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往往以为， 独立浴室是从欧
美传来的 “文明”。 但是， 早在明朝的
《长物志》 中， 浴室不仅单设， 而且筹
划得十分完备： “前后二室， 以墙隔
之。 前砌铁锅， 后燃薪以俟。 更须密
室， 不为风寒所侵。 近墙凿井， 具辘
轳， 为窍引水以入； 后为沟， 引水以
出。 澡具巾帨， 咸具其中。”

这一设计方案可谓考虑周全： 浴
室既然单独修建， 那么就要做到墙厚、
窗小、 门严、 密封性好， 避免风寒侵
入 。 内部则用墙隔成前后两个房间 ，
前间是正式的洗浴空间， 搭着隔墙砌
一座矮灶， 矮灶上架一只超大的铁锅，
作为浴盆。 矮灶的膛口却设在隔墙上，
开向后间， 因此， 后间就是单纯的烧
火间， 柴草等必不可缺的生火材料也
一并堆放于此。

在前间的外面 ， 就近凿一口井 ，
井口上安设辘轳架， 同时在井口附近

架上引水管， 让引水管穿墙而入浴室
之中， 这样， 井水经由辘轳提取到高
处， 倾入引水管， 便会顺水管直接流
入浴室墙内， 用水桶接盛之后再倒于
铁锅里 。 前间的墙角还砌有排水沟 ，
浴后的剩水便是由此排出室外。

洗浴的一个特点就是用水量大 ，
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 《长物志》 的
这一方案很好地解决了引水与排水问
题。 主人要洗澡之前， 先让仆人向铁
锅内倒好水， 然后在隔壁的灶膛口生
火， 把锅内水加热到适度， 便可进去

入浴了。
到了清代， 乾隆时人曹庭栋 《养

生经》 中写道： “有砖筑浴室， 铁锅
盛水， 浴即坐锅中， 火燃其下， 温凉
惟所欲 ， 非不快适 。 曾闻有入浴者 ，
锅破， 遂坠锅底， 水与火并， 而及其
身， 吁！ 可以鉴矣。”

所展示的私人浴室一如 《长物
志》， 在特筑的房间内架起铁锅作为浴
盆， 于锅下的灶内燃柴生火。 如此的
加热方式可根据洗浴人的体温感觉 ，
随时调节燃柴火势， 从而改变水的温
度， 给人提供舒适感。

李渔 《闲情偶记》 中则介绍了加
强版 ： “至于富室大家 ， 扩盆为屋 ，
注水于池者，冷则加薪，热则去火，自有
以逸待劳之法， 想无俟贫人置喙也。”

一如李渔指明， 上述形式的私人
浴室是仅仅属于富有财力的大户人家
的奢侈， 普通人的家中绝对置办不起。
不过， 传统生活中长久地存在着独立
的、 设计科学合理的浴室， 却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 其实， 很长时期内， 欧
美的富贵人家反而没有这样规划周全
的独立浴室， 只是在卧室旁边的房间
里摆设一只浴缸而已。

摘自 《长江日报》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 也
是 《藤野先生》 一文发表90周年。

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国人 ，
想必都读过鲁迅的 《藤野先生》。 殊不
知， 在日本， 特别是仙台， 藤野严九
郎也因为他的这位中国学生变得有名。
藤野先生不仅成为中日友好的一张名
片， 他的故乡福井县建立了 “藤野严
九郎纪念馆” 和 “惜别” 碑。 他还树
立了一个不带民族偏见、 传播近代科
学的教师形象， 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
现属的日本东北大学设立了 “藤野先
生纪念奖励奖”， 以鼓励藤野先生式的
教师。

日本人对这段异国师生佳话的重
视和研究程度， 出乎一般国人的意料。
1973年， 日本各界成立了专门的记录
调查会， 搜集和考证有关鲁迅在仙台
一年零七个月的留学生活方方面面的
文字和影像史料， 进而成立了 “东北
大学鲁迅研究课题组”。 后来， 课题组
搜集到的照片集的电子复制版捐赠给
清华大学图书馆披露了一些国内不常
见的资料。

在照片集中， 有一份藤野先生的
亲笔履历书 ， 是明治34年 （1901年 ）
被仙台医专聘为教师时提交的， 上面
记录了他的学习经历、 工作履历以及
工资变化———从月俸5元一步步升到年
俸480元等。 履历并无不凡之处， 这个
年俸也是教授薪资等级里面最低的 。
鲜为人知的是， 藤野是在鲁迅入校前
两个月 ， 才升任为教授的 。 并且在
1915年仙台医专并入东北帝国大学医
学系时 ， 还因资格不够而被迫辞职 。
求职无果， 藤野离开仙台， 回到故乡
福井县芦原市开办诊所。

一张 “藤野医院” 的照片里， 墙
上挂着藤野先生穿过的短大衣， 架上
整齐地摆放着藤野先生用过的皮包和
一些医疗器具， 擦拭得非常干净。 另
外两张 ： 一本诊疗簿和一份诊断书 ，

字迹还清晰可辨。 一切就是一个乡村
医师应有的模样。 当看到藤野先生给
孩子编写的法语教材和英语教科书时，
严谨刻板的形象才多了几分亲切有趣，
仿佛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一
个传统的中国家庭。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几张与中国传
统文化有关的照片。 藤野小学时学过
汉字和汉学， 老师野坂源三郎教授的
是朱子理学。 一张有关藤野藏书的照
片， 是一本泛黄的线装书 《近思录》，
这是朱子学的入门书。 一本藤野先生
亲手抄写的 《论语》， 用毛笔工工整整
地写着 “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
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这些反映藤野汉学修养的照片 ，
虽是情理之中， 却也在意料之外———
中国传统文化竟然在甲午战争后对一
个学习西方近代医学的日本人仍有一
定的影响！ 想必藤野先生当年看到中
国留学生周树人， 是有一些文化上的
亲切感吧。 所以藤野在晚年回忆鲁迅

的文章 《谨忆周树人君 》 中写道 ：
“我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 同时也感到
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 所言非
虚。

照片集中有一张是岩波书店出的
日文版 《鲁迅选集》， 这恐怕是仙台一
别后， 藤野先生收到的唯一有关鲁迅
的物品了。

1934年， 鲁迅的日本弟子、 中国
文学研究者增田涉询问岩波文库版
《鲁迅选集》 的收录作品， 鲁迅回信答
一切随意， “只有藤野先生一文， 请
译出补进去”。 1935年， 增田涉将这些
事写信告诉藤野严九郎， 并随信寄去
了一本 《鲁迅选集》， 也就是照片中的
那一本。 时年61岁的藤野先生才得知
以前的学生周树人成了作家鲁迅。 此
时距离二人仙台惜别已经过去近30年
了。

1936年， 鲁迅在上海逝世， 他终
身未得到藤野先生的音讯。

摘自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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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纯手工打造跑车
获外观设计专利

战士冒死徒手排雷
危险重重

青龙镇遗址发掘
地宫佛塔舍利揭开面纱

昆明红嘴鸥进行环志
佩戴“身份证”

近日， 昆明市鸟类专家在昆明滇
池边对100只红嘴鸥进行捕捉和环志，
并对身体各部位进行测量， 以获取红
嘴鸥迁徙的路线、 特性及其种群数量
变化趋势等相关信息。 据了解， 蓝色
的环志代表着红嘴鸥是从昆明 “起飞”
的， 是它们的昆明 “身份证”。

近日， 上海博物馆举行新闻发布
会， 公布上海青龙镇遗迹隆平寺塔基
发掘过程， 并展示地宫佛塔、 舍利等
文物。 据悉， 青龙镇是当时对外海上
贸易的重要港口。 最近发现的隆平寺
塔基以及其他文物印证了青龙镇的历
史， 为证实上海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节点提供新证。

近日， 在中越边境云南段， 排雷
战士正用血肉之躯， 进行第3次大规模
排雷 。 前2次排雷行动中 ， 牺牲1人 ，
负伤30余人， 因伤致残12人。 而这次
雷区更危险， 爆炸物种类多达30余种，
世界罕见。

近日， 汽车维修工人杨海华纯手
工打造的跑车正式亮相广西。 杨海华
热爱汽车文化， 利用空闲时间自主研
发设计跑车， 历经3年花费8万元终圆
“跑车梦”。 目前， 该辆跑车已取得外
观设计专利证书。

并非西方舶来品

私私人人浴浴室室

藤野先生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