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曼殊与拜轮
“

哀希腊
”

诗

— 兼论各 家 中文译 本

柳 无 忌

二十一世纪初年
,

当学人们为百年前的中国文学作一总结评价时
,

他们将给与广东

藉 ; :
r借苏曼殊 ( 1 8 8 4一 19二8) 一个适当的地位

。

在他创作的期间
,

也是新文学运动掀起的

前夕
,

中国文坛是南社的天下
,

在那些热忱地为文学开辟新回地
、

灌输新思潮的南社作

京群中
,

苏曼殊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卓越人物
:

他写得一手 f若永清新的好 诗
,

楼艳绝论的小

说
,

更是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进者
。

苏曼殊有 日本母亲
,

在国外长
.

丈
。

青年时代他接受 日本式教育
,

在 幽滨大 同 学 校

与 尔京早稻田太学预科蛛业有五年之久
,

因此池有着长期的外语训练
,

以及从 日本输入的

西方思想与文学的薰 陶
。

在池那短促
、

流浪的一生中
,

足胁遍中
、

日
、

与东南亚
。

1 9 0 3年

秋他从东京 到上海
,

不久
,

就在 《 国民 日 日报 》 发表法国文豪嚣俄 ( H o
go

,

雨果 ) 的长

篇社会小说 《 惨世界 》 ( L 七 s M污 6 ar b l “ s ) 的译文
。

2[ 〕九年后
,

当他在上海 《太平 洋

报 , 任编辑 时
,

自
二

该报的
“

文艺版
”

( 主编柳亚子 ) 发表消息 ( 1 91 2年 4月 20 日 )
,

说他有

意 重译另一部法文名著
,

小仲马 ( D u m a s f i l s )的嵘茶花女》 ( L a D a m e a u x C a m 6 1i a s )

他批评 林纤的 《茶花女 》 译本
,

以为
“

删节过多
,

殊非完壁
。 ”

他并从 日本带 回 一 本
州

茶花女 ) 原作
,

以示文艺版 的编者
, 同 时告诉他们在 日本 已有一册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改名 衬椿姬 ,
的 日译

, ;乙外另有两种英译
,

可见池对于这部法文小说的研究与兴趣
,

但是

译
「

J的 计划始终 二能实现
`

毫尤疑间的
,

他当时给与在 “
太平洋报 争 与他同事的朋友

,

如柳亚子等
,

一种 印象
,

他懂得法文
,

能从法文原书作翻译
。

苏曼殊通法文的另一个证

据
,

是在 池编的
<

汉英三味集
, ( 1 9 14 年 出版 )首页所列的四行法文诗

,

系译 自屈原 《离

骚
1

,

的四句
: , ,

日月息其不 i怎兮
,

春与秋其代序
。

惟草木之雾落兮
,

恐美人之迟暮
, ”

但不载其来历
。

经我考查
,

此四行 《离骚
* 译诗

,

系手录自法人 D
’

H e r v e y de S a i nt s

D e n y s 的 ` L e L i 一 S a o ,

P o色m e d u l l l e S i e e l e 》 ( 巴梨
,

1 8 7 0 ) 书中第 5页
。

曼殊曾

提及
“

法译 《离骚 经 》 … … 雅丽远逊原作
”

( 《文学 因绿 》 序 )
,

当即指此书
。

苏曼殊对于西方文学的兴趣
,

甚为广泛
,

从十九世纪的法 国小说
,

转向较早的英国浪

漫诗人的作品
,

如拜轮 〔 3〕 ( B y r o n ) 师梨 ( S h e l l e y 雪莱 )
,

与彭斯 ( B u r n s )
。

在这方面他的贡

献很大
。

早在 1 9 0 8年 〔4 〕
,

他出版 《拜轮 诗选 》 ,

一部划时代 的译著
。

在此以前
,

林纤曾译

出许多部西文 (主要为英文 )小说
,

但是西洋诗歌的翻译
,

却有如凤毛麟角
,

并不多见
。

: 1〕
、

为横 滨华侨所 办
,

校 长与重要教 员为康有为门生
,

梁启 超曾在该校任高级班讲师
。

绝〕
、

苏 受珠所译 出的
,

仅为法文原书前面 的 几章
, 而 且他译得很 自由

,

并穿插 了许多自已

社撰的叙述
。

我们现在无 法知道
,

他的 雄惨 社 会》 是从法文原著译出
,

或用其他 日文或

英文的译本
。

〔3二
、

亦 有作拜轮
,

摆伦
,

装伦等此 处从 苏戈珠的军译
。

、

4〕
、

J见知最早的 、 拜轮 诗选 》 原 书底 又云
: “

戊 申 ( 1 9 0 8 ) 九月十 五 日初版发行
,

壬子

L、 9 1 2 ) 五月 初三 日 再版发行
,

甲 寅 ( 1 91 4尸 、 门 + 七 日三版 发行
。
” 1 9 0 8年初 版的 《拜轮诗

选 》 从 未发现
,

是否真有此 书
,

只好存疑
,

1 9 12年再版本亦 未见
。

同 时
,

受珠翻译拜轮 的

诗
,

最 可 能为 1 9 0 9 牛
,

比上 面所说 张拜轮寸选 , 的初版 发行时期 ( 1 9 0 8 ) 为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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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汉译英诗人选集的出版
,

虽就是这样一本小册子
,

也是当初中国文艺界破夭荒的事

件
.

在这里应该说明的
,

《拜轮诗选 》 是在东京刊行
,

同于苏曼殊编译的另外三部书
. 《文

学音绿 》 ( 1 9 0 8 )
,

《潮音》 ( 1 9 1 1 )
,

我国初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物
,

《汉英三昧集》 ( 1 9 14 )
.

〔5〕这四部书证明苏曼殊 是

一位先知先觉
.

他置身国外
,

却业未忘怀中国文学
。

他

选译拜轮 的英诗
,

并探讨汉诗英译的

呼声有如
“

潮音
” .

“

三昧
, ”

从而为中西文学结上 了
“

因绿
” ,

他 的

在西方诗人中间
,

苏曼殊热爱拜轮
,

崇拜拜轮
.

十九世纪初叶
,

拜轮的诗在英国以及欧

洲
,

受到广泛的欢迎 ;百年后
,

拜轮也闻名于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
,

主要是由于苏曼殊的

介绍
.

曼殊曾以英国的拜轮与师梨了比之中土的屈原
、

李白
,

与 李 商 隐
、

李贺
,

称他

们为
“
灵界诗翁

” ,

以别于英国的莎士比亚 (S h “ k “ ”
eP ar

“ )
,

弥雨顿 ( M il ot “
)

,

田尼孙

( T e n n y s o n
) 等之如杜甫一般

,

为
“

国家诗人
” O

(
“

致高天梅书
” , 1 9 1 0年瓜哇 )

。

同 时

他写道
: “

钠谓凡治一国文学
,

须精通其文字
.

昔瞿德 ( G r 。 “ ht “ ,

歌德 ) 逢人必劝之治英

文
,

此语专为拜轮之诗而发
。

夫以瞿德之才
,

岌未能译拜轮之诗
,

以非其本真耳
.

太白

复生
,

不易吾言
. ”

治外国文学必先通其文字
,

这是真理之言
,

千古不易
。

但 是
,

对

于一般未习外文的读者
,

求其次
,

惟有借助于翻译
,

更况有时 译 文 可 与原文媲美
,

甚

或更为驰 名
,

有如英人 E d w a r d F i t z ` e r a l d 之译波斯诗 人o m a r K h a y y a m的R u b“ i y a t

( 《鲁拜集 》 有郭沫若中译本 )
。

这也是苏曼殊编译 《拜轮诗选》 的理由
.

至于这两位

英国的灵界诗 人
,

据曼殊的看法
,

是各有千秋
。

在 《潮普 》 朵英文自序中
,

他概括地比较

拜轮与师梨的身世
、

思想
、

与诗学造就
。

他们二人
“

都有创作的崇高情感恋爱当作他们

写诗的题材
. ”

二人同为爱情诗作者
,

但是
“

他们表达的方式
,

有如南北极遥远地离异

着
. ”

他以为拜轮的生活
、

经历
、

与著作
,

都缠绕在恋爱和自由之中
,

而师梨却是一位
“ 哲学家一 恋爱者

” ,

审慎而深思
. “

师梨在恋爱中追求涅梁 ; 但是拜轮在恋爱中
、

并

为着恋爱
,

追求动作
。 ”

苏曼殊虽以拜轮与师梨益称
,

无疑问的
,

他更爱好拜轮的诗
.

他所译师梨的诗
,

只有

两首
,

现仅存
“

冬日
”
一首 (载 《潮晋》 )

,

另一首
“

含羞草
”
己遗失

·

〔6〕在 《拜轮诗选 》 内

刊出译诗五篇
:

(1 )
“
去国行

”

十首 ; ( 2 )
“

留别雅典女郎
”
四首 ; 〔7〕 ( 3 )

“

赞大海
”
六首

,

( 4 )
“

答美人赠束发毯带诗
”

六首 ; ( 5 )
“

哀希腊
”

十六首
。

(
“

留别雅典女郎
”

与乃一首拜轮

诗
“

星耶崖耶俱无生
, ”

亦载 《文学因绿》 )
。

其中
“

去国行
” “

赞大海
, ” “
哀希腊

”

三篇
,

据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5〕
、

这 几本书的纸章
、

图 片
、

印剧均美好
.

书中大部份中英文时照
, 《潮音 》 更有数十页

“

英吉利 闺秀诗选
” ,

全部英文
。

在 《 受殊遗多方》 的
“
曼殊大师杂记四十

”
页内

,

有
“

坏

付
: 潮音四 百元

,

又二十元
。

文学因缘八十 元
,

又三十五元
” ,

谅系此二书的印别 费
,

但不记年
、

月
、

日 。

二书出版
,

相隔三年
,

此处所载印刷 同列一 页
,

当系后 来补记
。

圈
、

在 《燕子完随笔 》 中
,

苏 受殊写道
: “

英人诗句
,

双师梨最奇诡而 兼流丽
。 `

常译其
`

含

羞草
,

一篇
,

峻洁 无伦
,

其诗格盖合中土义山
,

长吉而馆 冶之者
。 ”

( 首 则 )
。 “

含羞草
”

译诗原拟刊 入 《潮音 》 集中
,

但后为删去
,

今不传
。

〔7〕、

苏受殊 《 文学因绿 》 自序
: “
其

`

留别推典女郎
’

四章
,

则故友译 自B yr
o n 集中

。 ”

根据 《天 义报》 第15 期 ( 1 9 0 8年 1月 ) 末页广告
, 《 文学因缘 》 第一卷 目次

,

此诗译者为

“
盛唐山 民

”

其真性名失考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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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考证
,

可能在 1 9 0 9年或较早译出的
。

上一年
,

曼殊在南京杨仁 山 (文会
,
1 8 3 7 一 19 1 1)

的只垣精舍任教头文
,

未数月
,

即因病去沪 , 1 9 0 9年初东渡
,

与章太炎
、

黄季刚同寓东

京
,

并时与义母河合氏晤聚
。

在 《拜轮诗选 》 自序 (与 《潮音 》 自序相同 )内
,

他有如下的

记载
: “

比自袜凌 ( 南京 ) 遗归将母
,

病起胸隔
,

糯笔译拜轮
`

去国行
’ , `

大海
’ , `

哀希

腊
’

三篇
。

善哉 ! 拜轮以诗人去国之忧
,

寄之吟 咏
,

谋人家国
,

功成不居
,

虽与 日月争

光
,

可也
。 ”

文中所指者
,

即拜轮曾在晚年去欧洲
,

为希腊的自由而奋斗
。

那些译诗
,

据

苏曼殊 自已所讲
,

曾经过章太炎
“

改正
”

( 致刘三书
,
1 9 0 9年 4 月

,

日本 ) 〔8〕
,

但究竟是

那几篇
,

己无从考证
。

最可能的
,

是以四言诗译出的
“

赞大海
, ”

其中有些字句典雅艰

涩
,

颇不易读 ; “

去国行
”

与
“

哀希腊
”
均为五言诗

,

前者文字平易
,

情绪具擎
,

而后者

原为拜轮最驰名的诗篇
,

颇能激动读 者的感情
,

引起共鸣
。 “
哀希腊

”

也是苏曼殊最爱

读的作品
。

日本僧飞锡的 《潮音 》 跋中
,

曾提到曼殊随母居逗子樱山
, “

一时夜月照积

雪
,

泛舟中禅寺湖
,

歌拜轮
`

哀希腊
’

之篇
。

歌已哭
,

哭复歌
,

抗音与湖水相应
。

舟子惶

然
,

疑其为精神病作也
. ”

《 拜轮诗选 》 出版的 日期
,

颇成问题
,

前己提 及 (见注④ )
。

现存最早的 1 91 4年本中
,

除苏曼殊所译拜轮诗外
,

尚有法 (佛 )莱蔗 〔的英文序
,

作于 1 9 0 9年
。

佛氏此序
,

同于他的

《潮音 》 序
,

正如曼殊的 《拜轮诗选 》 自序
,

像上面说的
,

亦即 《潮音》 自序 〔1。〕
。

淮二

者记年不 同
, 《 拜轮诗选 》 自序作

“

光绪三十二年
”

( 1 9 0 6 )
, 《 潮音 》 自序作

“

戊申
”

( 1 90 8 )
,

颇为矛盾
;
事实上二者俱非

,

此序系作于 1 9 0 9年
.

所根据的
,

为序中首句
: “

去

秋
,

白零大学教授法兰居士游株陵
,

会钠于只桓精舍
。 ”

法兰居士即 德 国 有 名 汉 学 家

O t t o F r a n k e ( 1 8 6 3一 1 9 4 6 ) 〔1 1〕 ,

当时对佛学有兴趣
,

于 1 9 0 8年 1 1月在中国时
,

曾去南

京
,

至金陵刻经处往访杨文会
,

未晤
,

仅遇一 日本人
,

谈及杨氏新创设之只垣精舍 , 下一年

( 1 9 0 9 ) 发表文章
,

记载此事
。

〔l幻按曼殊于 1 9 0 8年 10 月 7 日 (戊申g月 13 日 )到达南京
,

在只垣精舍任教英文
,

离杨仁山公馆 ( 即刻经处 ) 12 月 10 日 (戊申 1 1月 17 日 )卧病 〔13 〕 ,

〔8〕
、 “

今待家毋派次逗子海边… …前译拜轮诗恨不随兄 左右
,

得聆教益
。

今蒙末底君士

( 章太炎 ) 为我改正
.

亦幸甚夹
。 ”

〔9〕
、

英人 J o h n
B

、

F l
e t e h e r

( 1 8 7 9 一 1 9 5 5 )
,

为南社社 员蔡哲夫友有人
,

时在上海
,

曾以

英文 钊币架集 》 赠蔡哲夫
,

哲夫 转赠 受珠
.

在
“

题 师 架 集
”

诗中
,

受珠有句
“

谁赠师架

一曲歌 2 可 全护二事正磋陀二
”

另据 《燕子完随笔 》
,

知此书原为
“

英吉利莲花女士
”

所有
,

因

是引起章太炎的
“

,.e 想
”
以 为此事

“

朴 受殊 为祸为福
,

未可知 也
。 ”

按佛莱蔗 中文名符佑

之
,

笔名滴仙
,

为英国驻华外交官
,

曾任事于上海英 国领事馆 ( 亚昨领事
,

如 受珠所云 )后

为海南岛海 口英领事
。

佛氏曾出版英译唐诗选二册
。

1 9 3 0任教广州中山 大学英吉利语系
,

授英诗
、

作文
、

文法等课
; 19 3 3年夏

,

在穗港轮 中跳海 自杀
。

现广 东华 南师范大学之郭应

阳教授
,

当时即为佛子学生
,

尚能道其事故
.

〔10 〕
、

按此文提及拜轮之诗
,

仅二行
.

从其内容看来
,

作为 《潮音 》 自序
,

心较合适
.

〔1 1〕、

在1 9 2 0年期 间
,

最初研究苏 受珠时
,

我误认法 兰即佛莱蔗
。



在此中间
,

居兰士于 n 月来 访
,

正 是 《 拜轮 诗选 》 自序的
“

去秋
” 。

这篇 自序
,

虽有
“

J千笔译拜轮
`

去国行
’ , `

大海
’ 。

哀杀猎
’

三篇
”

等句
,

但如视为 《 潮音 :) 自序
,

却更

为妥怡 ( 见宝主1 0 )
。

最后值得提 出的
, 《 潮晋 》 里面有佛莱蔗参订的

“
拜轮年表

” , 〔1 4二

在 乏拜轮诗选 梦内反而没有列入
,

殊不可解
。

〔15 〕

在 《 诗选 中的五篇拜轮诗
, “

去国行
”

与 “
赞大海

”
锋自拜轮的长诗 《 哈罗公子 》

C h i l d e H a r o l d
, a 哀希腊

,, 则是另一部长诗 《 唐磺 》 D o n J u a n 〔 1 6 〕第三章 ( e a n t o )

里所穿插的一篇 1 6首诗歌
。

《 唐磺 》 为拜轮晚年作品
,

是他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叙事
、

讽

刺诗
。

写此诗时
,

他 己离去英国
,

住在威尼斯
,

从 1 3 1 8年 开始历经六年
,

至死时 ( 1 8 2 4)

尚未完成
。

现有 i寺共 1 6章
,

分三次 ( 一8 1 9 , 一8 2 一 , 1 8 2 4 ) 刊出
,

曾轰动 英 伦 文坛
。

有
“ 哀希 猎

”

的第三章诗
,

完成于 1 8 2 0 ,

与第四
、

五章
,

同于下一年 8 月刊行
。

这时候拜

轮对于希胳的独立
,

已感兴趣
,

比后就从意大利去希猎
,

实际参加草命工作
,

这也是欧洲

人士同情与协助希峪独立运动的时期
: 、

1孔 被推为
“
希腊委员会

”

会员的拜轮
,

于 1 8 2 4年

1 月 j氏米索朗基
n

一

15 5抓 。
一

9 111
,

希猎草命战士的基地
,

受到热烈欢 迎 , 拜轮也为希腊人的

解放运动慷慨地 出接 出力
。

池帮忙训练错希军队
,

捐助丘款
,

作为军峋
、

建造防御工程
、

与购买药物之用
。

不幸
,

数月 后池即患病
,

死于这个潮湿的希猎半岛上的城市
。

拜轮不

仅为哀希腊人失去自由而作诗
,

池并为 希脂人争取 自由而奋斗
,

而贡献他的生命
。

苏曼殊与拜轮的关系
,

尚有两件事可 以在此略题一下
.

我们前已说过
, 〔18 二由于曼殊

〔2 2〕
、

0 t t o F r a 幻 k e , “
E i n B u d d h i s t i s e h e r R e f o r m v e r s u e h i n C h i n a , ” 《 T

’ o u n g

P a o 》 ( 通报 )
, 1 0期 ( 1 9 0 9 )

,
页 5 6 7 一 6 0 2

。

据文 中所说
,

作者于 1 9 0 8 年 1 1 月
,

在南 京时
,

曾去访 问旧 交杨文会
,

并拟添置 杨 氏所刻佛经
。

那知进 入刻经处 后
,

遇到 一

个 日 本人 ( J a p a
en

r
)

,

告诉 他 才方文会在不久前去世 了
.

但从 日 本人那里
,

得知杨 氏创设的

只 坦精舍
,

拿到 了一些 材料
,

一

兰草此 文介绍之
。

按杨仁 山死于 1 91 1年 1 0月
,

这个日 本人

所说完全不确
。

他 为什 么 造谣
,

他 又是谁呢 ?

〔 13 〕
、

根据苏殊 曼于此期 J’al 在南京给刘三 的信
。

〔1 4〕
、

飞 场 《潮音 》 跋
, “ 复次加拜伦丰表补末

,

系英吉利诗人佛子 为阁黎参仃者
。

”

〔1 5 〕
、

除非 “ 拜轮诗选 》 确 于 1 9 0 5年初版印出
,

此时苏 曼休尚 未认识佛 莱蔗 (佛子 )
.

按

佛子系于 1 90 9年在蔡哲夫处看到 受珠 画册
,

十分折服
,

为题 长句
。

此后 两人二 由蔡哲夫介

绍 而 仃 交
,

此 前蔡哲曾以 沸子所赠 《 师某集》 移赠 受珠
。

〔16 〕
、

这部长诗有 16 章
,

每章诗 一
、

二百 首不等
,

共得诗二千余首
。

诗每首八 行
,

其规

律为五音 步
、

抑扬格
。 “

衣希腊
”
诗插入该诗第三章第86 首 与87 首中间

,

其格律为每首

六行
,

每行四音步
,

才印扬格
, 1

.

3
、

2
.

4
、

5
、

6行钾翻
。

〔1 7 〕
、

在西历纪 元前有过 光 荣文化与历 史的希腊城市
,

为回教徒的土耳其人所征服
,
沦于

.

奥托 受帝国 O t t o m a n E m p i r e 统治下有数百年 ( 1 4 5 3一 1 8 2 t )之久
。

但 当十九世纪 民族

思想传播欧洲
,

希腊人亦为争取自由独立
,
开展 T革命运动

,

获得英
、

法 等国家的人民的

帮助
,

终于在拜轮逝世 数年后得到 解放
。

〔18 〕
、

该 9
,

有关英人沸 莱蔗条
。



那本师梨诗集的最初原主为一位英国女士
,

惹起了他的朋友如 章太炎等的沮 漫 的
“

悬

想
” ,

调侃着他
。

〔 、 9〕曼味另外 有一册拜轮诗集
,

对他更是有情咸的纪念物
,

题诗以外
,

并

有前言记载与此书有关的 绝遇
: “
西班乐雪鸿女诗人

,

过存病榻
,

亲持玉照一幅
,

拜轮遗

集
飞

一卷
,

曼沱罗 花共含羞草一衣见贻
,

且段股易 以归计
。

磋夫 !于早岁披鬃
,

学道无成
,

思

维身世
,

有难言之 扁土 爱扶病书二十八字于拜轮卷首
,

此意惟雪鸿大家能知之耳
。 ” 〔20 〕诗

中有句
: “

词客飘蓬君与我
,

可能异域为召魂
, ”

说明苏曼殊对于这位英诗人在生活
、

情绪
、

思想上的同情
。

曼殊对于拜轮的兴趣
,

比后继续维持
。

当他在 19 16 年冬交识刘半农 〔2 1 〕 ,

另一位拜轮的爱好者
,

曾与刘氏有函件往回
。

在信中他提到曾看见一部英 文 书 几
W it h

E了r o n i n l : 。 l丁
,

记载拜轮事最为洋尽 接到刘半农所赠在杂砧上发表的
`

,

拜轮记
”

后
,

兰味 曾细 i卖一泣
,

称刘氏为
”

多清人
`

’

最 舌
,

当刘 半农吉诉 池有意组 织拜轮学会
,

他

更高兴地写道
: ”

夕弃枯午会之事
,

如 , 反 稚倡泛
,

不慧欣 次顶礼
,

难为曹说矣
。 ’

拜轮学

会并无 卜
`

文
,

在此 一年半以后
,

万觉殊亦即病逝上海
。

拜轮的长诗
卜

片
一 , `

佘抽人第三章的
’

哀希猎
”

外
,

立未提到希洁独立运 动
。

写诗

前后他 主意大利各地舌注
,

直主 16 2 4
一

平门
,

始去米索朗基
,

数月后 即死去
,

曾留下未完成

的第 i7 草遗诗 1 4 百
。

诗中的
“ ·

乡三准
”

)含
,

原是 十四世纪欧洲一位传奇式人物
,

从他的

名字看来
, 〔22 〕应出身于西班牙 贵族世家

,

拜轮诗中的舍演也是如此
。

在欧洲文学 中
,

唐

磺是色情狂的执
丈夸子弟的代名词

,

在拜轮以前
,

已出现于西
、

法
、

英
、

意各国的戏刮家

( m ol i e : e 莫利 浪 )
,

音乐家 ( 二 oz a : t 莫札特 ) 等的作品内
。

拜轮承继了这个传统
,

但是诗中的杳黄却是他的想像的产生物
,

与传说故事相同的
,

只 是瞥演的生地与 家世
:

一个西庭牙贵映子弟
,

生于 以
`

女人与吐子闻名
”
的赛维尔 ( S e v 川 e )

。

在
人

唐次 二

诗第一章
,

十六岁青年店 与 一个已婚的贵妇人 发生爱情
。

某次
,

在妇人家幽会时
:

为

其丈夫 发现
,

店项从花园后 门逃出
二

第二章内
,

店认的母亲
,

一位贵族寡妇
,

给资令其子

出外旅行
。

曹员离别家口
,

在海程中遇 减攀义
,于

,

最后 仅击城一人在绝岛 ( 希 脂群 岛之

一 ) 遇 救
。

岛上 注着一个富介的 希洁鱼夫 ( 他兼营海盗事业 )
,

与他的美丽年轻的女

儿海蒂 ( H a i泣e e )
。

就 是 她
,

当她的父亲 下海作业
、

不在家 时
,

拯救了唐演
。

一对 青年

男女 沉 于 浪径的爱情 中
。

弟三章 i寺
L

叙述 浮蒂 的父亲 从 海 上回来
,

发现家中正举行

〔19 二
,

章太 炎在师某集题端
,

全 文如 下
:

` .

师呆所 作诗于西方最为奸丽 扰
,

此土之有义山

也
。

其赠者亦女子
,

辰转 移枚
,

为 更殊周黎所 得
。

或 因是悬想提维
,

与佛 弟难 陀同辍
,

于 受殊 为科 为福
,

未可 知也
。 ” 《燕 子笼随笔 ,

〔20 〕
、

苏曼珠于 1 9 0 9羊 秋
,

自上海去 南洋群 岛 ( 印度尼 西 亚 )
,

任教 长
、

哇小艺班 ) 中华会馆

时
,

途 经星加 坡
,

曾晤 马班于人任湘博
一 ,

及 其女 。 呜
。

受沐有
“

答玛德利月马湘 处 : 论佛教

书 ( 1 9 1 1年了月 1 8 日 少
,

首云
:

` ·

星洲一别
,

朴今三年
。 ” (潮音

、
集有 受殊阁黎 、 英吉利 闺

秀诗选 一卷
,

旁著
“

丙班 牙 习鸿 钞补南天旅 次
。 ’夕

〔21 二
、

新 文学运动 健将
。

此时在沪任 中华书局编辑 员
。

1 9 1 7年去 北 京 任 北大教 员
,

在

《新青年 杂 汽上 发 表文 幸
,

提倡 白话文学
。

庄研 究中国语音学及编 集民歌 方面
,

贡献

最大
。

〔2 2 〕
、 “

唐 ”
( D 。 1飞 )字为 西班矛人 用在人名前的尊称

。



一个盛大的宴会
,

有音乐
、

舞蹈
、

歌唱
。

海蒂与唐磺高坐堂上
,

正在听着一个诗人在歌咏
脚笋

“

哀希腊
” 〔2 3〕之诗

。

黄昏来到了
,

曲终人散
,

此章亦告结束
。

下一章内唐磺被逐 出岛外
,

海

蒂亦因是疯 狂患疾而死
。

其他的十二章继续着唐磺的各种奇遇
,

在土耳其苏丹 ( S ul at n )

的后宫
,

在俄罗斯国皇的宫庭
,

最后他去到英伦三岛
,

做着集会
、

社交
、

艳情
、

冒险的活动
.

叙述这些故事时
,

作者一贯地穿插着傲慢的
、

轻蔑的
、

甚至褒读的讽刺
,

针对当时英国

社会
,

政界
,

诗坛
,

与传统的道德观念
,

加以无情的攻击
。

在内容
,
情感

,

与体栽方面
, “

哀希腊
”

与 《 唐磺》 本诗完全不同
。

它是一篇充满

爱国情绪与民族思想的抒情诗
。

它追述希腊往昔的文艺与武功
,

她的辉煌的事迹与英勇

的人物
,

与现今国土论陷
,

民心颓废的堕落情况
,

作一显著的对照
,

以噢起希腊人的爱

国情怀
,

鼓舞他们作自由独立的奋斗
.

它对于希腊人的蒙受国耳二
、

甘于奴服的心态
,

不无微

词 ,
那种讽刺的笔法

,

此起 嘴唐磺 》 诗的利刃似的突击风格显得轻描淡写
,

却同样成功
.

“

哀希腊
”

诗第一首
,

以
“

希腊 的群岛
,

希腊的群岛
”

一行起始
,

追述希腊是古代文艺

( 女诗人莎妩的 热情的诗歌 ) 与武术的发源地
,

也是神话中白神与月神诞生之处
,

从而威

慨 地说道
,

在这光辉 的夏日
,

除了太阳外
,

一切都己销歇了
。

·

第二首感叹着古代诗人荷

马 H o m e r (生于了先岛 S c沁 ) 与阿难克朗 A n ac er o n ( 生于佃城 T “ oS ) 的盛名
,

在希腊
一

的海岸已默默无闻
,

虽然在遥远的西方岛屿 ( 可能指英国 ) 上却响起了回声
.

在三至五

章内
,

诗人抚古伤今
,

回忆希腊人战败波斯侵略军队的光荣历史
,

如马拉桑m ar at h o n

与沙拉米 5 a al 也 15 之役
. “

站在波斯人的蒙墓上
,

我不能想像我就是奴隶
。 ”

可是
,

在

今日的希腊
,

英雄的歌声寂寞
,

英雄的胸怀不再奋发
,

象征诗歌的神圣的七弦集也早堕落

了
。

第六首中诗人自已为爱国而羞惭蒙耻
,

因为留给诗人的
,

只是
: “

为希腊人而叔颜 ; 为

希腊而流涕
。 ”

在第七
、

八首中
,

诗人祈求大地
,

从战死于舍芒披里关 T h er 。 。 p yl ae 的斯

巴达三百勇士中
,

让三人生还
,

来创造新的光荣的战绩
。

他听到死者的呼声
,

说
“

我们

来了
, ”
只要有一个活着的人起来

,

但是那些活人却痞然无声
。

在失望之余
,

诗人在下面的二首诗中
,

讥讽着作为奴隶的希腊人
,

仅是一些勇敢的

洒徒
,

饮着萄葡的血计
,

却把流血的战争交给了土耳其人 , 他们跳着昆卢 p y rr ih c
的舞

蹈
,

却忘却了昆卢的阵法
。

他感慨地问道
:

那
你们有卡特墨斯 C a d m us 所造的文字—

试想着
:

那些是用来教给奴隶的吗 ?

在第十一至十三首诗中
,

作者
一

赞美诗人阿难克朗所服事的君主波利葛腊梯 p 。
行

。 r o et s ,

他虽是一个
“
暴君

”
(极权统洽者 )’ 毕竞还是

“
我们的同胞

。 ”
同样的

,

在马拉桑之役

战胜波斯人有功绩的密个它哀底 M il t ia d e s 、另一个
“
暴君

, ”
却也是自由底良友

,

他

“
像锁链般连系着他的人民

。 ”

诗人更希望涂立族 (斯巴达 )的母亲
,

会播下一些有希腊英

雄汉罗克里斯 H “ r ac le s的血统
。

第十四首诗警告听者
:
欺诈的法兰克人 ( 英

、

法
、

意等

国人士的总称 ), 正如强暴的土耳其人
,

同样有灭亡希腊的企图
,

唯一的希望是在
“
希腊的

〔2 5〕
、

原诗无题 目
,

首句作
“

希腊的群岛
”

( T h e i s l
e s o f G r e e e e

)
,

今从中译
,

以
“

衷希

腊
”

为此诗题名
。



宝刀
,

希腊的兵士
。 ”
在最激动情绪的第十五首诗中

,

诗人描绘希腊少女在树荫下舞蹈着
:

我看见她们底光 亮的漆睛闪耀一
但是

,

凝视每个明媚的女郎
,

`

我 的眼睛为燃烧的泪点润湿
。

试想着
,

这乳房定要哺乳奴隶了
。

最后一诗是诗人的天鹅之歌
,

怀抱着与波涛相互激煲的悲咽
, 他要唱着

、

死着
:

,

奴隶之邦决不是我居住的地方—
来呀

,

掷碎了那盏沙明的酒杯 ! ,

.

这篇
“

哀希腊
”

诗虽然只是一个行吟诗人
,

为娱乐一对青年爱人
、

唐磺与海蒂
、

歌唱着
,

但是它的听者应该包括十九世纪初叶的希腊人
,

也是全世界不原页做奴隶的人们
、

就是这个

原因
,

它激起了二十世纪初年 中国有志人士的同情与共鸣
,

产生着
.

各种不 同的中文译本
。

浓 张 浓 丫

一 在论述这些各式各样
、

多姿多彩的作品
,

其译者为梁启超
、

马君武
、

苏曼殊
、

胡适
、

胡寄半
、

与柳无 忌
,

我们将以苏曼殊的
“ 哀希腊

” 译文
,

虽然它并不是最旱的
,

作为批评

的试金石
, 因为它最有名

,

最有影响
,

也是最佳的一本
。

我们不能确切知道苏曼殊译诗

的年代
,

可能是 1 9 0 9年
,

那时他仅二十五岁
。

正如百年前的希腊一般
,

中国也为异族君

主的铁链所束缚着
。

拜轮写此诗时希措独立运动即将来监
,

而苏曼殊 ( 以及比他较早的

梁启超与马君武 ) 译诗时也正是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夕
。

虽然相隔一个世纪
,

此诗的作者

与译者同样为历史上消逝的光荣而感伤
,

同样扬起 悲壮的歌声
,

为民族 自由作 文 字 宜

传
。

1

德到后来重译者如胡适
、

胡寄尘与柳无忌的时候
, “ 哀希腊

”
诗己失去其民族革命

的意义
,

只是一部文学珍品而 己
。

明白了这点背境
,

我们率先介绍苏曼殊 的译文
,

然后

以其他各家的本子相互参证对比
,

而作一总结
。

在翻译
“
哀希腊

”
时

,

苏曼殊面对一个所有译者巫待解决的问题
:
如何 以中文诗的

格律
,

来翻译这篇每首六行
、

每行四音步的英文原诗
。

他所采取的五言诗体
,

比起在他以

前梁启超所用的曲调与马君武的自由式七言体诗
,

也许最为适合
。

以中文五言译英诗四音

步
,

一行对一行
,

尚不难安排
,

但从六行英诗
,

译成八行中文诗
,

却需要巧妙地截长补

短
,

尤其需要填衬得当
,

以安置多出的两行中文诗
。

在这方面
,

原诗的内容与写法
,

可

能影响译诗的成功与失败
。

现在且就拜轮原诗与苏曼殊译诗
,

作一分析性的比较
。

以第

一首为例
,

明显地第三行
“
情文何斐叠

”
与第六行

“
陵夷不自葆

”
是译者增加的

,

但相

当自
`

然配合
,

业无牵强不妥处
。

第二首译诗的手法却完全不同
,

把原诗第一行
“ T五“

S c
协

。 a

耐 ht e
eT ia

n m us
e ”
分作两行

“

窜词与谛词
,

词人之所生
” , 又把原诗第二行

a
T I、 e

h
e r o

, 5 h a r p , t h e L o v o r , 5 L u t e , ”

译 为中诗的三
、

四行
: “

壮士弹坎候
,

静女偷

呵筝
, ,

加上
“

弹
”

与
“

榆
”

两个动词
,

使诗句显得活跃
.

这样
,

此后的四行诗
,

就可以一行译一

行;
.

鼠译时略为自由
,

但意义确切而文字流畅
。

第三首与第一首相同
,

增加
“

独立向谁语
”

与
“

与此长终古 ,’( 译文第六
、

八行 )
,

也是就理成章
。

第四首开始时以六行中文照译六行英

文如下
。

名王踞岩石
,

雄视避逻滨
。

船师 列干艘
,

A k i n g s a t e o u t h已 r o e
k y b r o w

W h i e
h l o o k s , o ’ e r s e a 一b

o r n S a l a m i s ;

A
n d s h i p s ,

b y t h
o u s a n d s 一 L a y b e l o w ,



卒土替其民
。

八 n d n l e n i n ” a t i o n s ,

—
a l l 二 “ r e h i s了

履朝大点兵
,

H e g o u n t e d t h o m a t b r e a k o f 己a y

—
至暮无复存

。

A n 注 w h e n t h e s u n s e t W h e r e w e r e t h e y ?

翻译相当成功
。

其中在
“

王
”
前加

“

名
” ,

以 “ 踞 ”
译

“ 坐 ” 气s at e )
,

并改
“ w h i c h

L oo k s o ’ e r ” 为
“

(名王 )雄视
, ”

则 事支上胜于原作
。

不幸的
,

最后
“ 画蛇添足

” 的 七

八行
“ 一为亡国哀

,

泪下何纷扮 ? ” ,

非但缺乏创造性
,

而且在填对时露出误解原文意

义的痰胁
。

〔2 4 〕另外可以扒评的地方
,

如第七首原诗只有半行的
“
o ur f at h o r : bl e d ”

(第二行后半行 )
,

在译诗内增为
“ 尚念我先人

,

因兹糜血肉
”

二行
,

则是一个拖长原作

的例子
。

其他可以批评的地方
,

如第九首中
“
我血胜罗涂 ” (第四行 )

,

第
一

1
1

一首中 “
力

能绝天维
”

(第六行 )
,

第 卜四
一

首中
·
缝刃 藏祝心

”
(第三行 )

,

均为 ; J功日之句
,

与原诗不

尽妥治
。

但是同一诗 (第 十州首 )的后四行
:

骄似突 兵军
,

B u t T
u r l“ s h f o r e e , a ” d L a t i n f : a ; d

,

段
;

如罗句虏
,

尔 舌虽彭亨
,

入V o o l d b r e a k 。
,

o u r s h , 。

: d h o 、 : e 、 ` r b r o a d
。

去:
歼;如议瓦

。

虽然译 出的只是原作的二行
,

却改造得有如天衣无缝
。

其他可歌的好句亦甚多
,

如下面

的例子
:

而我独行谣
,

E 、
一

e n a s 1 5 1“ g , s o f f u s e m y f a C 〔 ,

我
_ _

无面 目
。

F o r 。
一

h a t 15 l e f t t h e p o e t h e r e ?

我为希人羞
,

F o r G r e e k s a b l u s h

—
f o r G r e e e e a t e a r .

我为希 乙誉哭

( 第 六首 )

今兹丁末造
,

o h ! t h a t t h e p r e s e ” t h o u r w o u 工d l e n d

安得君如斯
,

A n o t h e r d e s p o t o f t h e k i n d叉

束民如连锁
,

S u e h e h a i ” 5 a s h i s w e r e s u r e t o b i n d
.

立患民崩离 ?

( 第十二首 )

至于第十五与十六 二诗
,

译得尤为精彩
,

辞句婉啡而字坚锵
,

表达了原诗慷慨悄 激 的情

绪
,

充 份做到了译事的信
、

达
、

雅三者
,

现在照抹如下
:

注满杯中酒
,

F i l l h i g h t h e b o w l w i t h Sa m i a n W i n e !

她下舞婴姿
。

O u r v i r : i n s d a n e e b e n e a t h t h e s h a d e 一一

国耳公弃如遗
,

靓妆犹娥娥
。

〔2 5 〕

〔24 〕
、

苏受殊 在此处 因不 明希猎与波斯战争的历 史事实
,

在添加的 二 句中弄错 了
。

按沙拉

术 ( s al a m is
,

爱菜海 内一 小 岛 )之役
,

希腊人 以 少数士卒
,

战败波斯 王 X er x
es 所率领的波

斯侵略海
、

陆军
,

为希腊光荣历 史之一章
。

踞在岩石 上的名 王 即 X e r x es
, “

至暮 无 复

存 ” 的系波斯侵略军队
。

作 为希腊人
,

付此应 当高歌欢舞
,

不是为亡 国哀而泪下纷纷
。

啥 5 〕
、

译 文三
、

四 行
,

原诗所 无
,

系为凑足行数 而添加
,

但尚 自然
、

恰 当
,

不 能视 为违 背

信的条件
。

.

1 5
.



明脾复善睐 1 s c o t h e i r : l o r i o u s b l a e k e y e :
.

: h i : e ;

一顾光妻离
。

B u t g a g i “ 9 o n e a e h g l o w i n ; m a i d
,

好乳乳奴子
, m y o w n t h e b u r 二 i 。 : t e a r d r o p l a v e s ,

使我涕磅沱
。

T o t h i n
k

s u e h b r e a s t s m u s t S u e k l e s l a V 。 S ,

( 第 十五首 )

我立须宁峡
,

P l o e o n l 0 o n S u n i u m
, 5 m a r b l e d s t e e p ,

旁皇云石拼
。

独有海中潮
, w h o r e n o t h i n g s a v e t h e w a v e s a n d l

,

件我声 少嘶
。 : : : a 丁 if o a r o u r 二 u t u a l 二 : , r m u r : ; s w 。 。 p ;

象 为几天月
,

刊
: 。 I

一

: , s 、 、
一

a n 一儿k 。 ,

1
。 t 压 。 5 1。 ` a o d d i 。

:

至死鸣且飞
。

碎已芝要明卞厂
, 一

、 : a n 二 o f s h a v : 5 s h a l l n 〔 ’ 。 r b e 几 i n e

—俘邑安 〔 怀
。

D o s l;
、 10 。

一

n y o n c u p o f S a m i a ,` w i n 亡:

( 第
一

卜六首 )

关于
“ 牙防

, ”
如 清用字 与措 词

,

苏些殊的译诗可能胜于拜论原作
。

拜轮的诗歌产量

丰富
, 〔2 6 〕下笔神速

,

文字流畅
、

白然
,

但因为他 立不讲求修辞
,

写得 太快
,

偶而 不免有

败笔
。

此篇
“ 哀希猫

”
是他 的杰作

,

有动人的内容
,

奔放的情绪
,

但并不 以
“

雅
”
见

长
,

译时亦不必于此荷求
。

至于苏曼殊的译诗
,

因为当时 ( 1 9 0 9年春 ) 曾与章太炎
、

黄

侃同居
,

很可能受到这两 位国学大师的影响
,

〔2 7二因此在用字方面力求古 雅
,

如 “ 斐叠 ”

( 文 采貌 )
, “

硬夷 ” ( 杭替 )
, “

卿录
” (酒名

,

澎 湖之水可酿酒 )
, “

天维 ” (天纲 )
,

“ 彭 亨
”

(骄满貌 )
, “
越

.
,

(树阴 )
, “
娄离

”
(

“

离 姿
”

古之明目者 )等
,

但亦立不费解
。

唯有

第一首
“
茶辐思灵保

” 句
,

尤其
“

茶辐
”

一辞
,

遍查字典与词源而不得
,

无法 究 其 意

义
,

直至最后以译诗与原文逐字逐句对照
,

始恍然大悟
,

原来
“
茶

” 为 D e l os 的译 音
,

“ 辐 ” 为 P l: 。 。 b二 的译音
,

而所以一时不易发现
,

是因为苏曼殊把这两个英文字 的

读音改变了
: “

D 。 ” 与
“

茶
”

相差颇远
,

而此处的
“

P h o e ”
读

“ 飞 ” ( f 动
,

不是
“ 辐

”

( o[ )
。

诗中其他人名的
,

不音
,

因为字数的限制
,

不完全 依照原文
,

但是不难识别的
。

我们对于苏熨殊
“
哀希猎

”
诗的评 价

,

虽有若干保留
,

一般说来
,

是相当肯定的
。

现

在
,

转过来把 池的译作与在池以前的二 家子本
,

作一概括性的比较
。

最早注意到拜轮那

篇名著
,

并
; :

出诗两首与断 句若干以插入 他所撰的传奇内
,

是 《 新小说 > 编者 梁 启 超

( 1 5 7 4一 1 92 9 )
。

这位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维新人物
,

除了他 的多种历史
、

政 治
、

学

术
、

思想等著作外
,

也曾撰写小说传 奇五种
,

其中《新中国未来记》 ( 1 9 0 2) 为 中文作品中最

初提到
“
哀希 ; 尸 诗

。

话说当年有一位宪政党的创始者
, “

讳克强字毅伯的黄先生
” ,

〔2 8〕

与他 的朋 友李去病
,

在青 年时同去英国留学
,

入恶斯佛 ( O xf or d) 大学
,

后来黄君转去德

〔2 6 〕
、

拜轮 ( 1 7 5 5一 1 82 4 )死时 3 6岁
,

较苏爱珠 ( 2 8 5 4一 1 9 1 5 )仅 多活二年
。

〔2 7〕甚至 有章
、

黄曾为苏受殊译诗竹修改润色的传 说
。

〔2 5 〕
、

历 史人物黄克强 ( 1 5 7吐一 19 1 6 )
,

原名 珍
,

字忆园
,

一 字遵午
,

日本留学生
。

19 0 4年

始改 名兴
,

宇克强
。

此处 同名姓 球 为偶合
。



国柏林大学
,

李君去法国 巴梨大学
。

卒业后
,

二人同行绕道俄 岁斯答火车返国
。

途经山海

关
,

一路上高谈阔论
,

相互
“ 驳论 ” 个通宵

。

从山海关至放顺
,

宿于一 家西式客店
,

听

见隔壁房间有人在唱英文歌
,

先唱摆伦 B yr on 《 渣阿亚 》 iG
a
ou

r
诗篇里 的一段

。

黄 君

道
: “

摆伦最爱 自由主义
,

兼以文学的精神
,

和希腊好像有夙绿一般
。

后来因为帮助希措

独立
,

竟自从军而死
。

真可称文界里头一 位大豪杰
。

他这诗歌
,

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

作
。

但我们今 日听来
,

倒像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
。 ” 〔2引话未说完

,

又听见那人伴着

琴声
,

唱道
: “ T h e I s l e s o f G r e e e e ,, ,

(中译 )如下
:

(沈醉东风 )… … 咳
,

希腊啊
,

希腊啊
, … … 你本是平和 时代 的爱娇

,

你

本是战争时代 的天娇
。 “

摄芷波
”
歌声高

。

女诗人热情好
。

更有那
“
德

罗士 ” “ 菲波士
” (两神名 )荣光常照

。

此地是艺文旧垒
,

技术中潮
。

即 今 在否
,

算除却太阳光线
,

万般没了
。

(第一首 )

原来唱的就是 《 端志安 > D 。 ” J u a n ( 帐唐磺 》 )第三晌 〔30 〕第八十六章第一节
, “

也是他

( 摆伦 ) 借着别人 口气
,

来警醒希腊人的
。 ”

接着琴声再奏
,

又唱道 ( 中译 )
:

( 如梦忆桃源 ) 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
,

玛拉顿前润海门环绕
,

如此好

河山
,

也应有 自由回照
。

我向那波斯军墓门愚眺
,

难道我为奴隶
,

今

生便了 ! 不信我为奴为隶
,

今生便了: 〔3幻 (第三首 )

至此
,

隔壁有人敲门
,

琴声
、

歌声便都停止了
,

在讨论此诗时
,

黄
、

李两位还引了诗中其

他 的雄壮愤激的名句
, “

句句都像是对 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
。 ” 后来

,

他们发现那个唱

歌的
“ 却原来是二十来岁一个少年中国的美少年

。 ”

在这段故事中
,

首先要注意的
,

是梁启超在小说 内引用
“ 哀希腊

” 诗
,

是因为他觉

得诗中所说的
,

都像针对着当时的中国
。

这看法
,

毫无疑问的
,

也同样影响 着后来马君武

与苏曼殊的翻译
。

至于梁启超的译诗
,

不论是全译的二首
,

或摘妹的若干断句
,

都采用意

译的办法
,

自由得有时不免离谱
,

如
“
如此好河山

,

也应有自由回照
” ,

而断 句 中 如

“ 替希腊人汗流决背
,

替希腊国泪流满面
, ”

其 中
“ 侠背

” 与 “
满面

”
填衬得并无特殊

效果
。

他 “
旗谱选韵

, ” 以取得音乐的功能
,

但也业不见好
。

他的译作只是一种创先的尝

试
。

使我们佩服的
,

早在 1 9 0 2年或以前
,

梁启超非但己知道拜轮的 《 渣阿亚 、 与 < 端

志安 》 ,

而且有锐利的眼光
,

率先以中文介绍
“ 哀希腊 ”

诗
,

虽然只有诗二首与断句五

节
。

他所说的
“ 翻译本属至难之业

,

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
, ”
在今 日看来是老生常谈

,

在当时却有先见之 明
。

正如梁启超与 苏曼殊可能有师生关系
,

苏曼殊与马君武 ( 1 880 一 1 9 40)
“
哀希腊歌

”

〔2 9〕
、

果启超
, 《 小说传奇五种 》 (饮冰室专集 )

,

(上海
, 1 9 3 6 )

,

页 4 4
。

以 T 所引各段
,

均 自此书页 4 4一 4 6 。

t3 。〕
、

此 处的
“

的
” 字

,

以 及译诗用的 曲调
,

易使读者误认 《唐横 》 为一部戏剧
。

另据马

君武说
, “

梁氏非知 英文者
,

柏其徒 罗昌口述之
, ”
可能就是 岁昌弄错的

。

〔3 1〕在译诗后 面
,

紧接看有
: “

若者案
: 翻译本属至难之业

,

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
.

本蕊残

中国调译外国意
,

埃谙选韵
,

在在室艰
,

万不能尽知原意
。

刻 画 无盆
,

唐突西 于
,

自知革

过不 小
。

读者但看 西文原本
, 方知其妙

。 ”



全篇的第一 个翔 李者
,

是在 日本 卡奈读书寸汰识的朋友 〔3 2〕曼朱于《文学因绿》 自序中
,

亦 云
“ 友人君武译拜轮

。

哀希腊
,

诗
,

亦宛转不离原意
,

惟稍逊 《 新小说 》 所载二章
,

盖 稍失粗豪耳
。 ” 马君武曾留学 日本与德国

,
习工程

,

对于哲学
、

文学亦有兴趣
,

后为

南社社员
。

在东京时他加盟 于中国同盟会
,

参加革命工作
,

民国建立后历任政府要职
,

及大学校长
,

于 1 9 40 年逝 于桂林广西大学任内
。

他的著译范围甚广
,

包括政抬
、

经济
、

农业
、

工程
、

科学
、

文学
、

字典等
。

他曾出版 《 君武诗集 》 ,

收入集内的
“

哀希腊歌
” 系

译 于 乙 已年 ( 1 90 5 )
,

初载 《 新文学 》 杂瑟
。

〔33 〕马武君的译作为七言诗体
,

每首行数六

或十
, 〔34 〕共有六行诗十一首

,

为正规
,

与英诗每首六行相合
,

其它十行诗五首
,

当系

原作 内容较复杂
,

自六行扩充为十行
,

因此不免有穿插的地方
。

马君 武译诗以意译为原则
,

不拘泥于原作的辞句
,

文字自然而畅达
,

业无翻译的拘

束
。

他 的长处是文情立茂
,

豪 灾有气魄
。

他的译作颇多好诗 佳句
,

如第三首
,

第十首
,

第

十 六首
。

他的特出的慷慨激 昂的情绪
,

配合原文
,

有过之而 无不及
,

若干处或小有改动
,

办无损于整个诗篇
。

今举第十六首详文以为例子
,

可 与前引苏曼殊同一首诗的详文相比

较
:

置身苏灵之 高山
,

四国但见绿波环
。

波声哭声两不止
,

一曲歌终从此死 !

吁磋乎 ! 奴隶之国非所庸
,

一掷碎汝沙明钟!

其中第一行
“

置身
, ” 与第五

、

六行的排列位置
,

比苏曼殊的译诗更为忠实 ; 相反的
,

马译删去了
“
m ar b l e d

”

(原诗第一行 ) 与 5 w a n
一 iL k e ” (第四行 )

,

而苏曼殊则译出为
“

云

石
”

与
“

摩天鹊
” 。

另如第三首的
“

间立试向波斯家
,

宁思身为奴隶种
, ”
以及第十首的

“

试

读先人卡母书
,

谁则教君今为奴 ? ” ,

与拜轮原作相比
,

亦无逊色
。

但是
,

马君武的译诗有

时 不免错误失实
。

譬如第十三首诗内的
“

上有一线成海湾
”

(第三行 )
,

系误译原诗
“
E ix s

tS

t h e r e m n a n t o f a L i n 。 , , 。

此处
“
L i n e ”

作
“

家系 ,, , “

血统
" ,

不是
“

一线… …海

湾
” ; 此行可直伴为

“

存在着一个残余的氏族
” 。

又如第九首
“

万枪齐举向突厥
,

流血死

耳休来复
” (第三

、

四行 ) ,

与原诗意 义 〔35 〕正好相反
。

在他的儿首十行诗中
,

马君武颇有

〔3 2〕
、

当苏 受珠在横 滨 大同学校读书时
,

采启超 曾任教 大同 高级班
,

据说 受珠为该班学生

之一
。

受珠于 1 9 0 2年卒业 大同
,

去 东京
,

入早稻 田 大学预并
,

此时马君式亦自中国东渡
,

赴 日 留学
,

二人可 能 即在东京认识
,

同为 当时有志 的青午革命人士
。

〔33 〕
、

此杂志未右 到
。

砚在所握 的马君式译
“
衣希腊歌

” 系余录自《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

( 1 9 6 5) 第五册 、 马君武选集 》 。

〔34 〕
、

每 首诗 内插入之
“
吁 吸千

”
一行

,

不计数在内
。

第一首
“

希腊岛
,

希腊岛
” 作 为二

句
,

二行
。

〔3 5 〕
、

英 文诗三
、

四行如 T
: “

L e a v e b a t t l e s t o t h e T u r k i s h h o r d e s ,

A
n d S h e d t h e

b l。 。 d of s c i o ’ s
vi

: 。 : ” 苏 受珠译 第三行为
“
不 与突展争

,

此胡本游牡
, ” 较近原 文

。

至于 第四 行
“ t h e b l o o d 。 f S e i o

’ : v i n e ” 则指 S e i o 岛上所产 之萄萄酒
,

以饮酒 为

流血 (
“
s h c d t h o bl oo d

”

)是讽利笔法
。

此二行可直译为 : “
把战争 交给康聚的突厥徒 众

,

我们 未畅 欢此岛的葡萄血液 里 ”



琪鸭 子 的倾向
,

如
“

万玉哀鸣
, ” “

群珠乱落
”
(第二首 ) ; “

琴荒瑟老豪华歇
” (第五首 ) ;

“

一朝宫社尽成墟
” , “

光荣忽下旁 夕阳没
,

名誉都随秋草枯
”

(第六首 )
。

这些字句有传统旧诗

的意味
,

却与原作不合
。

同时
,

马 君武也故意改动原诗
,

如
“

当年政治从多数
” , “

国

民自是国权主
,

纷纷暴君何足数
” (第十一首 )

, “

本族暴君罪当诛
,

异族暴君今何如 : ”

(第十二首 )
,

以宣扬当时革命志士的政治主张
,

最后所引二句更是十分露骨
。

从这些例

子
,

我们可以说
,

同盟会会员
、

日本留学生
、

西方文化传播者 〔3 6〕马君武
,

不失为一位

有才华的文学家
,

但是他译
“

哀希腊歌
”
时重

“

达 ” 而薄
“

信
” ,

有时不免草率
,

甚至宜

改原作
,

以表达他 自己坚持的政治主张
。

在马君武
、

苏曼殊之后
,

当统治华夏的
“

异族暴君
” 已被推翻

,

中华民国亦己建立

时
,

拜轮在 中国的影晌亚未消失
,

在 1 9 1 。与 1 9 2。年代
,

陆续出现了胡适 ( 1 8 9 1一 1 9 62 )与

胡寄尘 ( 1 8 8 6一 1 9 3 8) 的二种
“

哀希腊
” 译本

,

还有柳无忌 ( 1 9 07 一 )未发表的译本
,

证明

它是西洋诗中最受欢迎的一篇
。

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以提创白话文学驰名中外
,

后来当

过大学教受
、

校长
,

政府官员
,

如马君武一样
。

在人文科学方面
,

他的著作丰富
,

包括

《胡适文存 》 , 《 胡适论学近著 》
,

以及 《 中国哲学史大纲 》 , 《 白话文学史 》 (此二

书均未完成
,

仅有上卷 )
,

与最早的新诗 《 尝试集 》 ( 1 9 2 0 )
。

他的
“

哀希腊歌
” 刊于 《 尝

试集 》 的附录
“

去国集
” ,

是胡适早期的作晶 ( 19 1 4)
, 〔 37〕不用 白话

,

面以骚体译出
。

比

起马君武与苏曼殊
,

胡适有三个有利条件
: ( l )他手头有马

、

苏二家译文
,

可供参考
.
( 2 )

他 当时在美国留学
,

英文根基与对于英国又学的认识
,

深于以前的几位译者 , ( 3) 他译诗时

虽如他们一样
,

同为二十儿岁的青年
,

〔3 8 〕但当时民国己成立
,

新文化运动不久即将开展
,

而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亦有更大的兴趣与了解
。

就是如此
,

胡适似为梁启超
“ <端志安 乒

第三的
”

中的
“

的
”

字所误
,

在其
“

哀希腊歌
”
序中

,

一则日
: “

此歌凡十六章
,

见裴伦厉著

长剧 《 唐浑》 D 。 几 J u a n
中

, ”
又 日

: 《 唐浑 》 一剧
,

读者今已甚寡
。 ” 〔3的胡适本人

,

业非
“

今 己甚寡
”

的 《唐浑 》 读者
,

因此他不知道这部拜轮的作晶是长篇叙事诗
,

不是
“

长别
” 。

对于 马君武
、

苏曼殊两家译本
,

胡适批评着
: “

君武失之讹
,

而曼殊失之晦
。

讹翅失

其
,

晦则不达
,

均非善译者也
。 ” 〔4。〕他重译

“

哀希腊
”
诗

,

在
“

三年 ( 1 9 1 4) 二月一

夜
,

以四小时之力
,

译之
。

既成
,

复改削数月
,

始成此本
。 ” 〔41 〕虽然避免了

“

讹
”

与
“
晦 ”

的弊病
,

善 译者如胡适却犯上另一个基本的错误
:
以屈原的骚体来译拜轮的六行诗本

。

骚体有其好处
,

每首诗可不拘行数与字数
,

较为自由 ; 而在分行方面
,

L4 2〕胡适的办去也

〔36 〕
、

马君武曾翻译三大部西文亘著
: 达 尔文的 《物种原始 》 ,

卢骚 的 《民约论 》
,

赫克

尔的 《一元哲学》
。

( 5 7 〕
、

据胡适
“

哀希腊歌
"

序 (作于 1 9 16年 )
,

载 《 尝试集》 ( 上海
, 1 9 2 3年

, 5版 )
,

页 1 36
。

〔38 〕
、

梁启超生 于 1 8 73
,

当 1 9 0 2牛撰写 《新中国未来记 》 时
,

未满 30 岁
。

马君式译诗片25

岁 ( 1 5 8 0一 2 9 0 5) ; 苏受珠 2 4岁 ( 1 5 8 4一 1 9 0 8 ) ; 胡适 2 3岁 ( 1 8 9 1一 1 9 14 )
。

〔3 9〕、 《 尝试集》 ,

页 1 3 3一1 3 4 。

〔4 0〕
、

全上
,

页 1 3 5一 1 3 6
。

〔4 1 〕
、

全上
,

页1 3 6
。

〔42 〕
、

胡适
“

哀希腊歌” 每首六行
、 , 、 行不等

,

计六行诗 5首
,

八行诗 11 首
。

.
1 9

.



比马 翻
一

武的较为妥当
。

二4 3二可是
,

骚体却给胡适的 泽诗带来一个致命伤
:

骚体诗每行之末

的
“

兮
”
字

,

在古代楚国诗歌中可能发生断句作用
,

但在二十世纪今 日的译诗中仍然是
“

兮 ” 、 “

兮 ”
不休

,

看上去不痛快
,

读时更念不上口
。

这种仿骚体的 沂诗
,

正好犯上 ,

了胡适后来 ( 1 9 1 7) 在
“

文学改良各议
”

中所攻击的
“

摹付古人
”
的弊病

。

如他 自己所说
,

一

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
,

而他不人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
,

用二千数百年前的
“

死
”
诗体

,

来

序十九世纪的英文诗
,

这道理实在说不过去
。

〔44 〕另外一个考虑
,

在拜轮诗 中
“

哀希腊 ”
的

歌者是一位希矜人
,

虽然池抱有亡国 的 悲劝
, “

其词至慷慨哀怨
” ,

〔45 〕但事实上诗中情绪

是
“

慷慨
”
甚于

“

哀怨 ” ,

其
“

雄
;士喷激

, “日人读来精神百倍
。 ” 〔46 〕这一点

,

胡适的
“

哀希

猎歌
” 没 有做到

。

相反的
,

池为骚体所误
,

在译文中添加一些为原诗所无的
“

牢骚
”
的

字句
,

如
“

我徘徊以忧伤兮
,

哀旧烈之无徐
” (第一首 )

,
’ `

悠悠兮
,

我何所思 ” (第二首 )
,

爪时词客
” (第三首 )

, “

琴荒 瑟老
,

臣精竭兮
” (第五首 )

, ·

我欲诉天阎兮
” (第七首 )

,

“

我抚普而 涕淋浪兮
”

(第 十二首 )
, “

且行吟以
.

步啸兮
”

(第十六首 )
,

这些例子
,

给读者一些错

觉
,

以为
“

哀希 腊
”

作者是一个曦叹迟暮的行吟诗人
,

如公元四
、

三世纪前的中国屈原一般
,

而忘却 他是十九世纪的英国拜论
,

他写此诗的主要目的
,

是在激动希腊人的爱国热情
,

为 自由独立而奋斗
。

胡适批评 马君武译诗
“

失之讹
” ,

但有时亦不吝沿袭马译辞句
,

如

第三首与第八首
,

今举第八首以见一般
.

沈沈希猎
,

犹无声兮
;

不闻希腊生人声
,

惟闻鬼语
,

作潮鸣兮
。

但闻鬼啸作潮鸣
。

鬼日 : “

但 令生着一人起兮
,

鬼日生者一人起
,

尹

吾曹虽死
,

终阴相尔兮!
” 我曹虽死犹助汝

。

呜咽兮鬼歌
,

吁差乎 ! 希腊人之口尽瘩
,

生者之痞兮奈鬼何 ! 鬼声相答海天阴
。

(胡适 ) (马君武 )

它如第三首的
“

马拉顿后 ” , “

马拉顿前
” , “

犹梦希 猎终 自主也
” ,

与第五首的
“

琴

荒瑟老 ” ,

都沿袭马君武 ;一井文
。

其 中把马译
“

琴荒瑟老豪华歇
” 改为

“

荒琴瑟老
,

巨精

竭兮
. ”

反而 不高明
,

也亚不见得较近原作
。

〔4 7〕但是
`

大致说来
,

胡适的译诗却能做到

不讹不晦的地步
,

有时改造得亦为恰当
,

如下面的一首

悠悠兮
,

我何所思 ?

荷马兮阿难
。

T h e S e i a n a n d t h e T e i a n m u s e -

〔43 〕
、

胡适的译诗
,

凡不能以 六行译原诗六行 者
,

均伸长为八行
,

比马君武译诗的十行
,

较为 简短而 易处置 ; 另一便利
,

骚休可 以或长或短
,

不拘 字数
,

在钾音员方面
,

也较为自由
。

〔44 〕
、

这道理
,

胡适后 来在提 倡活 文学时
,

也 己觉悟 了
。

〔45 〕
、

胡适 《尝试集》 ,

页 1 3 4a

〔46 〕
、

梁启超
,

《小说传奇五种 》
,

页45
。

〔4 7 〕
、

原诗
: “ a n d

也 i n e
?,, 胡适译文

:

m u s t t h了 L y r e 5 0 L o n g d i v i n e
/ D

e g e n e r a t e i n t o h a n d s l i k
e

“
古诗人兮

,

高且洁 兮 , 琴荒瑟老
,

臣精摘兮
。 ”



慷慨兮歌英雄
,

T h e h e r o ’ 5 h a r p ,
t h e 20 二 。 r , 5

l

u : 。 ,

兰更绵兮叙幽欢
。

〔48 〕

享盛名于万代兮
,

H a v e f o u ” d t h e f a m e y o u r s h o r o s r e f u s e ;

独岑寂于 斯土 ; T h e i r p l a e e o f b i r t h a l o n e 15 m u t 。

大声起乎仙岛之西兮
,

T o s o u n d s w h i C h e e h o f u r t h e r w 。 。 t

何此邦之无语
。

T h a n y o u r s i r e s ’ “
I s l a n d s o f t h

。
B ze s t

. , ,

( 第二首 )

有了马
、

苏
、

当
:

三家的
“

女希 六泣
”
诗

,

其他的翻份 似乎多 徐
。

后来 丁异者唯一的动机
,

只可说是由于拜轮原诗的动人心弦
、

而情不自己地再来效策一翻
。

于是
.

同在 1 9 2 3一 1 9 24

年
,

又 有胡寄尘与柳无 弓的两种中 :: 本
,

二4 9二在此略如叙述 万
J

寄尘 ( 名
’

}不探 )是名汉学 抓

润补安的弟弟
,

与柳亚子友善
,

同为南社中坚人物
; 寄尘与子道静

,

亦 同为 上 海 通志

馆编纂
。

胡寄尘 本人是一位著述丰富的作家
,

出版有关中国文学书籍十余种
,

其 研 究 范

围
,

包括民歌
、

诗学
、

小说
、

新文学与文学史
。

在胡 适的 《 尝试集 》 出版后
,

胡寄尘 曾撰
“

尝试集批评
”
与

“

尝试集正谬
”
二文

,

引起一场论战
,

参加者十余人
,

有文二十余篇
,

都编入 《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 (1 9 2 1) 书中
。

可是
,

在批评 丈尝武集 冬白话诗时
,

胡寄尘

没有注意到集内
“

附录 ” 的
“

哀希猎歌
。 ” 至于胡寄尘后来翻译的

` “ 、

去伦哀希腊诗 ” ,

据

他在前言所称
,

与前三本均有不同
, “

短长得失
,

余亦未敢知
。 ” 〔5的诗的形式方面

,

胡

寄尘如苏曼殊一般
,

用五言古体
,

每首八行
,

有音员
; 译笔平 易通畅

,

比苏 洋有进步
。

内容方

面
,

因系后译
,

有少数地方乎采用前人洋作的辞句
,

用苏曼殊句子的
,

有
“

繁华不 自惜
”

(第二

首 )
, “

率土替其 民
” (第四首 )

, “

今兹丁末运 (苏 津作
“

造
” )’, (第十二首 )等 ; 从胡适

译诗变化出来的
,

有
“

试听箫鼓喧
,

且赴贝凯舞
妙 (第九首 )

;
略同马君武的

,

有
“

海湾

横一线
” (第十三首 )

:

不幸的
,

在此二处
,

胡适与马 召武 的译文都有错误
, 、 5妇 以致以误传

误未得改正
。

另外
,

译诗第一首删去原诗有关希腊女诗人 s a p p ho 的一行
,

不知何故
,

第十五首
“

慨汝饱食奴
” 句意义不明

,

容或 有误
,

均 为美中不足
。

胡寄尘译
“

摆伦哀希 腊诗
”

时
,

年己三十七
,

比其他四人 (连梁启超在内 ) ;羊诗时的年 己

为大 ; 相反的
,

我翻译此诗时仅十六
、

七岁
,

中
、

英文程度都很低 浅
,

但是动机是值得一提

〔48 〕
、

古代希腊作家
,

以英雄史诗闻名 的荷马 H o m “ r ,

生于 爱琴海的 5 0 1。岛
; 写作抒情

诗的阿 难克里 昂 A o ac er o n ,

生 于 小 亚 细亚附近爱琴海的 T e os 城
。

此处 虽为意译
,

领

能达意
,

韭无不妥
。

〔49 〕
、

根据胡寄尘
“

摆伦哀希腊诗
” 前言

,

此诗的翻译
,

始于 1 9 2 3年 6 月
,

至 19 2 4年 1 月
,

“
凡 七阅 月而 始脱稿

。 ”

见 球胡怀 探诗歌丛 稿 灰 (上海
,

1 9 26 )
,

页 1 25
。

柳无
J

息于 1 9 2 3年署假
,

译 出
“

衷希腊
” 诗

,

19 2 4年 7 月修仃完成
,

作后 记
。

〔50 〕
、

《胡怀探诗歌丛稿 》
,

页 1 2 50

仁51 〕
、

马君武
“
上有一线成海 湾

” 的误译
,

已于 上 面论马君式译诗 时指 出
。

至于胡适的 错

误
,

在于 以 原文
“

B a e o h a n a l " 字作 为
“

贝凯之舞
,, 。

按
“
B a e e h a n a l ,, 源于 岁马酒 神

B ac c h 。 S (亦即希腊之 D i o n y s su )
,

系指 狂欢作乐之 酒厅走 ;
他们 可能 在酒 后 狂欢起舞

,

但亚非
“

贝凯之舞
” 。

至于 “ f〕外之箫鼓
, ”

为胡适意添入
,

不 见英 文原诗
。



的
.

关于此点
,

在译诗的后记 (一三 〔1 9 2引
,

七
,

一三于梨花村 )我这徉写着
.

近今新诗作者
,

如云 而 起
,

尽多委靡不振的诗
;
但是关于有革命思想

的作品
,

反不易寻觅
。

就拿拜
, `此 消

一

来讲
,

旧文坛上 己有完完全全 的

三家译本
,

〔52 〕而于应当鼓吹革命的新文学
,

反一种译本也没有
,

这是

何等样可憾的事情呢 l 拜轮是革命诗人
,

尤其于此诗内谁露出他底革

命热诚
,

虽则他是帝国的人 民
,

但他却极端反对帝国主义者的 侵 略 政

策 ; 他原贞意帮助弱小的民族—
希腊人—

而为之奋斗
。

在此诗内他

甚至于原页意有一个统治全国的暴君
,

领着他底人民
,

去脱离国外帝国主

义者的压迫
。

他这十六章诗
,

是他一生思想 的结晶体
,

就是他生平著作

的代表
。

他此诗是这样的伟大
,

所以我觉得有浮为新诗的必要
,

但是

同时我亦觉得有力不胜任的恐怖
。

我底英文学识极薄弱
,

于新诗又不多

研究 ,
所以我虽竭我底力

,

很精审地译了几夜
,

方始成功
,

然石总有许

多谬 误的地方
,

免不了识者底摘 指
。

〔5 3 〕

我这个第六本
“

哀希猎
” 诗 (包括梁启超的 有译本 )

,

与众不同的
,

系未取直 泽法
,

用白

话文译出
,

以忠实于英文原作为最终目的
,

但如在
“

后记
”
所云

: `

遇有汉英不能互合的

地方
,

我也不免用意浮来达意
。 ”

事实上
,

这些意译的地方亚不多
,

也有一
、

二处误译
,

在

后来修订的稿本上却都改正 了
。

在译
“

哀希腊
”

时我业未读过拜轮的其他诗篇
,

唯一的
“

烟

士披里纯
” ,

得自苏曼殊 的译诗
,

更 因此引起后 未 ( 1 9 26 一 2 7) 我随着父亲所做 的
“

苏曼殊

研究
。 ” 当时

,

新诗运动正在开展
,

年轻的我受到胡适等人的影响
,

蔑视所谓
“

矫揉造作
”

的旧诗
,

以为凡是用传统形 式所写的诗
,

都犯上这个毛病
。

时至今 日
,

多读了一些中
、

英诗
,

我对于诗的看法较为成热
,

而此次重读苏曼殊 的
“

哀希脂
” 诗

,

我的批评更为现

实
。

总结说来
,

翻泽诗歌
,

如采启超所说
,

为
“
难中之难

。 ” 以中文炸英诗
,

因传统中文

诗体每行字少
,

有时需要增加行数
,

以表达原作的内容
,

如拜轮此诗每首只有六行
,

而

各家洋本每首有六行
、

八行
、

以至十行
。

这几种洋诗 (我的白话诗除外 )
,

都试用阴
,

但未

能与原诗的音员脚相合
。

马君武与胡适所用 的诗体
,

在押翎方面可略为随便
,

而苏曼殊与

胡寄尘的五言古体
,

其静印有固定的位置
,

有时不易安排
。

至于各家译诗 〔54 〕的方法与品

质
:

胡适的译文最为正确
,

但亦不无可以商量的地方
; 马君武有时误译或随意 删 改 原

〔52 〕
、

当时不知道另有胡寄尘译 文
。

。 53 二
、

此篇
“
后记 ” ,

我的译诗的初稿 (月现在的修汀本
,

梢有 不同 )
,

以 及苏受殊
,

马君

武
,

胡适的译诗
,

都是 1 9 2 4年夏天父 亲为我亲 自抄录在一册薄协的 练 习簿上 (前 面亦有

我 写的英文原 诗 )
。

事 隔六十年
,

而 现仍保 夺无 恙
,

为一奇迹 ( 经过 T 六十年来的战争

与迁移 )
,

更是一份极 为珍 贵的纪念物
。

至子 所引此段文宇
,

是五四运 动时期 的产物
,

有

不妥处
,

仍照 录未改
,

以存真
。

〔54 〕
、

梁启超的译 文不 多
,

无 法 为之评论
。



诗
,

不足为法
.

但池 的诗句有情感 与活力
,

遥以表达拜伦原诗的精神
; 苏曼殊诗中的晦

涩处业不多
,

无损于整个诗篇
,

亦不能掩盖他 的许多可圈可点的 佳句
; 胡寄尘的译本虽

后来而未能居上
; 柳无忌的翻译扭实而近原作

,

是白话诗体的长处
。

比较说来
,

在诗的形

式的移 齐
.

字句的简练 紧凑
.

以及整个的艺术效果— 中国旧诗的一些优点— 苏曼殊的
“

哀希猎
”
心似乎胜过其他各军译本

,

不失为一篇文学 名著
。

虽然他只是彗星一般出现于近

代 的中国文坛
,

他 的介绍西方文学的成绩 (
“

哀希腊
”

诗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
,

〔55 〕与他在编

纂汉 涂英译集 ( 如 《 文学因绿 》 ”
与 《 汉英三昧集 》

,

工作上的努力
,

都证明着在比较文

学方面
,

苏曼殊的贡献
,

就是在今 日他的百周年诞辰
,

非但前无古人
,

后亦鲜见来者
。

1 9 8 4 年 9 月

〔附 录 〕

新 中 国 未 来 记

梁 启 超 著

唱到这里
.

琴声便 自戛然止了
.

李君道
.

哥哥你听这不是唱的摆伦 B y r o n
那 「法阿亚 」

G i a
ou

r 的诗篇么
.

黄君道
.

正是
.

摆伦最爱自由主义
.

兼以文 学的精神和希腊好象有夙缘

一般
.

后来 因为帮助希 猎独立
.

竟 自从军而死
.

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
.

他这诗歌
.

正是用来激厉希月厅人而作
.

但我们今 口听来
.

倒象有 儿分是为中国说法哩
.

说犹未了
。

只听得隔壁琴声
.

又悠悠扬扬的送将来
.

两君便不接谈
.

重新再听
.

听他唱道
.

T h e i s l e s o f G r e e e e , t h e i s l e s o f G r e e e e z

W h e r o
b u r i l i n g S a P P h o l o v e d a n d s u n g ,

W h e r e g r e w t h e a r t s o f w a r a n d p e a e e ,

—W h o r 。 D e l o s r o s e , a n d P h o e b u s s p r u n g !

E t e r n a l s u m m e r g i l d s t h e m y e t
,

B u t a l l
, e x e e p t t h e i r s u n , 15 s e t

。

( 沈醉东咳 .)
· ·

… 咳
.

希脂啊
.

希猎啊
. ”

·

… 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
.

你本是战争时代

的天骄
.

「撒芷波 」歌声高
.

女 ;专人热情好
.

更有那 「德罗士 」 「菲波士 」 ( 两神名 ) 荣

光常照
.

此地是艺文旧垒
.

技术中潮
.

即今在否
.

算除却太阳光线
.

万般没了
.

黄君道
。

这唱的还象是摆伦的诗呀
.

李君道
.

不错
.

是那 「端志安 」 D o n J u a n
第三的第八十六

〔55 〕
、

另外尚有 《拜轮诗选 今 中其他译诗
,

与 咤潮音 》 集内有关中西文学的译著
,

共 中

有他编料 的
“

英 吉利闺秀诗选
” 。

后者在最近 即将有 中文译本
。



章第一节呀也是他者著别人 口气
.

来 冷泥希蜡人的
.

只听得琴声再奏
.

又唱道
.

T h e n o l认 n ta in o lo ok
一

o nM a a r th o n

A n dM a ra th o n
’

lo ok so二
`

th e
.

se a;

A n d
,

m u s i n g t h e r e a n il o u r a l o n e ,

1 d r e a m
’

d t h a t G r e e e e m i g h t s t i l l b e f r e e ;

一

F
o r , s t尽 n d宝n g o n t h e P e r s i a n ’

s g r a v 。 ,

Ic o n ld n o t d e e m m y s el f
一

a sl a v eo

(如梦忆桃源 )
_ ,

马拉顿后啊山容缥缈
.

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
.

如此好河山
.

也应有

自由回照
.

我向那波斯军墓门恩眺
.

艰道我为奴为隶
。

今生便了
.

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

便了① 黄君道
,

、

好沈痛的曲子
.

李君道
.

这是第三节了
.

这一章共有十六节
.

我们索性

听他唱下去
.

正在倾耳再听
.

只听得那边琴声才响
.

忽然有人敲门
.

那唱歌的人说一声

「C
o m ie n 」②

。

单扉响处
.

琴声歌声便都停止了
.

黄右道
.

这是什么人呢
.

别的诗不

唱
。

单唱这亡国之音
.

莫非是个有心人么
.

李君道
.

这诗虽属亡国之音
.

却是雄壮俏激
.

叫

人读来精神百倍
.

他底下遂说了许多什么 r祖宗神圣之琴
.

到我们手里头
.

怎便堕落` J什

么 「替希腊人汗流侠背替希腊国泪流浦面
.

」什么 「前代之王
.

虽属专制君主
.

还是我

国人
。

不象今日变做 「多尔哥 」蛮族的奴隶 」什么 「好好的同胞闺秀
.

他的乳汁
.

怎便

养育出些奴隶来
。

」到末
。

末一节
。

还 说什么 「奴隶的上地
。

不是我们应该住的土地
。

奴

隶的酒
.

不是我们应该饮的酒
.

」句句都象是对著现在中国人说一般
.

兄弟也常时爱诵

他
。

黄君道
。

这唱歌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

说是中国人
.

为何有这种学问
。

却又长住这里
.

说是

外国人
. ’

他胸中却又有什么不平的事
.

好象要借这诗来发牢骚似的呢
.

两人正在胡猜
.

只听

得邻房的客
.

卜

已经走了
.

不到一会
.

那唱歌的主人
.

也关门 出来
.

两人正要看看他是什么

人物
.

因此相携散步出门
.

张望张望
.

恰好那人转过身来
.

正打一个照面
.

却原来是二

十来岁一个少年中国的美少气
·

’

一
( 摘录 茸 《 小说传奇五种

、

》 页4 4 . 46 )

哀 希 腊

苏 曼 殊 译

( 1 ) 巍巍 希腊都
,

生长奢浮好
。

. `

长夏尚滔冶
,

颓阳照空岛
。

( 2
’

) 章诃与谛诃
,

词人之所生
。

宗国寂无声
,

酒向西方鸣
。

悄文何斐叠
,

茶辐思灵保
。

征伐和亲策
,

使夷不 自葆
。

壮士弹坎侯
,

静女愉鸣攀
。

荣华不 自惜
,

委弃如浮萍
·

①

②

著者案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本篇 以 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

在窒毅方不能尽茹原意刻进充盛唐突西子 自知罪过 不小读者但看西 文原 本方知 其妙

贯通来也



〔 3 )山对摩罗东
,

海水在其下
。

希腊如可兴
,

我从梦 中靓
。

波斯京观上
,

独立向谁语
。

吾生 ` 为奴
,

与此长终古
。

( 4) 名王踞岩石
,

雄视少逻滨
。

船师夕U千艘
,

率土替其民
。

晨朝大点兵
,

至暮无复存
。

一为亡国哀
,

泪下何纷纷
。

( 5 ) 故国不可求
,

荒凉问水濒
。

不闻烈士歌
,

勇气散如云
。

琴兮国所宝
,

仍世以为珍
。

今我却疲茶
,

拱手与他人
。

( 6 ) 威名尽壁地
,

举族供奴畜
.

知尔优国士
,

中心亦以惠
。

而我独行谣
,

我犹无面 目
。

我为希人羞
,

我为希腊哭
。

( 7 ) 往者不可追
,

何事徒频遭 ? 尚念我先人
,

因兹糜血肉
。

冥冥篙里间
,

三百斯 巴族
。

但令百余一
,

堪造披丽谷 !

( 8 ) 万籁一以寂
,

仿佛闻鬼喧
.

鬼声纷敲栽
,

幽响如流泉
。

生者一人起
,

导我心行间
。

稿骨徒为尔
,

生者默无言
。

( 9 ) 徒劳复徒劳
,

我且调别曲
。

注满怀中酒
,

我血胜馨尿
.

不与突厥争
,

此胡本游牧
.

磋尔俘虏余
,

酚酒颜何恋
。

( 1 0) 王迹 已陵夷
,

尚存羽衣舞
.

卑 卢方阵法
,

知今在何许? 此迈尔国故
,

糜散随尘土
.

伟哉法摩书
,

宁当韶收困
。

(1 1) 注满杯中酒
,

胜事日以堕
.

阿郁有神歌
,

神歌今始知
。

曾事波利葛
,

力能绝天维
。

雄君虽云虐
,

与女同本支
。

( 1 2) 揭岛有暴君
,

其名弥尔底
。

阔达有大度
,

勇敢为世师
。

今兹丁末造
,

安得君如斯
.

束民如连锁
,

岂患民崩离?

( 13 ) 注满杯中酒
,

倏然怀故山
.

峨峨修里岩
,

踢踢波家湾
。

紧彼陀离种
,

族姓何斑斑
。

境念希罗嘎
,

龙撒未调残
。

( 1 4) 莫信法郎克
,

人实进尔者
。

键刃藏祸心
,

其王如商贾
。

骄似突厥军
,

黯如罗甸虏
.

尔盾虽彭亨
,

击碎如破瓦
。

( 1 5) 注浦杯中酒
,

抛下舞美婆
.

国耻弃如遗
,

靓妆犹娥峨
。

明眸复善睐
,

一顾光宴璃
。

好乳乳奴子
,

使我涕谤沱
。

( 1 6) 我立须宁峡
,

旁皇云石梯
。

独有 海中潮
,

伴我声悲嘶
。

愿为靡天鹊
,

至死鸣且飞
.

碎彼婆明杯
,

俘邑安足怀
。

—
录 自 《 拜轮诗选

`

哀 希 腊 歌

马 君 武 译

此诗共十六章
,

梁启超曾译其二章于新小说
,

梁氏非知英文者
,

翰其徒 岁昌 口述

之
。

予 以 乙 已冬归沪一省慈毋
,
雪深风 急

,

茅屋一棣
,

间取装伦诗读之
,

随笔连译
,

速

尽 全章
。

呜呼 ! 裴伦哀希腊
,

吾今方白哀之不暇 尔
。

( 1 ) 希腊岛
,

希腊岛 ! 诗人沙浮安在哉 ? 爱国之诗传最早
。

战争平和万千术
,



其术替 自希猎出
;
德娄

、

飞布两英雄
,

溯源皆是希 措族
.

吁磋乎 !

漫说年年夏 日长
,

万般销歇剩斜阳
。

`

2 ,

莫说
一

先
、

佃二族事
,

繁华一夕尽销沉
。

万玉哀鸣侠子瑟
,

群珠乱落美人琴
,

巡南海岸尚纵横
,

应愧放今站盛名
。

侠子美人生聚尼
,

悄然万箱尽无声
。

吁磋乎 !

琴声摇曳向西去
,

昔年福岛今何处?

仁 3 、 马拉顿后山如带
,

马拉顿前横碧海
。

我来独为片刻游
,

允梦希腊是 自由
。

吁磋乎 !

间立试向波斯军
,

宁思身为奴隶种
。

( 4) 有玉危坐石岩倚
,

临深远望沙拉米
。

海舶千艘纷如蚁
,

此国之民彼之子
。

吁噬乎 1

白日已没夜已深
,

希腊之民无处寻
。

( 5) 希腊之民不可遇
,

希腊之国在何处 ? 但余海岸似 当年
,

海岸沈沈亦无语
。

多少英雄古代诗
,

至今传诵泪犹垂
。

琴荒瑟老豪华歇
,

当是英雄气尽时
。

吁咙乎 !

欲作神圣希腊歌
,

才薄其奈希脂何 !

( 6 少 一朝宫社尽成墟
,

可怜国种泣为奴
。

光荣忽傍夕阳没
,

名誉都随秋草枯
。

岂无国士生列岛
,

追念夙昔伤怀抱
。

我今漂泊一诗人
,

对此犹惭死不早
。

吁磋乎 !

我为希胎几 ,频笼
,

我为希腊一痛哭
。

( 7 ) 止哭收泪挺身起
,

念 女高 音流血死 ! 不信赫赫斯巴达
,

今 日无一忠义士
。

吁磋乎 !

三百勇士今何之
,

退某倍黎草离离
。

( 8 ) 不闻希 几生人声
,

但闻鬼声作潮鸣
。

鬼日生者一人起
,

我曹虽死犹助汝
。

吁磋乎 !

希猎之少
、
口 尽瘩

,

鬼声相答海天阴
。

( 。
、 、

叩纽为君歌 一曲
,

沙明之酒盈杯绿
一

万冬仓齐举向突喊
,

流血死耳休来复
.

吁噬乎 :

全
、

君以耳听我歌
,

君不应兮奈君何 !

( 1 0) 君今能作霹雳舞
,

霹雳军阵在何处 ? 舞仪军式两有名
,

军式 已亡舞仪存
。

吁磋乎 !

试读先人卡母书
,

谁 则教君今为奴 ?

( 11 。 且 约沙明盈酒孟
,

恼人时事不须提
。

当年政治从多数
,

为忆阿明克胡诗
。

吁磋乎 !

国民自是国权主
,

纷纷暴君何足数
。

( 12 ) 暴君昔起泣松里
,

当时自由犹未死 曾破波斯百万师
,

至今人说米须底
。

吁磋乎 l

本族暴君罪当诛
,

具族暴君今何如?

( 1 3) 劝君莫放酒杯干
,

白卡之岸苏里岩
。

上有一线成海湾
,

斗李之母生其间
.

吁暖乎 :

其 间或布 自由种
,

谁 实获之希腊统
。

( 1 4 ) 劝君莫信佛郎克
,

自由非可 他人论
。

佛郎克族有一玉
,

狡童心深不可侧
.

可正 准有希 结军
,

可 i仑淮有希猎刀
。

劝君信此勿复疑
,

自由迁人终徒劳
。

吁磋乎 !

突队之暴佛郎反
,

希腊分裂苦不早
.

( 15 ) 少明之酒千钟庄
,

天女联 翩齐起舞
。

眼波如 水光盈盈
,

但将光线射倾城
。

吁磋乎 !

为奴之民孰 顾 女
,

我窃思之泪如雨
。

( 16 ) 置身苏灵之高山
,

四 围但见绿波环
。

波声 哭声两不止
,

一曲歌终从此死 ! 吁噬乎 ,

奴隶之国非所庸
,

一掷碎汝沙明钟 !

—
录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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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T h e Is ie so fG r: ce己

厅二

希 腊 歌

胡 适 译

叫

墓国诗人辈鱼所著
。

奎鱼 G C o rg cG o rd o nB y r
。 飞̀

生于西历一七八八年
,

死于一

八二四年
。

死时才三十六岁
,

而著作等身
,

诗名盖世
,

亦近代文学史上一怪杰也
。

其平

生行事详 诸家专传
,

不复述
。

此歌凡十六章
,

见裴伦所著长剧
一

官 i军 J D o n uj a n 中
。

i
_

〔为希引诗人币 占伤今

之辞
,

以激励盆人爱国之心
。

其饲至慷慨良怨
。
厂毯浑 一剧

,

读者今已甚寡
。

独此诗

传诵天下
。

当希腊独立之师之兴也
,

裴伦巡其仅以文字鼓舞希人
,

过践家助晌
。

渡海投

独立军自勃
。

未及与战而死
。

巴尔干半岛之人
,

至今追思之不衰
。

今希后 已久脱突喊之

羁绊
。

近年以来
,

尤能自扳拨
,

为近东大国
。

虽其文明武功或眺未进当日斯里达难些之

盛
,

然裴沦梦想中独立 自主之董卫置
,

则已久成事实
。

惜当年慷慨从军之诗人
,

不及生见

之耳
。

此诗之 入丝文
,

始于夔廷全之 「新生国未来记 」小说
。

{住廷全仅译一三两章
。

其后

旦旦二译其全文
,

刊于 「新文学 」中
。

后菱鱼鱼复以五言古诗 洋之
。

民国二年
,

吾友迷盆

来差亘丝留学
,

携 有马苏两家 译本
.

余因得尽读之
。

颇嫌君丛失之讹
,

而曼夔失之晦
。

北

则失真
,

晦则不达
,

均非善 乖者也
。

当时余许张君为 重洋此诗
。

久而未能践诺
。

三年二

月一夜
,

以四小时之力
,

译之
。

既成复改削数月
,

始成此本
。

更为之注释
,

以便读者
.

盖诗中屡用史事
,

非注
,

不易领会也
。

裴鱼在墓里文学上
,

仅可称第二流人物
。

然其在异国之诗 名
,

有时竟在董土选迩少
敦之上

。

此不独文以人传也
。

盖斐工鱼为诗
,

富于情性气魄
,

而铸词炼句
,

颇失之粗豪
。

其在原文
,

疵瑕易见
。

而一经翻译
,

则其词句小疵
,

往往为其深情奇气所掩
,

读 者仅见

其所长
,

而不觉其所短矣
。

斐兰全诗名之及于世界
,

此亦其一 因也
。

( 五年五月十一夜
。

)

( 1 ) 磋汝希腊之群岛兮
,

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
。

诗媛沙浮尝泳歌放斯兮
,

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

今推长夏之骄阳兮
,

纷灿烂其如初
。

我徘徊以忧伤兮
,

哀旧烈之无余 见

( 2 ) 悠悠兮
,

我何所思 ? 荷马兮阿难
。

慷慨兮歌英雄
,

缠绵兮叙幽欢
。

享盛名放万代兮
,

独岑寂放斯土
。

大声起乎仙岛之西兮
,

何此邦之无语
。

( 3 ) 马拉顿后兮山高
,

马拉顿前兮海号
。

哀时词客独来游兮
,

犹梦希腊终 自主也
;

指波斯京观以为正兮
,

吾安能奴谬以终古也 !

( 4 ) 彼高崖何唆岩兮
,

俯视沙拉米之滨
;
有名王尝踞坐其巅兮

,

临大海而点兵
。

干措兮照海
,

列舰兮百里
。

朝点兵兮
,

何纷纷兮
,

日之入 兮
,

无复存兮 !



( 5 )往烈兮难追
; 故国兮

,

汝魂何之 ? 侠子之歌
,

久销歇兮
.

英雄之血
,

难再热兮

古诗人兮
,

高且洁兮
; 琴荒瑟老

,

臣精竭兮
。

( 6 ) 虽举族今奴虏兮
,

岂无遗风之犹在 ? 吾慷慨以悲歌兮
,

耿优国之魄磊
。

吾惟余帧颜为希人羞兮
,

吾惟有泪为希腊洒
。

( 7 ) 从愧旅曾何益兮
,

磋雪涕之计拙
; 独不念我先人兮

,

为 自由而流血 ?

吾欲诉天阁兮
,

还我斯巴达之三百英魂兮 , 尚令 百一存兮
,

以再造我瘦马披离之关兮 !

( 8 ) 沈沈希猎
,

犹无声兮
; 惟闻鬼语

,

作潮鸣兮
。

鬼 日
: “

但令生者一人起兮
,

吾曹虽兀
,

终阴相尔兮 ! ”
呜咽兮鬼歌

,

生者之瘩兮奈鬼何 !

( 9 ) 吾晓晓兮终徒然 ! 已矣兮何言 ! 且为君兮弹别曲
,

注美酒兮盈尊 !

姑坐视突厥之跳厄兮
,

听其宰割吾胞与兮
,

君不闻门外之箫鼓兮
,

且 迁此贝凯之舞兮 !

( 1 0) 汝犹能霹雳之舞兮
,

霹雳之阵今何许兮 ? 舞之靡靡犹不可忘兮
,

奈何独忘阵之 堂堂兮 ? 独不念先人怯摩之书兮
,

宁 以遗汝庸奴兮 ,

( 1 1) 怀古兮徒 烦冤
,

注美酒兮盈尊 ! 一醉兮百优泯 ! 阿难 碎兮歌有神
。

阿难益代诗人兮
,

信尝事暴君兮
; 虽暴君兮

,

犹吾同种之人兮
.

( 12 ) 吾所思兮
,

米尔低兮
,

武且 沐兮
,

保我自由兮
。

吾抚昔而涕淋浪兮
,

遗 风谁其嗣 昌 ? 诚能再造我家邦兮
,

虽暴主其何伤 ?

( 1 3) 注美 遭 兮盈杯
,

悠悠 兮吾怀 ! 汤 汤 兮白阶之岸
,

崔兔兮修里之崖
,

吾陀离之民 方
、

兮
,

实肇生放其间 ; 或优有 自由之种兮
,

历百去叨而
、

残
。

( 1 4 ) 法兰之人
,

乌可托兮
,

其王贪狡
,

不可度兮
。

所可托兮
,

希腊之刀
;

所可任 兮
,

希猎之豪
。

突厥漂兮
,

拉丁坟兮
,

虽吾盾之坚 兮
,

吾何以自全兮 ?

( 1 5) 注美酒 兮盈杯 ! 美人舞 兮低 徊
,

眼波 兮盈盈
,

一顾 兮倾城
;
对彼美兮

,

泪下不能 已 宁 ; 子 兮子 宁 ,

胡为生儿为奴蟀兮 !

( 16 ) 置我 乎须宁之岩 兮
,

押波涛而为伍
;
且行吟以悲啸 兮

,

准潮声与对语
;

如鸿鸽之逍遥兮
,

将砖是焉老死
; 奴隶之国非吾土兮

,

一碎此杯以自矢艺

—
录自 《 尝试集 》 页13 3 一 14 9

摆 伦 哀 希 腊 诗

胡 怀 深 译

摆伦哀希腊诗
,

前 已 有三种译本
:

一袅君术
,

二 苏 受殊
,

三胡适之
。

三 本各有长短
,

未可一例论也
。

民国十二年
,

余复取原文重译一遍
,
而与前三本均有不同

。

短长得 失
,

余亦 未敢知
,

读者与原文对照
,

自当知之
。

余于原文一字一 句
,

皆斟的 再三
,

力求不 失

原意 ; 译成之后
,

又屡 易稿
,

自里旦十二年 六 月
,

至十三年一月
,

凡七个月 而始脱稿
。

诀者于此
,

亦可知译事之 不易矣
。



其一

美
,

_

丈希 : 、岛 :诗少
、

之故乡
。

武功与文治
,

二者昔所长
.

羲和与望舒
,

天神诞此帮 ; 而 今

夏 日永
,

荒荒空斜 阳
。

其二

美哉撰与佃
, 艺术之鱿都

.

悲茄 宜壮 士
; 锦瑟弹名蛛

。

繁华不自惜
,

弃之敝屐如
。

宗邦苦沈寂
,

文运 已几祖
。

其三

高 山瞰平原
,

平原眼大海
。

美 哉马拉 顿
,

形胜依然在 , 行吟吾至此
,

犹复梦当初
。

二 ; 、 波斯军
,

宁甘身为 伙 ?

其四

集主击高
: ,

俯视 沙每滨
:

军舰几千艘 ; 士卒亿万人
。

四境告其土
; 率土替其民

。

一
:

吐尚 竹
,

门暮无复存
。

其玉

何处是江黎 ? 何处是故城 ? 士悲歌歇
, ;

每滨何 尘清 ! 七玄入神妙
,

夙普有令名
;

而万
一

叮
“

反
,

按拓不成声
。

其六

成名一旦堕
,

举 一
`

为人
一

7
。

}货既爱国士
,

掩面一长吁
。

瞪我行吟客
,

何 以报故都 ?

愧恨两相并
,

一汗一 月珠
。

其七

女胡徒痛苦 ? 次场长蒙址 ? 纽不念 次褪
,

为国流血死 ? 当年斯巴达
,

三百忠义士
;

但令百存一
,

优尘新技里
。

其了、

万 翔静无声
, l

日句群 毛号 ; 龙声作人语
,

幽壮如寒潮
。

若日谁奋起
,

台当助汝曹
。

生人独无言
,

天地终寂寥
。

其九

已矣复何言 ! 苦3品徒 自苦
。

为君歌别曲
,

满注杯中酒
。

让彼突 i虽天骄
; 羞与游枚伍

。

试听箫鼓
『

一

了, 旦赴贝 凯舞
。

其十

当 日羽衣舞
,

而今 依然存
; 当年常山作

,

而今不 复闻
。

民风 日已靡
; 王业日以湮

,

堂堂 (去摩书
,

胡遗 次懦人
。

其十一

满注杯中洒
,

国事勿复论 且谈阿难诗
,

举世无比伦
。

阿难事暴主
,

未必辱其身
;
暴

主虽云暴
,

犹是同种人
。

其十二

古昔有暴君
,

奋勇世无比
。

我独慕斯人
,

名日米尔底
。

今兹丁末运
,

谁复能如此 ?

力能维纷崩
,

虽暴吾亦喜
。

其十三



巍巍苏里号
; 悠 悠般家岸

。

或有自由种
,

元开 花灿烂
。

其十四

莫信法兰克
,

其王如商 民
。

纵
l

女兵盾坚
,

抵抗无余力
.

其十五

涌
.

王 杯中
卜

万
,

酣舞深林下
.

既次饱食奴
,

热泪 长如泻
。

其十六

独立修宁峡
,

宕石何峥嵘
。

奴国 何足恋
,

一邢倾 沙明
。

把酒此登临
,

海湾横一线
。

当乍沱 梨旗
,

曾是此邦六

仗汝 自家剑
; 信汝自互人

。

试看突 铸骄
,

与咬拉丁猾
;

明眸闪若漆
,

处女河妖冶 ! 而我对美人
,

忧心独难写
。

空听叹万潮
,

伟我痛夫声
。

高举学门鸽
,

长歌终吾生
。

( 录 自《 胡怀探 诗歌 丛稿 ; 页 12 5 一 1 2 9 )

希 腊 的 群 岛

柳 无
,

忌 译

希 峪的群岛
,

希祛的群岛 :

那里共
:

情的莎抚爱着歌着
,

那里扬起战争与和平的艺术
,

—
那里 沥现了些 罗

,

生长着飞勃、

水恒的盛夏仍旧 照耀群岛
,

但是
,

除了太阳 小
,

万般 都已铂歇
。

恍
、

佃两地的文艺女神
,

夹雄的圣藻
,

美 人的琵琶
,

他们享受的盛名
,

你们的海岸扼绝了
:

他们生长的地方独自沈寂
,

当歌声从远处 回响
,

远于你们祖先底福岛的西方
。

国王高睡石岩之宝
,

俯视大 、每孕 乌
’

的兰生迄步
;

船舶千艘罗 万
J

其下
,

于 国的士 卒无数
;

— 这一切都是他的 !

他在黎明点着兵
,

数着兵舰—但是
,

太阳落下了
, 了创门还在那里 ?

}创门在那里呢 ? 我的国欲
,

你在那里呢 ? 在沈寂的岸上
,

英雄的歌声已不成音调
,

英雄的情怀不再奋发 !

你那只 永久 神圣的宝 琴
,

一定要在我的手里堕 花吗 ?

群山遥临马拉桑—
马拉桑俯眺大

、

琢;

独自在那儿沈思一个时辰
,

我梦着希猎还能 自由
;

因为
,

站在丝 l沂人的家墓上
,

我不能相像我就是奴求
。

昔日的盛名从此消失
,

我们的民次为谈锁束缚—
就是如此

,

我也得为爱国而羞渐
,

就在歌唱时
,

我也得红涨着脸
:

因为
,

再有什么留给诗人呢 ?

为希猎人而旅颜—
为希暗而流涕

。



我们徒然为往 日的幸福而流涕 ?

只是徒然报颜 ?

— 我们的租先流血 死了
。

大地生 请从你的胸怀中回给

我们斯巴达的一些残余的死者 !

只要在三百人中有三人生还
,

就可以造成新的舍芒披里 !

仍旧静默 , 万物都静默吗 ?

唉 ! 不是— 听着死者的声音

有如远处的怒涛奔腾
,

回答道
, “

让一个活着的人
,

只要一个起来— 我们来了
,

我们来了 ! ’夕

但是那些活着的人
,

他们瘩然无声
。

徒然—
徒然了 :

弹着别的曲调吧 !

在杯中注浦了
.

丝塑的美酒 !

把战争交给庙聚的突厥徒众
,

我们来畅饮伙岛的葡萄血液 ,

听呀
,

响应这无耻的呼声—多么兴 高采烈是每个 勇敢的酒徒 !

你们还跳着昆 肖 的舞蹈
;

可是昆卢的阵法那里去了 ?

这两个祖先的遗训
,

为什么

你们忘却了那高尚和勇敢的一个 ?

你们有圭丝鱼鱼所造的文字—试 想着
,

那些是用来教给奴隶的吗 ?

在杯中注满了
.

些里的美酒 !

我们不要想起那些事情了 !

美酒使呵鱼直塑的诗歌神圣
;

他服事— 服事着丝卫
.

蔓丝够—
一个专制的君主

;
但是我们的主人

,

在那个时候
,

毕竟还是我们的同胞 !

皿鳌宜的极权的统洽者
,

他是自由底最好的
、

最勇敢的良友
,

那个暴君就是密尔它哀底 ,

唉 艺但愿在此时此刻
,

再出现一个这样的君主
,

像锁链般连系他的人民 !

在杯中注浦了旦四的美酒
!

在梭梨的石岩上
,

瓜茄的海岸傍
,

存在着一个残余的氏族
,

为途立克的母亲所生
;

那里 或者曾播下一些种子
,

有着汉拉克里斯的血统
。

不要将自由 i云给法兰克人—
他们 有一个国王是买空卖空

。

希腊的宝刀
,

希腊的兵士
,

只有在那儿滋长着勇敢的希望
;

但是突厥的强暴
,

拉丁的欺骗
,

将要破碎你们的坚大的甲盾
。

在杯中注满了沙明的美酒 l

我们的少女在树荫下舞蹈—
我看见她们底光亮的漆睛闪耀

;

但是凝视每个明媚的女郎
,

我的眼睛给燃烧的泪点润湿
。

试想着
,

这乳房定要哺乳奴蟀了
。

请置我在菱全的云石崖上
,

那里另{J无 它物
,

只有我与波浪
,

会听见我们的悲咽相互激葫
;

那里
,

让我象天鹅般歌唱着死去
:

奴隶之邦决不是我居住的地方—
来呀

,

掷碎了那盏沙明的酒杯 !

上面十六章诗
,

是兰直王l革命诗人丝丝最著名的作品
.

它底汉译本子
,

照我所知道的
,

是有在鲤查上菱量
~

夔译的五言古诗
,

堑义兰上卫里遣译的七言古诗气尝试集上鱼适之译

的离骚体
,

同着趣鱼鱼上里
~

启鱼译的两章曲子
。

这十六章诗在中国文学界上
,

早己佑着

一个重大的位置
; 汉译有如此之多

,

而且都由名人译着
,

那真是空前绝后的伟举了 ! 旦

是那些汉译的本子
,

都有不能十分满意的地方
。

鱼君 批评多;马两太说
, “

里鱼失之讹
,

·

3 1
·



而鱼止继
.

失之晦 ;
、 .

。`习失真
,

晦则不达
,

均 “ 善
几

者也
. ”
菱诗因太偏向于旧诗方面

,

矫

揉造作过甚
,

所以不免失之晦涩
。

呈诗因当鼓吹民主革命
,

对于原作本意
,

颇多改窜

处
。

如第十一章上
“

国民 自是国权主
,

纷纷暴君何泛数
。 ”

第十二章上
“

享族暴君罪当

坏
,

具族暴君今如何
。 ”

都和原文截然不同
,

所以胡鱼要说他失之谬误了
。

塑诗既评

鹭二人
,

自己当然能免此二弊 ; 但此译在 九适提倡新诗 以前
,

故摹仿骚体
,

仅能于旧文

坛上立 毛
。

梁 ;
一

全未全姑不具论
。

近 今新诗作者
,

如云而起
,

尽多委靡不振的诗 , 但是关于有革命思想的作品
,

反不易寻

觅
。

就拿拜轮此诗来讲
,

旧文坛上已有完完全全的三家译本
,

而于应 当鼓吹革命的新文

学
,

反一种 二 {
一

也没有
,

这是何等样可憾的事情呢卜更亘参是革命诗人
,

尤其于此诗内流

氮出厄成革命热诚
.

虽则池是帝国的人民
,

但池却极端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
;
他

愿意帮助弱小的民族
, -

一希洁人— 而为之奋斗
。

在此诗内他甚至于愿意有一个统治

全乙的暴君
,

领着他底人 民
,

去脱离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压迫
。

他这十六章诗
,

是他一生

思想的结
, ` ;。体

,

就是他生平著作的代表
。

他此诗是这样的伟大
,

所以我觉得有示为新诗

的必要
,

但是同时我亦觉得有力不肚任的恐怖
。

我底英文学识极薄弱
,

于新诗又不多研

究
;所 以我虽竭我底力

,

很精审地译了几 夜
,

方始成功
,

然而总有许多谬误的地方
,

免不

了识者底指摘
。

但是我已将我底心血交付在此诗了
,

我是不能更美善的了 ! 我希望有几

位新诗家把此诗重译过
,

在新文坛上 占一个位置
。

讲到译法
,

我是采取直译
;
但遇有汉

英不能互合的地方
,

我也不免用意译来达意
。

末了要说 的
,

就是我译此诗的时候
,

是用

苏胡马三本 做参考的
。

我洋此诗时
,

是在去年夏日
,

到现今也有一年多了
。

柳 无 忌

一三
,

七
,

一三
,

于染花村
。

召希腊的群 岛 》 注释

1
、

莎妩 s a p p h 。 ,

古代希腊女 才人
,

在 西 厉纪 元前六 百 年
, 以 写作爱情诗闻 名

。

据

传说
,

她 曾熟爱一美 男子
,

遭拒绝
,

逐投海 自尽
。

2
、

迪罗 D o lo s ,

爱琴海 中小 岛
。

希腊神话
,

迪 罗为一浮岛
,

后 由 天神宙斯 Z e o s ( 或

云海神皮西顿 P os e i d 。 “ ) 系于海底
,

为 日神 飞勃居 住之地
。

或云
,

宙斯之孪

生子女
,
日神与月神

,

均生 长于迪岁
,

因此 胡 通认 为 “ 此 ( 迪 岁 ) 与 日神 ( 飞

勃 ) 立举
,

当指 月神也
”
似 亦可 与 令迪 罗岛上仍有 日神 ( 亚普 岁

,

A p p ol 。 )

庙之古赫
。

3
、

飞勃 P h o e b u s ,

希腊神话中之 日神
,

即后 代 ( 罗马 ) 神话中之 亚普岁
。

4
、

优 5 。 i 。 ( 阮 ia n 为形容辞 )
,

亦 作 C ih o s 为爱琴海东南一岛屿
,

邻近小 亚细 亚

之西 :每岸
。

古希腊时
,

为史诗作者聚居之地
,

自称荷马 H o m o r 后人
。

此处指

荷马
。

6
、

认; T
。 。。 S ( T

卜

兔
几
为形容碎 ) 为小

一

屯细 亚邹近 泛琴 海一小 城
,

像阿 难克朗 A na
c r eo n

诞 生之地
,

此处 即指阿氏
。

胡通注
: “

荷马之诗歌英雄
,

阿 难之诗叙 儿女
,

实

开二 大汾派云
。 ”



6
、

福 岛 sI lan d so f th eB le s t古代希腊诗 中所称之福 岛
,

一般 以为 系指 大西洋中靠

近非洲之群岛
,

如 C a n a r i e s ( 西班牙属 )或 C a p e V e r d e (菊萄牙属 ) , 亦有以 为

此处拜轮所指者
,

即英伦三岛
。

7
、

马拉桑 M a r a t五o n ,

希腊平原
,

在推 典东北
。

西历前 4 9 0年
,

波斯国王 D a r i u s
之军

队入 侵希腊
,

大败于马拉桑
。

8
、

沙拉米 S al a m is ,

希腊平原西南邵 小岛
,

在爱琴海湾
,
故 日 “ 海水孕育

”

S e a 一 b o r n 。

西 元前 4 8 0年
,

波斯国王 X e r x e s ( D a r i u s
之子 ) 率海陆大军入

侵希腊
, 以报其父 马拉桑战役之耻

,

破舍芒披里关隘
,

占稚典
,
但卒为希腊人

大败之于 沙拉 米岛
,

其海陆军全部履没
。

9 、

舍芒披里 T h er m o p y la e ,

希腊东部一关隘
,

波 斯军队进攻时
,

由 巴斯达 三百士

卒坚宁
,

凡三 日夜
,

最后 波斯军自山侧 小路抄袭其后
,

关破
,

三百 勇士殉焉
。

10
、

沙明 S a m o s ( S a m ia
n 为形容碎 )

,

爱琴海中岛屿
,

邻近土耳其西岸
,

在挽 岛之东

南
。

早 在西 元前十一世纪
,

希腊人即位民于此
,

至西 元前七世纪发展为商业中

心
,

在波利葛腊梯统治 时最为兴盛
。

沙岛一度 为波斯占领
; 在沙拉米战役后

,

与推典联盟
,

恢复繁华
。

岛上土壤肥沃
,

大你份 为葡萄园地
,

以产酒 有名
。

1 2
、

优岛的葡萄血液 T h e b l o o d o f s e i o
’ 5 v i n e 指葡萄摘

。

忱 岛气候温和盛产橙

橘
,

橄榄
.

无花果 ; 酒亦为其主要 出产之一
。

优 岛邻近土耳其统治之小 亚细 亚

部份
, 曾为土耳其 ( 突厥 ) 人 占领

。

1 2
、

勇敢的 酒徒 b o ld B a e e h a n a l
.

B a e e h a n a l ( ” a e e h a n a l i a n ) 像 罗马神话 中酒神

B
a e e h u S

( 希腊为 D i o n y s u s ) 之信徒
,

此处指农欢作 乐者
,

并非所谓
` 贝机

之舞
。 ”

13
、

昆卢 P y r r h ic h u s ( P y r r h ic 为形容碎 )
,

涂立安人
。
传说 中泥 卢舞之发明者

。

昆卢

舞 为古希腊时一种描象战争之 武舞
,

在管笛伴奏中舞者披甲 而捷舞
。

至于昆卢

阵法
,

则早以 失传
。

或谓昆卢舞像 P y rr h . 。 所发明
,

误
。

按 P yr hr su 为希腾

E p i r u s国 王
,
虽曾 “ 屡立战功 ” ,

为希腊史上有名人物
,

但并非战阵舜之创

始者
。

14
、

卡特墨斯 C
a d m u s ,

希腊神话中人物
,

传说最初发明希腊文宇
。

15
、

阿难克朗 A n ac r
eo

n ,

古希腊抒情诗人
,

生卒于西光前 5 63 ?

—
4 78 ?

,

所作诗 以

赞美爱情与饮酒为主题
。

传说阿难克朗曾得波利贫腊梯 宠信
,

有诗称硕其主子
.

16
、

波利苟腊梯 P ol y c ar et s ,

统治沙岛之希腊
“
暴君

” ( 极权统治者 )
,
以 文治 与式

功闻名
,

为士人之恩主
,

阿难克朗即为其宫廷诗人
。

有战绩
,

后为敌诱捕
,

无

于套元前 52 2左右
。

1 7
、

及松宜 C h
e r s o n e s e ,

半岛
。

此处指 T h r a e i a n C h
e r s o n e s e

( G a l l i p o l i )
,

爱

琴海东湘部半岛
,

古代希腊人殖民地
,

相传密尔它哀底一家父子
、

兄弟
,

均 曾

为层松宜之暴君
。

18
、

密 尔它哀底 M i l t i a d e : ,

公 元前 54 。 ? 一 48 9
。

波斯战争中
,

密 尔它哀底赴推典
,

助希腊人杭御 D ar ius 入侵军 队
,

为希腊十将军之一
,

率领海军 70 舰
,

有功于

马拉桑战役
。



19
、

梭某 Su i l
。 “ 修里 (梭梨 )山 在西 拓部

,

希人独立之役
,

修里之人最有功云
。 ” 胡

通注
。

按此处之
“

西 北部 ,, ,
当像指希腊南部 P e l o p o n n e s u s

半 岛之西北部
。

20
、

江茄 P ar ga
,

希 腊西岸爱奥尼 亚海一港口 。

2 1
、

涂立克 D o r i e ( D o r i a n
) 族

。

涂立人居住希腊 P e l o p o n n e s u s
半岛

,

与爱奥尼亚

oI in
a n
人 同为希腊四大民族之一

。

斯 巴达在涂立人中居 重要地位
,

正如推典

为爱奥尼 亚人之政治
、

文化中心
。

2 2
、

汉拉克里斯 H e r a e l e s ( H e r e u l e s )
,

大 力士
,

希腊神话及 丈学中最有名 之英雄
。

涂立人为汉拉克里斯之崇拜 者
。

23
、

苏宁 S u in u m
,

推典平原 南部份海之一石押 (角 )o

峥

T H E I S L E S O F G R E E C E

G e o r g e G o r d o n B y r o n

T h e i s l e s o f G r e e e e

G r e e e e !

t h e i s l e s o f F o r s t a n d i n g o n th
e p e r s i a n s ’

g r a v e ,

1 e o u ld n o t d e e m m y s e l f a s l a v e 。

W h e r e b u r n i n g S a P Ph o l o v e d a n d

S U n g ,

W h e r e g r e w t h e a r t s o f w a r a n d

P e a c e ,

一
卜

W h e r e D e l o s r o s e , a n d P h o e b u s

s P r u n g !

E t e r n a l s u m m e r g i ld s t h e m y e t ,

B u t a l l
, e x e e P t t h e i r s u n ,

15 s e t
.

T h e S e i a n a n d t h e T e i a n m u s e ,

T h e h e r o ’ 5 h a r p
,

t h e l o v e r ’ 5 l u t e ,

H a v e f o u n d t h e f a m e y o u r s h o r e s

r e f u s e ;

T h e i r P l a e e o f b i r t h a l o n e 15 m u t e

T o s o u n d s w h i e h e e h o f u r t h e r w e s t

T h a n y o u r s i r e s ’ “
I s l a n d o o f t h 。

B 1 e s t
. ”

A k i n g s a t e o n t h e r o e k y b r o w

W h i e h l o o k s o ’ e r s e a
一

o r n s a l a m i s ;

A n d s h i p s ,

b y t h o u s a n d s ,
l a y b e l o w

,

A n d m e n i n n a t i o n s ;

一
a l l w e r e h i s -

H e e o u n t e d t h e m a t b r e a k o f d a y 一

A n d w h e n t h e s u n s e t w h e r e w e r e

t h e y ?

A n d w h e r e a r e t h e y ? a n d w h e r e a r t

t h o u ,

M y e o u n t r y ? o n t h y v o i e e l e s s s h o r e

T h e h e r o i e l a y 15 t u n e l e s s n o w一
T h e h e r o i e b o s o m b e a t s n o m o r e !

A n d m u s t t h y l了r e , 5 0 l o n g d i v i n e ,

D e g e n e r a t e i n t o h a n d s l i k e m i n e ?

T h e

二m o u n t a i n s l o o k o n
M

a r a t h o n

一

蔽 A n d M a r a t h o n l o o k s o n t h e s e a -

A n d 皿 u s i n g t h e r e a n h o u r a l o n e ,

1 d r e a m e d t h a t G r e e e e m i g h t s t i l l

b e f r e e ;

T i s s o m e t h i n g ,
i n t h e d e a r t h o f f a m e

T h o u g h l i n k e d a m o n g a f e t t e r e d

r 8 C e -

T o f e e l a t l e a s t a

E v e n a s 1 s i n g ,

P a t r i o t
’

5 s h a m e ,

s u f f u s e m y f a e e ;

,

F
o r w h a t 15 l

e f t t h
e P o e t h e r e ?

3 4
·



F r o Gr e e k s a bl u s h一 f r o Gr e e e e a

tr ea

I tmad e A nar e e o n’ 5 s o ngd iv i ne:

H e sv r e ed一 bu tsr ev ed Pol yr e a te s
一

吸
A tyr a n t;

Wr e e s til l

bu tr o u ma s ter s t he n

M u s tw e bu tw e e Po, e r d a y s m o r e

b l e s t ?

M u s t w e b u t b l u s h ?一
o u r f a t h e r s

b l e d
.

E a r t h ! r e n d e r b a e k f r o m ou t t h y

b r e a s t
。

A r e m n a n t o f o u r s p a r t a n d e a d !

O f t h e t h r e e h u n d r e d g r a n t b u t t h r e e

T o m a k e a n e w T h e r m o p y l a e !

a t l e a s t
, o u r e o u n t r y m e 立

。

T h e t y r a n t o f t h e e h e r s o n e s e

W
a s f r e e d o m

’ 5 b e s t a n d b r a v e s t

f r i e n d ;

T h a t t y r a u t w a s m i l t i a d e s l

O h ! t h a t t h e p r e s e n t h o u r w o u l d

l e n d

A n o t h e r d e s P o t o f t h e k i n d !

S u e h e h a i n s a s h i s w e r e s u r e t o b i n d
。

W h a t , s i l e n t s t i l l ? a n d s i l e n t a l l ?

A h ! n o ;
一 t h e v o i e e s o f t h e d e a d

S o u n d l i k e a d i s t a n t t o r r e n t
’

5 f a l l
,

九 n d a n s w e r , “
L e t o n e l i v i n g h e a d

,

B u t o n e a r i s e ,

一 w e e o m e ,
w e e o m e !

,

T 15 b u t t h e l i v i n g w h o a r e d u m b
.

F 111 h i g h

w i n e 生

O n S u l i
’

E x i s t s t h e

S u e h a s

A n d t h e r e

t h e b o w l w i t h S a m i a n

,

5 r o e k
, a n d P a r g a ’ 5 s h o r e ,

r e m n a n t o f a l i n e

t h e D o r i e m o t h e r s b o r e ;

, P e r h a P s , s o m e s e e d 1 5

I n v a i n

一 i n v a i n : s t r ik e o t h e r e五o r d s ;

F 111 h i g h t h e e u P w i t h s a m i a n

W 1 n e !

L e a v e b a t t l e s t o t h e T u r k i s h h o r d e s ,

A n d s h e d t h e b l o o d o f s e i o ’ 5 v i n e !

H a r k ! r i s i n g t o t h e i g n o b l e e a l l一

H o w a n s w e r s e a e h b o l d B a e e h a n a l !

S o w n ,

T h e H e r a e l e i d a n b l o o d m i g h t o w 习 .

Y o u h a v e t h e P y r r h i e d a n e e a s y e t ,

W h e r e 15 t h e P y r r h i e P h a l a n x g o n e ?

O f tw o s u e h l e s s o n s ,

w h y f o r g e t

T h e n o b l e r a n d t h e m a n l i e r o n e ?

Y o u h a v 已 t h e l e t t e r s e a d扭 u s g a v e 一

T h i n k y e h e m e a n t t h e m f o r a s l a v e ?

T r u s t n o t f o r f r e e d o m t o t h e F r a n ks 一

T h e y h a v e a k i n g w h o b u y s a n d

s e l l s :

I n n a t i v e s w o r d s , a n d n a t i v e r a n k s ,

T h e o n l y h o P e o f e o u r a g e d w e l ls ;

B u t T u r k i s h f o r e e , a n d L a t i n f r a u d
,

W o 以 l d b r e a k y o u r s h i e l d
,

h o w e v e r

b r o a d
。

协

F i l l h i g五 t h e b o w l w i t h S a m i a n w i n e 里

W
e w i l l n o t t h i n k o f t h e m e s l i k e

t il e s e !

F i l l h i g h t h e b o w l w i t h S a m i a n w i n e !

o u r v i r g i n s d a n e e b e n e a t h t h e

s h a d e
一

1 s e e t h e i r g l o r i o u s b l a e k e y e s s h i n e ;

B u t g a z i n g o n e a e h g l o w i n g m a id
,

M y o w n th e b u r n i n g t e a r 一 d r o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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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vs e,

T o t h i n k s u e h b r e a s t s m u s t s u e k l e

5 l a v e s 。

沙

P l a e e m e

W h e r e

o n S u n i u m
’ 5 m a r b l e s s t e e p ,

n o t h i n g
, s a v e t h e w a v e s

a n d l

M a y h e a r o u r m u t u a l m u r m u r s s w e e p ;

T h e r e , s w a n 一 l i k e ,

l e t m e s i n g a n d

d i e :

A Ia n d o f s l a v e s s h a l l n e , e r b e

I n l n e

—
D a s h d o w n v o n e u P o f S a m i a n w i n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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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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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y o r k
, 1 9 4 8

。

( A n E n e y e l o p e d i a o f W
o r ld L i f e r a t u r e a n d t h e A r t s ) 卜

( 上接 4 7页 )

鲁迅先生的每一篇杂文都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

紧紧抓住读者的心
.

用 以陈述真理
,

透彻入理
,

无懈可士
,

令人坚信不疑
; 用以揭露敌人

,

痛快淋漓
,

原形毕露
,

无所遁形
;

用以批驳谬论
,

字字千钧
,

势不可挡
。

这种严谨周密的逻辑性构成了它吸引人
、

威动人

的巨大力量
。

鲁迅先生使作为思维工具的 遏辑
,

全 面地发挥最大的作用
。

他的杂文
,

处

处放射着思 想智慧的光芒
,

处处显示了强烈的论战性和严密的逻辑性
。

注 : ① 《 伪 自由 书
.

有名 无实 的反驳 》

②许寿裳
: 《 我所认识 的香迅 ,

③ 《 南腔业调
·

论语一年 》

④ 《 南腔袭调
·

由中国女人的脚
,

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
又 由此推 定孔夫子有

胃病 》 注释 〔1 4〕

⑤ 《 坟
,

论睁 了眼看 》

⑥ 《 花 边丈学
·

环笑只 当它玩笑 》

① 《 华盖集续编
.

无花的筱菩之二 》

⑧ 《 南腔湘调
.

辱骂和恐叮决不是战斗 》

⑧ 《 两地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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