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曼殊研 究的三 个阶段

柳 无
,

息

在今日
,

经过半世纪以上的时期
,

苏曼殊的研究已达到了第三个阶段
。

在这漫长的岁月

中间
,

我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

每一个时代我都参加工作
,

虽然并非主要的探讨者
。

因此
,

我愿以亲身的经历
,

叙述此项工作的每一个阶段
,

概论其成就与限止
,

并对于整个的苏曼殊研

究
,

瞻望其前途与最终 目标
。

在此
,

我愿意首先略述一下近年来文坛上一般对于苏曼殊的评

价
,

以及为何我觉得
,

即在现今的社会内
,

仍有为曼殊的生平
、

著作与文学上的成就
,

作一

总结的需要
。

币国文学史的作者
,

在此新时代内
,

并没有忽略这位在二十世纪初年曾使读者
“

倾倒一

时 ” 的南社诗人
。

此处
,

可以列举 1 9 5 9至 1 9 6 4年出版的三部 《 中国文学史 》 ,

以为例证
。

在

论述
“
我国文学史第一个革命的文学组织

” 南社时。 ;

各书都曾提及南社的成员苏曼殊
,

加以

大同小异的评品
。 其中北大文学史称苏曼殊为

“ 当时南社拥有全国著省的翻译家与小说家”

之一
,

并列举他的创作小说 《 断鸿零雁记 》
、

《
.

碎替记 》
、

术非梦记 》 等
,

以为
“
由于作者

的生活经历
,

给这些小说染上了僧侣的孤寂
” 。

他那部篇幅最长的 《 断鸿零雁记 》
,

是一部

充满悲修遭遇的自传性质的小说
,
书中对于热中名利的留学生

,

亦曾
“
给予了无情的讽刺与

痛写
。 ” ① 复旦文学史在

“
鼓吹革命的南社

”
一节内

,

特别注意一生
“

从事教育事业及文学
、

佛学的各种撰述和翻译工作
” 的苏曼殊

, 并对他有具体的批评
: “

苏曼殊是一位有着浓厚的

浪漫气质的诗人
,

他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

社会上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影响了他
,

加

上他特殊的家庭境遇和飘零的身世
,

形成了他的复杂矛盾的世界观
。 ” ② 在正的方面

,

他的

诗作有热爱祖国的精神
,

一定的革命思想
。

但是他没有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

徘徊在投身

革命与遁迹佛 门的岔口 上
,

引起矛盾的心情
,

使他的一些作品发生反面作用
, “

涂上了消极

顽废
,

清冷孤寂的色彩
。 ” ⑧

.

最后一部文学史
, 由游国恩等五位学人主编

,

在 《 柳亚子及其

他南社诗人 》 一节内
,

亦特别提出苏曼殊
,

说他在文学上
“
确实表现了多方询的努力和特出

的才能
” 。

吼他的诗歌交织着
“
生活的和谐喜悦找 与

“
个人感伤的微吟轻叹

” ,

反映了当时

人们
,

尤其是一部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
,

对于
“
革命前途的失望和苦闷情绪

” , 他的小

说文词清丽自然
,

情节曲折生动
,

但亦
“
带有比较浓厚的悲观厌世色彩

” 。

⑧

① 北大文学史 ( 《 中国文学史 》
,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 19 5 5级集体编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湘 ) 论

述苏曼殊的文字
,

共有半页以上所引
,

均见
』

蔽书下册
。

页 6了3
。

必 复旦文学史 ( 《 中国文学史 》 ,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组学生集体编著
,

中华书局
, 1。与。 )

,

下册 , 页` 9 3
.

书

中有二页 ( ` 93 一 4% ) 专论苏曼殊
。

③ 复且文学史
,

下册
,

页 4 9 4。

④ 《 中国文学史 》
,

游国恩
,

王起
,

萧膝非
,

季滇淮
,

费振刚主编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1 9 64 )

,

第四册 页

12 2 7
。

⑧ 局上
,

页 12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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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几部文学史的叙迷
,

我们可以看到
,

它们的作者
,

无论大学学生或批评家
,

都曾肯

定苏曼殊在学术 (佛学 )
、

创作
、

翻译方而句贡献
,

欣赏他的爱国精神与文学上的造诣
,

同情他

的浪漫气质与漂泊生活
,

但也批判他在作品内所流露的
“

消极颓废
” 、 “ 悲观厌世释 的情绪与思

想
。

这些批评是严正与公道的
,

与仅以
“

浪漫诗僧
”
的形象来概括曼殊一生的论调要高明得多 ,

但是倘使我们更能正确地 了解曼殊的身世
,

详尽地用分析的眼光来探讨他的著作
,

我们对于

这位在二十世纪初叶杰出为南社作家
,

应有进一步的认识
,

以及更为深刻的
、

客观的评论
。

、
x x x

曼殊死后 ( 19 18 乍 5 月 2 日 )
,

南社的朋友没有忘怀他
,

为他印行诗画的
,

有蔡守 ( 哲

夫 ) 辑 《 曼殊上人妙墨册子 》 ,

王德 钟编 《 燕子完遗诗 》 ,

沈尹默书 《 曼殊上人诗稿 》
。

这

些于 1 9 2 0年前后 出版
。

曼殊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

则在 1 9 2 6年由开始
,

主持此项工作者为我的

父亲柳亚子
。

事实上
,

这事情还是由我发起的
。

那年暑天
,

从北京清华学校回家
,

正值父亲

厌倦政治活动
,

在乡下闲着过退隐的生涯
,

于是我怂恿他同做曼殊研究的工作
。

我们倾囊倒

簇地把父亲历年来所藏有关曼殊的文件资料
,

全 部找出来
。

除巳印行的书刊外
,

还找到一些

有关曼殊的照象
、

信件
、

遗物
,

及使我们为之惊异的
“ 潮音跋

” ②手稿
,

作者飞锡为 日本京

都金阁寺僧人
。

根据这些材料
,

我们编出苏曼殊年谱
,

考证他的友人与作品
,
征集他的佚文

,

而当时最重大的工作
,

为 《 曼殊全集 》 的编辑
。

这 一次的研究
,

延续有二年之久
,

于 1 9 2 8年

完毕
,

其成果为 《 苏曼殊年谱及其他 》 ( 1 9 2 7 )
,

《 曼殊逸著两种 》 ( 19 2 7 ) 与篇幅浩瀚的

《 曼殊全集 》 ( 5 册
, 1 9 2 8一 1 92 9 ) 三书

,

均 由北新书局出版
。

在这期间
,

我已于 19 27 年秋

去美国读书
,
所以大部分的研究与编校工作

,

都由父亲一手完成
,

成绩是相当可观的
。

在这

个阶段
,

我们勾划了曼殊的身世大纲
,

收集 了他的遗著
,

并成功地把这位天才绝人的浪漫作

家
,

介绍于广大的读者群
,

在新文学初期的狂庵时代
,

掀起了一阵
“ 曼殊热潮 ” 。

就在此时
,

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
,

、

后来引为一大遗憾
。

我们误信
“ 潮音跋

” ,

眯为实系

曼殊自传
,

因此混淆了他的血统
,

以为他的父母都是 日本人
,

也弄错了他幼
、

少年时代的生

活与学历
。

但是这些谬误
,

终于由父亲订正了。 就在 《 曼殊全集 》 尚在校印时
,

他巳由冯 自

由 (曼殊在幼年在 日本的同学 )的指示
,

与曼殊在香山沥溪故乡 (今属珠海市 )的直系亲属
,

及早

年在横滨的友人通信
,

得 到了较为确实的有关曼殊的血统与身世的资料
。 “ 至此

,

曼殊身世

之系统
,

乃得建立
,

而其作品
,

亦搜集无遗
,

但已不及订正 ( 曼殊 ) 全集中错误处
。 `

,, ⑧不

久
,

为了做好亡羊补牢的工作
,

父亲在 《 普及本曼殊全集 》 ( 开华书局
, 1 9 3 3 ) 发表了他新

撰的
“
苏曼殊传略

” 与 “ 重订苏曼殊年表
” 。

这两篇文章
,

甚为重要
,

奠定了此后曼殊身世

研究的基础
。

④ 在上海沦为孤岛时
,

父亲在
“
活埋庵

”
中闲着的时期

,

又把他在北新本 《 曼

殊全集 》 出版后十年中所收集的有关曼殊的大量材料
,

及用这些材料所写成的许多篇涉及曼

殊家属
、

身世
、

作品的考证文章
,

全部编入手录的十二册 《 曼殊余集 》 ⑤这已是 1 9 3 9一 1 9 4 0

① 研究工作的开始
,

究竟在 1 9 2 5或 19 26
,

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了
,

因此有不同的说法
.

据最近考证
,

应以 10 2 6年署期

为正确
。 -

② 此稿由曼殊亲自交拾和哑 子 在太平洋报文艺栏上发表
,

但并来刊入曼殊后来出版的 《潮音 》 集
。

③ 《柳亚子年谱 》 .

柳无忌撰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 9 8 3
.

页 s0
。

④ 可惜开华本受殊全集流传不广
,

此二文并未得到应有的注意
。

⑤ 参阅 《柳亚子与苏曼殊》
,

柳无忌撰 ( 《 团精报 ” ,
1 9“ ”年 6 月 ” “ 日 .) 此十二册 “ 受殊余集 ”

,

除竿一 册正

文外
,
如柳亚子引钱杏村之说

,

可称为
“

苏受殊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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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事情了
。 `

至此
,

曼殊研究的第一个阶段遂告一结束
。

一 ’

此时期的其他人士
,

对于苏曼殊研究有重大贡献者甚多
,

可列举如下
:

( 1 )曼殊亲属
:

林紫垣 ( 表兄
一

)
,

杨耀垣
,

〔妹夫
一

)
,

苏煦亭 ( 长兄 )
,

苏维骊 ( 堂弟 )
,

苏绍贤 ( 胞妊犷 煦亭

子李
,

都曾供给有关曼殊的血统 i 家庭情况
,

与幼年生活的直接资料`他们众 口 同声
,

证实曼殊

生父为在横滨经商的粤人苏杰生
,

也承认曼殊生母为日人
。

但究竟是谁
,

曼殊自认为母亲的杰

生妾河合氏厂或另有其人
,

苏杰生在横滨时所雇下女却有不同的说法
。

其中苏维骑与柳亚子

通信甚勤
,

贡献最大
。

苏绍贤有记述
“

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
”

一文
。

还有绍贤的幼妹绍琼
,

在 日

术生长扩为曼殊作品的爱好者
, ,

不幸感伤身世滩口朝霞一般地 自尽辞世
。

( 2 ) 曼殊友人
:

少

年时代在横滨大同学校的同学玛自由
,

张文渭 ; 先后在东京有来往的陈独秀 ( 仲甫 )
,

刘三

丈季平 )
,

秦毓婆
,

、

章炳麟等
,
返国后在上海 各地结织的友人

,

如章士钊
,

萧纫秋
,

陈去病
,

枕燕谋
,

郑桐荪
,

厂

陆丹林
,

`

胡寄尘等
。

这许多人中间
「

,

冯自由撰
“
苏曼殊之真面 目

” 一文① 首

先澄渭曼殊的血统问题
, ,

并略述曼殊的亲属及学历
, ’

陈独秀修订曼殊所译 《 惨社 会 》
、

( L e 。

M 15时 a b L e s ,

法国文豪嚣俄H 认9 0
著

、

) 的初稿 ; 胡寄尘为 《断鸿零雁记 》 的流传尽力 , 章 士

钊证明
飞“
绛纱

”
与 “焚剑” 二记为曼殊所作② ;

`

刘三保存大部分曼殊的书信 , 萧纫秋藏有孙

中山题字的
“ 曼殊遗墨 ,, ⑧ ;

· 、

陈去病曾呈请元首 (孙中山
、

)为曼殊丰葬西湖孤山
,

有诗六首
,

并为曼殊撰
、 “
建塔院募捐启 ,,

。

这些人对于曼殊的 研究
,

都有极大功绩
。

( 3 ) 曼殊死后
,

为之编印集子
,

怀忆
、

追述及研究其身世与作品者更多
,

兹略举一些重要的作者如下
: 冯秋

雪
,

周瘦鹃
,

卢冀野动 金织云
,

时希圣
,

罗芳洲
,

文公直自等 , 以 及杨鸿 烈
,

罗建业 ( 作
“
苏曼殊草稿

” )
,

葛克信
, 马仲殊

,

张蓬舟
,

,

孙提 ( 作
:

打关于苏曼殊的点点滴滴
”

), 唐

蕴玉 ( 作 衣惹班时代的苏曼殊及其他 》 ) ; 还有黄嘉漠 (编 咚断鸿零雁记
” 剧本

:

)
,

严梦 ( 撰
“ 曼殊的春梦

”
、

诗剧 ) 诸人
。

他们大量的有关曼殊的著低 都产生于这一个阶段
,

也是曼殊

研究的全盛时期
。

至于柳无忌编 《 曼殊大师纪念集 》 ( 士9 4 5 ), 黄鸡歧撰 《 苏 曼 殊 评传 》

( 压9 4 9 )钓出版补侧 巳介
一

子第一与第二个阶段的中间了
。 ;

`

; 一

第二个阶段的苏曼殊研究
、

( 玲 60一 10 7 5 )
,

已从国内发展到国外
:
英

、

美
、

旧 本
。

在此

时纵 由于国内政治的激剧变动
,

知识分子已无暇顾及 旧中国的文学遗产
,

甚至对于五四运

动期间的作家
,

_

亦仅把注意力集中于鲁迅一人
。

其余的近代文学
,

变成一片
“
荒地

” , ⑤ 苏

曼殊的研究更不能在这上面滋长
。

反而
,

这种工作在 国外却有少数的人做着
,

而曼殊的声名

亦润此传播世界韶立
。

一
砂

- ·

:

在” 收。年秋
,

当我任教匹兹堡大学时厂无意中看乡」一 木 英文 书 《 S “ M a n 一

hs u : A

① 柳亚子有 《 冯自由 哈苏曼殊之真面目
、

) 笺注 》 一文 ; 考证至为详尽
。

⑧
、 卜

赵景深据白采言
,

指此二记为曼殊友人所仇
一

章士剑文
’ `二记俱 ( 曼殊 )所亲草 , 世可得疑

。 ”

③ 收 《 曼殊遗迹》
,

由萧粗秋交柳亚子付北新书局印行
。

④ 以上诸人
,

都曾编印曼殊的集子行世
。

其中以文公道的 《漫勇行大师全集》 们 93 5 )较为后出而最 完备
。

惟 书中

错误甚多
,

如以鱼玄机和三姊妹特为晕殊所撰
,

以及 犷汉英三昧集 》 内
“

李径答苏武书
”

钓 英译 文一篇
,

及汉

诗英译共数十首
,

认为曼殊之作品
,

不知这些都是英人绑译
, 为曼殊自英文书籍所选录而编入集中者

。

参 阅木

文后面第 28 页
- 一 「

「 _

一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近代文学研究组 , 于 19 7 7年才成立

。

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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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n o 一
J a p a 卫 e s e G e n i: L s 》 ( 苏曼殊

:

一位中
、

日天才 )

撰
,

使我大为惊奇
。

当苏曼殊的名字已为一般人所忘怀
,

1 15

,

英人麦克里维 H e n r y M e a l e a v y

居然有这么一个英国学人
,

在有名

的伦敦学社 ( L o n d o n S oc i e t y ) 作着关于曼殊的演讲
,

并把这篇讲辞及 《 断鸿零雁记 》
、

《 碎替记 》 两部小说的节译文
,

合成一书出版
。

更引起我的注意
,

麦氏在文中主要的论点
,

是 以冯 自由的
“ 苏曼殊之真面 目

”
一文为根据

,

来推翻父亲与我在早期 ( 30 年前
_

) 所作的曼

殊身世的考证
,

如他的完全 日本血统
,

与少年时代的学历—
这些他称为

“
神话

”
传说

。
`

麦

氏也怀疑曼殊的一些著作
,

如 《 梵文典
`

》 与 《 燕子笺 》 英译
,

不相信它们的存在
。

这种谨慎

的考证态度
,

无可厚非
。

① 唯一的问题
,

当时中英文化尚未交流
,

远在英伦的麦氏
,

手头所

掌握的材料
,

贫乏得可怜
。

他非但不知道普及版 《 曼殊全集 》 与欢曼殊大师纪念集 协
,

连北

新版的 《 曼殊全集 》 也没有看到
。

他只从我的 《 苏曼殊年谱及其他 》一书上
,

大做其文章
,

殊不知我们早已放弃其中关于曼殊血统与少年时代的资料
。

麦氏最早介绍苏曼殊于英语人士

这方面② ,

有首创之功
,

但其研究成就则至为有限 J

麦克里维这部英文苏曼殊书的出现
,

引起了我对于曼殊研究的兴趣
,

死灰复燃
,

并以余烬

在异域土壤上垦荒起来
。

我做了一连串的英文演讲与写作活动
,

为曼殊大事宣传
。

在美图的

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上
,

我两次宣读论文
:

( 1 ) “
苏曼殊的真正 故 事

” ( :lr h e T r u 。

st or y
.

of s势 M an
一 s

hu ), 1 9 6 1 ,

华盛顿 ; ( 2 ) “
拜伦

`

哀希腊
,

诗的三种中译本
” ③

’

( T h r o e C h i n e s e V e r s i o n s o f B y r o n , s “ I s l e s o f G r e e e e ,, )
, 1 9 6 6 ,

纽约
。

我曾应

编者之邀
,

为英文本 《 民国时期的中国名人传记录 》 ,

《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之百科全书 》 ,

《 东方文学字典 》 三书
, 撰苏曼殊小传 ; 并为在纽约印行的世界文学作家丛书

,

出版英文本

《 苏曼殊传 》 ( S u M a n 一

hs u)
, 1 9 7 2

。

这木书在六十年代即开始撰写
,

以了却我编 《 曼 殊大

师纪念集 》 (曼殊逝世二十五周年 )时所许下的一大心愿
,

即是于曼殊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时
,

写出一部他的传记
。

略有不同者
,

这次是用英文撰写
,

以继续我在海外介绍这位近代中国文学

家的工作
。

当此书如期完成时 ( 1 9 6 8年脱稿
, 1 9 7 2年印出 )

,

我的苏曼殊研究终于告一段落
。

就在写作英文苏曼殊传的期间
,

我交了一位新的朋友
,

在 日本横滨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任

事的罗孝明
。

他就是曼殊研究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人物
。

我们从未谋面
,

但书信往来甚勤
,

他

写给我讨论曼殊的信
,

自1 9 6 4年至 1 9 7 2年
,

连续有八年之久
。

他的身世与曼殊有相似处
:
原

籍广东
,

父侨 日商人
,

母 日本人
,

生于横 滨 ( 19 Q2)
,

幼年在大同学校肆业 ( 1 9 1 0一 19 5] )
,

后 于曼殊仅十二年
。

他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
,

复回横滨就业
,

在轮船公司服务有四十余年
,

19 73 年逝世
。

罗孝明与苏曼殊另有一关系
,

他的生母渡边氏
,

在 1 9 2 3年日本大地震前
,

曾与

曼殊叉每河合氏
,

有一而之交
,

知道河合氏曾藏有曼殊的遗著书画甚多
。

为此
,

他对于曼殊

的研究倍感兴趣
,

亦致力于曼殊著作之冤集
。

他与我一样
,

想在曼殊示家五十周年纪念时
,

有所作为
。

他有意将 《 断鸿零雁记 》 译为日文曰
,

编成剧本
,

土演于日本著名的剧院
,

并利

①
“

麦氏是一位历史家
`

他研究苏曼殊
.

好象考证屈原一般
。

当他作一个古人看待
.

而且似乎也把我当作一个古

人 !
”

引自我写的 《我不认识的苏曼殊》 ( 《 古稀话旧集 》
,

页 15 )
。

②
“

梁社乾有 《 断鸿零雁记 》 英译本
.

于 19 2或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一

③ 除此文所讨论的马君武
`

苏曼殊 胡适的三篇译豁外尚有梁启超的译作二章
.

与胡寄尘 ( 五言持 ) 及柳无忌 (白

话诗 ) 的翻译
。 - ,

-

母 后来
.

他发现北海道大学教授颤稼朗
,

已有 《 断鸿零雁记 》 日译本
,

于 1 93 8年卜 由东京改造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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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报纸及电视
,

在日木广为宣传①
。

这计划未能实现
,

但他仍锲而不舍地做着曼殊研究的工

作
,

其贡献可概述如下
。

首先
,

罗孝明充实了苏曼殊在大同学校时期的材料
。

他以通信
,

访问及座谈会的各种方

式
,

与当时尚健 在的曼殊在大同的同学
,

取得联系
,

如在日木的梁福起
,

张世昌
,

在香港的

郑宗荣
,

陈国权
,

从他们的回忆中追寻六十年前曼殊在校的生活片段
。

他并觅得一册 《 大同

学校同学录 》 孤木 〔冯锦龙编
, 1 9 09 年 )

,

书内有大同的校史
,

插图三张
,

教职员表
,

历届

学生名单
,

在那里 “ 苏子谷 ” 的名字赫然出现
。

第二点
,

从与陈国权的通信中
,

他获得一条

宝贵的材料
,

为曼殊在 1 9 0 8年秋 ( ? ) ② 返 日
,

与河合氏重晤的情况
,

陈国权就是当时在场

的曼殊的 日语传译者
。

③ 陈国权为曼殊在大同时代先后同学
,

其母涩谷秋子与河合氏的好友

关安子 沙 相善
,

为了这种关系
,

所以曼殊能信托他
,

邀他协助
。

也为了这原 因
,

陈国权对于曼

殊的身世
,

颇能知道清楚
,

最重要的一点
,

他佐证了柳亚子以为河合氏并非曼殊生母之说
。

但是
,

他与柳亚子所主张
,

亦有大同小异处
,

即曼殊生母为河合氏峋亲戚
,

并非横滨苏宅的

下女
。

⑧此说颇有参考的价值
。

此外
,

罗孝明曾访问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沈燕谋 ( 曼殊在安徽

高等学校的同事 )
;

’

根据高伯雨的文章
,

追踪 《 曼殊上人诗册 》 在香港的下落
,
去信马德里

西班牙国家图书馆
,

寻找曼殊的 《 燕子笺 》 英译
。

他最大的功绩
,

为苏曼殊幼妹苏惠珊的发

现
。

惠珊是曼殊父杰生妾大陈氏最小的女儿
,

她生时 ( 19 0 2 ) 曼殊早离香山县沥溪故乡
,

从

未嗒面
,

但在家中亦听到一些有关她长兄的故事
。

晚年苏惠珊长期居住香港
,

经由郑宗棵的

介绍⑧
,

罗孝明开始与她通信 ( 1 9 6 9一 72 )
,

并提 出有关曼殊身世的质疑书
。

在答复时
,

苏

惠珊提供了一些她所知道的曼殊幼年在沥溪家塾读书时的情况
,

为新鲜的材料
。

这位幼妹亦

承认曼殊生母并非河合氏
,

却以为她是河合氏的妹妹⑦
。

至此
,

经由苏惠珊与陈 国 权 的 说

明
,

我们对于这一点可 以下一较为可靠的结论了
。

罗孝明有意为曼殊在 日本所做 的 六 传 工

作
,

虽未能开展
,

但是他那发掘曼殊身世资料的努力与成就
,

却仅次于柳亚子
。

可惜
,

他为

① 根据他抬我的第一封信 1 9 6 4年 8 月 16 日
.

切 以下所载
,

根据陈国权与罗孝明信
。

当时受殊与河合氏聚晤二次
,

系在东京大森日木料亨
,

第 二 次 河合 氏 童

嫁之日木丈夫亦参加
。

时受殊 25岁
,

河合氏约初岁
,

其夫年龄相若
,

陈国权 20 岁
。

各种 年讲
,

载曼殊震晤河合

氏
,

在 1的 7年
,

与陈国权所说差一年
。

⑤ 一柳议为苏受殊精通 日文
,

我曾以此点萧罗孝明质疑于陈国权
,

答覆如下 ; “

曼殊之日藉
,

若甩简单的话
,

尚

可勉强对付
,

但沮着曲折性之谈话
.

刚旗有辞不达意之处
。

一
曼殊在大同向习中

、

英文
,

故对于 日文恐怕连

平假名及片假名 ( 日本字母 ) 亦不甚了了
。 ”

罗孝明亦同意陈国权说法 ( 19 “
、

年 1。月 2 4日信 )
。

④ 曼殊在大同学校的同班生中
,

与郑文煊
、

文塔兄弟最友善
,

二人之母关安子 ( 日女 ) 与河合氏情同 姊 妹
,

畏殊

称之为亚姨
。

罗孝明母渡边氏即在关安子处看到河合氏
。

⑤ 亲戚说系陈国权得自关安子处
;
下女说系苏维房得自苏杰生妾大陈氏而转告柳亚子者

。

⑥ 郑宗裸为郑宗荣弟
,

罗孝明大同同学
,

曾在香港主持旅日华侨同学在港联欢会事谊
。

苏惠珊在 19 6 9年有一 次参

加此会
,

因与郑宗棵认识
。

苏惠珊留港多年
,

曾从庄兆祥医师研究中居药
,

任教香港东华三院又学有二十 余 年

之久
。

在 1。了2年 2 月
,

她自加拿大返港
,

经过日本时
,

曾在机惕与罗孝明通电话
,

但从未面晤
。

她干 1 9 7 3 年从

香港移居加拿大与子女同居
.

⑦ 曼殊生母为河合氏的亲戚
,

不论是妹妹或侄女 ( 陈国权推测 )
,

较为可信
。

这一点说明为何河
一

含氏对曼殊 在 幼

年时的级舜及以后重遇时感情的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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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作传的意图
,

未能完成
,

只遗下一册 《 曼殊大师传补遗 》 ①
。

在与我通信期间
,

罗孝明曾设法与研究苏曼殊的 日本文人
,

如增 田涉与饭抓朗
,

取得联

系
。

现在
,

月就他写给我的信上所说的
,

略述一些曼殊在 日本文坛上的情况
。

最先对曼殊有

兴趣的
,

为日本名作家佐藤春夫
,

早在 1 9 2 5年
,

他曾从在东京留学的田汉处
,

借读曼殊编的

《 汉英三昧集 》
,

识得曼殊是
“
近代中国文学史上之一彗星

” 。

⑧后来
,

当其友 人 增 田 涉
( 鲁迅作品的翻译者 ) 去中国时

,

佐藤托他顺便调查曼殊身世之真相
。

增 田涉在上海与鲁迅

晤见 ( 1 9 3 1 )
,

鲁迅即以 《 曼殊全集 》 ( 柳亚子编的北新书局本 ) 相蜡
。

鲁迅并告 诉 增 田

涉
,
他与曼殊在东京相识

,

曾有刊行文学杂志 《 新生 》 的计划
,

后因经费无着
,

未能实现
。

佐藤春未在
“
苏曼殊为何如人

”
一文中 ( 发表在 《 文艺春秋 》

, 1 9 3 4年 1 0月 )
,

曾提及此事
,

并根据 《 曼殊全集 》 书中材料
,

以为苏髯殊有完全的 日本血统
。

增 田涉亦有研究文字
,

对比

苏曼殊与陈独秀
,

但未得发表
,

仅见佐藤春夫文中
。

就在这时期 ( 1 9 3 3年 9 月 )
,
在东京举

行一个文艺家追慕展览会
,

怀念 巳故日本著名文人
,

如默阿弥
,

德富芦花
,

夏 目漱石等
,

公

开他们的遗物
,

而把苏曼殊亦列入其内 , 在会土展览出他的架装及著作文物多件
。

佐 藤
`

春

夫
,

增 田涉以外
,

日人研究苏曼殊者尚有米泽秀夫
, ⑧ 池田孝

,

村上知行
,

饭深朗诸人
,

几

其

中以执教北海道大学的饭琢朗④ 最为重要
。

早在大学读书时
,

他所写毕业论文
,

即以苏曼殊

为题
,

此后 ( 1 9 3 0年代 ) 曾在 日本杂志上
,

发表有关曼殊之文章多篇
。

所译 《 断鸿零雁记 》

( 附 “ 绛纱
”
及

“
焚剑

”
二记 ) 有 1 9邹年改造文库初 印本

,

及 1 9 7 2年平凡社东洋文库重印增

订本
,

收入新材料甚多
。

⑥ 饭壕 朗此书与我的英文《苏曼殊传》
,

于同年出版
,

罗孝明各购一

册
,

以饭爆 朗书赠我
,

我的书赠饭缘朗
。

此举可与田汉与佐藤春夫
,

鲁迅与增田涉
,

柳亚子

与饭堆朗借书及赠书之盛意相比美
,

同为苏曼殊研究史上中日文化因缘的一段佳话
。

尽后
,

附带一提苏曼殊研究在台湾的情形
。

台湾文坛
,

对于苏曼殊亦有兴趣
,

有好几篇

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
,

但大部分并无研究价值
。

较值得提出的
,

为在 《 传记文学 》 上所刊

出的苏惠珊的 《亡兄苏曼殊的身世 》 ⑧
,

我的 《 杂话苏曼殊的身世与家族 》
,

及刘昭明译的

“
亦诗亦画话曼殊

” 。 ⑦ 最有趣的
,

在 1 9 6 5年出版了蒋一安的 《 曼殊诗 与 拟 曼殊 诗 》 ⑧一

书
,

收集苏曼殊
、

燕子兔诗与译诗
,

蒋一安拟曼殊木事诗及其他杂诗
,

共若干首
。

这些拟作

未知有河价值
,

但亦可见苏曼殊影响的另一方面
。 _

① 罗孝明于 19 73 年 5 月在日逝世后
,
郑宗裸微集罗氏所有研究曼殊的资料

,

编成 《 曼殊大师传辛随 》 一书
,
在番

港印行 ( 1 0 7 5 )
,

为非宜品
。

② 罗孝明与柳无忌信
, : 9“ 年 1月23 日

。

⑧ 所撰 《苏曼殊之生涯与作品 》
,

有徐蔚南中译 《虽殊大师全集 》 附录
,

页46 一 54 )
.

④ 罗孝明在 1日6 5年曾与他在东京晤面
,

畅谈竟 日
,

弓l为同志
。

⑤ 《 受殊小说选》 中多
“
非梦记

” , “

呈殊诗选
”
有漪 3。首

,

” 题
.

另有文二篇
: 《苏呈殊之血统 问 题 》 . 《苏

曼殊之文芸作品》
.

及附录四种 ; “

苏曼殊年谱
” , “

苏家略讲
” , “

苏曼殊著作目录
” , “

苏曼殊资料集录
” ,

在
“
后记

”

中提及柳亚子曾自上海蹭他北新版及开华版 《 曼殊全集 》
。

⑧ 简又文看到了罗孝明的 《 曼殊大师传补遗 》 ,

将其中苏惠珊与罗孝明的长信
,

加此题目
,

寄交 《 传 记 文 学 》

发表
。

⑦ 系柳无忌英文本 《苏曼殊传》 最后之一童
.

@ 附录中有
“

柳无
”

之 《苏曼殊年潜》 ( 最初稿 )
,

不知为何把我的名字腰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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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 ( 1 9 8 0年代 ) 开始的苏曼殊研究的第三招阶段
,

我仍还没有接到成绩报告单
,

只

能歼举一些企在进行的工作
, ,

而且限子与我有接触的几位作者
。

现阶段的曼殊研究
,

.

隔了一

个长的时期
,

一

又回到国内的曼殊爱好者①
,

如潘叔安
, 、

王玉祥
,

高擎州
,

任访秋等
,

曾发表有

关曼殊时文章 ; 女俘施蛰存
,

刘斯奋
,

曾编注曼殊的诗集 ; 以及与我有联络的裴 效 维
,

,

马 以

者
,

李芸
。

我认识裴效维较早
,

当 19 8 1年秋在北京的时候
,

曾收到他的长信
, 八

讨论曼殊研究

的几个问题
。

当时他在编辑 《 苏曼殊小说诗歌集 》 ,

此书已于 1 9 8 2年出版
。

李芸是王晶右的

爱人
,

晶立有关于南检与柳亚子的著作多篇
, 一李芸对于南社社员苏曼殊有兴趣

,

正在翻译我
-

的英文本苏曼殊传
。 飞
经由亡友罗皑岚的介绍

,

我开始与马以君通信
,

尚不到二年
,

他给我的

信巳有数万言
,

马以君有论述苏曼殊的文章
,

发表在报纸及杂志
;
他的 《 燕子兔诗笺注 》 一

书
,

于玉9 8 3年出版 6他发现一部广东沥溪的苏氏族谱
,

`

为近年来对于苏曼殊研究资料的最大贡

献
。 、

他曾与在香港的曼殊研究者罗建业通信
,

并在罗氏死后为文悼之
。

现在他正 以全力 编

订 《 苏曼殊集 》 ,

可能成为此类全集中最完备的定型本
;
他又有编集 (( 苏曼殊研究资料选 》

及撰写 《 苏曼殊年谱 》 ( 附苏氏宗谱与曼殊名号简介 ) 的计划
,

亦在积极进行中
。

这种工作

我乐于协助
,

一

并希望这两部大书的编印
,

将便此后苏曼殊的研究者
,

有所 依据
,

.

不必再费时

间与精力
,

从事冤集与考证的工作
。

一旦曼殊研究的工具完成
,

」

他的作品的批评与研究就可

随着开始
·

-
, , 一

,

一 ’

依我的看法
,

这阶段蛇主要工作
, ’

在于以客观的态度
,

批判的眼光
,

评论苏曼殊的著作

及翻译
, 纷
分析其优点与弱点

,

从而为他在文学上的责献
,

一

地位及影响
,
,

作出乙个新的
、

正确

的估价
。

·

这
、

是 1 95 。至 1 9 6 Q年份的文学史作者所未能做到的
。

在这方面
, :

我愿意贡献一些个人

的意见
,

提拿大纲
,

描写轮廓
,

以为后人作苏曼殊研究的参考
。

首先
,

我们如果对于曼殊的

思想行为
,

与交游
,

能有较为正确的认识
,

将有助子进一层 了解他的文章与诗歌
。

在苏曼殊

的短替的一生
,

由子国事睁动荡不安
,

他的生居经历着几个变化多端的阶段
。

在 日本横滨他

就读于康有为门人执教的大同学校
,

但未为保皇党思想所染污
。

祖反的
,

到了东京以后
,

他的思

想突趋激烈
,

继之以实际时行动
,

学称陆军
,

参加留日学生组织池队伍
,

以推翻满州政府为

宗旨的革命运动
,

当时所交的青年志士
,

有陈独秀
,

秦毓姿
,

黄兴
,

一

钮永建诸人
。

这种爱国

精神
,

表达于他 自东京返上海后所撰的文字
,

也导 引他去香港投奔革命党人陈少白 ( 孙中山

友人 )
,

并企图暗杀康有为
。

就在香港的时候
,

他的生活忽然发生 一大转变
,

他翻了一个筋

斗
,

从革命志士变成受戒僧人
,

但其动机与经过已无从追究
。

所能知道的
,

他的出 迸并不与

入世背道而驰矿所不 同的
,

此后他从学名
“
子谷

” 、 “
提

” ,

改为僧名
“ 曼殊

” ,

并有时穿

上僧衣
,

留下造像
。

可是
,

当他在长沙
、

芜湖
、

南京教书时
,

、

他所交游的人士 ; 还是一些革

命党人
,

如张继
,

秦毓鉴
,

一

陈独秀
,

赵声 ( 赵伯先 ) 诸人 ;

在东京时
,

他与章炳麟及刘师培

夫妇 ( 当时提倡无政府主义
,

但后来失节 ) 同寓
;
在上海时

,

他交了一些鼓吹革命的南社文

人
,

如柳亚子
,

陈去病
,

叶楚枪等
。

后来
,

他在南洋 .惹几班教书
,

忽然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
,

十分慷慨激昂
,

遂子次年
、

返国
。

在国内居留 的数年中
,

一

或教书 ;或在报馆主笔政
,

他始终保待

与同盟全会员如居正
,
田桐

,

邵元冲尸巷季陶
,

杨沧自诸人卯友谊
。

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机关

总部
,

如 民前的鼎吉里
“ 夏离” ,

民初的环龙路孙离
,

他都住过 ;
他与孙中山亦有交往

。

不

① 在香港中文大学及马来西 亚大学
,

也有研究生以苏曼殊作为他们写蛇文的郭题
。

举一个例子
,

有一位 J二来西 亚

的华裔王介英
,

卒业于南洋天学厂新加坡大学
,

现在马来西亚大学读硕士学位
,

专门研究
“

苏曼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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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的
,

这几年却是袁世凯窃国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
,

就是革命党人中间
,

亦不无意志消沉
,

生活放荡者
,

曼殊 自不能例外
。

他的消极厌世的悲观论调
,

反映在他的作品与书信内
; 他曾

过着涉足花柳丛中的腐败失活
,

亦无可讳言
。

一般说来
,

终他的一身
,

受殊与革命人士的交

游
,

他的爱国忧 民的思想表现在文字内的
,

虽时断时续
,

却从未完全放弃
。

曼殊在民国前期所发衣的文章
,

如 《 女杰郭耳漫 》 ( 关国无政府党员 )
,

《 呜 呼 广 东

人 》 ,

《 秋瑾遗诗序 》
,

与民国初年所撰的 《 南洋话 》 , 《 讨袁宣 言 》 , “ 送邓邵二君序
”

等 , 都充满了革命热忱
, 与愤世嫉俗的情绪

。

这种情绪
,

偶而在曼殊的小说 中亦可找到
,

但

更突出的
,

是这些作品的浪漫风格
,

与清新超逸
、

温柔凄艳的文字
。

那种涉及男女爱恋的人

情小说
,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亦有之
,

但与后期所标榜的写实主义
,

尤 其是解放后持为文学正

则的社会主义
,

却背道而驰
,

因此颇受批评
。

这个问题应受到相当注意
。

我们的看法
,

每一

个时期的文学作品
,

有其时代特征与历史因素
,

在评价任何作品时
,

要看它们是否能代表或

反映它们的时代
,

亦不能忽略它们在文学上的成就
。

以小说而论
,

可能的研究课题
,

亦即批

评的对象
,

为其主 旨与内容
,

故事的构造
,

人物的描绘
,

以及文字的运用
。

曼殊 的 短 篇 小

说
, 虽然大部分着意于青年男女之情的描状

,

但就在类似的故事与人 物 方 面
,

如 《 碎 替

记 》 , 《 绛纱记 》 , 《 非梦记 》
,

亦有互异之处
,

应该个别研讨
。

譬如 《 碎替记 》
,

级有一

些偶然巧合的情节
,

但其构造较为严谨
, 人物亦有显著动人的特征

,

胜于其他小 说
。

另 如

《 焚剑记 》 及 《 天涯红泪记 》 ( 未完成
,

但在首二章亦可看出 )
,

则在爱清之外
,

兼有侠义

的成份
。

.

① 而且
,

,

即在那些有浪漫气氛的小说中
,

亦不无对于时代的写实与讥讽②
。

至于曼

殊所撰最脍炙人 口的长篇杰作 《 断鸿零雁 记 》 ,

小说主角三 郎之情感与理知冲突的叙述
,

异国

风物与情 调的描绘
,
均能引人入胜

。

这部 ` 少年三郎的悲哀
” ,

使读者想到 《 少年维特之烦

恼 》 ⑧ ,

二者同为悲剧式的
、

热情冲激
、

撼人心弦的爱情小说
,

自传性质的
、

划 时 代 的 作

品
。

所不 同者
,

、

维特自杀而歌德继续活下去
,

三郎弥天幽恨
,

而曼殊于数年后竟抱恨而终
。

谁知道
:
如天假以年

,

安知苏曼殊不会如歌德一般
,

摆脱了狂越时期的感伤情绪
,

)戊为文坛

上一位伟大的作家 ?
L ·

认

苏曼殊的天才
,

最能表现在他的诗中
。

如小说一般
,

这些诗以愁肠与情种见 长
,

有许多

名句将传诵于后世而不朽
。

诗是情绪的产物
,

曼殊的诗不但充满了悲伤的气氛
,

亦有美丽景

物的描绘
。

举凡江南的风光诊
,

东诚的洁调事
,

他都能写成
一 幅幅鲜艳的图画

,

活跃 在 纸

① 如 《焚剑记》 中的独孤公子
, , J 《天汪纽泪记 》 内的精通剑术的老史

.

口 《将抄记》
: “

维时海内鼎沸
,

有维新党 , 东学党
,

保皇党
,

短发党
.

名 目新
一

奇且多
,

大江南北
,

鸡大 杯宁
` , 。

在 《 碎瞥记 》 内
,

对于关国之物质文明` 乡
`

其人尽以m a林 “ 。
en y 为要义

”
)

,

髓为攻击
.

亦提到袁世凯称帝
,
欲

以各省劝进之文件
,

译成外藉
, “

均虚妄怪涎
,

祖诀便辟之辞
” 。

《天涯红泪记 》 的背景
,

为哀鸿遍 野 的 乱 世

其中育 只戏示人民之某将军”
。

砂 {刻坦渐历描糟的
“

季世险恶一
“

渝海横流
”

的社会
,

更为可 怕
:

洪 水
,

暴

兵
,

死尸
,
鬼材

.

杀人胧卜署蠢必肠似畜人
,

!

食人肉的
、

似留举生的将军
·

对于当时的留学生
,

尤有产 厉 的翻

刺
: “

其人望族
一

也
,

尝游学于大鹿国
,

得博划场
.

人称洋状垂
,
今在胡人寒爵之肆

,

任二等书记
. ”

⑧ 德国文豪歌德著
,

仃郭沫若译 滩

“
l

烦恼
”

力`可译作
“

悲哀伙
,

更近于原文
“

eL ids n ” ·

④ 如 《吴门依易生韵 》 诗中的
“

暮烟疏雨过伺门
”

注 一
“

淀山湖外夕阳红
” , “

垂红亭畔柳波桥
” ` 酉湖白“ 禅院 的

`

庵前潭影落疏铆
’

等名句
·

又如呸懊法忍》 渗认
_ “

来醉金茎露
,

胭脂画牡丹
·

落花深一尺
,

不用带蒲团
” ·

⑤ 如
“

柳阴深处马蹄骄
”

的莆田
, “

桃花红欲上吟鞭
”

的淀江道中
,

与 《本事 》 诗第一首
: “

春雨楼头尺八箫
,

何

时归看浙江潮 ? 艺鞋破钵无人识
,

踏过樱花第几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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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有异笔同工之妙
。

不仅此
,

虽然他自己说
:

`

“
不爱英雄爱美人

” ,

却
一

也曾因为 t’ 极目神

州余子尽
” ,

架装和泪地伏在郑成功诞生处 ( 在日本平户 ) 的石碑前
; 在早期离日返国时

,

犷

他要把孤愤的英雄泪
, ”洒上绞销赠故人

” 。

这类的诗句虽然不多
,

’

亦可视为同一 主
一

题
一

的 异

调
。

4
’ 、 _ `

在二十 世纪初年
,

苏曼殊实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创始者
,

重大的功臣
,
诸如梵文的介绍

,

西洋文学的翻译
,

中诗英择的编集
,

有其辉煌的成就
。

`

这一点鲜为世人所称道
,

一

东近年来始

渐受注意①
,

所以应 当特别提出
。

首先
,

我们可略述受殊在梵文与佛学方面的贡献
。

他曾与

章炳麟同撰 《 做告十方佛弟子启 》 ,

与 《 告白衣宰官启 》 ,

薯为
“
佛灭度后二千三百八十四

年户州比丘曼殊
、

杭州邻波素迩末底 ( 章炳麟 ) 同白方 ;
·

他并有 《 答马德利庄湘处士论佛教

书
一

》
。

这几篇文章
,

阐发佛学真谛
,

缕述佛教
,

在中国
,

日本
,

印度
,

L

欧洲发展的情形
,

并对

其前途表示关切
。

曼殊所撰《 梵文典 》 八卷
, ,

今 已失传
,

不知是否已全部完成② ,

但亦足证

明他对于梵文的兴趣 与造诣
。

在撰写时他曾参考英人编著的梵文文法书多种③
。

他 涉
一

错 中

外群书
,

他的阅读与研究的范围
,

是相当广博的
。

,
,

·
· 一

卜
-

于西洋文学之介绍
,

曼殊致力颇勤
。 ’

他最爱好的诗人
,

有意大利的丹顿 (但了
,

D a袱 e )
,

英国的拜伦 ( 拜伦
,

B y r o n
,

) 与师梨 ( 雪熟 5 五
e l lc y ), 德国的瞿德 ( 歌德 , G o et h 。 )

。
、

他自称
“ 丹顿拜伦是我师

” ,

有 《 题师梨集 》 与 《 题拜伦集 夯诗各一首
。 、

在吊拜伦 诗
`

巾有
“
词客飘蓬君与我

,

可能异域为招魂
”

句
,

表示他对子拜伦身世的同情
。

在英文
“ 《 <潮音下自

序 》 !
一

p
,

他以为
“
拜轮和师梨是两个英国最伟大的诗家

”
扩他曾编译 《 拜轮诗选 》

,

所收译

诗有四十余首之多④ ,

在当时 ( 1 9 0 9 ) 可称为破天荒的创举
。

其中
“
哀希月昔

” 诗十六首
,

充

满 民族革命的情绪 < 当时希腊为土耳其所统 治
,

拜伦曾为希腊之自由运动而奋斗 )
,

尤为脍

炙人 口⑧ 。

此外
,
曼殊尚译有十九世纪英诗人师梨

,

彭斯 B ur n s ,

豪易特 H o w i t t的 诗 各 一

首
,

瞿德的
,

《 题 <沙恭达罗 > 诗 》
、

⑧珍与梵土女诗人陀露哆的 《 乐苑 》
。

勿曼殊未习德文
,

、

早

年是否通法文
,

颇成疑 问
。

他所翻译法国文豪嚣俄 (雨果
,

月 。 9 0) 的长篇小说《惨社会》 ( L e s

M is e r a bl e ) 可能是从 日文或英文转译的
。

并不忠实于原著
,

改动甚多
,

穿插上杜撰的对 于

① 在英文 《 P o e t s a n d p o e t r y o f C h i n a , 5 L a s t E功p i r e 》 ( 翁胎雨aR
n o n

W
o o n ,

.

罗郁正 I r v i n g y
.

e
.

10 合

撰
, 1 9 6 5 ) 文中

,

以严复
,

林籽
,

苏曼殊为清末三大翻译专家
.

另有大鹏发表之
“

译学先知苏曼殊— 为纪念先

生白周年写
”

( 1 9 83 年 )
·

文
,

前有
“

笔者谨 识
”
一段

,

节录如 卜
“

这位薄命了子
,

浪漫爵人
,

多情种子
,

同

时匕是革命志士
,

功在国族
,

总不孩赴大家拾忘了
。

— 我独认为池自有千秋
.

特别是他的翻译眼光
,

真
一

可令今

人愧死
。

、

因此表而出之一
同时更为现代中国文学史

,

翻译史、 提供一份微薄的资料
。 ”

⑧ 《梵文典 》 原定入卷
,

仅成首卷其目录载
`

《夫义报协第 6 期 ( 19 08 )
。

星殊另有 《 初步梵文典》 四卷
,

似为前方

八卷之精小本
,

今均已遗失
。

扮
- 一 , 一 _

⑧ 据陈独秀云
,

他曾供抬苏垦殊英文书三种
,

今查得如下; M a x . 如 er 编 叹 A sa 哪 kr it G ar 口。 ar I or

B e g i n n e r s 》 ,
18 66 ;

mo
n i e r一W川 ia 扭`编二种

: 人刀 E l e

二
加 r y

’

心比 , . a r o f th e aS n , k r i t 加 n g u . g e ,

1 5 4 6 ;
、

^ p r a e “ e a l G扁恤 . a r `助企 , h e as n s k r st L a n仓u鳍 e ,
1 5 5 7

。

④ 其中少数译诗
,

如依值大海 》 可能趣过章炳麟或黄侃在文字上的修改
. ,

- - 一

二

⑤ 此篇英诗
,

已知有六种中译 ( 参阅本文注 , 8了
, 一

可见其受人欢迎
.
丫

⑥ 印度诗圣趣梨陀要
,
撰 《沙恭达罗》 剧曲挤扮演无能胜主与沙恭达罗恋爱故率户歌德之德文题诗

,
.

有英人

如 st w 抚k译文
,

曼殊重译为中文
. ,

- 1
`

.

一
: 二: 一

_

丫 一 :
一

⑦ 印度次诗人陀露哆T o r 。 D ut 吃生卒年
,

为 , 8 5e一 ,盯六蜜殊作18” 一 : 。 。 8 ,

不知育何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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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

补会
,

人物的讽刺① , 鼓吹当对革命排满的思想
。

无凝的
,

这种译法并不可取
,

但如以翻文
一

与原奢特自对照
,

指出曼殊改编的地方
,

亦御见其爪心所在
。

一

至子他的 另 一 部 译

作
, 《 婆罗海滨涯跻记 》

,

其作者
“
南印度瞿沙 G h o c h a ” ,

不载印度文学史
,

原文亦未 能

查得
,

究竞为曼殊所译或 自作
,

.

尚待者证
,

为曼夔润无究者课题之一
此处应当提出的

,

苏曼殊在日本印行的 《 文学因缘 》
,

《 潮音 》
,

《汉英三昧集 》 三书

所编录的一百余首的英译汉诗
,

并非曼殊木人所译② ,

而是从各种西文书木内所选集的
。

曼

殊所引用的英
、

法文书籍
,

就我查得的
,

巳肴九种③ ,

但仍有在 《 汉英二昧集 》 内的二十首

左有的英译
,

未能找出原书
。

关于中
一

文诗英译的问题
,

我分向注意
, 此次曾遍查我自己所有

与司丹福大学图书馆的藏书
,

而仍未得全部完成此项复原的工作
,

可见曼殊采用 书
一

籍 的 户

泛 ` 在木世纪初期
,

卫布中西文化交流尚在启蒙阶段
,

曼殊熊有如此远 见
,

从事中诗英译的选

集与研究④ 工作
,

做出前所未有的耳大的成绩 ,
一

是值得令人敬佩的
。 ·

;
`

总结我们在前面的评述
,

苏曼殊不仅是一般人心目巾的浪漫诗僧
,

他在现代中国文坛的

贡献 、
`

:在于他是一位有革命情绪的晕国主义者
,
一

以爱情为主题
、

.

型塑了特 出女性的小说家
,

-

奥赋
一

灵性
、

矛情善感的诗人
; 他也是一位 中西文化交流

、
翻译界的先知先觉

。

他生长在中国

历史土最黑暗的时代
,

因此养成了他在后期中那种厌世的态度
,

放荡的行为
,

伤 身 的 嗜 好

— 这些他生活巾的污点
,

终于找害了他的身体健康
,

使他英年早逝
。

他的不幸遭遇
,
亦可

视为对于这个黑暗时代的一种消极的抗议
。

·

在这方面
,

我国文学史
_

L不乏前例
,

如屈原的厌

世自杀
,

李白的春 日狂饮
,

关汉卿的涉足花丛
,

、

与曹雪芹的钟情裙钗
。

倘使我们无视他们的

厉史背景与个人遭遇
,

仅以主观的批评
,

斤斤地垢病他们的那些时代性的弧点
,

我们将会抹

煞这些伟大作家在诗
、

戏剧
、

小说方面的光辉的成就
。

在他诞生百周年纪念的今 日
,

我对于

苏彝珠亦有同样的观感
。

一

我并希望着
,

在现今这个阶段
,
一

曼殊的同情与爱好者
,

终将以他们

精深研究的成果
,

为我在本文中对于曼殊的这种看法
,

`

加 以证实
,

并进丫步修正而发扬之
,

以奠定这位
`

,’r 卜
、

日天才
”
在文学史 上的地位

。

1 9 8 4年 2 几 9 日
,
千 美国加 州孟 乐公园

0 出现于苏曼殊的 《 惨社会》 中人物
,

有尚海的积履国志士
,

在官府巾的满州苟
,

辛日获工党的
、

不爱脸 的 报 的 主

笔
,

泥塑木服的崇拜者
. `

-

二: 替 麟有一些苏曼殊集子 ( 如文公直编 《曼殊大师全集办 ) 及作者 (如大鹏撰
“
译学先知苏曼殊

11

)
,

误以这些英诗

为曼殊所译
,

而列入他的作品中
。

③ ( 1 ) C h a d e s B u d d
.

卫丛旦些丝 迎些旦生 L o
dn

o n , 1 9 1入 ( 2 ) G e o r g e T
.

c a n d l in
.

必鱼些丝 夕i。红四
·

_

C取水a g o ,

二5 5 5
.

( 3 ) J
.

F
。

刀a v 垂5
.

T b e P o e t r y o f
、

比 e C h in e o e
.

L o n do n , 1 5 7 0
.

( 峨 ) eH
r
b e雌 A

.

卜 一

— —
- -

-

一一

—
`

G I` 5
.

e h s n e o e p o e t lr s n E o g一: 一h v e r s e
.

L o n d o n ,
25 0 5

.

( 。 ) H
.

A
.

e sxe s
.

^ H s s to呼 石f e ` 衅
: e

~

玉业丝鲤丝
·

Ne w oY
r k

, 1 9 0 1
·

( 6 ) D
,

eH
r v e y d e s a i n t一 D e n y s

·

丛 U二旦些 竺 卫些些些
`

如 11 1
-

里丝旦夕y叨 t _丝州全丝旦些
.

p a it s
.

1 870
.

( 7 )W
.

A
.

1,
.

M a r ti n
.

c h恤丝 e u g e n d, 呼终
_ _

L y r ic ,
.

hs
a 、 ha .i 1。 , :

.

( 。 ) aJ 。 , L ge 砂
一

理梦旦仁丝丝,鲤恤丝芭性
5 。 , ,

.

o
xfo dr

,
: 。。卜 。:

.

一 而 )w lll al m we lls 一 T鱼,
~

娜 d口翅
es ~

丝鱼里巫些二行 ol
,

Ne w oY kt,
18, 3 .

_

渗 苏曼娇论中西文李比较及翻译问题的文弯、 有 《匀高未梅物 一《 、玲轮待选 , 自序 》
,

衍哎文学因缘
、 :
自序 , 兰

_

- 一
篇

,

立论精审“ 批捧龙确弓
- - -

-
- ` · ` · `

一 ” 一
` ’

-

- 一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