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論　　説 》

论丰子恺的童话〈博士见鬼〉

―与日本古典落语〈捣屋幸兵卫〉及鲁迅〈祝福〉的关系―
（1）

大野　公贺

前言

　　本文讨论的〈博士见鬼〉是自1920年代后半期起以中国都市的新兴中产阶级

为中心创作颇具个人特色的插图、小品文而声名鹊起的丰子恺（1898―1975）发

表在《儿童故事》杂志第 4 期（上海・儿童书局，1947年 4 月）的作品。丰子恺

后来把包括该作品在内的发表于《儿童故事》第 1 期到第11期（1947年 1 月―11

月）的10篇童话和登载于《论语》半月刊第134期（1947年 8 月 1 日）的小说

〈明心国〉共计11篇作品合成一册童话集，以《博士见鬼》为名出版（上海・儿

童书局，1948年 2 月）。

　　童话集《博士见鬼》中的作品“原是对小朋友们的笑话闲谈”，不过对教育

也有自己一番见解的丰子恺并不喜好“光是笑笑而没有意义”的故事。无论作

画，亦或为文，丰子恺都以自己小时候母亲经常买来的中国传统点心茯苓糕为榜

样
（ 2）

。

　　丰子恺在童话集《博士见鬼》的序文中写道，幼年时吃茯苓糕什么也不懂，

只觉得很好吃，年稍长方才理解母亲的用意。如同茯苓糕不但甜美，且有益健康

一样，丰子恺也希望自己的作品最好也不仅形式美丽，而是又有教育作用，能使

精神健康。在此意图之下，童话集《博士见鬼》里的作品看似对小朋友们的笑话

闲谈，其实“背后藏着一个教训
（ 3）

”。

　　该童话集的作品中，有几篇是根据中国及外国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改编的，而

书中的第一则童话〈博士见鬼〉即翻案自日本的古典落语
（ 4）
〈捣屋幸兵卫〉。为了

把日本江户时代的落语改头换面成二战后的中国儿童读物、且在“背后藏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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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丰子恺在时代设定、登场人物的性格、职业、关系等方面颇费心思。

　　此外，丰子恺敬爱鲁迅，曾将鲁迅的几篇短篇小说改成漫画发表
（ ５）

，〈博士

见鬼〉中也可发现鲁迅〈祝福〉的几处影响。

　　本文将聚焦丰子恺的童话〈博士见鬼〉，考察他如何翻案〈捣屋幸兵卫〉、其

中又隐含了何种“教训”，以及鲁迅〈祝福〉的影响。

一　〈捣屋幸兵卫〉与〈博士见鬼〉的故事梗概

（一）落语〈捣屋幸兵卫〉

　　首先，来简单看一下丰子恺翻案的落语〈捣屋幸兵卫〉的内容。

　　因喜欢发牢骚而被冠以“牢骚幸兵卫”绰号的“家主”幸兵卫每天清早不边

巡视大杂院一周边斥责房客气就不顺。即便回到家，对老伴的一言一行也无一中

意，不论在家还是在外，始终牢骚不断。

　　这时有一位看到租房广告的男子上门询问房间是否已被预约。听其职业为舂

米匠，幸兵卫便将他请进屋，开始讲起往事。原来那家空出来的店面以前也是租

给舂米店，幸兵卫自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经熟人介绍的妻子既漂亮性格又好，

事事想着幸兵卫且勤快劳作，这样的贤妻帮衬下，生意十分兴隆。然而，妻子偶

感风寒久久不愈，加上操劳过度而香消玉殒。

　　临死前，妻子托言倘若自己有什么三长两短，希望幸兵卫续弦自己的妹妹。

起初坚称绝不再婚的幸兵卫后来也依照妻子的恳切之愿迎娶其妹。这位妻妹的姿

色不逊姐姐，同样温柔贤惠，幸兵卫欣喜自己有如此妻运。

　　两人结婚后一开始十分幸福，但过了一段时间妻子似乎频繁地为某事烦恼。

幸兵卫觉得奇怪，询问之下妻子才说疑虑姐姐虽然主动希望幸兵卫与自己再婚，

但实际上在怨恨自己，每天清早打扫佛龛后供茶时，原本朝前的牌位总是变成朝

后。妹妹因为这个原因患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

　　幸兵卫为后妻做了新的牌位，与其姐姐的牌位并排。但第二天早上幸兵卫打

扫完佛龛摆正牌位后去供茶时，之前应是朝前的两个牌位都朝后了。幸兵卫认定

是狐狸搞的鬼，决定彻夜看守牌位，但一直没啥动静。天亮后隔壁的舂米店用碓

臼开始舂米，幸兵卫突然发现伴随着舂米的振动，牌位也一点点地位移，不久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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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了后边。

　　故事最后，幸兵卫对前来租房子的舂米匠说，第一个妻子去世是因为寿命已

到无可奈何，但第二个妻子是由于牌位不可解的位移而患上心病去世，可以说是

被舂米店所害，于是幸兵卫朝舂米匠大叫：自己一直在等哪天碰到舂米匠“为妻

子报仇，你在那边别动
（ ６）

”。

（二）童话〈博士见鬼〉

　　接下来介绍丰子恺的童话〈博士见鬼〉的故事梗概。

　　主人公林博士是在国立大学任理学院长的研究者。曾经留学西洋，发明了一

个数学定理，得到国际学术研究会的奖。回国后结婚，其对象王女士在大学学的

也是数学，成绩十分优良。两人十分恩爱，未料到结婚的第二年，妻子忽然患上

伤寒，生命危在旦夕。林博士劝解心知延命无望呜咽哭泣的妻子，发誓假定妻子

去世，自己也永远不再结婚。不久之后，妻子便撒手辞世。

　　妻子死时是阴历年底，林博士年前年后忙着办丧葬，无法顾及自己的悲伤。

后来渐渐地哀悼也淡然了，林博士逐渐感到独居生活的寂寞和不便。起初铭记对

妻子所发的誓言，即便亲戚朋友劝其续弦也坚决不续。后来心念一转，对死去的

妻子守信无益有碍，甚至想到为了不让生前深爱自己的妻子在地下不安，或许再

婚更好。作为科学家，林博士“根本不相信有鬼的”。

　　此后，林博士从亲戚朋友介绍的女性中挑选了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李女士，在

前妻王女士的葬礼后几个月，即清明过后再婚了。李女士循规蹈矩，非常贤淑，

当一个著名学者的太太最为合格。两人情爱，又是很深。但不久林博士每逢欢喜

的时候往往忽然敛住笑容，若有忧色；晚上又常常呓语，语音悲哀沉痛。在李女

士的屡次盘问下，林博士才坦白自己在前妻临终时曾起誓永不再娶，现在因背弃

誓言而对前妻心怀歉意，忧苦难耐。

　　李女士一听，大为惊骇。循规蹈矩的她以为失信背约是一大罪恶。而且李女

士又是“半旧式女子”，即虽然接受了现代教育，但仍旧为旧式道德和思想所束

缚，“不能完全破除迷信”。李女士疑心丈夫的忧愁和梦呓都是前妻的鬼魂在作

祟，后悔与林博士结婚，以为前妻一定很妒恨自己，每天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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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夫妻俩常常见鬼，日日不安恐惧。

　　到了前妻一周年忌，林博士夫妇两人请和尚来诵经，两人在灵座前虔诚地膜

拜，分别祈求前妻宽恕“他的背约”和“误嫁林博士”。然而，次日早晨李女士

看到灵座上的纸牌位反身向壁，惊叫一声，全身发抖。这在她看来，“明明是死

者的显灵，表示痛恨他们，不受他们的道歉，不要看他们”。

　　两人将牌位反过来，又是虔诚地膜拜，谁知第二天纸牌位又是面向墙壁。

“毕生研究科学而不信鬼的林博士，这回也信心动摇起来”。第三天早晨，纸牌位

又是面向墙壁，“此时林博士已确信有鬼”。从此以后，两人见鬼更多，李女士忧

惧成病，到这一年的秋末冬初一命呜呼。

　　看着两个前妻的纸牌位，林博士重新冷静下来想“我毕生研究学术，读破万

卷，从未知道鬼神存在的理由。难道世间真有鬼吗”，决定一晚不睡看到底是什

么鬼。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两个纸牌位，发现邻家农夫深夜打米、纸牌位跟着打

米的声音微微跳动。恍然大悟原因在于打米的振动，林博士大声地独白慨叹：

“鬼！鬼！原来逃不出物理！”、“倘使去年就发见这物理，我的后妻是不会死

的！她死得冤枉 !（ ７）”

二　〈捣屋幸兵卫〉与〈博士见鬼〉

（一）〈捣屋幸兵卫〉的笑点

　　上面介绍了落语〈捣屋幸兵卫〉和丰子恺的童话〈博士见鬼〉的故事梗概。

为了比较这两个作品，本节先来考察〈捣屋幸兵卫〉的有趣之处。

　　除了说话技巧引发的笑点和细节性的可笑之处，〈捣屋幸兵卫〉作为故事的

有趣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导致后妻病死的忧惧对象―前妻所化

身的鬼，实际只不过是打米时的振动。听众不仅被这一意外的结局吸引，而且嘲

笑相信鬼和报应、最终恐惧而死的后妻是多么愚昧。这乃是对相信鬼和报应的迷

信及非科学性的嘲笑，其背后则是一种自信和余裕―即便自己处于同样的立

场，也决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这是对他者的愚昧的一种优越的笑。

　　第二个有趣之处是幸兵卫的胡搅蛮缠。幸兵卫对后来只是刚好过来租房子的

路过的舂米匠叫嚣，自己第二个妻子的死赖舂米匠，现在正要“为妻子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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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兵卫的这番强词夺理，加上平时极端讨厌不合情理的事情、大道理连篇训斥他

人，与这结尾处突然莫名其妙找茬之间的反差让人发笑。

　　为这二个笑点做铺垫，主人公幸兵卫被设定为年轻时是贫穷房客，和第一个

妻子开杂货店拼命干活存钱，后来才成为房东。

　　幸兵卫的“房东”这一立场，与今天的所谓“房东”不同，在江户时代既是

职业也是一种身份
（ 8）

。当时城市制度的基层自治组织分为“町年寄、名主、五人

組、月行事、家主”（日语。幸兵卫的立场即「家主」）。“房东”虽是大杂院所有

者（「地主」）的雇工，但也参与维持治安、保护居民等江户的镇制，属于一种镇

级官员
（ 9）

。据江户的镇制，房东的人数是固定的，出现空缺时可通过购买“房东

股”而成为房东。所需费用根据「地主」给予的年俸和外快有所不同，不过至少

需要几十两。房东的收入包括来自镇费的报酬、房客的“节日钱”等外快、以及

把房客的粪肥卖给农家的所得。房东对下面的房客负有连带责任，“警察、消

防、民事咨询等”在内，必须“全面照顾房客的生活”。同时，房东也有权挑选

房客或要求其退房，对房客的日常生活和买卖提出具体意见
（10）

。

　　原本没有什么财产和后台、身份低微的幸兵卫通过积攒杂货店的收入买下

“房东股”，当是需要超乎寻常的勤勉、节约，以及努力达成这一目标的坚强意志

和自我要求。在〈捣屋幸兵卫〉开头，幸兵卫对房客提出过分琐碎的警告教训，

这作为当时的房东是极为理所当然的。幸兵卫牢骚不断，引发听众的笑声，但同

时这些场面也反映其认真的性格和责任感。幸兵卫被塑造成无趣认真的谨严人

物，他越是搬出大道理絮絮叨叨地训诫房客和第三任妻子的小过错和失误，就越

凸显出最后一幕的强词夺理，引发听众的大笑。

（二）幸兵卫和林博士

　　〈捣屋幸兵卫〉中，幸兵卫向前来租房的舂米匠讲述自己的往事；而〈博士

见鬼〉中，林博士的不幸遭遇由第三者来叙述。弄清鬼的真面目后，博士也只是

一个人慨叹自己的愚昧，对诱发这一事态的农夫并无怨言。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捣屋幸兵卫〉第二个笑点的关键在于，幸兵卫对只是

前来租房的素未谋面的舂米匠喋喋不休自己的往事，听众也在期待故事往后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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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时幸兵卫突然似乎理所当然地迁怒于其，莫名其妙地强词夺理。而〈博

士见鬼〉没有上述场面，所以〈捣屋幸兵卫〉的那种荒诞笑点也不存在。

　　丰子恺在翻案〈捣屋幸兵卫〉时，利用的是其另一个笑点，即相信鬼和报应

的愚昧。〈捣屋幸兵卫〉的登场人物都是市井庶民，而丰子恺将〈博士见鬼〉的

登场人物全部设定为在大学修得现代学问的知识分子，这乃是为了强调这一笑

点。

　　〈捣屋幸兵卫〉的主人公幸兵卫与〈博士见鬼〉的林博士不同，知道后妻害

怕前妻作祟也不以为意，亲自确认妻子的牌位转向后边后也未以为是前妻鬼魂作

祟而恐惧。不过，这决不是因为幸兵卫比林博士更理性、不信鬼和迷信。身为

“房东”这一镇级官员，幸兵卫应通达世事，不过他怀疑牌位的移动是狐狸的恶

作剧，可见也和江户时代的众多庶民一样，并未完全脱离迷信和非合理性的思

考。

　　虽然幸兵卫未否定鬼本身的存在，但他之所以并不畏惧妻子的鬼魂和鬼魂作

祟，是由于其再婚并非自身的意愿，而是妻子的恳切愿望，甚或可以说，幸兵卫

自信一直活得光明正大的自己没有道理遭前妻或其他人的怨恨或作祟。既然自己

问心无愧，即便是鬼也不足可畏。

　　而林博士自己主动向生命危在旦夕的妻子发誓永远不再婚，但不到几个月就

和李女士结婚，生活在违背誓言的罪恶感中。因此经常做噩梦，看到前妻的鬼

魂。林博士年轻时留学西洋，后在国立大学当理学院长，然而在鬼面前科学家的

知识和理性全无用武之地。

　　而且，结婚的经过在这两个作品中也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幸兵卫是依照前

妻的意愿而与妻妹再婚的，和前妻的婚事也是别人介绍，两桩婚事都不是幸兵卫

自身决定的。而在〈博士见鬼〉中，不管是与前妻的婚事和誓言，亦或与后妻的

再婚，林博士的行动全都基于自己的意志，这象征林博士是价值观不同于旧社会

的新时代的人。前妻和后妻都是林博士从众多女性当中选择、恋爱的对象。正因

为如此，林博士苦于自己违背同前妻的誓言，并使得后妻陷入不幸，身处双重罪

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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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妻们的苦恼和罪恶感

　　〈捣屋幸兵卫〉中，畏惧前妻鬼魂的是应前妻、也是自己的姐姐之意与幸兵

卫再婚的妹妹。与〈博士见鬼〉不同，是在前妻恳请之下的再婚，照理说妹妹应

该得到姐姐的感谢，没有做过任何触怒或引起姐姐怨恨的事情。但尽管如此，为

何妹妹无法摆脱对姐姐鬼魂的畏惧呢？

　　话说回来，幸兵卫的前妻为什么在临死前强烈希望幸兵卫与比自己“年轻，

容貌出色”的妹妹再婚呢？幸兵卫当时表现犹豫，前妻这么恳求：

　　“反正，现在有了这么多财产，你一定会结婚的吧。”

　　“不，我不结婚―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好女人”（中略），“不，那不行。这

样吧，与其让你和我不知道的女人结婚，不如把我妹妹当作我好好待她吧
（11）

”。

　　前妻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以及自己与丈夫两人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落入素

不相识的女人手中。

　　而另一方面，〈捣屋幸兵卫〉一点也未触及允诺再婚的妹妹是何心情。不过

幸兵卫谈起自己新的婚姻生活十分自满―“啊，真是感激不尽。这世上再没有

人比我运气更好了―前一个妻子一心为丈夫着想，不知辛劳地干活，人有天

命，她去世后，又照其嘱咐娶了其妹。这妹妹又年轻干活又勤快，善解风情，我

真的是太幸运了
（12）

”。可见妹妹和幸兵卫的结婚生活一开始也是平稳幸福的。不

过，和幸兵卫的结婚生活越幸福，妹妹就对死去的姐姐越过意不去，越可怜姐

姐。清早，妹妹看到姐姐的牌位朝向相反，一开始也并不太在意。估计是因为她

从未想到姐姐会怨恨自己。

　　但是，连续好几天看到牌位朝向移动，妹妹也开始思索起原因，终于认定一

定是姐姐妒恨自己的幸福。虽然与幸兵卫再婚是姐姐自身的强烈恳求，不过回想

起来，那也反映姐姐一直到临死前都不愿对自己的丈夫和财产放手。自己如今轻

轻松松地得到两者，过着幸福的日子，姐姐在阴间当作何感想？光想到这些，妹

妹就悚惧不已了吧。

　　而在〈博士见鬼〉中，和林博士再婚的李女士虽然是在大学接受了现代教育

的新一代女性，但思想上依然受旧式道德束缚，是“半旧式女子”。尽管违背向

前妻发下的誓言的不是李女士而是林博士、李女士在与林博士再婚前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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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约定，李女士还是懊悔自己的再婚，一直责备自己。从知道林博士在前妻临

终前所发的誓言后，李女士就处于不安恐惧中，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使得她看到

前妻鬼魂的便是她自身的懊悔和自责之念。既然结婚当时一无所知，李女士原本

毫无罪过。但对像李女士那样带着“半旧式的”想法、重视世间规矩惯例的女性

而言，毁约乃是“一大罪恶”，虽说不知，但自己结果成了丈夫的共犯。

　　〈捣屋幸兵卫〉和〈博士见鬼〉里的两位后妻自身都没犯任何罪过。但是，

尽管如此，她们都自责，并终于畏惧前妻的鬼魂而死。幸兵卫的后妻对自己的幸

福是以姐姐的死为代价、李女士则对自己让林博士违背约定而感到责任和负罪

感。导致两人死亡的都是罪恶感。幸兵卫的后妻对自己的姐姐、也即前妻深感愧

疚，这从人的心理来看是可以理解的。而李女士的罪恶感不是来自对前妻愧疚，

而是毁约这一罪过。如前所述，李女士十分注重遵守规矩和约定。为了让与前妻

素不相识、原本并无必要自觉有罪的李女士感到自己的罪孽，丰子恺将其定位为

顺从的“半旧式女子”。

　　或者说，旧时代的东洋女性一般不针对背叛自己的男性，而是怨恨自己对立

面的女性，这也许也是产生后妻恐惧心理的原因之一。小泉八云翻案出云地区的

传说而创作的小说〈被违背的约定〉中，一个武士在前妻临终前向其发誓决不再

婚，但因为是长子，结果再婚，嫉妒之心难平的前妻的鬼魂诅咒杀害了后妻。因

为这是一个鬼故事，最后前妻的鬼魂实际现身，撕下了后妻的人头，结局恐怖。

不过在有关再婚的毁约、前妻的鬼魂、以及后妻之死这些地方与〈捣屋幸兵卫〉

和〈博士见鬼〉十分相似。〈被违背的约定〉中，前妻的怨恨针对的也不是违背

约定的丈夫，而是毫无罪过的后妻。对此，小泉八云在最后以同告诉自己这个故

事的友人有这么一番对话：

　　　 ‘这真是个悲惨的故事’，我对讲述故事的朋友说道。‘如果想复仇的话，

死去的女子应当复仇男子才对’。

　　　朋友回答，‘男人这么想，不过，女人可不这么想’。

　　　的确，朋友所言不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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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舂米”

　　使两位后妻陷入恐惧、最终死去的所谓鬼魂，实际上乃是邻家舂米的震动。

在此意义上，舂米这一行为在故事的发展上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不过〈捣屋幸兵

卫〉和〈博士见鬼〉在这一行为的主体、时期、理由等方面存在差异。

　　首先，〈捣屋幸兵卫〉的行为主体，是将糙米用臼碾成白米的的零售店、舂

米店，又称「搗屋」或「米屋」（日语的说法）。当时，进入江户的米当中，幕府

和各藩的米由批发商转给掮客。而将米碾成白米销售的舂米店这一业种的确立是

在明历年间（1655―57）（14）。舂米时的震动和声响好像十分剧烈，当时的川柳也有

不少描述舂米店地面震动的作品。

　　而在〈博士见鬼〉中，舂米的是住在林博士隔壁的农夫。舂米店每天清早舂

米，而林博士家隔壁的农夫们则在冬至前后的深夜劳作。幸兵卫和林博士发现鬼

魂真相的时间分别在清早和深夜，这源自舂米店和农夫舂米时间的不同。

　　〈博士见鬼〉中，前妻死时正是阴历年底。林博士在第二年冬至请和尚来为

她诵经做周年忌，从次日早晨起，前妻的纸牌位总是反身向墙，由此导致后妻忧

惧成病，到第二年的初冬一命呜呼。林博士在那年冬至设了两个纸牌位，举行法

事。关于这个法事，文中作“照例又祭祀
（1５）

”，为何冬至的法事是“照例”呢？

就此，来看看中国冬至的风俗。

　　在中国，自古以来冬至便作为仅次于春节的重要节令，朝廷祭天、朝贺，民

间供奉祭祀祖先、向家长进酒、拜贺师长，盛大活动应接不暇。冬至如此受重

视、且有与春节相似的风俗，其理由在于“古代生活习惯（将冬至作为一年生活

的结束和开始）的遗留”。之后，随着清朝的灭亡，冬至时朝廷的活动也就不再

举行，民间祭祀祖先的习俗也日渐衰微
（1６）

。

　　鲁迅的小说〈祝福〉里，记述了冬至日祭祀祖先的场面
（1７）

。丰子恺的故乡桐

乡和鲁迅的家乡绍兴都属于浙江省，丰子恺的父亲（丰鐄）是举人，和鲁迅的老

家一样皆为读书人家庭，因此丰子恺自身应该也有同样的祭祀经验。“祝福”，指

的是旧时除夕日在江南一带举行的迷信活动，向神和祖先供奉被称作“福礼”的

三牲（一般为鸡、鹅、猪）的肉和用于放生的活鲤鱼，感谢一年平安。第二天到

了新年，除了“福礼”，还供奉“果盘，以及乡下特有的年糕、粽子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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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日本一样，在中国年糕也是庆贺新年的吉庆食物。中国江南地区的农民在

秋收结束后这一农事最闲的时期开始准备新年的年糕。为此，首先便是舂米捣

粉
（19）

。

　　从江南地区留存着这一风俗和上述冬至的传统来考虑，〈博士见鬼〉中邻家

农夫因为“很勤谨”、所以在冬至前后做夜工打米的设定有点奇怪，农闲期间准

备新年的年糕才更为自然。丰子恺的〈博士见鬼〉为何出现农夫在冬至前后连续

几天打米的情景，现阶段尚不明朗。或许可以说，这种设定是为了描写在举行祭

礼的冬至的次日第一次注意到纸牌位朝向改变的林博士夫妇此后每天都碰到同样

的不可解现象、越来越恐惧的情形。

三　丰子恺所隐藏的“教训”和鲁迅的追问

（一）　翻案与丰子恺的“教训”

　　第二章考察了丰子恺在写作童话〈博士见鬼〉时如何翻案落语〈捣屋幸兵

卫〉。简单总结的话，除了江户时代的日本和二战后的中国这一时间地点的设

定、以及与此相关的细微不同之外，主要有如下三点不同之处。

　　首先，幸兵卫和林博士再婚的经过及对象不同。幸兵卫是应前妻的希望而与

妻妹再婚的。包括对象的选择，这一再婚不存在幸兵卫自发的意志，为此他对前

妻没有些许负罪感。而林博士尽管主动向前妻保证决不再婚，结果自己决意续

弦，自己选择了李女士。既然这一切都是基于自身意志的自发行为，其责任也就

必须自己来担负。这一连串的责任和无法转嫁给其他任何人的思虑，沉重地压在

现代知识分子的林博士身上，再婚后一开始就处于阴郁的情绪中。

　　其次，两位后妻的意识不同。幸兵卫的后妻对前妻所怀抱的是源自抱歉和怜

悯的负罪感。而李女士则因自己成为犯下毁约大罪的丈夫的同谋而产生负罪感。

两者在负罪感这一点上相同，然而具体内容有很大差异。

　　第三，结尾不同。〈捣屋幸兵卫〉最后，幸兵卫迁怒于仅是前来租房的路过

的舂米匠。幸兵卫怀疑牌位的移动是狐狸的恶作剧，从未以为是前妻的鬼魂所

为。这与其说是因为幸兵卫不信鬼，毋宁说是因为他对前妻没有负罪意识。而也

许是后妻对前妻的恐惧心理的影响，林博士较早就畏惧前妻的鬼魂，后妻死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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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恢复冷静和理性。最后恍然大悟真正的鬼魂是打米的振动，博士愕然慨叹，一

切都逃不出物理，自己和后妻一直未发现，而迷惑于鬼和报应等迷信和非科学性

的思考。

　　如本文开头所述，丰子恺不喜欢“光是笑笑而没有意义”的作品，用心创作

给读者以良好影响的作品，其故事背后往往隐藏着“教训”。那么，丰子恺在

〈博士见鬼〉里到底隐藏了什么“教训”呢？这“教训”，便是故事最后博士慨叹

的、被迷信和非科学性思考所迷惑的愚昧。

（二）　丰子恺的佛教信仰和对迷信的否定

　　众所周知，丰子恺是佛教徒。不过他十分厌恶为追求佛教信仰的因果报应而

进行迷信的佛教行为、以及徒具形式的礼拜、念佛、素食等“所谓‘信佛’的

人
（20）

”。丰子恺的故乡浙江省原本便是佛教兴盛的地区
（21）

，丰子恺在晚年所写的

童年回忆里记述了盂兰盆节的施饿鬼法事和“谢菩萨”等的情形。“谢菩萨”又

称“拜三牲”，是一种向菩萨供奉猪头、鱼、鸡以祈求病愈的民间信仰，丰子恺

自己也曾拜过几次菩萨
（22）

。在中国，1910年代后半期到19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时

期出现打倒迷信和否定宗教本身的活动，佛事和民间的宗教仪礼被视为迷信而废

除，各地掀起破坏寺院的行动。不过在丰子恺的童年时期，迷信和民间信仰还很

兴盛。

　　1914年到1919年，丰子恺在浙江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浙江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学习，当时正是对民间信仰和宗教的攻击批判最为猛烈的时期。正因为自

己幼小时也经历了各种民间信仰的仪式，丰子恺的反抗心理越发强烈，此后终生

对民间宗教仪礼和迷信的信仰、以及利用民众之无知的僧侣持蔑视态度、极端厌

恶。

　　此后，跟上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恩师、1918年出家的弘一法师（俗名

李叔同，1880―1942）的影响也有关系，丰子恺1927年接受了弘一法师主持的佛

教皈依仪式。弘一法师将丰子恺领进佛教，但其教导不重在研究佛教经典和对其

语言的理解，而是重视念佛和素食。弘一法师希望通过这些实践，丰子恺能体会

佛教的奥义，完成修行之道，但这与丰子恺对佛教的关心方向并不相同
（23）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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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仪式当时，由于家人遭遇众多不幸、再则担忧中国的将来，丰子恺在精神上

已走投无路。为寻求解脱才皈依的佛教，但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对迷

信和封建风俗持否定态度的丰子恺需要的，不是念佛、素食等实践行为，而是自

己能够信服的理论解释。

　　这方面的教益，得自弘一法师的友人、最早向出家前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传授佛教的儒学家马一浮。马一浮告诉丰子恺，决定人之境地的是心，为此护心

比什么都重要，从而解救了对佛教和人生都陷入错乱状态的丰子恺。

　　1938年11月，疏散到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的马一浮赠给同样疏

散到宜山的丰子恺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一节：

　　“华严偈云，心如工画师，能出一切相
（24）

。予每谓君，三界唯心
（2５）

，亦即三

界未
（2６）

画
（2７）

。”所谓“三界唯心”，意思是三界的现象都是心的幻影。丰子恺对马

一浮的这一教诲深感赞同，自身也一直提倡重视心的活动的“护心主义”。在

〈博士见鬼〉中，林博士和李女士所看到的前妻的鬼，正是他们的心所催生出来

的幻影。

（二）对鲁迅〈祝福〉的致敬

　　如上所见，丰子恺的〈博士见鬼〉（1947年）翻案自日本的古典落语〈捣屋

幸兵卫〉，而同时还可发现它有可能受到鲁迅〈祝福〉（1924年）的影响。本文第

二章第四节提到，鲁迅的〈祝福〉里有对中国江南地区冬至祭祀祖先的描写。而

丰子恺在〈博士见鬼〉中特意写到冬至祭祀，可能也暗示了对〈祝福〉的一种致

敬
（28）

。

　　接下来先简单了解一下〈祝福〉的故事梗概
（29）

。〈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

二十六七岁时，比她小十岁的丈夫去世，因婆婆要强逼改嫁而逃了出来，到鲁镇

的鲁四老爷（叙述者“我”的四叔）家里做工。祥林嫂干活勤快，鲁家很是满

意。但终被婆婆找到，卖到深山里被迫改嫁。祥林嫂贞洁观念强，起初用尽一切

办法抗拒，但不久儿子出生，过上了安稳幸福的生活，这对祥林嫂来说恐怕是平

生头一遭。

　　然而不久，第二任丈夫死于伤寒，孩子也被狼吃了。走投无路的祥林嫂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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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鲁家干活，但是过年的“祝福”和冬至的祭祖，不要说祭品，连饭菜也不允

许她沾手。在鲁四爷看来，祥林嫂两次丧失，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

她碰过的饭菜“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30）

”。改嫁前，祭祀的准备“是最能表

现祥林嫂勤勉与能力的工作
（31）

”。尽管如此，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不许参与祭祀

准备，这对祥林嫂是一个重大打击。对此，丸尾常喜这么论述：

　　“能参与准备祭祀，可以实际感受到自己确切无疑地连在共同体给予保证的

幸福末端上，虽说只是帮忙，能参与祭祀，毫无疑问意味着自己是由祭祀被祭祀

关系所组成的坚固单位的集合体―社会的一员
（32）

”。

　　回到鲁家那年，叫来帮忙准备“祝福”的柳妈恐吓祥林嫂“你将来到阴司

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中略）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

祥林嫂十分恐惧。为了赎改嫁的“大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祥林嫂听从柳

妈的劝说，用去所有财产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祥林嫂以为捐了门槛就可赎罪，神

气舒畅。但这心灵的轻松未能维持多长，“礼教徒鲁四爷”不吃这套赎罪理论
（33）

，

祥林嫂依旧不能参加冬至的祭祖准备。祥林嫂从这时开始变得“很胆怯，不独怕

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死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

行的小鼠”，不久就被鲁家撵了出去。

　　〈祝福〉从叙述者“我”时隔五年碰见祥林嫂开始，那时“已经纯乎是一个

乞丐”的祥林嫂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吞吞

吐吐地回答“也许有罢”。祥林嫂接着追问“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

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祥林嫂之所以问“我”这些问题，是因为

“我”“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但是，“我”无法圆满回答祥林嫂的

问题。因为鲁镇的人“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

其有，又希望其无
（34）

”。

　　正因为知道祥林嫂“被两种相反的‘希望’撕裂”、对她而言“连死也不得

安生”，我才无法简单地回答灵魂有无的问题。然而，对祥林嫂来说，死后的灵

魂这一问题，“是她临死前一定要弄清楚的‘紧要问题’
（3５）

”。和我谈话后的第二

天，祥林嫂悄悄地死去了。“我”想，像祥林嫂那样，“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

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3６）

”，于是“也懒散而且舒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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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3７）

。

　　虽然细节存在差异，但从鲁迅的〈祝福〉可以看到再婚、迷信、罪的意识、

死者的魂灵、再婚女性的死等与丰子恺的〈博士见鬼〉共通的地方。林博士和他

的两位妻子都是接受了大学教育的都市知识分子，而祥林嫂则是农村的文盲女

性。林博士为了前妻而主动发誓决不再婚，而祥林嫂顽拒改嫁的理由是贞操观

念。按鲁四爷的儒教思想，再婚失节的祥林嫂是“败坏风俗”的、被嫌恶的存

在。不过，第二任丈夫和孩子相继死去，这不幸让人们暂时忘记了她的“罪过”，

祥林嫂自身一开始也不怎么为此烦恼。

　　林博士和后妻李女士是在意识到违背誓言的罪过之后，开始看到前妻的鬼

魂。而祥林嫂胆怯鬼魂，则是在被柳妈恐吓改嫁是件“大罪名”、为赎罪捐门

槛，结果依然不被宽恕之后。也即，祥林嫂知道了人们只不过暂时忘了自己的

“罪”、或者说装作忘记，自己永远不可能被宽恕。柳妈被请来做祭祀的帮手，但

“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杀鸡，宰鹅”一概不管。祥林嫂改嫁前姑且不

说，过上幸福的再婚生活后不再把再婚当作“大罪名”，然而柳妈让忘掉“大罪

名”的祥林嫂意识到罪恶感，劝她去土地庙捐门槛，这柳妈的言行正是丰子恺所

厌恶的“所谓‘信佛’的人
（38）

”。

　　林博士和李女士心怀罪恶感，因此生出前妻的鬼魂的幻影。祥林嫂的恐惧是

被鲁镇的人们和当时的社会强加的。祥林嫂是旧时代未受教育的女性。李女士则

接受了新式高等教育，不论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家庭环境的意义上，她的条

件都是祥林嫂无法比拟的。不过，在被旧式的价值观、社会观念、常识所束缚，

陷入迷信和非科学性的思考，无法逃离不合逻辑的想法，放弃独立思考这一点

上，两者是相同的。林博士最后虽然恢复了理性和冷静，但仍无法挽救为不存在

的鬼担惊受怕的李女士。在此意义上，林博士和李女士，以及祥林嫂，都是旧时

代的价值观、社会观念和迷信的受害者。

　　祥林嫂先后失去两任丈夫及孩子、孤苦伶仃，最后又被鲁家赶出，可以说她

是被鲁四爷所象征的儒教概念否定、柳妈所代表的民间信仰和佛教、道教的世界

所疏离、然后又被宗族所拒绝的孤独的人。祥林嫂向“我”询问灵魂的存在和死

后的生活，就是因为这一孤独感，而“我”无法明快地给出答案也是为此。对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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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嫂来说，相信灵魂的存在和死后的世界既是希望，也是恐怖。“我”只能暧昧

地回答祥林嫂的问题，是因为了解她身处的过于严酷的现实。二战后，像祥林嫂

那样为现实所苦的人也许已大为减少。但是，在社会观念和常识前迷失自我，被

迷信和非科学性的思考左右的人在现代也绝不在少数。

　　〈博士见鬼〉中，林博士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耽于迷信的愚昧，换言之，即强

调怀疑既存价值观和常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丰子恺在〈博士见鬼〉中通过刻

画即便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倘若放弃思考，也有可能成为祥林嫂那样的受害

者，以此来向新时代的孩子们呼吁不被社会观念和常识束缚、用自己的脑子论理

性地进行思考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也是丰子恺代替〈祝福〉中的“我”，面对

现代的祥林嫂、以及社会提供的一个回答。

结语

　　丰子恺在哪儿接触到古典落语〈捣屋幸兵卫〉，目前尚不明朗。丰子恺的后

人所有的丰子恺的藏书里也有落语集
（39）

，由此可推测丰子恺也许出于了解日本文

化或学习日语的目的，而对落语产生兴趣。虽然现已无从查找，但也不可否定丰

子恺曾藏有收录〈捣屋幸兵卫〉的落语集的可能性。而周作人也喜欢落语，经常

去说书场听落语
（40）

。留学当时，东京有很多说书场，落语作为庶民的娱乐盛极一

时，丰子恺或许就是在东京的说书场听到〈捣屋幸兵卫〉。总之，丰子恺对这一

作品留下深刻印象，用它来向孩子们传达被旧时代的价值观、常识和社会观念左

右的愚昧。

　　而且，被旧时代的价值观、常识、社会观念所束缚、随心而动、陷入错乱世

界的林博士和李女士，虽然时代和立场与〈祝福〉的祥林嫂不同，但在以自己的

意愿放弃自由这一点上，实际上是相同的。

　　林博士和李女士的不幸其实与祥林嫂、以及祥林嫂周围的鲁镇人们的不幸是

相通的。他们都是陈旧价值观和常识的受害者，而从这些价值观和常识都来自他

们的内心这一意义上，又都是加害者。而丰子恺在马一浮的教导下，比起人的行

为本身、更为重视其背后的内心活动。对他来说，如同厌恶为了因果报应而执行

佛教仪礼的“所谓‘信佛’的人”和民间信仰的信者一样，主动放弃内心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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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将之交予社会观念、常识、迷信，也是作为人不能被宽恕的行为。

　　（本研究是在“东洋大学井上圆了纪念研究补助”的帮助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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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259页。

（ 3）　同上。

（ 4）　落语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产生并传承至今的一种传统“相声”，特征之一是故事最后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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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页。

（23）　弘一法师自身阅读大量经典，而且有很多关于律学的著述，如《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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