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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苏曼殊小说
、

散文的反帝
、

反封建主题

哀 璋

苏曼殊 ( 1 8 8 4一 2 9 1 5 )
,

字子谷
,

原名玄

瑛
,

中国近代著 名作家
,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

革命派文学团体一一南社的主要成员之一
。

他的部分创作
,

具有反帝反封建 的 战 斗 精

神
,

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

苏曼殊生逢历史大转折时期
,

当时的满

清王朝
,

处于帝国主义强盗的瓜 分 豆 剖 之

下
,

政治
、

经济每况愈下
,

社会局势动乱无

已
,

民族矛盾
、

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

这不能

不给苏曼殊以重大影响
。

他往返 于 中 日 之

间
,

奔波于南洋一带
,

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

山
,

领略到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
,

反帝爱国

热情和对满清王朝的仇恨日益增强
。

他结识

了孙中山
、

章太炎
、

柳亚子
、

陈独秀
、

赵声

等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

参加过反帝反清

的革命活动
,

但做得更多的则是运用文学创

作
,

宣传反帝
、

反封建的思想
。

苏曼殊具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
,

仅收在

全集 ( 柳亚子
、

柳无忌父子编纂 ) 中的
,

小

说有六部
:

长篇小说 《 断鸿零雁记 》
、

《 天

涯红泪记 》 ( 仅二章
,

未完 )
,

中篇 小 说

《 绛纱记 》
、

《 焚剑记 》
、

《 碎答记 》
、 《
非

梦记 》 , 译著有 《 惨世界 》 ( 即 《 悲 惨 世

界 》 )
、

《 婆罗海滨遁迹记 》 二篇 ; 译诗有
舀 . 州目比舀舀岛. 舀. 舀. 舀. 舀. 口. 舀. 舀. 舀 . 舀. 舀肠舀. 舀自口. 口. 舀 . . . 口翻

对爱情是多么专一
,

又是何等坚贞 !

这 两首诗是诗人和唐婉爱情悲剧的真实

纪录
,

是作者抱恨终天的感情倾诉
,

同时也是

对吃人 的封建礼教的抗议和控诉 !

《 拜伦赞大海 》 等十首 ; 诗作有八十六首 ;

散文二百零三篇
,

其中有杂文书扎
,

随笔序

跋以及笔记小说等
。

这些作品以辛亥革命为

界
,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

前一阶段多数表

现出爱国主义激情和反帝反清的战斗精神
;

后一阶段
,

着重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
,

反映

辛亥革命前后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
。

( 一 )

1 9 0 3年至 19 1 1年间
,

苏曼殊所作小说
、

散文显示出强烈的战斗性
,

锋芒直指帝国主

义强盗和甘当帝国主义走狗的满清王朝
。

苏曼殊最初的两篇政论性杂文 《 呜呼广

东人 》 和 《 女杰郭耳鳗 》 ,

浸透了强烈的反

帝意识
。

在 《 呜呼广东人 》 一文中
,

他揭露

了帝国主义强盗进行侵略的惯用伎俩是
.t 以

商而亡人国
” ,

揭露了那班洋奴买办
, “ 以

商而先亡己国
” ,

他们
“
把自己祖国神圣的

子孙弃 吊
,

去摇尾乞怜当那大英大法等国的

奴隶
,

并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 法 等 国 的奴

隶
,

来欺虐自己祖国神圣的子孙
。 ” ①这话

一语中的
,

把 1 8 4 0年鸦片战斗 以来那班洋奴

买办的可耻面 目揭露无遗
。

为了唤起人 民群众的 反 帝 斗争 觉悟
,

苏曼殊翻译了印度人瞿沙的笔记小说 《 婆罗

海滨遁迹记 》 ②
。

苏曼殊在 《译者自序 》 中

指出
: “ 此印度人笔记

, … … 其人盖怀亡国

之悲
,

托诸神话
,

所谓盗戴赤帽
,

怒发巨锐

、ó今ó...上艺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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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指白种人 言之
” 。

一

表明
一

J
`

他译这 部笔记

的主旨是揭露英国资本 主义 强盗 的侵 略罪

行
,

反映印度人民的亡国之恨
。

这部笔记控诉了英国侵略者残杀印度人

民的罪行
:

或将印人
“ 剖腹投海

” , “
或以

麻绳束之树梢
,

揭铣 ( 开枪 ) 射之
,

丽观其

避丸也
。

或以刀刃剂肠
,

塞 以败絮
,

而观其

手舞足蹈也
。

或以尖针钉其两 目
,

投 向潮

流
,

而观其浮沉上下也
” 。

作品痛斥了侵略

强盗宣称印人该杀是什么
“
不服王化

” 的无

耻谰言
: “ 须弥之凶狮

,

恒伽之暴虎
,

深林

之毒蛇
,

无尔险毒
,

尚云王化
,

冤哉 ! ”
侵

略者把夜间开炮向印度村民示威说成是
“
传

布上帝爱人大道的午夜钟声
” ,

小说讽刺道

“ 回回人以刀弘扬教法
,

远逊之矣
”
小说揭

露了英国殖 民统治的罪恶实质是
“
假卢索①

浮说
,

谓人有天赋特权平等自由
,

顾 日以掠

人财产土地为事 ; ”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颁布

法律是
“
大盗重定法典

” ,

犹如
“ 豺浪鸣和

鸳以噬人
,

盗贼借揖让而行劫耳 ! ”

笔记还反映了印度人民的 亡 国 之 苦
:

“
余辈梵天遗裔

,

亡国以来
,

被大盗残杀无

已
, ,

恩之能勿发指 ! ” “
税项之苛

,

得未梦

到
。

弹指异年
,

我国同胞不食黄泥
,

无以度

日也 ! ”
每当想到

“
我土虽多且美

,

为大盗

作佃奴
,

我产虽丽且富
,

为亡国留贱夫
” ,

怎能不
“

谛思堕泪
”
? 不甘欺凌的印度人民终

于揭竿而起
,

英勇反抗了
: “ 一 日聚六百余

人
,

与大盗奋斗四次
” ,

但是
,

由于敌我悬

殊
,

起义军失败了
。

作品描写出气壮山河的

激战场景
: “

忽闻急报
,

吾军夜 溯 澄 江 北

上
,

炮震肉飞
,

喋血三 日
。

吾军丸药将尽
,

积血横地
,

江为之赤
” 。

读到这里
,

读者怎

能不为之扼腕 ! 正如柳无忌所说
,

这部译作
“
对于白人虐待印度人的淫威

,

和所激起的

印人爱 国思想
,

都描状得十分淋漓痛畅
” 。

苏曼殊若非胸中充满反帝爱国激情
,

是不可

能译 ( 作 ) 出这样强烈的反帝作品的
。

( 二 )

苏曼殊在 19 0 3一 1 9 1 1年间
,

宣传反清革

命的代表作是译著 《 惨世界 》 中 的 创 作 部

分
。

《 惨世界 》 一半内容与雨果原作情节相

符
, ④

一

平内容托名重撰⑥ 所以 《 惨世界 》

,
扣的这一半内容 叮以看作是苏曼殊的小说创

作
。

⑥

在 《 惨世界 》 中
,

作者揭露了在满清封

建统治下的社会现状
: “

这世界上种种可惨

的人
,

做出种种可惨的事来 ; 我们天天活在

这种种可惨的世界上
,

和这种种可惨的人交

接
。 ”

在这种种可惨的人中
,

有阿谈逢迎
,

曲意奉承的无耻小人
: 范财主的 儿 子 范桶

说
: “

今天很冷
” ,

那小人
“
急忙连声答道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一连说了六个

是
,

不多一会
,

范桶又随口 说道
,

今天
“
很

暖 ” ,

小人也在旁边说道
: “

我 热 得 了 不

得
” ; 有

“ 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
,

当作圣主

仁君看待
” ,

甘当保皇派的
“
支那贱种

” ;

有庸集在上海十里洋场上名为爱国
、

实则爱

私利的沽名钓誉
、

狗苟蝇营之徒
。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腐朽的
、

可惨

的社会呢 ? 作者塑造了一个叫明男德的英雄

形象
,

来回答这个问题
。

明男德知道
: ,’ 世

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
,

才
`

有贫无立锥的

穷汉
” ; “

不 能做工
,

靠着欺诈别人的手段

发财的
,

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 产 的 盂 贼

呢 ? ” 男德极其憎恨满清王朝的统治
,

他一

听到
“
做官的

” 三个字
,

立即
“
火发心头、

他反对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
,

痛恨
“

做

外国人的奴隶
,

天天巴结外国人
”
的贱种 ;

痛恨办 《 新民丛报 》 鼓吹保皇的康梁之徒 ;

蔑视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子说教
。

他也不相信

什么神佛上帝
。

明男德一直积极从事救国救民的革命活

动
。

为了避免影响到别人和妨碍 自 己 的 行

动
,

他忍痛割爱
,

抛却患难之友孔美丽对他



的爱情
;他路见不平

,

拔刀相助
,

从牢中救

出金华贱民
,

杀死了欺压敲榨百姓的菲弱士

村官满周苟 ; 他的行动准则是
“ 活在世界上

一天
,

遇着一件不平的事
,

一个 没 良 心 的

人
,

我就不能听他过去
” ; 当拿破仑企图称

帝的消息传出后
,

他怒火满腔
: “

我法兰西

国民
,

乃是义侠不服压制的好汉子
,

不像那

做惯了奴隶的支那人
,

怎么就好听这鸟大总

统
,

来做个生杀予夺独断独行的大皇帝呢 ?
”

于是决心独自炸死拿破仑
,

然而没有成功
,

终于自杀
,

悲壮地结束了真正的革命志士的

一生
。

不难看出
,

这 个难得的法兰西明男德
,

在译作者心目中简直成了中华民族的志士
。

苏曼殊正是希望有这样的志士来推翻满清王

朝的专制
、

黑暗
、

腐朽的统治
。

为了动员广

大汉族 民众起来与满清王朝作斗争
,

他写了

反映明末广东民众反抗清军暴行的笔记小说

《 岭海幽光录 》 十六则
。

他明确告诉读者
,

他的
`

写作动机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汉民族与满

清暴政斗争的传统
。

他在序文中写道
: “

吾

奥海之南
,

亡国之际
,

人心尚 已
;
苦 节艰

贞
,

发扬馨烈
,

雄才瑰意
,

智勇过人
。

余每

于残籍见之
,

随即抄录
。

古德 幽光
,

宁容沉

晦 ? ”
在这部笔记小说中

,

苏曼殊揭露了清

军南下 时杀戮汉族军民的暴行
,

描绘了张家

玉
,

陈邦彦等人抗清杀敌
、

不屈而死的悲壮

场景
,

歌颂了不畏强暴
、

勇敢斗争
、

誓死不

受满清统治的民族气节
,

激励人们起来参加

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斗争
。

三 )

辛亥革命后
,

苏曼殊创作了 爱 情 小 说

《 断鸿零雁记 》 以及 《 绛纱记 》
、

《 焚 剑

记 》
、

《 碎答记 》
、

《 非梦记 》 等
。

在这些

小说中
,

仍然流露着对帝国主义
、

对满清封

建专制王朝的僧恨 以及对辛亥革命期间人民

疾苦的深切同情
。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

美帝国主义依仗其经济实力
,

大 搞 排 华 活

动
,

曾引起中国民众多次强烈反抗
。

苏曼殊

小说 《 碎答记 》 正反映了这种反帝情绪
,

书

中的女主人公莲佩就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

进步青年
,

她认为
“

美国人 以赚钱为要义
,

常

曰
: `

两个钱比一个钱好
, 。

视吾国人
,

直如

狗耳
。

人谓物质文明
,

不知彼守财奴
,

正思利

用物质文明
,

而使平民 日趋于贫
。

故倡人道者

有言日
: `

使大地 空气而能买者
,

早为彼辈吸

收尽矣
’

!
”

这段话实际上表明作者对美帝国

主义的所谓物质文明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
,

对美帝歧视华人的罪行十分愤慨
。

这种见解

在当时是很新颖的
。

在 《 断鸿零雁记 》 中
,

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流露得更激烈
。

第

一章有关于南宋末年抱着幼主投海的陆秀夫

的传说
,

第十二章中静子对主人公讲述明末

遗民朱舜水流亡 日本
,

定居讲学的往事 ; 第

二十六章借作中人痛斥甘 当满清顺民
,

不顾

广大民众死活的明朝投降派官僚
: “

当时所

谓 名流
,

忍以父母之邦委于群胡
。 ”

作者借

用历史表达对满清王朝的憎恨
。

在 《 绛 纱

记 》 中作者还揭露了满王朝对维新派人士进

行镇压的罪行
:
秋云先人仅收存 《 新学伪经

考 》 一书
,

就被诬为与邝常肃⑦ 有联系
,

作

谋反罪处理
;
村子里出了人命案

,

地方官不

抓凶手
,

反而胡乱抓一个赌徒杀头
。

在 《焚

剑记 》 里
,

还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
,

军阀

混战
,

人 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情景
:

乱真到处杀人
,

村子里的人都被杀光
,

成了

“ 鬼村
” ; 人民到处逃难

,

病死
,

饿死不计

其数
,

死人
、

半死人枕籍道中 ; 军队以人脚

为干粮
,

有时竟连死尸也有人吃
。

这些小说最显著的思想特色还在于强烈

的反封建礼教
、

反传统道德的倾向
。

它们真

实地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婚姻爱情不能自主

的痛苦
,

揭示出封建势力
、

宗教思想
、

孔孟

礼教的束缚
,

贫富之间的尖锐对立
,

是造成

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
。

它们强调青年男女应

当寻求志同道合者
,
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

,



谴责朝三暮四不负责任的放荡行为
,

更反对

家长的包办代替
。

《 断鸿零雁记 》 还以独特

的题材
,

揭露了宗教思想的可怕
:
它毁灭了

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感情
,
而受害者自己却不

能觉察
。

四

苏曼殊的创作活动始于 19 0 3年
。

这一年

里
,

孙中山首次提出
a
驱除鞋虏

,

恢 复 中

华
、

创立民国
、

平均 地 权
”
的 资产 阶 级

革命派纲领⑧ 多 章太炎在 《 苏报 》 上发表了

传诵一时的 《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 ,

痛斥了

康有为的保皇谬论
,

提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

制度的主张 ; 邹容的 《 革命军 》
、

陈天华的

《 警世钟 》
、

《 猛回头 》 ,

号召全国人民用

革命手段推翻充当
“
奴隶总管

”
的清王朝

,

“
建立中华共和国

” 。

显然
,

这一时期资产

阶级革命派将斗争锋芒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

强盗
,

指向了充当帝国主义工具 的 满 清 王

朝
。

苏曼殊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活动是为这个

总目标服务的
,

他的鼓吹反帝
、

反清革命的

小说
、

散文发表后
,

引起强烈反响
,

深受革

命者的推崇
。

正如柳亚子所说
: “

海内才智

之士
,

鳞萃辐凑
,

人人愿从玄瑛游
,

自以为

相见晚
。 ”

辛亥革命爆发期间
,

苏曼殊正在爪哇一

带活动
。

武昌首义
,

全国响应
,

清帝退位
。

消息传到
,

他欣喜若狂
。

可是当他回国后
,

发现情况仍令人失望
。

他在 《 燕子完随笔 》

中写道
: “ 明末有童谣日

: `
职方贱如狗

,

都督满街走
。 ’

不图沪上所见
,

亦复如是
。 ”

这时
,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加紧准备
,

尊

孔读经的逆流在泛滥
,

而反对孔孟礼教的革

命运动正在酝酿
、

开展
。

苏曼殊站在进步思

潮一边
,

继续用他的笔作武器
,

写出一篇篇

体现反帝反封建的作品
,

参与了 以 《 新 青

年 》 的主要阵地的反对孔孟礼教
、

反对封建

道德的斗争
。

在分别评论苏曼殊创作的主导思想的同

时
,

我们也应当看到
,

在他的小说
、

散文创作

中
,

也还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
:
首先

,

在他

的作品中
,

夹杂着不少贬低人 民群众
、

夸大

个人作用的错误思想 , 其次
,

在辛亥革命后

写的爱情小说中
,

主要人物的结局往往是自

尽
、

坐化
、

为尼
、

作僧
,

情绪十分消极
,

气

氛过于低沉
。

这些都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世

界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不可克服的思想

局限
,

既看不到人 民群众的力量
,

更看不到

革命的前景
。

因而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作品反

帝反封建主题的作用
。

①咤苏曼殊全集 》 第一卷第 158 、 159 页
。

以下加

引号而未注出处者均见柳亚子
、

柳无忌父子编纂

《 苏曼殊全集 》
。

⑦柳无忌根据译文中出现拜伦

的诗句
,

认为印人著 书反英
,

不 应反引拜伦诗

句
.

疑此书竟是苏曼殊自撰
,

而托名重译
.

⑧通

译卢梭
.

著有
“
天赋人 权

”

学说等
。

④ 见镜本

嵘惨世界 》 第一到第六回的全部
,

第七回的前一

半
.

第十三回后一半
,

第十四回全部
。

⑥第七回

的后一半到第十三回的前一半间的全部内容
。

⑥本文所引嘴惨世界》 中情节语句
,

均系苏曼殊

自己托名创作部分
.

①这是
“

康长素
”

的谐音
.

康有为字长素
,

南海人
,

著有 《 新学伪经考 》
.

国见冯 自由 《 革命逸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