。 因为他们不懂中文 ， 既不了解这场斗争

的来龙去脉 ， 又担心 自 己 的饭碗不保 。 相关

史料对期间各个 日本教习 的记载较少 ，多为

模糊带过 ，
因而在此只能进行笼统的说明 。

然而 ，
日本教习对学生是极为严格的 ，例

如著名的
“

打呵欠
”

事件 。 日 本教习认为学

生在课堂上打呵欠是十分不敬的行为 ，想给

那个学生记过 ，但学生们强烈反对 。 作为调

解人的鲁迅则从双方的立场做了 分析 ：
从教

员 的立场来看 ，学生们在课堂上没有集中注

Ｉ力听讲 ；从学生的立场来看 ，
教员 的授课不

够引人入胜 。 既然记一人过遭到反对 ，那不

如全员记过 ，而全员记过等同于没有记过 。

这样鲁迅就巧妙地化解了 日本教匀与学生之

间的矛盾 ，并在暗中支持了学生的做法 。

“

打

呵欠
”

事件说明鲁迅对于教师的要求是很髙

的 ，同时也善于从学生的立场考虑问题 。

由此可见 ，鲁迅与 日本教习的交集多为

学术上 、教学上 的交流 。 其中与铃木珪寿的

交往较为密切
，也较为友好 。 而当学生提起

５４

有的 日本教习藐视中 国学生时 ，
鲁迅这样回

答道 ：

“

这也 不必 怪 人多事 ，
应该 自 己 争

气
…
…

自 己不肯争气 ，只会怪人多事 ，在个人

是
一种愚蠢

，
在民族是

一种灾难 。

”
？可见

，鲁

迅对当时中 日两国的认识很清醒 ，没有 因个

别傲慢的 日本教习而忽视向 日本学习 的必要

性 。

三 、夏丐尊与 日本教习

１９０８ 年春 ，
应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沈

钧儒的遨请 ，

２２ 岁 的夏丐尊担任 日语教师 ，

并为讲授教育学的 中桐确太郎做课堂口译 。

南里知树资料显示 ，
中桐确太郎 的任期从

１９０８ 年 ５ 月 开始 ，那么他就是 日 本教习 中任

职时间最长的人 ，而且有可能和夏丐尊合作

了３ 年时间 。 除了 中桐确太郎 ，夏丐尊也为

教手工课的本 田利实做过课堂 口译。 因此
，

从时间上来看 ， 中桐确太郎可 以说是与夏丐

尊交往最密切的 日本教习 。

中桐确太郎 （
１８７２
—

１９４４ ） 于 １ ８９３ 年毕

业于东京专门学校 （现早稻田 大学 ）文学科 ，

１９０３ 年任早稻田大学讲师 ，
１９２７ 年任早稻 田

大学教授 ，期间兼任早稻 田大学髙等师范部

部长一段时间 。 中桐是
一名教育学家 、伦理

学家 、逻辑学家 ，著有《逻辑学》 （早稻田大学出

版部 ，

１ ９０６ 年 ） 、 《逻辑学纲 》 （圣山阁 ，

１９２６ 年 ）等 ，

同时也与近似于佛教 的宗教团体
灯

园关系密切 ，著有 《光 明祈愿 》 （ 春秋社 ，
１９２３

年 ）等 。 他受王廷扬之遨来两级师范学堂前 ，

已经是早稻田大学讲师 ， 因此月 薪是 日 本教

习中最髙的 。 关于他在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学

活动 ，郑晓沧说
“

教育教员中桐确太郎尤为人

所称道。

”

后来的一些学生回忆两级师范学堂

的史料也提到
：

“

给袁心粲影响较大的还有一

位讲授教育学的 日本教师中桐确太郎。 他因

此对教育发生浓厚的兴趣 ，
为献身教育工作

奠定了基础 。

”
？可见 ，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教

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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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上 ， 中桐确太郎都具有一定影响力 。

但经亨颐在 《杭州 回忆》 中写道 ：

“

重到

杭州
，
相见甚欢

，

一

位 日本教员 中桐确太郎还

在 ，我和他论友谊还好 ，我第
一

次回来的时

候 ，他以为我在 日本不过一个学生 ， 回 国来居

然当教务长 ，
有些看不起我 ，

而且他 口头常有

侮辱中国 的话 ，
我当然不让他的 ；

第二次回来

相见 ，
态度不 同 ，我想你还在 ，支配教课伦理

还没有人担任 ，
我不愿意国文教员担任讲一

套毫无意义的伦理 ，所以请他讲 ，他竟嘲笑地

说伦理可 以请外国人教吗 ！

” ？
由 此可见

，
日

本教习与中国师生之间也存在着嫌隙 ，藐视

中国师生的情况是存在的 。 不过 ，
这也成为

经亨顾讲授 、研究伦理学的重要契机 。 值得

注意的是 ，
经亨颐在上述文章 中还提到他

１９０８ 年第一次到两级师范学堂时 ，
从母校东

京高等师范学校带回吉加江宗二和另外
一

名

日本教习 （ 可能是本多厚二 ） ，并与他们
一起谒

孔 ，而这两名 日本教习跪拜时一直在低声地

笑。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 明治维新后中 曰 两

国的国际地位和关系发生逆转 ，
日 本从学生

变成了老师。 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 日本教

习从尊敬、崇拜而又期望超越中 国的立场 ，转

而走向蔑视中 国历史文化 、靠拢西方而又独

立发展的方向 。

而对于夏丐尊来说 ，大他 １４岁 的中桐确

太郎相当于前辈 、师长 。 中桐是 日本著名作

家国木田独步的挚友 ，而夏丐尊之所以翻译 、

出版《国木田独步集》 ，估计与中桐的推荐有

关系 。 中桐的朋友中还有宗教思想家纲岛梁

川和西田 天香 ，他们对佛教、基督教均有所研

究 。 思想家纲岛梁川是向 日本知识分子介绍

西田天香的第
一人 ，

１８３８ 年出生于 冈山 。
１９

岁时寄居在当时的作家、剧作家 、思想家坪内

逍遥家中 ，
后与岛村抱月 、后藤宙外 、金子筑

水等同为 《早稻田 文学 》的编辑 ，负责美术评

论和伦理思想评论等 。 中桐也曾师从坪内逍

遥
，
后与纲岛梁川一同活跃在

“

哲学会
”

。 据

说纲岛梁川 已达到
“

神人合一
”

的境地 ， 与东

本愿寺的清泽满之同为 明治精神界的代表人

物 。 他们身后有着众多 的追随者 ， 如德富芦

花 、石川琢木等。 芦花在《蚯蚓 的戏言 》 中谈

及纲岛梁川和西田天香的关系 。 在纲 岛梁川

去世时
，琢木更是深受打击 ，

在 日记中记录 了

自 己悲痛的心情。 这些虔诚的信徒们在各地

结成了
“

梁川会
”

，还出版了类似于同人杂志

的
“

回览集
”

，西田天香和 中桐确太郎就在其

中 。
？然而 ，

纲岛梁川与西 田天香的宗教观念

依然有出入 ，因此不像中桐
一样

，

一生都支持

着西 田天香和
一灯园 。 中桐本人则是与西 田

天香共同起草
一

灯园生活规范
——

《光明祈

愿》的终生挚友 。

在杭州 期 间 ，
中 桐曾 赠予夏丐尊

一个
“

谢罪袋＇而这个
“

谢罪袋
”

就来 自 于西 田天

香创立 的宗教 团体灯园 。 夏丐尊在

《 日本的
一灯园及其建设者西 田天香氏 》 中

写道 ：

这位 中桐 先 生 是 与 日 本 宗 教 团体

很有关 系 的 ，有一天 ，
他送 一只 小小 的布

袋给我 ， 叫 我 带 回家去 ， 转赠母亲 。 母 亲

死 了 ，
这袋 至今 尚 在 。 袋 的 里 面 写 着儿

句话 ：

一

，这 叫做谢 罪袋 。

一

，将佛 的 东 西认作 我 的 东西 ，这

是罪 。 请把为 谢这罪而 归还 的金钱 ， 装

入此袋 ，和立在 门 口 的 人结真的佛缘 。

一

，
这

“

归还
”

不要认为
“

减少
”

。 我

们 原 可无忧 的被养活 ，
所 以 弄 到 非苦 闷

不 能 生活者 ，完全是 由 于要妄用 自 力 的

缘故 。

一

，请依 了 真 的佛道 如数 归还 了 试

试看 ！ 比未 归还 以前 ，
可得 幸福 的 生 活

哩 。 要研 究这理 由 的 ，请依 溯 了 这袋 的

来处来问 。

一

，漫然施 金钱于 寺 院 或 慈 善
，
并

不是成佛 之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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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出 心比 出金钱更要紧 。

那 时记得 中 桐 先 生 和 我说过他 朋

友西 田 某的 为人 ，
且说这布袋就是从他

． 的 宗教 团体 中 来 的
，
他们 团体 中 节衣缩

食
，
做成种种纪念用 品结缘 ，

这袋就是其

中 的
一种 。 我那 时年 方二十 二 岁 ， 于人

生 的烦 闷 ， 尚 未入 门 ， 亦只 平 常视之 ，认

为是一种 普通 宗教家 的 劝 人 的 行动 而

已 。 过 了 几年 ，我年龄大 了 。 又 因 种 种

的不幸 ， 引 起 了 人生 的烦 闷 ， 于是也居然

欢喜看起宗教上 的书 来 。
？

之后 ，夏丐尊读了纲岛梁川 的《 回光录 》

和西田天香的《忏悔的生活 》 《托钵行愿》后 ，

对中桐的这两位朋友渐渐熟识起来 。 这段由

＿中桐联结的宗教之缘 ，对此后夏丐尊在佛教

方面的理解 ，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 在此 ，有

ｊｆｌ必要简要介绍
一下西 田天香的思想 。 西田天

太香本名市太郎 ，别号天华香洞主人 ，
１８７３ 年生

＾于滋贺县 ；
２１ 岁 时赴北海道垦殖 ，经营多种

支产业均失败 ，受托尔斯泰的 《我的宗教》影响 ；

＿３２ 岁时断食坐禅三 日后开悟
，从此浪迹于十

字街头 ，沿街边行善边乞食“ ９１３ 年在京都市

Ｍ鹿谷建设一灯园
，
名字来源于朋友纲岛梁川

的《
一灯录 》 。 在《托钵行愿》 中可以看到 ，

一

灯园的成员有宗教家 、实业家 、教育家以及艺

术家等 ，其中宗教家和实业家各占百分之三

十 。 宗教家中有净土真宗 、禅宗 、法华宗 、真

言宗 、金光教 、天理教 、基督教乃至大本教等

各种各样的人士 ，而其中大部分都与佛教有

密切的联系 。

西田天香积极推动无我 、离欲、忏悔等精

神运动 ，崇拜
“

光
”

（与大 自然 、神 、佛同义 ） ，

主张
“

无一物 、无所有 、无尽藏
”

。 他所著《忏

悔的生活》附有 《光明祈愿 》的主要内容。 摘

录部分如下 ：

不 二 〇光 明 ｆｉ 宇 宙 Ｉ二遍 满 ｔ Ｓ 陽

光乃如Ｕ 物态 ９ 、之 ｛ｃ觸权Ｔ 、色 々０

光奁發ｔ 。

（不二 光 明 如 阳 光 普 照 宇 宙 。 有

物
，
触之

，散发各光 。 ）

一

、不二 Ｃ
７
） 光 明 仁 上 ＱＴ 新 生 Ｌ 、

許 芑托Ｔ 活扣 叁 九 。 （ 不 二光 明 赋 新

生 ，宽恕众 生 。 ）

二 、諸 宗Ｏ 眞 髄 奁禮拝 ＬＴ 歸 一〇

大願 ｛二参甘丄。 （ 礼拜 诸 宗 真 髓 ， 参 归

一大愿 。 ）

三 、懺悔 ＜
５０ 爲 仁奉仕 Ｌ 、 報 恩〇 爲

（二行乞廿 ／Ｉ 。 （ 为 忏悔 而 劳 作 ， 为 报 恩

而行乞 。 ）

四 、法爾乃猜規 ｛
二 随 ｔ＞ 、世 諦 奁 成

甘九 。 （尊法尔清规 ， 成世 间俗谛 。 ）

五 、 卽右 天華香 洞 ｛
３歸 》

） 無相Ｏ樂

困 ｛二逍遙甘 ／Ｉ 。
（
皈依天华香洞 ， 逍举于

无相乐 园 。 ）

？

从他的思想主张来看 ，

一灯园与佛教的

联系十分紧密 ，可 以说是新兴的佛教宗派或

佛教的一个分支 。 夏丐尊也说
“

（
一灯） 园的

清规 ，略如寺院所为 。

”

夏丐尊的这篇文章写

成于 １９２３ 年 ９ 月 ，他特别强调 ，

“

时距 日本大

地震仅四 日
”

。 此时
，

“

世界正沸腾着人间苦

的合唱 ，我国又特别的 自 扰得几乎不留干净

土。 在这时机中 ，介绍这圣贤的团体到国 中

来 ，也不是无意味的事吧。 我很以有这介绍

的缘为幸。

”

其实 ，夏丐尊早在求学于上海中

西学院时 ，便已经接触过宗教 ，
只不过总是要

礼拜 、唱赞歌的基督教并不适合他。 相反 ，从

《 日本的一灯园及其建设者西田 天香氏 》
一

文中可见 ，他对一灯园 的创立者西田 天香十

分欣赏 ，
对那种青灯常伴的佛教式生活极其

向往 。 因此 ，相比起基督教 ，佛教更能感化夏

丐尊 。 而
“

过了几年 ，
我年龄大了 。 又因种种

的不幸 ，引起了人生的烦闷 ，
于是也居然欢喜

看起宗教上的书来 。

”

这说明夏丐尊与西田的

心路历程类似 ，都在青年时期接触了佛教并

深受其影响 ，后在经历了人生的苦恼之后 ，逐

５ ６



渐皈依了佛教 。

由此可见 ，
夏丐尊 自发地接近佛教 ， 与西

田天香的思想分不开。 不过 ，如果作为一灯

园传道者的中桐确太郎没有多次向夏丐尊介

绍西田天香 ，夏丐尊也不可能形成 自 己 的佛

教观 ，更不可能助缘弘一法师出家 。 由 此可

见 ， 中桐确太郎不仅让夏丐尊领略到 国木田

独步等 日本作家的魅力 ，进而翻译了 《国木田

独步集》 ，而且在人生观 、文化观 、佛教 观方

面 ，通过介绍西田天香及
一灯园 ，对夏丐尊产

生了较大影响 。 年少时
“

热闹
”

的基督教没

有给夏丐尊带来感化 ，
而中桐确太郎的

“

谢罪

袋
”

则带给了夏丐尊关于一灯园和佛教的思

索 。

结语

综上所述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聘用的 日

本教习不仅出色地承担了当时中方教师还不

能胜任的博物 、图画 、音乐 、手工等新课程 ，传

播了新知识 ，为中 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 了重

要贡献
，而且与鲁迅 、夏丐尊等中方教师交往

比较密切 ，合作比较愉快 。 更重要的是
，
无论

是思想上还是创作上 ，他们都对尚处于青年

时代的鲁迅、夏丐尊等人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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