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曼 殊
一

诗
一

;欲 简 论

曹 旭

苏曼殊足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
-

一南社 的重要作家
。

他 的 i、 :坎曾经风靡海内
,

倾

倒一时
,

吸引了无数读者
。

曼殊示寂后
,

他的诗集被人竞相刊印
,

甚至被书商用作牟利的手

段
,

一时出现了
“ 曼殊热

” ,

他 的诗歌广为流传
,

不仅对 当时
,

而且对后世带来 深 远 的 影

响
。

木文试图就苏曼殊诗歌思想内容
、

艺术风格和形式特点诸方面探讨其形成 的原因
,
以及

在我国文学史
、

近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

求教于诸君
。

苏是殊 ( 18 8 4 -

一
1 9 18 ) 姓苏名哉

,

字子谷
,

学名玄瑛
,

小名三郎
,

法号曼殊
。

广东香山

县 (今中山县 ) 人
。

父亲苏杰生是旅居 日本的中国商人
,

任 日本横滨英商万隆茶行买办
。

嫡母

黄氏
,

居广东中山县原籍
。

苏杰生经商期间
,

娶日本江户人河合仙为妾
,

又与家里的女佣若

子发生关系
,

在 日本横滨生下苏曼殊
。

若子生下曼殊不到三个月就被撵出苏家
,

不知去向
,

苏曼殊由河合仙抚养长大后
,

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而把河合仙当作亲母
。 `

二父亲逝世后
,

苏

受殊在广东中山县家乡倍受滴毋黄 氏虐待和族 人的歧视
,

骂他是
“ 异类

” ,

这使苏曼殊怀疑

自己 的身世
。

又因为河合仙并未把曼殊身世详情告诉曼殊
,

而河合仙在嫁给苏杰生 以前曾与

一 日本商人同居
,

生下一 男一女
,

(男孩 已段
,

女孩子即权木荣子
。

① ) 因此
,

苏曼殊便怀疑

苏杰生不是 自己的亲父
,

自己是 日本商人所生
,

是俊族的
“
拖油瓶

” 。

在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

代
,

他得不到一点家庭的温暖
,

处处遭人冷落
,

被人歧视
,

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

不能愈合的创伤
。

他怀疑
,

他猜测
,

他求索
,

他绝望
。

在
《
潮音跋

》
中

,

他假托 日本僧飞锡之名

对 自己的身世作了揣测和联想 ; 在他著名的小说
《
断鸿零雁记

》
里

,

更以小说的形式
,

用虚构的

方法直抒胸臆
,

对 自己的身世
一

再度猜测
。

他一会几说自己是
,二

户国人
,

一会儿又声称是 日本人
。

他不愿对朋友诉说
,

连陈独秀
、

章太炎
、

刘季平这些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他的底细
。

⑦ 他只

说 自己
“
遭逢身世

, /

育难言之于同
” 。

④ 身世既
“
恫

”
_

目又 “
难言

” ,

这常常使苏曼殊俯仰人

生
、

郁郁寡欢
。

一九O 二年 (清光绪二
一

十八年 )
,

由于苏曼殊参加留 日革命人士组织的青年会
,

拒俄义勇队

和军国民教育会
,

遭到了给他生活上资助的表兄林紫垣的反对
,

苏曼殊不听林紫垣的意见
,

得

不到资助
,

生活无肴
,

贫苦不甚
,

被迫辍学
,

又不愿 回到倍受虐待和歧视的广东老家
,

便在上海

托遗书
一

封
,

声称 己蹈海 自杀
,

然后至惠州金 墨慧龙寺落发 为僧
,

投到广州
一

长寿寺赞初门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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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曹洞衣钵
。

从此落进无比痛苦的深渊
,

种下了相思不解 的种子
,

开满了无果之花
,

孕出

了无数徘恻委婉
、

清丽冷隽的诗篇
。

苏里殊是 个多情多感多病的青年
,

他渴望爱人更渴望被人爱
,

象灰蒙蒙 的天空
,

对 色彩

环着无限的憧憬
。

然而
,

由于他身入空门
,

便使他的爱情和婚姻注定成 为一出悲剧
。

柳亚子

在 《苏玄瑛新传
》 中云

: “
初

,

玄瑛在 粤
,

假父为聘女
,

名曰雪梅
。

假父役
,

女家绝玄瑛婚
,

雪梅佗僚死
。

既东渡
,

河合 氏有姊
,

欲 以女静子殡玄瑛
,

亦未果
” 。

匕锡在
、潮音跋

。中云
:

“ 庄公欲 以第五女公子雪鸿妻子
,

阁黎 (曼殊 )垂泪曰
: `

吾证法身久
,

辱 命奈 何
’

? ” 曼 殊 不

是不爱这些女性
,

对
l
净子

,

他是充满了爱慕之意的
: “

余抚心 自间
,

固非忍人忘彼妹也
。 ” 必

对雪鸿
,

恩师 的女儿
,

又才貌双全
,

曼殊更是倾心
,

只是因为
“

余为空门中人
,

未应蓄内
, ” (

劝

而不得不婉言拒绝
。

结果雪梅以身殉情
,

静子郁郁而终
,

雪鸿随父远逝
,

皆以悲剧终 了
。

此

后
,

曼殊还和歌妓百助
、

金风等人往来
,

有时也醉卧青楼楚馆
,

但他奉行柏拉图式的精神恋

爱
,

并不接触妓女的肉体
,

所谓
“

姥女盈前
,

弗一破其禅定也
。 ” 公 因而使妓女感到奇怪

。

这

种有情人不必成了眷属的精神恋爱
,

我 认为是苏曼殊对 自己无法排遣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

婚姻与佛戒尖锐斗争的一种折衷和调和
。

苏曼殊就象一朵塑料花
,

虽然偶尔
一

也引来几只游蜂

峡蝶
,

但却始终酿不成醇蜜
,

结不出甜果
。

因此
,

他对这种矛盾 的生活痛苦万分
: “

余以紫

身情网
,

殊悔践跄
。 ” 国

可以说
,

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

男女恋情与佛门戒律的斗争
,

贯串着
《
燕子完诗集

》 ,

构成

了苏曼殊诗歌的主要内容
。

苏曼殊始终眷恋着他心中的情人
:

谁怜一闽断肠词
,

摇落秋怀抵 自知
。

况是异乡兼 日暮
,

疏钟红叶坠相思
。

《
东居杂诗之

一

卜七 》

而他心 目中的情人
一

也对他情深谊长
,

恩爱如山
:

桃腮擅口 坐吹笙
,

春水难量旧恨盈
。

华严瀑布高千尺
,

未及卿卿爱我情
。

《本事诗之五
》

因此
,

他常常见月伤心
,

闻铃断肠
,

睹物思人
,

怀念当年和心上人相处的 日子和那些难

忘的情景
:

姑苏 台畔夕阳斜
,

宝马金鞍翡翠车
。

一 自美人和泪去
,

河山终古是天涯 !

《吴门依易生韵之四 》

但结果往往
:

珍重嫦娥 白玉姿
,

人天携手两无期
。

遗珠有恨终归海
,

睹物思人更可悲
。

《东居杂诗之十六
》

因此
,

他咒诅时光的流逝
,

咒诅痛苦的别离
:

人间天上结离忧
,

翠袖凝妆独倚楼
。

凄绝蜀杨丝万缕
,

替人惜别亦生愁
。

《
东居杂诗之十一

》

但是一旦分离结束
,

和心爱的人相逢
,

却给曼殊带来更大痛苦
,

面对心爱人 白头偕老
,

双双结为夫妻 的正常要求
,

他又只能写下如此令人肠断的诗篇
:

鸟舍凌波肌似雪
,

亲持红叶索题诗
。

还卿一卿无情泪
,

恨不相逢未剃时
。



《本事诗之六
》

对这种情况
,

他有时悔恨
,

有时又遁入空门
,

徜徉山水
,

叶禅理佛法武装自己
,

与恋 人

和感情相对抗
,

以求得精种上的解脱
:

禅心一任蛾眉妒
,

佛说原来怨是亲
。

雨签烟蓑归大也
,

与人无爱亦无嗅
。

《寄调筝人之 二
》

但是
,

徜徉山水也好
,

净谈佛法禅理也好
,

都不能使诗人真的不问世事
,

忘情物外
,

而

只能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和刺激
,

逼着诗人到 f 半疯狂的地步
:

契阔死生君莫问
,

行 云流水 孤僧
。

_

尼端狂笑无端哭
,

纵有欢 肠 已似冰
。

《过若松叮有感示仲兄
》

苏燮殊曾借 日本僧飞锡的名义
,

在 《潮音跋叫
,

说
: “

·

时夜月照积雪
,

泛舟中禅寺湖
,

歌拜仑 《哀希腊 》 之篇
。

歌已哭
,

哭复歌
,

抗 音
一

与湖水相应
。

舟子惶然
,

疑其为精神病作 也
。 ”

苏曼殊之所以歌拜仑的诗篇
,

不仅热爱其诗歌艺术
,

更是热爱崇拜拜仑 诗中高度的爱国主义

精神
。

拜仑哀希腊
,

正道出 f 自己 哀中国的悲痛情
4

环
。

可见
,

苏健殊这种
“
无端 狂 笑 无 端

哭 ”
有时也不全为 j

’

个人爱情
,

一钵情泪中
,

也有为国事
一

而抛洒的
:

流萤明灭夜悠悠
,

索女蝉 娟不耐秋
。

相逢莫问人间 事
,

故国伤心抵泪流
。

“东居杂诗之
_

_

)

蹈海鲁连不帝秦
,

茫茫烟水着浮 身
。

国民孤愤 英雄泪
,

洒
_

仁蛟峭赠故人
。

《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之一
》

由于受陈独秀影响
,

苏曼殊早年就参加了 举命活动
,

又 由 于当时是一个苍黄反复
,

社会

政治变化纷纭的时代
,

! L千年 皇权制度的推翻
,

甲午
、

庚子军事外交的失败
,

新旧思潮的斗

争
,

这 一 切都激起苏曼殊更大的爱国激情
。

因此
,

他任 《国 民日报
》助理编辑和任教期间

,

始

终 以国事为怀
,

所谓
: “

振铃执鞭
,

慈悲慷慨
,

诏 诸生以勇猛奋迅
,

大雄无畏
,

澄清天下
。

故其弟子多奇节孤标之士
。 ” L 可见

,

苏曼殊的诗
,

除了缠绵们卜侧
、

冷艳委婉的一面外
,

还

有
“ 怒目金刚 ” 的

一

!盯
。

如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之一 》
便气韵沉郁

,

充满 了高昂 的 激 愤 之

情
,

第 几首更清雄悲壮
,

通过对历史人物荆柯的歌颂
,

表达 了自己报国的热情和愿望
:

海天龙战血
一

玄黄
,

披发长歌览大荒
。

易水萧萧人去也
,

一天明月白如霜
。

一九一 O 年
,

)
` 一

州起义失败
,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
,

进
一

步威胁 中国
,

妄图变中国为

第 二个朝鲜
。

苏曼殊感念国事
,

忧心如焚
,

在病 中写下的咏怀之作
,

风格亦慷慨凄枪
,

表现

自己对祖国深深的眷恋和报国无门的感慨
:

君为塞上鸿
,

我是华亭鹤
。

遥念旷处士
,

对花弄春爵
。

良讯东海来
,

中有游仙作
。

劝我加餐饭
,

规我近绰约
。

炎蒸困羁旅
,

南海何辽索
。

上国亦已芜
,

黄星向西落
。

青骊逝千里
,

瞻鸟止谁屋 ?

江南春 已晚
,

淑景付冥莫
。

建业在何许 ? 胡尘纷漠漠
。

佳人不可期
,

皎月照罗幕
。



几关 「J 以远
,

田二胆竟谁托 ?

愿得趋无生
,

长作投荒客
。

姊 身 卜须弥
,

四顾无崖愕
。

我马已玄黄
,

梵土仍寥廓
。

恒河去不 自
、 ,

悲风振林薄
。

袖中有短书
,

思寄青飞雀
。

远行恋铸侣
,

此 酥常落拓
。

叫卜婆堤病
,

卜末公 见示新作伏枕奉答兼 呈旷处士
》

辛 亥革命后
,

身在 异网的苏曼殊写
一

F 了
“
壮士横 刀看 草檄

,

美人挟瑟请 题待
”

之句
,

亦格

调俊拔
,

豪气逼人
。

可惜的是
,

苏曼殊这类诗歌和他 自己所参加的革命实践 样
,

太少了
,

因

此
,

这种慷慨愤激
、

清雄悲壮 的风格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这对他 自己和整个近代诗坛
,

都是一种损失
。

我觉得
,

在 中国文学史上
,

诗僧的诗歌
,

往往以描写山水名胜和 自然花草见 长
,

很少有

言情和描写男欢女爱的作品
,

如寒山
、

拾得
、

王梵志
、

释皎然等人就是证明
。

而歌颂男女恋

情
,

反映 自由爱情生活及相思幽会的作者
,

他们虽处在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的侄格和高压下
,

爱情的愿望和要求常常 得不到满足
,

但有时也会 出现
“
落难公子中状 元

,

私定终身后花园 ”

的情况
。

而苏 曼殊则不 同
,

他既是多情善感的情种
,

又是佛门中人
,

既有他意中的女子
,

又

不能与她们成了眷 属
,

就象一尊雪人爱 上了燃着火苗的 火炉
,

不是炉火熄灭
,

便是雪人化成

温热的泪珠
。

因此
,

由此而产生的诗篇就更加委婉真切
,

情思绵遂
,

别有一种深 曲的韵致
,

兼之其中所揭示的社会 内容和特定意义
,

这就是苏曼殊诗歌所 以为人们喜爱
,

具有强烈感人

力量的内在 原因
。

三

苏曼殊诗歌所 以流传不废
,

具有强烈感人的力量还有其
一

艺术
_

卜的原因
。

苏东坡评王维诗云
: “ 味摩话之诗

,

诗中有画
,

观摩洁之画
,

画中有诗
。 ”

我觉得移评

苏曼殊也很确当
。

苏曼殊不仅是近代著名 的诗人
,

也是近代著名的画家
。

陈小蝶 《近代 六 十

名家画传
》 云

: “ 曼殊上人苏玄瑛
,

香山人
。

腾水残山
,

深饶别趣
。

湃画衰柳孤僧
,

有 万 水

千山
,

行脚打包之意
,

真乃诗人妙品
。 ” @ 他的画法是

“
大抵以心造境

,

于神韵尤长
。

… …

彼画中之景
,

特意识所构之境
,

见之嫌素者耳
。 ” L 因此

,

他的画中充满 了诗意
。

尤以 《 自

门秋柳图
》 、 《文姬图 》 、 《

汾堤吊梦图
》 、 《江湖满地一渔翁

》 等图诗意更浓
。

河合氏在
《
曼殊画

谱序
》 中说

: “ 月离 中天 云逐风
,

雁影凄凉落照中
。

(吾 儿画此景独名 ) ” 苏燮殊画 中 有 诗
,

无怪人们干脆称他的侧 幅为 “ 诗人妙品
” 了

。

苏曼殊诗中有画
。

苏曼殊有些诗本 来就是题在画幅上的
。

如 《为玉莺女弟绘扇
》 : “ 日暮有佳人

,

独立 潇湘

浦
。

疏柳尽含烟
,

似怜亡国苦
。 ” 又如

: “
海天空阔九皋深

,

飞下松阴听鼓琴
。

明 日飘然又

何处 ? 白云与尔共无心
” 等诗

。

许多诗虽不题画
,

却写得清新隽永
,

色调鲜明
,

画意十分浓郁
,

如 《过蒲田 》 :

柳 阴深处马蹄骄
,

无际银沙逐退潮
。

茅店冰旗知市近
,

满山红叶女郎樵
。



葱笼绿树和女郎的衣裙
,

满山经秋红叶和女郎艳丽 的脸色互相映衬
,

远看竟分不 出哪是

女郎丹霞般的笑脸
,

哪是满山绚丽如火的红叶
。

只有策 马沿着沙堤的柳阴 碟 馒 前 行
,

或从
“

一

丁丁 ” 的伐木斧斤中
,

你才知道山上有女郎在砍柴
。

而这一 切
,

又衬在天空海阔
,

无际银

沙退潮的背景之下
。

绿柳
,

银沙
,

红叶
,

女郎
,

交织成
一

幅多么美的图画
,

可当你正信马而

行
,

细细欣尝 眼前这幅绝妙图画的时候
,

猛然间
,

道旁茅屋触 目
,

店前酒旗招人
,

远处的市

镇 已遥遥在望了
。

郁达夫在
《杂评曼殊的作品

》 中说
: “

他 的诗是出于定庵的
《 已亥杂诗

》 ,

而又加士一脉清

新的近代味的
。

所 以用词很纤巧
,

择韵很清谐
,

使人读下去就能感到一种快味
。 ” 梦实

,

这

种 “
清新的近代味

” ,

很可能就是弥漫在曼殊诗歌里的一种画意
。

为了追求意境 和 画 面 的

美
, “ 用词 ” “ 择韵

” 当然不得不分外考究了
。

倒是曼殊在
“ 绮筵

” 上结识的朋友汪洋直接

了当
,

他认为曼殊诗的艺术特点是
: “ 诗如摩洁常宜画

” 。

一语道出
,

胜郁达夫一筹
。

在中

国文学史上 以诗画著名
,

使 自己诗中有画
,

画中有诗的诗人往往独臻佳境
,

因此
,

苏曼殊的

诗就很可贵
。

苏曼殊诗歌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大量熔化古人诗句意境入诗
,

经过 自己加工
,

另铸新词
,

另辟新的意境
。

不过
,

有些地方摸拟太甚
,

亦是曼殊诗歌一 病
。

“
江南谁得似

,

犹忆李龟年
” 《
饮席赠歌者

》 ,

从杜甫
《江南逢李龟年

》 : “ 歧王宋里寻常

见
,

崔九堂前几度闻
。

正是江南好风景
,

落花时节又逢君
”

诗化出
。

“
华严瀑布高千尺

,

未及卿卿爱我情
。 ” 《本事诗之五

》 ,

从李白
《赠汪伦 》 : “ 李白乘舟

将欲行
,

忽闻岸上踏歌声
。

桃花潭水深千尺
,

不及汪伦送我情
。 ” 诗化 出

。

“ 还卿一卿无情泪
,

恨不相逢未剃时
” 《
本事诗之六

》 即从张籍
《节妇吟

》 : “
还君明珠双

泪垂
,

恨不相逢未嫁时
”
化出

。

其他如
“ 日日思君令人老

” 《寄调筝人
》 , “

淡扫 蛾 眉 朝 画

师
” 《为调筝人绘像

》 ,

即从古 诗十九首
“
思君令人老

”

和张枯
《集灵台 》 “

却嫌脂粉污颜色
,

淡

扫蛾眉朝至尊
” 化出

。

例子很多
,

不
-

一列举
,

因此
,

不少人就寻章摘句地考索
,

因为曼殊诗

中有
“
猛忆定庵哀怨句

,

三生花草梦苏州
” 句

,

有人就认为苏曼殊的诗受了龚 自珍的影响
,

甚

至郁达夫认为不少诗
“
都是定庵的得意之作

,

而曼殊去偷了过来
,

重加点染
,

就觉得清新顺

口
,

读之有味 了
。 ” L 有人因为苏曼殊写了不少

《无题 》 ,

诗集中又有 《集义山句怀金凤
》诗

,

便

证明他的诗受了李商隐的影响
,

更有人因为苏曼殊曾把陆游的
《剑门道中遇微雨

》诗称道将十

分起劲
,

就说他 的诗受了陆放翁
、

陈后山的影响
。

我不否定苏曼殊曾受龚 自珍
、

李商隐
、

陆

游等人的影响
。

但就诗的题材
、

风格乃至形式来看
,

我 认为更受所谓
“
不 今 不 古

” ,

强 调
“
高绝

” 的杜牧 的影响
。

与龚 自珍
、

李商隐等人比较
,

曼殊的 七绝更接近小杜
。

也许他们性

格 自由旷达
,

充满浪漫主义气质 ? 也许他们早年都有济世之心
,

报国之志而又同有
“ 十载飘

然绳检外
,

蹲前 自献 自为酬
” ⑧ 的生活

,

因此
,

他们反映重大政治题材
,

感慨国事的诗篇往往豪

健跌宕
, `

慷慨悲凉
,

流丽中有一股遒劲的骨气
;
而反映爱情题材 的诗则词采清丽

,

情思绵避而

又格调俊爽
。

善于在短小的篇幅里
,

描画出一幅幅色彩鲜明的画而
,

用经过高度 凝 炼 的 语

言
,

表达出深挚委婉 的感情
。

如
: “

年华风柳共飘萧
,

洒醒天涯问六朝
。

猛忆玉人明月下
,

悄无人处学吹萧
” 。 《吴门依易生韵之七

》 ,

虽从杜牧的
《寄杨州韩绰判官

》 “
青山隐隐水迢迢

,

秋尽江南草木凋
。 一

二十四桥明月夜
,

玉人何处教吹萧
” `「`化出 ,

然细较其风神韵味
,

却如出

一手
。

苏曼殊不仅受中国古代诗人的影响
,

还受英国诗人拜仑
、

雪菜
,

特别是拜仑的影响
。

苏



曼殊不
_

}L一次地说
:“ 拜仑犹中士李白

,

天才也
” L 又说

: “
丹顿

、

拜仑是我师
。 ” L 他的

《题拜仑集 》 云
: “

秋风海上 已黄昏
,

独向遗编 吊拜仑
。

词客飘蓬君与我
,

可能异域为招魂
。 ”

苏曼殊一生行迹
,

有不少与拜仑相似的地方
。

他赞美说
: “ 拜仑底诗象种有兴奋 激 性 的 酒

料
,

人喝了愈多
,

愈觉着有甜蜜的魔力
。

它们通篇充满了神迷
,

美丽
,

与真实
。

在情感
、

热

诚和直白的用字内
,

拜仑底诗是不可及的
。 ” @ 苏曼殊翻译了拜仑

《赞大海 》 、 》 哀希腊
》 、 吸

去

国行
》
诸诗

,

可以说
,

就诗歌感情士的直率热情
,

不假雕琢粉饰
,

全持天性的自我流 露 上
,

苏曼殊深受拜仑影响
。

因此
,

他的诗既不象某些进步人士的诗歌那样
,

常常站在高山巅上喊

口号
,

也不同于过份雕琢的
“ 同光体

”
诗人

,

追求尖新生硬
,

把诗弄得艰涩难读
。

而象杜牧

那样
“ 不今不古

” ,

不染习俗
,

旁出一秀
,

在当时
“ 同光体

” 泛滥的诗坛上独树一帜
,

自成

一家面目
,

这无疑对 日靡颓靡的诗风是一种有力冲击
。

四

这样绵邀深曲的内容
、

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
,

如此色彩浓郁的画意
、

清新俊逸的风格
,

苏曼殊把它们容纳在
“ 七言绝句

”
这样短小的尺幅之内

,

同样是他诗歌传诵至今
、

脍炙人日

的重要原因
。

打开
《
燕子完诗集

》 ,

除个别篇什外
,

几乎全是七绝诗
。

可以说
, 《
燕子皂诗集

》基本上井

绝句诗集
,

而研究苏曼殊的诗歌
,

实际上就是研究苏曼殊的七绝诗
。

就近代范围
,

龚 自珍堪称众体皆备的大诗人
。 《已亥杂诗

》 三百十五首
,

将七绝创造性地

发展成组诗的形式
,

既反映国民生计
、

人才 间题等重大题材
,

也反映旅途生活
、

生平经历乃

至思想感情上的发展变化
。

使绝句既保持原来的流走轻 便
,

又可以象手榴弹似的结成一束
,

发挥更大的爆炸威力
。

如果 以苏曼殊比龚 自珍
,

我觉得前者不仅在七绝的数量上 远 不 及 后

者
,

而且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广度及阔大的境界方面也远逊后者
。

但是
,

如果就七绝诗本身

达到的艺术高度和艺术效果相比
,

苏曼殊可谓 自成家数
。

他注重画面的明丽
,

音响的协和
,

意境的隽永
,

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七绝形式的含蓄
、

暗示及弹性等特点
,

使之余音不绝
,

言有

尽而意无穷
,

高天梅在
《
愿无尽庐诗话

》里说
: “ 曼殊又有七绝六章

,

有弦外之音
,

可使旗亭

女子歌之
,

何必再唱
`

黄河远上
,

也 ? ” 可以说
,

在诗的意境
、

音响和画面美上
,

苏曼殊和龚

自珍各有所长
,

各有佳处
。

苏曼殊以后
,

很少有专攻七绝
,

大量写作七绝诗并取得显著成就

的诗人
。 “ 五四”

运动后
,

不少人转向白话新诗
,

七绝在历史旅程上 已经风尘仆仆
。

因此
,

苏曼殊的
《
燕子完诗集

》
就象座回音壁

,

从那些作品里
,

我们分明可以看到虽已金粉剥落
、

香

火飘零
,

却仍显露的当年繁华鼎盛的余韵
; 听见虽已微弱

,

却仍清晰可辨的急管繁弦的晚唐

遗响
。

人们论及近代文学
,

往往有个倾向
,

即谈政治的多
,

谈文学的少
;
谈文艺思想内容

、

时

代精神的多
,

谈作家作品艺术特点的少
。

对于苏曼殊同样求之太苛
,

缺少历史的
、

科学的分

析
,

用要求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衡量苏曼殊
。

苏曼殊部分诗中确是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后

某些资产阶级
、

小资产阶级对革命前途的失望和苦闷情绪
,

如
《东行别仲兄 》 、 《无题 》 、 《

春 日
》 、

《
芳草

》
等诗

。

这是资产阶级
、

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造成的
。

但我们不能对苏曼殊的诗歌

就此否定
,

甚至把
“
雪睫 (即曼殊 ) 上人工短吟

,

二十八字含余音
” L 中的

“ 余音 ” ,

也看成是

消极情绪的反映
,

这种 以政治代替艺术评论的做法是不公正的
。

其实
,

对辛亥革命失败及袁

世凯窃国
,

诗人表现了无比的愤慨
,

当即写下了著名的
《
讨袁宣言

》 。

他在
《
讨袁宣言

》
中警告



袁世凯
:“

钠等虽托身世外
,

然宗国兴亡
,

岂无责耶 ? 今直告尔
:

甘为元凶
,

不恤兵连祸函
,

涂炭生 灵
; 即钠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

,

亦将起而被尔之魄 ! 尔谛听之 ! ” 一席话义正词严
,

如赫 日中天
,

足使窃国大盗不敢迫视
。

难道可以说
,

这种思想对他的诗歌创作会毫不相干
,

毫无影响吗 ?

作为南社的重要诗 人
,

苏曼殊参 与南社的社务和社 内的重大活动是不多的
。

他所 以成为

南社的重要诗人
,

除了曾与柳亚子
、

高天梅
、

陈去病等南社诗人 起
,

以诗篇鼓吹革命
,

表现

爱国主 义思想外
,

更多是因为他在小说
、

翻译
、

绘画等方面对当时的影响和 艺术上取得的成

就
。

应该看到
,

由于苏曼殊一些描写爱情 的诗篇从他痛苦的个人经历出发
,

带有伤感和病态

的成份
,

存在颓废消极的因素
,

因此
,

我们今天的青年当然没有必要效法他
,

做一个历史长

途上龋瞩而行托淋持锡的头陀了
。

艺术上
,

因他的诗风近于晚唐
,

故高华俊逸有余而雄浑厚

重不 足
,

有时流于平滑
。

熔铸前人诗句亦有斧凿之痕
,

这此都是他诗歌的不足之处
。

今年五月二 日
,

是曼殊大师圆寂六十三周年
。

因此
,

我谨 以这篇拙文
,

表示 自己对曼殊

大师钓一点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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