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业故事会：鲁迅先生与地矿 

鲁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文学

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声经历颇多，从旧书塾启蒙开始，入南京水师学堂，再转

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毕业后去日本学医，最后弃医从文，

成为一代巨匠。其中，对于其学习地质开矿的历史，鲜为人知。 

 

鲁迅于 1881 年 9 月 25 日诞生于绍兴府城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原名周樟

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为其从文后的笔名。鲁迅七岁开始上学，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在家乡度过了 11 个年头的学校生活。1898 年，17 岁的鲁迅考

入南京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899 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

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并于 1901 年 12 月毕业，期间总成绩为一等第三名，

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 

 

矿路学堂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张之洞所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基础上创办的

一所培养矿业工程技术人才的学校，当时与天津中西学堂（北洋大学）一起成为

我国最早的矿业最高学府，学生的学习偏重于矿业，接受刚刚在中国起步的新式

教育。在这里，鲁迅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引起了浓厚的兴趣，课程

有格致(物理学)、算学(数学)、地学(地质学)和金石学(矿物学)等。为了学习的

需要,鲁迅还采集了不少矿物岩石标本,每次放寒假都要带回家一些,放在一个木

匣子里认真研究。他采集的标本有铁矿石、铜矿石、石英石、三叶虫化石,还有

象石榴子一样的矿石。他不满足于课堂学到的东西,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处找书、

抄书、买书,搜寻有关的科学读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就是在一个星期天,他

跑到城南很远的地方,花了 500 文高价买下来的。现代地质学的创始人、英国著

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说》译文,鲁迅统统工笔抄录下来,装订成厚厚的两大

本,连书中精细的地质构造图,他也描绘了下来。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可以见到鲁

迅在矿路学堂学习时用过的一本教科书《金石识别》,只见在书的空白处、字行

间,留下了许许多多他用毛笔正楷书写的批注,记录着教师讲的内容及自己的学

习心得。在矿路学堂的第三学年,鲁迅曾到南京青龙山煤矿进行毕业实习。青龙



山煤矿位于南京的东南,就是今天的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开办于 1896 年,有

“江南第一矿”之称。实习期间,鲁迅和同学们下到深达 100 米的矿洞之中,实地

考察了矿层和开采情况，在实地考察中，鲁迅深刻认识到了青龙山煤矿技术落后，

管理混乱，而且对于煤矿生产条件恶劣的凄凉状况，矿工“鬼一般工作”的凄惨

处境，寄予深深的同情。鲁迅对此是很失望的。从而坚定了其去国外留学的路。 

 

1902 年，鲁迅考上留日官费生，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主要补习日语。期

间鲁迅关注国内局势，特别是关于浙江地区列强争夺矿权的“争刘铁云条约”事

件。1903 年 10 月 3 日，鲁迅在东京上野参加浙江同乡会声讨刘鸦、高尔伊出卖

浙江矿权大会，之后便以笔名索子在《浙江潮》（月刊）第八期上发表了《中国

地质略论》，这篇将近一万字的论文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启蒙之作。文章分为绪

言、外人之地质调查者、地质之分布、地质上之发育、世界第一石炭（煤炭）国、

结论六个部分。这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篇中国地质的文章，也有研究表明更早的

是虞和钦所发表的《中国地质之构造》，较鲁迅发表仅早半年时间。《中国地质略

论》主要摘抄了日本地质调查所的报告和图件，严格意义讲并非一篇纯科学的学

术论文，而更多是综合性情报工作，文中所采用的专业名词多沿用日本译名。 

 

1904 年，鲁迅进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当年，与顾琅合著《中国矿产

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记述本国矿产资源的书籍，也是国内最早运用

现代科学理论分析我国地质矿产的专著。此书详细介绍了 18 个省的矿产资源及

其分布，附有《中国矿产全图》《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上市洛阳纸贵，不足 8 个月就印了 3 版。清政府农工商部对此书予以高度评

价，学部则将其推荐为“国民必读书”、“中学堂参考书”。 

 

1906 年后鲁迅弃医从文，留学归国后，在文学界声名远扬，但依然关心国内

地质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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