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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是思辨与实证相统一的方
法，是关于对立统一、普遍联系和变化
发展的哲学学说。厉以宁常讲，经济学
研究要懂得哲学辩证法，哲学与经济
学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哲学的重大问题要从
经济学深层内涵中寻求终极根源，而
经济学的复杂问题只有上升到哲学高
度才能看清其本质。青年时期的厉以
宁结合对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的
研读，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原理和基本问题，从而大大加深了他
对经济学问题研究的宏观把握和理论
穿透力，同时也让他的诗词创作蒙上
了浓浓的唯物辩证法底蕴。

2016年9月下旬，厉以宁率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就推进供给侧改
革、加快经济转型专题在山西调研，途
经榆次常家庄园时，他挥笔写下了《诉
衷情·山西晋中榆次常家庄园》一词：

秋来风起白云低，花落沾人衣。新
杈犹有香气，指路到桥西。

园寂静，细流溪，绕长堤。沧桑亭
阁，昔日楹联，游客深思。

在这首词里，厉以宁借景抒情，写
出了岁月长河的沧桑和新事物代替旧
事物的必然性。看我还站在一边仔细
研读琢磨，厉老师对我说：“诗词之道，
除了懂韵律之外，一是要懂历史有文
学素养，这样根基才能牢；二是要懂感
觉会想象，最好还能懂点辩证法，这样
写出来的诗词才能寓意好有内涵，给
人以启迪和思考。”

厉以宁自幼就喜欢诵读古代诗
词，自1947年创作第一首诗词《相见
欢·仪征新城途中》以来，在此后70多
年的岁月中持之以恒，被他的众多同
事和学生誉为“诗意人生”。厉以宁的
诗词很有个人特色，既有深刻的历史
和社会沉思，又有底层生活的经历和
感悟，诗词用语明快清新、朗朗上口。
在厉以宁的诗词中，除了富含历史智
慧和经济学理论外，唯物辩证法的影
子也随处闪现。比如写于 1951年的
《菩萨蛮·别长沙》一词：

严堤沙岸湘江度，娇红艳紫湘江
树。湘江自多情，欢腾送我行。

无穷留恋意，伴逐霞云起。何处不
逢春，春光不待人。

词中以“何处不逢春，春光不待
人”为结尾收句，写出了事物总是处于
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以及抓
住青春时光努力读书和奋斗的紧迫
感。这句之意与杜甫的七言律诗《登
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
滚来”的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处，说明了
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道理。

再比如写于1955年的《鹧鸪天·
大学毕业自勉》一词：

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
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
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这首词中既含有厉以宁青年时代
的志向，也有他对理想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锲而不舍精神。厉以宁常对学生
们讲，在一个人的求学和工作历程中，
既应学习溪水“千弯百折不回头”的韧
性，也应有“沉沙无意却成洲”的淡泊
和淡定，这样无论是治学还是干事，才
能始终保有一颗忙而不乱、久而弥坚
的心。而他自己在青年时代既有在北
大图书馆资料室坐“冷板凳”的经历，
也有在鄱阳湖畔鲤鱼洲从事农业劳动

的体验，但他始终不曾放弃学问和研
究，始终不曾放弃对理想的坚持和追
求，从而成就了他后来在经济学界和
诗词领域的深厚造诣。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内部对
立双方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普遍联系
的根本内容，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
和动力。厉以宁诗词中对这一规律多
有涉及。比如，写于2017年的《秋波
媚·重读吴伟业诗〈过淮阴有感〉》：

炼丹服药为长生，无奈夕阳横。悬
崖难上，仙家难遇，问寿无声。

浮沉如梦谁能悟？魂魄绕空城。几
人酣睡，几人酒醒，只转农耕。

词中以读吴伟业的旧作为题，抒
写对世代更替、尘事变幻、个人境遇的
波澜起伏的追索，指出在纷繁复杂的
矛盾纠葛中，历史长河中的个人应始
终抱有一份自律和清醒。

再比如，写于1978年自己48岁
生日时的《七绝·无题》：

日升日落孰为先，月缺并非月不
圆；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

在这首诗中，厉以宁以日升日落、
月圆月缺的对比来阐述人应该通过不
同的视角去观察事物、考虑问题。日升
日落、月圆月缺本是自然现象，但人因
为心境不同，或赞美日出或讴歌日落，
或兴致盎然或怅惘伤感，皆因个人心
境而生，而外在的客观事物却是并无
不同，因此“山景总须横侧看”，方能对
事物做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判断。

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一切事物运
动、变化、发展的两种基本状态，即量
变和质变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
规律性。2017年 2月，厉以宁为祝贺
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挥毫写下
了《浣溪沙·祝贺商务印书馆创立120
周年》：

先辈当初创业愁，而今声誉满
全球，同仁几代续春秋。冬夜有暇街
上过，明窗灯亮映高楼，作家编辑正
交流。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出版
第一家”，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进程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首词就写出
了在过去的两个甲子里，商务印书馆
从创建、到发展、到辉煌、再到继续发
展前行的整个历史脉络。从量变到质
变，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新的量变发
展到一定程度又引起新的质变，商务

印书馆在120年
的时间里如此交
替发展、不断转
化，皆因无数工
作人员背后默默
的付出，以不断
积累的量变，引
发质变，从而创
造出了众多中国
现代出版史上的

“第一”，成为中
国文化建设的中
坚力量。

否定之否定
规律是指事物变
化发展的方向和
道路是由肯定到
否定再到否定之
否定的螺旋式的
前进运动。事物
内部都存在着肯
定因素和否定因
素。肯定因素是
维持事物存在的

因素，否定因素是促使事物消亡的因素，
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内容上
看，是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过
程；从形式上看，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
前进，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厉以宁
诗词中对这一规律常有涉及。比如，写于
1984年的《采桑子·皖南道中》：

当年都道徽商富，刚下苏杭，又去淮
扬，来往车船贩运忙。

徽商早已无踪影，新辟商场，摊位成
行，仅是农家小货郎。

这首词的上阕讲的是历史上徽商的
辉煌。活跃于明清时代的徽商，足迹遍及
宇内，从偏远的沙漠到秀美的海岛，乃至
于遥远的海外，都有徽商的足迹，引领商
界风骚数百年之久。下阕讲的是随着近
现代以来商业经济的繁荣，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个体
户、农民工创业取代了徽商曾经的领军
地位，处于时代发展之前列，全词阐明了
商业螺旋式发展之路，隐现了其中的否
定之否定规律。

再比如，写于2013年的《鹧鸪天·西
安曲江，盛唐名胜地》：

故地重来几度秋，关中霸气早难留。
宫廷舞乐黎民怨，废弃名园万事休。

城北望，水东流，环池又复见新楼。
当年叶落愁人处，正盼花红万客游。

词中从盛唐时期长安城的繁华景
象，写到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几度兴衰
春秋，终不复当年的雄伟气象。直到近现
代以后，西安城才又开始重新焕发生机
与活力，站在城北高原上环望，泾、渭、
浐、灞、涝、潏、沣、滈八水绕长安的景象
开始了逐步恢复与重现，城市发展日新
月异，居民生活水平也是丰裕富足，足见
历史发展的迷人与魅力之处。此词表达
了历史兴衰之意，但其哲学内核与《采桑
子·皖南道中》类同。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观是指人们
的思想和认识，客观是指在人的认识之
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事物，主
观和客观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客观决
定主观，主观反映客观，又能动地反作用
于客观。厉以宁诗词中对这一辩证法常
有喻及。比如，写于1953年的《采桑子·
颐和园》：

佛香阁上看湖小，只道山高。谁道山
高，见否群峰水底飘？

半池荷叶遮行路，懒把舟摇。待把舟
摇，别有风光玉带桥。

这首词主要是提醒我们观察问题的
关键在于个人的立场和视角。立场和视
角不同，对事物和生活的观感和认识就
不同，从山看湖，就觉得山高湖小；但若
从湖看山，则天光云影，再高的山也莫不
倒映于湖中。另外，还有写于1984年的
《菩萨蛮·黄山归来》：

隔山犹有青山在，彩云更在群山外。
寻路到云边，山高亦等闲。

问君何所志，纵论人间事。寄愿笔生
花，香飘亿万家。

这首词中藉青山、彩云对比来阐明
的主观立场与客观存在，与前一首词的
意境和用语颇有相似之处。

当然，唯物辩证法还有许多其他的
原理与范畴，比如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
要方面、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
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
性等，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事物的
本质联系。商务印书馆出版于2018年的
《厉以宁诗词全集》共四卷1416首，对这
些原理与范畴也多有涉及。阅读厉以宁
的诗词，既可以触摸时代的沧桑巨变，也
可以感受个体的曲折人生，还可以体悟
到他在哲学的关照之际，对光阴的重视
与珍惜，“人世难寻回首路，机缘一去
不重逢”（《七律·雨中游南雁荡》），“轻舟
好去莫回头，破浪直前随处有芳洲”（《虞
美人·山东荣成市成山头》）；为人的谦逊
与豁达，“高山绝壁从无水，洼则盈盈，低
则青青，知否人间处世情”（《采桑子·青海
西宁至贵德途中》），“细雨斜风燕来去，心
宽无处不桃源”（《七古·游桃花源》），“处
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破阵
子·七十感怀》）；以及拳拳的爱国之心和
浓浓的家国情怀，“乐在众人后，忧于天下
先”（《五律·岳阳楼》），“一番求索志难移，
此身甘愿作人梯”（《浣溪沙·六十自述》），

“此生奉献从无悔，叮嘱儿孙永向前”（《鹧
鸪天·赠黑龙江农垦老战士》）。

（作者系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

厉以宁诗词中的唯物辩证法
刘焕性

今年恰逢中国摄协成立65周年，
65年来，中国摄影队伍日益壮大，全
国摄影人团结奋进，不断开拓进取，新
中国摄影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历史，是对进程的记录，中国摄影
的发展正是一段丰厚的历史记录，而
对中国摄协来说，它的发展更是摄影
工作者无私奉献和全心投入的精神传
承。陈昌谦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摄影
组织工作者和摄影活动家。

今年是陈昌谦先生诞辰 100 周
年，我们应学习他为党的文艺事业奋
斗终身的革命追求，追忆他为我国摄
影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缅怀他植根
于人民群众无私奉献的艺术人生。他
曾长期以来主持中国摄协的工作，对
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
血，为中国摄协在新时期的发展壮大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8月，时任新华社摄影部
副主任的陈昌谦调到了中国摄影学
会，参与恢复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的
工作。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

正本清源，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全面贯
彻党的文艺方针，调动广大摄影工作
者的积极性，开展摄影创作、理论研究
和干部培训等各种活动，为开创摄影
事业新局面创造条件。1979年，随着
中国摄影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的
召开，使得学会和摄影界的工作走上
正轨。中国摄影学会正式更名为中国
摄影家协会并恢复工作，陈昌谦当选
为中国摄协副主席、秘书长，从此开始
主持协会工作。在他的大力支持和组
织领导下，《大众摄影》杂志同时复刊。

协会恢复工作后，百废待兴，陈昌
谦亲力亲为，开拓创新，领导创办了中
国摄影函授学院（后更名为北京摄影
函授学院）和《中国摄影报》等，参与创
办新中国第一个培养摄影人才的高等
教育专业——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
摄影专修科，倡议编写《中国摄影史》
并主持编撰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和历
史价值的摄影书籍。即便在离休后，作
为中国摄协顾问依然继续发挥余热，
坚持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

鼓与呼，并身体力行参与撰稿等。他扎扎
实实的工作作风和对摄影事业兢兢业业
的投入，赢得了广大摄影工作者的赞誉。
2006年，中国摄协成立50周年之际，陈
昌谦被授予“杰出贡献摄影家”称号，
2009年，又被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协授予
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可
谓实至名归。

陈昌谦同志的一生，是孜孜不倦，
为党的文艺事业、为中国摄影事业无私
奉献的一生。他的杰出贡献和高尚品
德，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我们怀念陈昌谦同志，总结和
回顾其为摄影事业所做的贡献，是为了
激励广大摄影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摄影工作
者的优良传统，积极为摄影事业繁荣发
展做出贡献。

站在历史的节点，回首往昔，以陈昌
谦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摄影工作者，在
中国摄影发展的进程中为我们留下了宝
贵的经验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我
们做好摄影工作和摄协工作具有十分重

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向陈昌谦等老一
辈摄影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坚定的理
想信念和与祖国共命运的家国情怀，自
觉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旗帜，用实际行动
投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习他们不
畏艰难困苦、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与老
一辈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也是渺小的。
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臂膀上前行，摄影事
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摄影人不断地传承开
拓创新。学习他们服务人民、甘于奉献的
高尚情操，不为浮名所惑、不为物欲所
累，用文化的品格、道德的力量、人格的
魅力赢得人民的赞誉、赢得社会的尊重，
矢志不渝、勇担重任。要牢固树立执着奋
斗、珍爱事业、潜心摄影艺术的敬业精
神，树立高远的艺术理想和追求，不断增
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把崇德
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努力追求真才学、
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成为
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
实现价值。

（作者系中国摄协主席）

纪念摄影活动家陈昌谦
李舸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澙总领馆在鲁
迅诞辰140周年之际举办以鲁迅和藤野
先生为题的中日线上交流会，非常值得
称道。作为一名多年从事中日民间交流
的媒体人士，能够受邀参加这场交流是
我的荣幸。

鲁迅先生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执
教时创作的《藤野先生》，几代中国人都
在中学语文课上学习过。对于我来说，收
入语文课本的十几篇鲁迅作品中，印象
尤为深刻的课文之一便是这篇散文。多
年以后，当我开始从事中日民间交流的
跨文化媒体工作后，对这段可称为鲁迅
认识中国与世界原点的经历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10多年前，中日关系遇到困
难，上海的日本朋友寄来一本挂历，鲁迅
和藤野先生的画像就印在上面。这让我
意识到，原来中日之间的“惜别与握手”
这个话题一直萦绕在中日有识之士的心
头！我开始思考这篇散文的历史意义及
现实意义。

1904年，一个名叫周树人的年轻人
来到日本留学。当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
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
却有中国人卷入其中被杀戮。原本怀着学
医梦想来到日本的周树人，在课堂上的幻
灯放映中看到了日活公司战地采访班在
战场拍摄到的场景，被深深刺激：中国人
被当作俄方间谍遭到残酷处决，而周围的
一大群中国人充做看客，居然没有任何表
情地围观，反观身边的日本学生都在为日
军的暴行欢呼。这一幕不仅激活了他的民
族意识，更让他认识到：仅仅身体强壮但
精神麻木的国民是没有什么用的，与其学
习医学强健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启蒙中国
人的精神。留学生周树人在这一刻意识
到，启蒙和培育健全人格是第一位的，从
医病之志向医国之志的飞跃，奠定了日后
文豪鲁迅的思想基础。

作为一个来自弱国的留学生，周树
人在学校里饱受了沙文主义膨胀的日本
学生的白眼与污蔑。藤野严九郎的出现，
在周树人眼中自然放射出异彩。他的认
真、严谨、宽容与善意，让周树人在充满
敌意与蔑视的眼光中找到可信赖的人。
那张背面写有“惜别藤野谨呈周君”的藤
野先生的纪念照片始终伴随周树人——
鲁迅左右，不曾遗弃。而二人之间的这份
信任、友情经过20多年的发酵，终于在
笔端呈现为一篇不朽的散文。

我常想，正是由于鲁迅在仙台的经
历，使得他有了更加宽阔的胸怀。民族意
识的觉醒使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爱国
者；而学医以及与藤野先生的相遇，使他
相信人和人之间存在的美好，这对于他
日后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我大胆推测，正是这样的信
念，使得20多年后，鲁迅在备受挫折的
日子里，在《藤野先生》的结尾写下“每当
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
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
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
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
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藤野严九郎后来的情况也恰恰证
明，他与鲁迅别后虽未再谋面，但心始终
是相通的。《藤野先生》发表后，鲁迅多方
打听惜别20多年的恩师的近况，“在我
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
鼓励的一个。”而藤野知道大文豪鲁迅写
了自己的故事之后，念于自己的窘境始
终没有与鲁迅联系。1936年10月，鲁迅
的死讯传到日本。据藤野先生的侄子回
忆，看着报上鲁迅的照片，藤野把报纸举
过头顶拜了几拜。当得知鲁迅不只把自
己的照片挂墙上，写在散文里，而且这些
年里一直在寻找他，想见他或他的后人
一面时，藤野先生深感懊悔，写了短文
《谨忆周树人君》，刊发在日本报纸上。

他在文中提到：尽管日清战争过去
多年，还有很多日本人辱骂中国人为“辫
子和尚”，说中国人坏话。仙台医专也有
一伙人白眼看周君，把他当成异己。我在
少年时代学习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甚
为尊敬，所以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
这就是我对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
激的缘故。

藤野先生的正义感反映在他在战争
期间的态度上。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军全面侵华。由于军购药品激增，药价
暴涨。藤野先生的乡下诊所有不少存药，
但面对药商的高价求购，却推说这些药
是为满足当地村民需要所存，一点都没
有卖给对方。他对儿子们说，“你们要记
住，中国是将文化教给日本的先生”。

鲁迅的恩师藤野严九郎就是以这样
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了不义的侵华战
争，但他却没有活到自己的祖国与他所
敬重的国家握手那一天。1945年1月，
藤野先生被迫从军的长子藤野恒弥病死
在广岛。时年71岁的藤野先生，强忍白
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回到诊所重操旧
业维持生活，在8月11日战争结束前四
天因积劳成疾不幸离世。

而鲁迅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便溘然
离世。去世前，他一方面深深挂念着抗战局
势，一方面仍坚信中日两国总会有“渡尽劫
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一天。

在历史的大背景下，鲁迅和藤野先
生的故事弥足珍贵。这种超越民族偏见，
建立在敬重与善意基础之上的个人友
谊，为两国的民间友好，人民之间的信任
与和解播下种子。

鲁迅先生毕生结交多达160余名爱
好和平、敬重中国、思想进步的日本友
人。1931年，来上海留学的增田涉拜鲁
迅为师。鲁迅就像当年藤野先生对待自

己那样，格外照顾这位日本学生。增田涉
曾回忆说，一次鲁迅拿藤野的照片给他
看，对他说，“不知道老师现在状况如何，
大概……可能……已经去世了？不知道他
有没有子女，能找到他的子女也好……”

在上海的人生最后9年里，鲁迅结识
了终身信赖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以内
山书店为据点，鲁迅完成了他晚年的许
多计划，留下了无数感人的故事。他坚定
地站在进步、正义、和平、人民一边，走完
了其战斗与呐喊的一生。面对时代变局，
他“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不断升级，他一
面坚定地予以谴责，一面将军国主义分
子和日本民众加以区分，相信“日本和中
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面对生命的
终点，他披露心牵人类的广阔胸怀:“外面
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而在此过程中，内山完
造给他提供的帮助是大量的和无私的。

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继续奔波，推
广普及鲁迅作品；战争结束回国之后，担
任日本中国友好协会首任理事长，为推
动民间友好鞠躬尽瘁。

内山完造在战后还为鲁迅家人与藤
野先生之间的故事续写篇章。1956年，
鲁迅遗孀许广平访日期间，原本计划在
顺访福井时祭拜藤野先生墓。由于连日
活动导致过度疲劳，许广平只好委托内
山完造代为祭拜。内山不负所托，在藤野
的墓前朗读了许广平的信。这对于没有
看到“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
仇”的鲁迅，和念念不忘“中国是将文化
教给日本的先生”的藤野严九郎的在天
之灵应该是一个极大的慰藉。

靠着民间的力量，1960年,仙台建立
了“鲁迅之碑”，1964 年福井县建立了

“惜别”。1980年，在藤野先生出生地芦
原下番，建立了周海婴题写的“藤野严九
郎碑”。因为这层渊源，藤野先生的故乡
芦原町与鲁迅的故乡绍兴市还结为友好
城市。鲁迅与藤野先生之间的友情通过
这些渠道和形式薪火相传，成为佳话。

2009年，在鲁迅写下《藤野先生》的厦
门大学，鲁迅的长孙周令飞与藤野严九郎
的孙子藤野幸弥的手也紧紧握在了一起。

2017年，内山书店创办100周年之
际，在上海内山书店旧址前，我见证了内
山完造的侄子、东京内山书店前社长内
山篱与周令飞的历史性握手，并将这一
瞬间收入镜头。

这种由鲁迅所开拓，由后人们薪火
相传的中日之间的个人友谊在新时代仍
然不断延续。

今天，我们重温鲁迅与藤野先生这
段佳话，有助于我们发现鲁迅在今天的
意义和启示。

首先，鲁迅可谓是通过文字将个人
友谊传递的民间交流先驱。20 世纪初
叶，有许多中国文人东渡，但将日本与有
识之士之间的友谊以文字记载下来并激
励后人者，并不多见。

其次，鲁迅又是20世纪对外讲述中
国故事、讲述中国与世界故事的先驱。鲁
迅的小说与散文使得中国现代文化首次
被世界所主动介绍、流传，开中国现代文
化走出去之滥觞。

第三，鲁迅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
人们”的关注，体现了他宽广的人文胸襟
和人类情怀。他和藤野先生之间的惺惺
相惜超越时空，为我们今天推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借鉴。

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间。尽管中日两
国之间还存在不少问题乃至困难，但人民
之间加深了解、相互帮助、相向而行的愿
望有着深厚的基础。不论是“3·11”大地震
时中国人民对福岛灾区的无私帮助，还是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来自日本“风月同
天”“武汉加油”的鼓励，都表明了中日两
国同舟共济的民意基础。在即将迎来中日
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时间节点，在构筑契
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背景下，鲁迅
与藤野先生的故事将激励我们坚定地推
进人民友好，满怀信心地开展人文交流，
推动中日关系进入全新的境界。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人民中国杂
志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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