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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肝义胆 古道热肠
——— 国立山东大学校医邓仲纯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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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珠】

邓仲纯即邓初，生于1888
年，安徽怀宁（安庆）人，出身
于翰墨世家。邓仲纯，是一个
侠肝义胆、古道热肠之人，陈
独秀赠他篆联：“我书意造本
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邓仲
纯和陈独秀从小一起长大，情
同手足。早年邓仲纯与邓以蛰
随陈独秀一起留学日本，回国
后邓仲纯与陈独秀一起撒传
单闹革命。陈独秀晚年更是得
到邓仲纯的持续帮助。

上世纪30年代初，邓仲纯
与山大结缘，应杨振声邀请来
到青岛，任职于国立青岛大学

（山东大学前身），任校医兼外
文系日文教员、讲师，1937年
七七事变离开国立山东大学。
短短七年，他与杨振声、赵太
侔、梁实秋、老舍、洪深、台静
农等文人学者常相谈叙，友情
笃深。

与陈独秀的至纯友

谊
邓仲纯的父亲邓蝇侯为陈独

秀的老师，邓氏兄弟与陈独秀从
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历史上安
徽怀宁方氏邓氏陈氏三家为几代
世交。

邓仲纯少时秉承家学，1908年
他与邓以蛰随陈独秀一起留学日
本。在东京，邓仲纯与陈独秀、苏曼
殊三人同住一间小房。陈独秀和章
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
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
文化。邓仲纯到千叶医科大学学
医，除在校上课外，几乎与陈独秀
形影不离，彼此友情深厚。

1911年邓仲纯与邓以蛰学成
回国。邓仲纯回国路过杭州时，专
程到陈独秀任职的杭州陆军小学
堂，与陈独秀小聚数日。陈独秀赠
篆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
中常有诗”，并寄诗一首：“垂柳飞
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
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回国后，邓以蛰进清华大学
执教，后为著名哲学、美学教授，
与时在同济的宗白华有“北邓南
白”之称。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
京大学文科学长后，邓仲纯经常
到陈处学习新思想，畅谈革命。

1919年6月11日晚上，邓仲纯
和安徽老乡胡适、高一涵陪同陈
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1920年2

月，陈独秀赴上海继续从事宣传
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
活动。邓仲纯不久辞去内务部差
事，又从事医学工作。此后，陈独
秀与邓仲纯，一个忙于革命大业，

跌宕起伏，命运坎坷，毁誉不一；
另一个则停止政事，忙于生计，开
办医院，治病救人。两人爱国为民
是一致的，但联系仅在亲友，兴趣
只是书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邓
仲纯携全家从青岛逃难到四川江
津。在邓鹤年叔侄帮助下，他于江
津城内黄荆街83号开办延年医
院。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应邓仲
纯邀请从重庆到江津，受到其持
续帮助。邓仲纯把陈独秀一家接
到延年医院，住在一起。他待陈独
秀如兄长，同食宿，共悲欢。邓仲
纯从此便成了陈独秀的义务保健
医生兼通讯员。

陈独秀晚年结识的朋友台静
农，曾是邓仲纯在青岛山东大学
结识的朋友。台也是在邓仲纯家
结识陈独秀的。据台静农回忆：陈
独秀知道“我这一天会由重庆来，
他就在这儿（邓初家）等我，这使
我意外和惊喜，他一到江津城，我
就想见他，弥补了我晚去北京不
能做他的学生的缺憾，现在他竟
在等着我，使我既感动又惊异，而
仲甫先生却从容笑谈，对我如老
朋友一样”。陈、台两人此次见面
即订忘年交，实缘于邓仲纯。

国立山东大学任

校医
1930年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岛

大学校长，请邓仲纯任校医，邓举
家到青岛，和杨振声住楼上楼下。

梁实秋晚年在《忆杨今甫》中
回忆说：“今甫在校长任上两年，
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
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他和教务

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
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
仲纯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
由仲纯夫人负责料理”。

邓仲纯不仅医术精湛，而且
精通日文并酷爱中国古诗文。他
虽是一名校医，但与诸位名教授
常相谈叙，不仅是他们的保健医
生，而且是他们知己好友。教授
们有什么疾病或到校医院找邓
诊病拿药，或请到家中诊治。据
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记载：
邀邓仲纯视疾，非用泻剂而已，
竟日粥食，以半饿方疗之，亦颇
奏效……今日仍素食，诣校医邓
仲纯受药，服之。

邓仲纯深厚的家学渊源使他
对古典文化有着独特的了解，况
侠肝义胆，古道热肠，这一点尤为
老舍所赏识，交情日深。那时，老
舍每染小疾，辄来医务室，请邓仲
纯为他诊治。每至季节轮替之时，
他都会提醒老舍注意调养，并赠
一良方。

“酒中八仙”一见

如故
文人与酒，一向渊源深厚，在

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也不例外。
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教学的学者
们 ,教学之余都喜欢到位于黄县
路7号杨振声的住处喝茶谈诗,煮
酒论文。经常手中拿着一个大烟
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
是端出咖啡 ,就是沏上清茶”。邓
仲纯和杨振声、赵太侔又同住一
楼，往来甚密。再加上他和杨振
声、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
甫、方令孺、赵少侯等学者教授意
气相投，过从甚密，教学之余，便

是饮食喝酒，被人称为“酒中八
仙”。

邓仲纯他们在杨振声校长带
领下，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
猜拳行令，三十斤购一坛花雕酒，
一夕便一饮而尽。有时在顺兴楼
抑或厚德福。还自拟一副对联 :

“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
1934年秋，洪深、老舍、叶石

荪先后应赵太侔邀请到国立山东
大学任教。邓仲纯又同赵太侔、老
舍、赵少侯、洪深、台静农、叶石
荪、萧涤非等文学教授形成了新
的饮酒圈子，这就是所谓的后“酒
中八仙”。

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中
记载了邓仲纯和赵太侔、老舍、洪
深一起畅饮之事。“1934年10月5

日。少侯约同柬招太侔夫妇、洪浅
哉、唐凤图、李仲珩、舒舍予、水天
同、毅伯、达吾、仲纯诸友七日晚
饮于寓庐。夜浴。”这是邓仲纯与
初来山大的老舍第一次聚饮，从
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6年夏，赵太侔、赵少侯和
老舍等均辞别山大，但老舍并没
有离开青岛。初秋，台静农加盟山
大，与邓仲纯、老舍一见如故，饮
酒乐甚。

台静农在《我与老舍与酒》
一文中说：“直到现在，我想到老
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有天
傍晚，老舍忽然跑来，说有一家
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
肉，于是同石荪、仲纯两兄一起
走在马路上，我私下欣赏着老舍
的皮马褂。”

抗战胜利后邓仲纯应赵太侔
的邀请又来青岛，后到青岛市人
民医院任院长。1956年去北京与
女儿一起生活，1959年在北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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