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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背景介绍



师生关系

友谊之情

鲁迅与藤野先生关系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藤野先生是他的解剖学老师，对他有深远

的影响。

除了学术上的指导，藤野先生在生活中也给予鲁迅很多关心和帮

助，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文章写于1926年，正值中国新旧文化交替、社会变革之际，

鲁迅通过回忆藤野先生，表达了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和感悟。

时代背景

藤野先生作为一位正直、严谨的学者，代表了那个时代日本

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精神品质对鲁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历史意义

时代背景及历史意义



正直无私

严谨治学

热情诚恳

藤野先生为人正直，没有民族偏见，对来自弱国的

鲁迅给予了无私的关爱和帮助。

他治学严谨，对学术问题一丝不苟，这种精神深深

地影响了鲁迅。

藤野先生性格热情，待人诚恳，他的这些品质赢得

了鲁迅的尊敬和感激。

藤野先生性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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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与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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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感

通过写自己与藤野先生的交往，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展现

了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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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追述自己弃医从文的思想变化

文章通过回忆藤野先生，表达了对恩师的深深怀念之情，同时

追述了自己弃医从文的思想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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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藤野先生的崇高品质

文章高度赞扬了藤野先生的严谨治学、正直无私、没有民族偏

见等崇高品质。

文章主题思想阐述



    

文章段落大意概括

第一部分（1-3）

写在东京的所见所感以及离开东京的

原因，交代了与藤野先生相识的背景。

第二部分（4-35）

写在仙台与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和

离别，通过具体事例来表现藤野先生

的崇高品质。

第三部分（36-38）

写离开仙台后怀念藤野先生的感情和

行动，表达了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感激

和怀念之情。



关键语句解读与赏析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表达了作者对东京失望的情绪，为下文离开东京去仙台做了铺垫。

“实在标致极了”

反语，讽刺了清国留学生的丑态，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厌恶之情。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

讽刺了仙台医专的学生对“我”的优待，实际上是出于对弱国国民的
同情和尊重。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

直接抒发了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敬爱和感激之情，热情赞颂了藤野先生
正直无私、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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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形象塑造手法探讨



简练而传神的肖像描写
鲁迅通过简练而传神的肖像描写，刻画出藤野先生的独特形象，如“黑瘦”、

“八字须”、“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等，使读者对藤野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细节描写突出个性特征
鲁迅善于运用细节描写来突出藤野先生的个性特征，如写他“穿衣服太模糊了

”、“忘记带领结”等，这些细节描写不仅展示了藤野先生的生活状态，也表

现出他的不拘小节和朴实无华的性格。

外貌描写技巧运用



直接描写内心独白
鲁迅通过直接描写藤野先生的内心独白，展现他的心理活动。如藤野先生对“我

”的关心和鼓励，以及他对医学事业的热爱和追求，都是通过内心独白来表达的。

间接描写心理变化

除了直接描写内心独白外，鲁迅还通过间接描写来展示藤野先生的心理变化。比

如通过描写他对“我”的态度的转变，以及他在课堂上的表现等，来暗示他内心

的波动和变化。

心理活动展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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