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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子寻访革命前辈的红色足迹海外学子寻访革命前辈的红色足迹

第二站：德国哥廷根第二站：德国哥廷根

哥廷根大学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南部，是德国
著名的大学城之一。上世纪20年代，为了寻找新的
救国道路，朱德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那里留下了
革命足迹。

探寻革命足迹

1922 年 10 月，朱德抵达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
德国。他先在柏林落脚，在这里结识了先期抵达欧
洲、当时正在柏林进行革命活动的周恩来，在周恩
来的帮助下，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 年 5 月 4 日，朱德抵达哥廷根，开始求
学生活，初到时住在文德·朗特路 88 号，后迁至
普朗克街 3 号。

如今，在当时朱德居住过的地方，即普朗克街
3号，可以看到一座红砖砌成的德国老式楼房，墙
上嵌有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匾，上面用德语镌
刻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等字样。

1986年，朱德 100周年诞辰之际，哥廷根市在
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时任市长亲自为纪念
牌匾揭幕。

朱德在哥廷根大学求学的故事，对一代代就
读于该校的中国学子来说，十分熟悉。学校图书
馆内至今仍保留着朱德的注册簿，在哥廷根市档
案馆，也有一张当时朱德进行居民登记的登记卡。

据档案记载，朱德在课业之外组织、参与了不
少社会活动。根据相关档案，曾记载哥廷根中国学
生会向警方提出游行并散发传单的申请，传单的题
目叫 《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介绍了“五卅惨
案”及其发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
生活状况，阐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意
义。在德期间，朱德由于参加声援“五卅惨案”后
上海罢工等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捕。1925年，因形
势变化，他被迫离开德国。

哥廷根档案馆前馆长海尔格·玛丽亚·库恩在《哥
廷根的中国客人》一文中指出，朱德在德留学期间更
多地致力于与中国同胞进行政治和军事话题的讨论。

有时候，当地人也会把周恩来和朱德搞混。笔
者刚到哥廷根的那年冬天，由于找兼职，碰到了林
学系的一位教授，答应这位教授在圣诞期间给他扫
雪。但是圣诞节过后，哥廷根并没有下雪。和这位
教授再次碰面闲聊时，他说起了周恩来当年在哥廷
根大学学习的情况，笔者纠正说，应该是朱德。

走进古老大学

在哥廷根大学中国学联的网页上，至今还可
以看到朱德留学情况的简介。距朱德在哥廷根大
学留学已逾90多年，如今到该校留学的中国学子越

来越多。
回望历史，哥廷根大学在 280多年的发展历程

中，最为世人熟知的有格林童话的编纂者格林兄
弟、诗人海涅、“铁血宰相”俾斯麦等，可谓灿若
星辰、名人辈出。

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哥廷根大学有幸避免了老
城被轰炸的厄运，与德国很多城市在废墟之后的
重建相比，哥廷根的很多古老建筑完好无损。这
不仅是建筑学学者的莫大福音，也是莘莘学子的
福分。

说到哥廷根大学的成就，在物理、化学、医学
等领域，先后有4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德语区大学
名列前茅。该校基本上集中了当时一流的学者，如
马克斯·普朗克、高斯、黎曼、大卫·希尔伯特等。
今日的理科校区在中央校区的西北方，包括物理学
院、化学学院等。不过老的数学系、物理学系在市
政厅的外环，与高斯、韦伯雕像隔街相望。

除了理科被人熟知之外，哥廷根大学在文科方
面也卓有建树，除了常规的学院以外，还有诸多被
大家认为并不“热门”的系所，它们共同组建了一
个“人文学院”，如埃及学、科普特学，以亚述学
为代表的古代东方学、印度学、伊朗学等。这些

“冷门”系所，将其作为本科第一专业来学习的学
生寥寥无几，导致有时候会出现一堂课就两三个
学生的情况。有时候因为这些原因，部分专业在
教席教授退休之后，会被大学关闭。

除了朱德之外，1935 年至 1945 年，我国著名
学者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和研究10年之久，主
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在专业学术领域做出
了杰出贡献。

历史和现实融汇

由于哥廷根是一个大学城，在整个城市都分布
有哥廷根大学的各个系。老图书馆在老市政厅旁边
不远，新的大学及下萨克森州立图书馆则在新的校
园集中区。从图书馆进去是一个大的广场，先后被
神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及中央食堂环绕。隔了
一条街的位置，就是德语系、哲学系等系所在地。
再隔一条街，是印度学系、土耳其及中亚学系等所
在地以及旁边的意大利食堂。

2010 年 10 月，笔者抵达哥廷根大学这座学术
圣城，一开始攻读的是印度学与古希腊语学本科
学位，学习压力极大，如梵语班上只有我一个外
国人。古希腊语拉丁语课上除了笔者，当时还有
一位学习哲学的日本学生。不过各位老师会照顾
外国学生，如在印度学系上印度学导论课，任课
教师会特意把讲稿发给我们进行期末复习。系里
的氛围极好，每天早上，福尔那老师都会到每个
办公室向大家问早。下午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则

经常在系里小厨房一起喝咖啡、吃蛋糕。大学城
除了师生，也有很多饱受科学之光眷顾的市民，
他们经常与学子一起出入大学课堂、看电影，享
受剧院等文化设施。

哥廷根老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上有一个著名的
“牧鹅女”铜像，广场周围是各种酒吧、饭店、服
装店，每到下午，就有很多人在露天喝咖啡、啤
酒。到了周六，更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每年的圣
诞市场也是游人如织。

在格林兄弟的笔下，“牧鹅女”是一位公主，
被女巫做法后，被迫去牧鹅，后来历经各种苦难，
终于与王子相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有此美好的
寓意在，故哥廷根有一个传统，即每年博士论文答
辩以后，准博士们可以坐着花车，由亲友敲锣打鼓
拉到广场，然后“当事人”献上系里事先准备好的
鲜花，在师友的注目及旁边的奏乐声中亲吻“牧鹅
女”。笔者有幸在导师的陪同下亲历一次，至今思
之，恍如昨日。

（作者系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

艰辛的大厨之路

因吃不惯当地食物，加上国外的中餐价格太高，很
多中国留学生都会选择自己做饭。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读本科的朱文琦在出国留学之前
基本没有做过饭，最多就是煮面条。而到吉隆坡读书
后，朱文琦的做饭手艺日益精进，成了连卤味都不在话
下的“超级大厨”。“成为大厨的过程是不易的，我遇到
了非常多的困难。”朱文琦坦言。

朱文琦告诉笔者，她遇到的挑战主要来自于 3 个方
面。首先是调料的选择：要做地道的中餐，有些调料需
要到中国超市购买；其次是食材的选择：有些中餐需要
的配菜比较难找，价格也比本地蔬菜高；最后是厨艺在
短时间难以突破：看着菜谱觉得会了，手的操作却赶不
上。“尤其是火候和调料剂量，太不好掌握了，比如，

‘适量’是什么量？多大的火算是小火？”朱文琦说。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就读的棣明珠在解

决一日三餐时也遇到了困难。刚出国时，棣明珠蒸米
饭，都不知道放多少水，还是一位同学教给她如何用手
指测量水的深度，水应该高过米多少，才慢慢掌握。对
她来说，切菜就更难了，不仅姿势不标准，速度、精细
度等都跟不上。以至于放假回国，在妈妈的指导下练刀
工成了棣明珠的假期必修课。

饮食习惯相互影响

虽然“中国胃”很难改变，但出国读书一段时间，
中国留学生们也在慢慢接受当地的饮食习惯。

就读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王美晨刚开始觉得适应
不了当地多油炸、少调料、烹饪方法相对单一的食物，
也不喜欢喝咖啡和热巧克力。“现实是，你找不到别的喜
欢喝的饮料，比如国内走几步就有的奶茶店，当地就没
有。”但让王美晨没想到的是，读了 1 年的研究生之后，
自己的饮食习惯也在慢慢改变，“如今，我每天都会喝一
杯咖啡。”

和王美晨一样，朱文琦也被马来西亚的饮食习惯所
影响，开始喜欢喝糖水、吃早茶。

“在美国待了4年，我觉得不能简单描述为接受了当
地的饮食习惯，而是家乡饮食习惯和当地饮食习惯相互
影响、逐渐融合的过程。”棣明珠说，比如自己主动去了
解美国食物的制作过程，也在尝试一些之前没用过的调
味品。在这个过程中，她觉得自己的饮食习惯也在渐渐
发生变化。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美食除了让自己的味蕾得到享
受之外，还拉近了和当地朋友之间的距离。

棣明珠会和美国同学分享中国的小零食，也会邀请
他们在自己的住处聚餐，亲手做一桌中国菜。“大家都非
常喜欢中国菜，也对中国菜背后的文化很感兴趣，一顿
饭下来，彼此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

在笔者采访的几位中国学子看来，邀请外国同学吃
中国菜是不同文化碰撞的过程。他们认为，饮食文化是
各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
者，中国留学生可以通过饮食，架起文化沟通桥梁。

“我在给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及朋友介绍中国
菜时，他们也会跟我讲一些自己家乡的食物，比如有
一位来自日本的同学曾带我吃寿司，并介绍其做法。”
王美晨说。

据几位中国学子介绍，除了学生间的美食交流之
外，就读学校也会举办一些以食物为媒介的文化交流活
动。棣明珠所在大学的中国大学生协会，在中秋节等一
些中国传统节日，会举办相应的活动，准备中国食物供
大家品尝，反响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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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如今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

上图及右图：如今的哥廷根大学。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新华社记者单宇琦摄

哥廷根大学礼堂。 徐美德摄

上图：哥廷根普朗克街 3号朱德故居，墙上挂着一块
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匾，上面用德语镌刻着“朱德，中华
人民共和国元帅”等字样。

左图：哥廷根普朗克街3号朱德故居外景。

棣明珠 （右三） 和同学及朋友一起聚餐。

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在异国他乡读
书，吃上一顿地道的家乡美食可谓最惬
意的事。所谓游子离家思乡愁，浓浓的
故乡风味正可缓解一二。中国留学生一
边各显神通慰藉自己的中国胃，一边在
适应当地饮食习惯的同时，将中国食物
介绍给当地的同学、朋友，搭起饮食文
化交流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