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曼 殊 年 谱 》 (三)

马 以 君

19 04 年 <光绪三十年甲辰 >

二 十 一 岁

2 月中旬 ( 一月 )
,

在惠州破庙
,

不堪

僧家生活之苦
,

窃取其已故师兄遣凡 ( 法名
“
博经

”
)

,

在广州府雷峰海云寺的戒碟
,

及其师银洋二角逃走
。

自此便以戒碟所署的

“
新会慧龙寺赞初长老弟子博经

”
自称

,

并

取法号 “ 曼殊
” 。 ,

,

陆丹林 <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有为

事
、

》 :

那所惠州破庙
“
井臼 躬 操

,

全 无 他

人
,

且贫无隔宿粮
,

日持化缘为活
。

曼殊到

后
,

则代其师下山沿门募化 钱 米
,

日 以 为

常
,

惟地方贫痔
,

所得每每不足 以果腹
。

曼

殊知不可久留
,

一 日乘其师他往
,

遂窃其已

故师兄之度碟
,

及其师仅存之银洋 二 角 以

逃
。 ”

柳亚子 《 苏曼殊年谱 >
:

1 9 0 4年
“ 2

月中旬不 旧历正月初 )
,

居慧州某破庙
,

不

堪为僧之苦
,

乃乘其师出外募化时
,
窃已故

师兄南雄州始兴县赵氏予法名博 经 字 遣 凡

者
,

在广州府雷峰海云寺所得之戒碟以行
,

… … 自后遂以牌上所称新会慧龙寺赞初长老

弟子博经 自命
,

并署别号曼殊
,

曼殊之名大

概 自此始
” 。

`

陆丹林 《 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

有为事 》 :
曼殊离开惠州

, “
步行至省

城
,

乘轮船抵香港
。

银洋二角
,

仅足以充船

费
,

路上已不食三 日矣
。

言时形状惫甚
,

且索

食甚急
,

陈遂令人煮粥恫之
,

恐其不能胜食气

也
。

自此重寓报社
,

日服僧衣
,

更鲜外出
。 ”

但罗建业不同意这一看法
,

在 《 苏曼殊出家

之谜
-一

-

一个弄假成真的和尚 》 中认为
,

曼

殊惠州之行的往返川资是由陈少白供给的
,

甚而那架装度牌也都是由他弄来的
,

至于度

牌上的赵氏子
,

恐怕世间上并没有存在过呢
。

曼殊自惠州回港 以后
,

便以沙门自居
,

竟将

借此僧侣之伪装
,

以掩护他的秘密工作
。

所

以他并未有真真正正的做过和尚
,

只是一个

挂名和尚罢了
。

罗建业的说法亦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

为抱不平
,

欲借手枪击杀康有为
,

,

为陈少白力阻而辍止
。 .

自惠州步行至广州
,

转乘轮船到香

港
,

重返中国 日报社
。 ,

,

陆丹林 《 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

有为事 》 : “
庚子汉 口 之役失败后

,

哥

老会龙头杨洪钧
、

李云彪及其徒左仲远等
,

亡

命香港
,

他乡落魄
,

日向识者借贷
,

以为生活
。

惟杨
、

李等先已于己亥年投入民党
,

同谋革

命
,

后受康党所诱
,

中道脱离
。

陈先生念系

旧识
,

怜其潦倒
,

时相资助
,

如是者有年
。

及甲辰春
,

康有为归自海外
,

筹有巨款
,

养

尊处优
,
寓港云咸街

,

由港政府派印捕守

p !



卫
,

门禁秦严
。

港替以康有为为一时闻人
,

且属政治犯
,

相待颇优
,

宾朋宴会
,

辄邀与

俱
。

适杨洪钧患足病
,

求助于陈
,

陈簿之入
港医院就医

。

病稍建
,

欲回上海
,

耐舍无盘

费
。

有劝之告贷于康者
,

如言而往
,

数 日不

得一面
,

唯孤坐室中
,

康则匿居楼上
,

拒不

相见
。

亡命之徒
,

既遭贫病
,

复受挪榆
,

因

之忿不可压
,

出言颇不逊
,

使康闻之
。

康命

印捕挥之出
。

杨不服
,

印捕推出门外
,

而殴

之
。

杨不能敌
,

惟有涕泣以告路人茸
。

既

归
,

遍告同人
,

皆犬忿
,

遂搜集事前康党所

立抚恤党人单据
,

谓其食言而肥
,

假公济

私
,

控康于香港政府
,

港督不值康之所为
,

限康三日离港
。

当时闻者
,

以康丑态首出
,

莫不哗然
。

而机默若愚之曼殊
,

则变为义愤

填膺
,

泣向陈先生隶借手枪
。

询其作用
,

则

以康欺骗人
,

残贼同事
,

凡有血气
,

当应除

之
。

陈劝其勿尔
,

`

且谓枪有登记
,

朱可轻

假
,

苟有意外
,

则牵动不少
。

固请
,

惟婉言

谢之
。

曼殊不得己
,

嗒然而退
。 ’

事虽未成
,

其爱护公理之心
,

富于侠义之情
,

于此可见

一斑矣
。

” 陆丹林 《 苏曼殊与康有为 )
:

“
曼殊从惠阳的废寺落发做和尚不久之后

,

住在 《 中国 日报 》 ,

终日无事
,

只发牢骚
。

那时恰值庚子汉 口反满之役失败
,

哥老会龙

头杨洪钧
、

李云彪等亡命到香港
,

靠着借债

度活
。

杨等本是国民党
,

后来转入保皇党
,

陈少 白念他似是 旧同志
,

常常资助他
。

当时

康有为适从国外返港
,

筹得佳款
,

住在云咸

街
,

养尊处优的过党魁生活
。

杨等到港后
,

即有脚病
,

少白送他入院调治
,

将近痊愈的

时候
,
想着返上海

,

可惜没有盘费
,

有人劝

他向康有为借助
,

他就址前丢
,

走了几天
,

都会不着康面
,

只在客厅里呆在
。

又复生

病
,

且遭挪榆
,

便怒从心上起
,

在康寓破 口

大骂
,

使康闻着
,

康曦门警把杨驱逐
。

杨更

愤恨
,

与门警相打
,

杨不敌
,

只有痛哭向路

人申诉
。

退住所时
,

又向同居人诉苦
,

予是

搜集康有为所立的抚恤失败党人规约
,

假公

踌私的整
,

噜官
离境

。

当对苏曼殊

厅起诉
,

结果限康三天内

闻着愤恨异常
,

即向陈少

白借用手枪
。

陈问他借用手枪干什么 ? 苏曼
一

: 殊说康欺骗世人
,

残戮同志
,

凡有血气的不

能忍受
。

陈劝他这事做不得
,

手枪是有登记

的
,

不能借用
,

万一出了意外
,

牵累很大
。

觉得有志未逮
,

异常懊丧
。

事情虽不能
几

成

就
,

但曼殊疾恶如仇的心志也可知了
。 ”

3 月中旬 ( 一月下旬 )
,

在香港新

福利源栈
,

遇同乡简世倡
。

世倡回沥溪

告知苏杰生
。

时杰生病重
,

托世捐重赴港劝

归
。

然却托故不返
。 .

·

苏维绿 1 9 2 9年 1 月 21 日自沥溪复

柳亚子信
: “

曼殊于杰生朱死前一二 日
,

在光绪三十年元月下旬
,

已到香港
,

住新福

利源栈
。

留居数月
,

为乡人简世荃昌目见
。

廿七

日
,

简由港返村
,

亲来舍间
,

告知家伯
。

而伯已

病重
,

遂着简世揭即午开港
,

叫子谷回家
。

次

日
,

世怕多方苦劝
,

欲与之回澳门上船
,

子

谷对简云
`

:

身上无钱
,

请伯先回
,

吾往友人

求借
,

然后回去
,

如无钱而还去
,

更觉为家人

看小矣
。

此曼殊因穷困及做革命事业
,

恐连

累家属
,

而未有还象之故也
。 ”

陆丹林 《 记

曼殊出家及枪击康有为事 >
: “

曼殊居报

社
,

一 日
,

其兄苏墨斋偕一人来
,

谓是曼殊

之父
,

欲见曼殊
,

,

曼殊匿居房内
,

坚不肯

出
,

劝之再三
,

惟烯嘘不答
,

似有难言之痛

者
。

据当时所闻
,

曼殊之母
,

原为日妇
,

,

其

父弃其母而留曼殊
,

曼殊痛母之无依
,

愤父

之忍也
,

故不认之为父云
。 ”
柳亚子 《 冯自

由 <苏曼殊之真面 目 笺注 》
:

苏维驭来信

说
,

t’1 9吹年即光绪三十年甲辰 旧历正月二

十七 日 ( 3 月13 日 )
,

曼殊在香港
,

偶至新福



本复柳亚子信
: “
先君舫世时

,

煦亭与曼殊

均不在广东
。 ”

仲春
,

离香港至上海
,

到国学社访

叶拦
。

有意南游
。 ·

常

飞

刹源栈
,

为乡人简世拍所见
。

世倡归告杰生
,

时杰生病重
,

托世铝即午赴港
,

劝曼殊归
,

曼

殊以囊空不愿
。

… …曼殊不肯还家的原因
,

大概他和杰生亲子之情
,

本来不甚浓厚
,

杰

生义和河合民绝缘
,

而曼殊是认河合氏为其

生身之母的
,

自然吏多隐痛了
。

维骡却说
,

曼殊和革命党来往的关系
,

怕连累家族
,

所

以避家若晚
,
这当然是有一部分理 由

” 。

苏

惠珊 1 9右9年 1 1月 12自香港复孝 明信
: “

先父

逝世时
,

象人曾托一位世叔简世倡公
,

寅夜赶

来香港
,

寻找曼殊向乡奔父丧
,

曼殊问世叔

筒公说
,

父亲吞世乎 ? 公答日
,

已去世
。

他

说
,

父亲若在世我即向丢
,

今云父亲已去

世
,

回去无甚意味
。

他竟然作了不守孝之

子
,

不奔父丧
,

想其因不欲与婶辈相见
” 。

实际情况可能是
,

简世倡在新福利源栈遇见

复殊
,

回沥澳告诉苏杰生
,

苏杰生即着维翰

随简世捐到中国 日报社找蔓殊
,

曼殊却托故

不回
。

柳亚子在陆丹林 臂记曼殊出家及欲枪

杀康有为事 》 所加的按语说 : “
曼殊甲辰居

香港中国报社时
,

墨斋似尚留学东京
,

无缘

至港
。

又据维绿所称
,

杰生亦无亲诣香港欲

见曼殊事
。

意者
,

即为杰生在沥溪病鱼
,

嘱

其乡人简世相促蔓殊归里省视
,

而曼殊不肯

从之一幕软 ? ”

,

陆丹和《 记曼殊出家及枪杀康有

为事 》 : “
曼殊在港

,

居恒倡倡
,

欲再赴

广州
,

重入空门
,

商诸陈 ( 少白 )
,

陈为之重

置僧装
,

睽之数十金
,

以壮其行
。 ” 叶泄

1 9 29年 仑月 12 日自北京复秦毓缝信
: “ 甲辰

春
,

弟在上海国学社
,

苏君突来
,

已改僧

装
,

自云在西湖灵隐寺受戒
,

并举头上炙痕

以相示
。

且云
,

将往退罗习梵文
。

与弟盘桓

二 日
,

即飘然去矣
。 ”

春末
,

得亲友资助
,

自上海启程到退

罗
。

跟乔悉磨长老学习梵文
,

应聘于盘谷

( 曼谷 ) 青年会
。 .

3 月 1 5日 ( 一月二十九 日 ) 苏杰生

在沥溪病逝
,

终年六十
。

曼殊及其兄苏

煦亭均无回家奔丧
。 ,

,

苏维马灵1 9 2 9年 1 月21 日自沥溪复

柳亚子信
: “ 到旧历正月二十九 日 ( 3

月 1 5 )
,

杰生便去世 了
,

享年六十岁
。 二 八二

杰生病逝时
,

曼殊在香港
,

知父疾
,

无奈困

于贫
,

竟无面而来
,

盖悲家人看小之也
。

家

伯段日
,

想曼殊不知
,

又疑简世褪慌言
,

故

未归家奔丧
。 ”
苏煦亭1令2。年 1 月15 日自日

, 《 潮音
·

跋 》 : `
庄公 ( 按

:

罗弼
·

庄

湘 ) 为整资装
,

遂之扶南 ( 退罗 )
,

随乔悉

磨长老究心梵章
。 ”

( 按
:

关于南行的费用

来源说法不一
,

今从 《 潮音
·

跋 》 ) 复
“ 应聘

·

一盘谷青年会
” 。

《 梵文典
·

自序 》
、

<梵文典
·

启事 》 : “
钠早岁出家

, “

一继

游退罗
,

住尤莲寺
,

逢鞠塞磨长老
,

长老意

思深远
,

殷殷以梵学相勉
。 ”
但罗建业对从

乔悉磨长老学梵文持不同看法
,

他在1 9 7 7年

1 月 1 8日自香港致柳无忌信说
: “

大师甲辰

南游
,

往返虽无确期
,

惟计自春末至上海
,

逮六月至长沙
,

中间余下的时间充其量亦不

过两月多
。

他南游目的地为锡兰
,

途经遏

罗
,

逗留当不会太久
,

行色匆匆
,

那能抽得

时间向乔悉磨长老 学 习 梵 文 ? 据 < 梵文

典
·

自序 》 亦只说长老
`

以梵文和勉
,
而己

”

这 一 箱枯
, ` 沥灰泰书梦就 <星琳杯传 》 ,



其所持论不谋希告”
。

( 按
:
罗建业说

“
南

游目的地为锡兰
” ,

不一定是曼殊当初的出

发点
,

而是行程后的概括
,

故所说未必成立
。

在盘谷
,

与西村澄讨论绘事
,

并互以图

相赠
。 ·

` 《 画跋 》 : “
癸卯南 游

,

客 盘 谷

西村澄君过我
,

以 《耶马溪夕照图 》 一

帧见赠
,

并索予画
。

予观西村杰作有唐人之

致
,

去其纤
,
有北宋之雄

,

去其犷
。

诚为空谷

之足音也 ! 遂纵笔作此答之
。 ”

柳亚子 <关

子曼殊的画 》
: “

曼殊癸卯无南游事
,

南游

逼罗在甲辰年
,

此癸卵当为 甲辰之误
。
”

从逞罗赴锡兰
,

感触无限
。

.

( 画跋 》
: “ 甲辰

,

从逞罗之锡兰
,

见岭磁落日
,

因忆法显
、

玄类诸公
,

跋涉艰

子自凄难
,

以临斯土
,

而游迹所经
,

都成往迹
。

以萦身情网
,

殊悔磋跄
。 ” 《 文学因缘

·

序 》
:

·

然泪下

“
忆昔舟经锡兰

,

凭吊断塔残垣
,

,

有
`

恒河落日千山碧
,

王舍号风万

木烟
,
句

,

不亦重可哀耶 ! ”

在锡兰
,

应聘于菩提寺
。 ·

`
张卓身 《 曼殊上人轶事补遗 )

:

“
曼殊谙梵语

,

治内学
。

尝西行至雪兰
,

李访名山有道之士
。

东归后
,

余叩以彼土如

何? 曼殊日
: `

其国人民颇重僧尼
,

礼敬供欺
。

每晨辄以米饭
、

鸭卵
,

陈于门巷
,

家家如是
。

绷衣人过而稿饿
,

可 自取食
,

无须向主人募

化也
。 ”

李一民 <曼殊遗闻 》 : “
曼殊游锡

兰
,

驻锡菩提寺
。

彼邦俗尚
,

以僧侣为最

尊
,

受十方供养
,

寺中不置香积厨
。

住持每

日两次
,

率僧众
,

被翅装
,

敲法器
,

招摇过

市
。

居民闻声争先出
,

各 以饮食献
,

且跪拜

迎送之
。

僧众不为礼
,

礼之必受唾骂
。

盖所

跪拜为架装
,

而非僧众
,

架装谓即佛之帜

也
。 ” 《 燕子完随笔 》

: “ 余至中印度时
,

偕

二三法侣居芒褐山寺
。

山中多果树
,

余每日

摘鲜果五六十枚吠之
。

将及一月
,

私心窃

喜
,

谓今后吾可不食人间烟火矣 ! 惟是六 日

方一便
,

便时极苦
,

后得痢疾
,

乃知去道尚

远
,

机缘未至耳
。 ” 又看到

“
缅人恶俗极

多
,

有种族号日
`

浸 , ,

居于僻野之山社
。

凡遇其父母年岁老者
,

筑台一座
,

甚高
,

恭

请老人登其上
,

而社中幼壮男女相率而歌舞

于台下
。

老人从台上和之
,

至老人乐极生

狂
,

忘其在台上歌舞
,

跌下身死
,

则以火焚

葬之
,

谓老人得天神之召
,

为莫大之荣幸

也
。 ”

, 《 潮音
·

跋 > :
复

“ 应聘 … …锡

兰菩提寺
”

第三次受戒
。 ·

访表叔林北泉
。 ,

,

忘机 <记苏曼殊 》
:

曼殊表叔林

北泉
“ 后在锡兰营杂货店

” , “
苏曼殊到锡

兰时亦住在其店中
” 。

体察僧侣生活
。 ,

p4

.
李一民 《 曼殊遗闻 》 : “

曼殊居赚

班 日
,

秀水龚藕生偶叩以受戒时之情状
。

曼殊

日
: `

师言不可为外道
,

违则不利于己
’ 。

藕

生蝴之不 已
。

曼殊乃盘膝上坐
,

加白线毯于

和服上
,

合十作态
,
竭尽现身设法之能事

。

不意翌 日晨起
,

左小臂上受戒处之疤痕
,

尽

发红肿
,

备受诸痛苦
,

历旬日始愈
,
此事藕



7 月 ( 六月 ), 至长沙
,

访秦毓垫于金

线巷
,

应聘任湖南实业学堂图画教员
,

与张

继 ( 溥泉 ) ( 教地 理 )
、

杨 德 邻 ( 性 询 )

( 教国文 )
、

杨守仁 ( 笃生 ) ( 教历史 )
、

黄

克强
、

李昭文等同事
。

学生有黄钧 ( 梦蓬 )

刘建烈 (克家 )
、

张子仲等
。

疑参加华兴会
。 ,

扩

、

生为余言
,

余询之蔓殊果然
,

城大寄也
。 ”

黄钧 《 书曼殊大师 》
: “

曼殊禽实业学堂前

一月
,

曾邀学生饮于徐长兴
。 ”

食已
,

同赴

摄影留别
,

师于所乘舆中取袭装披体
,

则俨

然沙门也
。

群又骇怪
,

谛视共帽
,

察知发辫

固为厥物
,

其平居不露头
,

至是始恍然
,

相

与大笑
。

师日
: `

吾年十五
,

披剃越南某

寺
,

师某圆寂
,

遗书摺扇一柄
,

吾旦夕抚

视
,

如睹威仪
。

随取置胸前
,

摄心影中
,

字画宛然
,

此象今亦不存
,

视吾师之尊其

师
,

即一扇之微
,

亦什袭藏之而不欲弃去

者
,

有愧色矣
。

一 日
,

师以其板依影片示

余
,

盖摄子越南某寺者
。

祖右肩
,

坐大树

下
,
臂间戒疤

,

隐约可辨
,

与此土茹茜
,

憔

火享其脑者
,

其制有异
。

余方年少
,

不省间

道
,

相对默然
。 ”

柳亚子 《 曼殊的戒碟问

题 》 :

黄钧
“
此数语大可研究

,

因为照他的

意思讲来
,

中国僧人受戒的疤痕在头
_

L
,

而

越南僧人受戒的疤痕则在臂间的
。

把李一 民

和黄梦蓬两篇文章中所讲的话联系起来
,

不

是可以
一

证明曼殊确曾受过戒
,

但地点不在中

国吗? ”
秋波 《 苏曼殊臂上有香洞 》 :

曼殊

在南京陆军小学
“
教授时

,

穿着西装
,

一到

卧室
,

便换上破旧不堪的长衫
。

左臂上有九

个香洞
,

是阪依佛教时所留的
。 ”

陈去病

《 与柳亚子论曼殊身世函 > : 1 9 0 4年
, “

曼

殊遨游新嘉坡诸地
,

撮有小影一幅
,

居然乾

竺国中小沙弥也
。 ”

柳亚子在 《 附记 > 中更

正说
: “

新嘉坡撮影当是锡兰之误
,

原版

<潮音 》 有僧装小影一幅
,

下署
`

曼殊阉黎

狮子国造象
, ,

狮子国就是锡兰
。 ”

夏末
,

回至广州
,

为念安绘 《 茅庵夏偕

隐图 》
。

, 《 潮音
,

跋 》 : “ 应 聘 长 沙 实业 学

堂
” 。

秦毓璧 ( 曼殊之少 年 时 代 》
: “ 甲

辰夏
,

余赴长沙
,

任实业学堂教务监督
,

与黄

魔午立华兴会
,

谋举义
。

夏秋间
,

曼殊突然

至
,

问其别后事情
,

渠谓
`

去冬别后
,

溯长

江 入蜀
,

祝发于某寺
,

窃度牌而逃
。

( 此余

记得甚清楚者 )
。

云游西藏
、

印度
、

缅甸
、

遇逻各国
。

知君等在湘 ( 此言未知真否 )
,

特来相访
。 ’

时曼殊旧友翁又巩
,

黄魔午
、

谢晓石辈皆在湘
,

因留曼殊任学堂教课
。 ”

柳亚子认为
, “ 此印度疑即锡兰

,

而西藏则

恐怕又是玄虚了
” 。

黄钧 《 书曼殊大师 》 :

“
湘南实业学堂

,

创建于福建翁巩右工
,

时

甲辰春季也
。

六月
,

曼殊来自海上
,

授自在

画 ”
’

“
师在湘之日

,

习用大红名刺
,

署
`

博

经
’

二字
,

即其苏姓子谷
,

亦多不著
。 ”

蒋

君章 《 革命奇僧曼殊上人 》
: “

作者为本志

( 按
:

台北 《 中外杂志 > ) 写百战功高黄克

强时
,

提到克强先生在长沙明德学堂 ( 按
:

疑为实业学堂之误 ) 任教的同事中
,

有一位

教英文的同事姓苏名玄瑛的
,

后来华兴会成

立时加盟的会员也有苏玄瑛在内
。

… … 曼

殊上人
,

就是苏玄瑛
。

其实苏玄瑛在长沙明

德 ( 按
:

疑为实业 ) 时
,

已经出家
,

法名就

是曼殊
,

但在教员名册中署的却是俗家的姓

名
。 ”
撰有 《 自在画

·

叙言 >
, ,

· 《 画跋 》
: “ 甲辰

,

南归岭海
,

风雨

连绵
,

故友念安属作 《茅庵偕隐图 >
。 ”

,
黄钧 <书曼殊大师 》 :

曼殊在长沙实

业学堂
, “
居半载

, 不常入讲坛
,

草 《 自在



画
·

叙言》 一篇
,

长手余言
。

生徒皆妙龄初

学
,

不解画
,

于理尤茫然
。

师操粤音
,

复短

于言辞
。

群以为画师之文
,
无足补者

,

故其

不传
。 ”

诵石达开诗句
,

并时绘画自焚
。

有 《 远

山孤塔图 》 存世
。 .

,

张继 《 题李昭文所藏曼殊画
’

远山孤

塔图
一

势
: “

清末甲辰
” ,

余与曼殊同窝长

沙实业学堂
,

曼殊日闭居小楼
,

少与人接

见
,

喃喃石达开
`

扬鞭慷慨泣中原
’
之句

,

并时作画而焚之
。

此幅乃昭文兄破门夺 出
, ”

情绪浮凄
。

曼殊作时
,

不知流几多眼泪也?

李昭文 《 题曼殊 <远 山孤塔图 ) > : “
此幅

为曼殊在湘时所作
,

欲 火 之付冥中某女友

者
。

余戏夺而取之
。

曼请为余另绘
,

因挟以

为质
。

未几别去
,

不复相见
,

此画遂留余

手
。

·

”

时与杨布来往
。 .

,

许瀚 1 9穷8年1 0月
.

” 日复柳 亚 子

信
: “ 我 慕 大 师 之 名 很 早

,

我的一个外

叔祖父杨晰 ( 字玉壶
,

清名士
,

湖南澄州人
,

遗著有 《 退园文集 》 及 《 退园诗选 > 等 )
,

生

前即尝津津道之
。

惟我时尚小
,

到今多不复记

忆
。

只还记得其在
“
岳麓答大师

”
一诗有云

:

`

无官似鹤闲偏少
,

饮酒如鲸醉不多
。 ’

闻其

时盖一寓于岳麓
,

一主讲于湘垣
,
相隔只一

江之渡
,

过从颇密也
。 ”

按
:
曼殊平生不多

喝酒
,

诗句疑有误
。

祝融峰
,

俯祝湘流明灭
。

昔黄龙大师登峨

眉绝顶
,

仰天长叹日
: `

身到此间 ,无可言说
,

惟有放声痛哭
,

足以酬之耳
。 ’

今钠亦作如

是观
。

入夜
,

宿雨华庵
。

老僧索画
,

忽忆天

然和尚诗云
: `

怅望湖州未敢归
,

故园杨柳

欲依依
。

忍看国破先离俗
,

但道亲存便返

扉 , 万里飘蓬双布履
,

十年回首一僧衣
。

悲

欢话尽寒山在
,

残雪孤峰望晚晖
。 ’

即写此

赠之
。 ”

此画初载 <文学因缘 》
,

为第六

幅
。

后辑入蔡哲夫 《 曼殊上人妙墨册子 >
,

为第九幅
,

又刊 省半月杂志 》 第三卷第十三

号
,

题为 《 危崖 》
。

柳亚子 《 关于曼殊的

画 梦
: “

查曼殊第一次至湖南
,

是 1 9 0 4年甲

辰
,

到 1 9 0 5年乙己暑假时还上海 , 第二次至

湖南
,

是 1 9 0 6年丙午
。

参拜衡山无论是第一

次或第二次的事情
,

都无在癸卯的可能
。

题

字上的纪年
,

一定是弄错的了
。

至早
,

当改

为
`

甲辰
,
才对

。

罗建业
、

文公直均认为
“
是年 ( 癸卯 ) 大师无游湘的可能

”
( 引文

见罗建业 1 9了了年 1 月加 日自香港
、

致 柳 无忌

信 )
。

杨德邻 《锦岌珠囊笔记 》 “
香山曼殊

居士
,

姓苏名玄瑛
。

十年前
,

与余同任湘中

实业学堂讲席
。

除授课外
,

镇 日闭户不出
。

无垢无净
,

与人无盯蹊
。

娴文词
, 工绘事

,

然亦不常落笔
,

或画竟
,

辄焚之
。

忽一 日
,

手蛛杖
,

着僧装
,

云将游衡山
,

则飘然去

矣
” 。

据此
,

疑作于甲辰
。

疑绘 减岳麓山图 》
。 `

至衡 山
,

夜宿雨华庵
,

作画 <危崖 >

赠老僧
。 ,

时希圣 《 养澹斋随笔 >
: “

曼殊大师
,

天才卓越
,

画法高逸
,

创作一家
,

以简淡

胜
,

光绪癸卯 ( 按
:
疑为甲辰 )

,

主讲湘中

实业学堂
,

尝作 《 岳麓山图 》 ,

灵秀高耸
,

传神褚墨间
,

询名绘也
。 ”

, 《 画跋 》 ; “
癸卯

,
参拜衡山

,
登 冬 , 华兴会在湖南的计划失败

,

秦毓奖



等出走
。

曼殊继续留在实业学堂任教
。 ·

二 秦毓鉴 常曼殊之少年时代 》 : “
及华

兴会事败
,

余仓皇宵行
,

曼 殊 留 长沙如

故
。 ”

6 月 ( 五月 )
,

邀学生十数人饮于青石

街之徐长兴
,

并摄影留念
。

堂三弟苏祖傲出生
。 .

,
参着 《 沥溪苏氏族谱 》

峨
、

1 9 0 5年 ( 光绪三十一年 )

二十二岁

上半年
,

在长沙实业学堂任教
,

除图画

外
,

兼教英语
。

将教学用之画稿四五十幅装

钉成册
,

题诗句其上
。 ,

.
黄钧 嘴书曼殊大师 > “

临去之前一

月
,

招同学者十数人
,

饮于青石街之徐长

兴
,

长沙著名之牛肉馆也
。

… …是日皆据案

大嚼
,

师旁坐不举著
,

问之
,

笑而不答
。

食

已
,

同赴摄影留别
,

师于所乘舆中取袭装披

体
,

则俨然沙门也
。 ”

秦毓签 《曼殊之少年

时代 》 : “ 乙片照相
,

曼殊僧装坐 中
,

旁坐

者皆实业学堂优秀学生
” 。

暑假
,

离长沙去上海
,
访秦毓架

,

嬉游

玩乐
,

任意挥霍
。 ·

.

黄钧 《 书曼殊大师 > : “
明年

,

兼授

英语
,

生徒渐与接近
,

更知其通 日语
,

皆认

为非常人
,

益尊视之
。

每授课
,

先学生至
,

重诵读
,

,

开卷略加讲解
,

即喃喃不辍
。

至全

堂诵声大作
,

师以右手支颐
,

入睡乡矣
。

迫

闻铃声
,

则开 目微笑
,

夹书而去
。

习画时
,

先以印稿散坐众
,

别于黑板作图样
,

巡视行

列
,

依次示 以轮廓
,

无倦容
。

积稿四五十

幅
,

装磺成峡
。

卷首题
: `

落花不语空辞

树
,

明月无情却上天
’
十四字

,

而略图意
。

末画梅花一株
,

题英文诗一首
,

忘其词
。 ”

有同学张子仲问日
: `

子犹忆诺克 ( K n o c K )

之事呼 2
,

余不解
。

日
: `

同学刘建烈者
,

即去年酣战武冈负重伤之刘克家团长也
。

某

日
,

曼殊师授英语课
,

询以叩门之
`

叩
’

字
,

不能答
。

师引之登讲坛
,

命书 K n o c K
,

尽十数字
,

日 : `

忘之乎 ? ’

师 曰
: `

毕生

不敢忘
。 ’

其教授方法多类此
。 ”

黄钧 《 书曼殊大师 》 :
曼殊

“
去之日

,

校中师友
,

送于湖水之滨
,

师披法衣
,

跌坐

船隅
,

若有情
,

若无情
,

若有想
,

若无想
,

此意犹可仿佛得之
” 。

秦毓璧 《 曼殊之少年

时代 》 : “ 乙 己夏
,

遇曼殊于沪上
,

渠方自湘

中来也 ( 在上海曼殊寓处亦忘矣
。

其时清漪

亦在沪 )
。 , · ·

…腰缠甚富
,

任意挥霍
,

食必

西飨 ( 在江南春
、

海国春
、

一家春等处 )
,

夜则坐马车兜风 ( 时上海尚未有汽车
、

电

车 )
。

有时亦叫局
,

吃花酒
,

但不甚说笑

耳
。

如是者月余
。 ” “

余与曼殊在沪
,

相处

月余
,

无 日不见
。

曼殊所征之伎为迎春坊林

氏
,

其名不记矣
。 ” “

曼殊在湘授课
,

月得

薪水可二百余元
,

不使一钱
,

积一年
,

数诚

不少
。

故 乙己至沪
,

任意挥霍
,

每宴必致多

客
,

一人所识 无多
,

必托友人转辗相邀
。

问

其故
,

则日
: `

客少
,

不欢也
。 ’

客至则开

宴
,

宴毕即散
,

不通姓名
,

亦不言谢
,

人皆

讶之
。

余日
: `

曼殊上人
,

游戏人间
,

其视

金钱如粪土
,
宜也

。 ’ ”

.

粉如
.



疑尝与陈仲甫 ( 独秀 ) 叙唔
。 ·

.

柳亚子 《 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

谈话 》
:

1 90 3曼殊离开上海
, “

我也匆匆他

去
,

终于找不到曼殊的消息
。

一直隔了几个

年头
,

我重到上海
,

有朋友在酒馆里请我吃

饭
,

正在谈话的中间
,

忽然闯了一个和尚进

来
,

却是曼殊来也 ! 原来他是在别人处打听

了我的行止而被他找到的
。

此时他僧装而吃

酒吃肉
,

我们劝他改穿西装
,

他坚执地不

肯
。

但隔了几时
,

却又自动的改了
。

问他什

么缘故 ? 他说
: `

吃花酒不方便呀 ! ’
此时

的曼殊
,

一 切颇和几年前不同
。

儿年前说话

很少
,

几乎不大开 口
,

而此时却会高谈阔论

起来
。

几年前除了我们以外
,

没有朋友
,

而

此时却朋友很多
,

不但有男朋友
,

并且有女

朋友了
。 ”

从 <画跋 》 “ 乙 己
, … …寄怀仲

子 ” 可知
,

曼殊在 1 9 0 5年冬以前是见过陈仲

甫的
。

如不是在伏冬之间由南京至杭州时可

能中途在上海逗留过
,

则必是此次了
。

至于

陈仲甫说的
“
几个年头

” ,

恐是他记忆有

误
。

旋与刘兰 ( 季平 ) 自杭州至南京
,

在陆

军小学任英文教员
,

同事有钟海航 ( 镜寰 )

柏烈武 ( 文蔚 )
、

石丹生 ( 国柱 )
、

仲梁
、

戴鸿渠等
。 ·

.
曼殊 《 潮音

·

跋 》 : “
应聘

·

一 金陵

陆军小学
” 。

《 画跋 >
: “ 乙己

,

与季平行

脚袜陵
” 。

1 9 0 5年 5 月 29 日自日致刘三信
:

“ 回忆株陵半载
,

对床风雨
,

意极可亲
” 。

1 9 0 6年 9 月 13 日自芜湖刘三信
: “

深望我兄

与海航哥于中秋节来此晤谈 数 日
,

以抒积

佃
。

晤仲梁兄幸为我致意
” 。

1 9 0 7年七月自

日本复刘三信
: “

拜读十八 日来示
,

此五朵

云之从天飞下
,

喜可知也
。

又悉诸故人无

恙
,

大慰下怀
。

老哥停掉湖边
,

诗怀必盛
,

何不示我一二 ? 得以愁余朗诵
,

如与君客株

陵景况也
。

… …老哥与石君丹生同寓否 ? 去

冬
,

舟中与石君握别
,

行将一载
,

石君无恙

耶 ? 前月戴君鸿渠来东京游
,

与曼相遇
,

友

爱如昔
。 ,

柳无忌 《 苏曼殊及其友人 > :

“
柏烈武名文蔚

,

安徽寿州人
。

据郑桐荪

言
,

亦曼殊陆军小学同事
,

与曼殊甚熟悉
。 ”

介

夏天
,

疑自上海至杭州
。 . 时 与 陆达权 ( 守经 )

、

陆繁霜 ( 灵

素 ) 来往
。 .

`
秦毓箕 《 曼殊之少年时代 》

: “
夏后

余赴粤西
,

曼殊谓将赴西湖
,

自此遂成永

别
。 ”

按
:

曼殊当时有没有去杭州
,

还值得

研究
,

各 《 年谱 》 根据秦毓婪 《 曼殊之少年

时代 > 及 《 画跋 》 ,

都认为他先于秋至杭

州
,

后于冬至南京
。

但据伍仲文介绍
,

他是

暑假在南京遇到曼殊的 (参看 《 曼殊杂记 > )

伍仲文的话是可信的
。

故曼殊如有到杭州
,

当在夏天 ; 否则他是径直与刘三一起于暑假

从上海去南京的
。

芝翁 《 苏曼殊与刘三夫妇 》 : “
书中有

写
`

刘三
、

灵素两居士万福
’ , `

灵素夫人

无恙
’ ,

以及屡提到的
`

达权兄
’ ,

则为刘

三的夫人陆繁霜
,

和她的哥哥陆守经
” 。

灵

素
“
在城东女学肄业时

,

刘三恰也在那个学

校里当教员
,

师生感情很好
。

刘三原配陈氏

… … 死后他才和灵素结婚的
。 ”

达权
“
和苏

曼殊最相好
,

他两个郎舅对曼殊时常资助
,

所以每有提及
,

交谊自是不浅
” 。



参与筹办江南书报社
,
居该社北屋

。

曾

拜会陈散原 ( 三立 )
、

陈衡烙 ( 师曾 )
。

时

与伍仲文讨论佛教
,

社会等问题
。 ,

.
伍仲文 嘴曼殊杂记 》 : “ 民国纪元前

七年 ( 1。。弓 )
,

仲文暑期言假
,

归自扶桑
、

灌之与俱
。

慨金陵失学者众
,

遍访同志子冶

城
。

是时肄业江南水师学堂者
,

浙友封德

三
、

周作人
,

蜀友刘历青
,

,

均积学有志之

士也
。

曼殊亦适行脚来宁
。

皖友潘晋化主警

政
、

闽友林凉生
,

乡友赵伯先
、

_

孙少江
,

悉

赞襄军政
,

同邑学友章木良
、

淮仲草
,

从事

教授
。

伯先
、

木良
、

仲文同为俞格士师弟

子
,

烙师办理江南陆师学堂暨矿路学堂
,

提

携后进
,

不遗余力
。

尝邀蔓殊渴格师
,

磺散

原大师曾同学在座
,

论文学
,

道佛旨
,

曼殊

发议独多
。

继由格师得交赣友李梅庵屯刘嗣

伯
,

均主襄学政
,

热心教育者也
。

了白先
、

少

江时为徐因卿大所推重
,

为之曹住者
,

京

口陶宾南
、

朴青昆仲
,

·

佐理江市第九镇新
·

兄
,

主办征兵
。

蔓殊与奈尝两次与议乡协助

重译军制
。

余谓曼殊日
, 一 `

佛子弟私参军

制
,
得勿动杀机乎 ? ’

曼殊曰
: `

、

以兵卫

国必出自征兵制度
,

否则祸国殃
·

民
,

:

不堪设

想
。

参兹重译
,
亦一布施

。 ’

余深然之
,

而

敬服焉
。 “ 二向

·

适众友咸集
,

创办江南阅书报

社
,

曼殊与余声气相求
,

天然契合
,

留宿是

社
,

一

晨夕共聚
,

亦足乐也
。 ” “

夏雨初界
,

晴空新月
,

适当窗际
,

、

掩映碧纱
,

实标真

美
。

曼殊居北屋
,

南窗前陈列夜来香两钵
,

赤珊瑚一株
,

杂花香草
,

点缀其间
,

至饶幽

趣
。 `

曼殊闲静寡言
,

挥笔遐想
。

余适至
,

窥

其态
,

弗逮入
。

伊招我
,

`

遂入室
。

彼此相对

无言
,

而精神实己深契
。

此静中趣
,

非笔墨

所能形容
。

曼殊日
: `

社会复杂
,

人心不

古
,

多自利
,

少利他
。

我佛平等
,

舍身救

世
,
渡众生

,

登彼岸
,

世人弗察
,

无怪其

然
。

是社为利他升
,

设书报
,

禅众阅贤
,

并

风气之先
,

吾识其旨矣
。 ’

余日
. “

袜陵同

志
,

互 以自新自励
,

兼图众览
,

奚然利他
。

我佛慈悲
,

众生得渡
,

苏子皎依佛
,

’

抱大悲

愿
,

愿闻教焉
。 ’
曼殊慨然诺

。

问余尝读佛鲜

否 ?
’

余 日
: `

始观 者佛学要义势
,

继读 省大

乘扭信论 )
,

卖在糙梢索途
,

朱由熬箕挺信

之因
,

去胡能信 ?
’

曼殊曰
: `

世人事佛
,

’

金重文字
, ’

究其实际
,

即心即佛
,

我辈读

经
,

靳增知慧
,

若贪读群 经
,

不 籽 佛心
,

是育识
,

非芷慧
,

原静园居十
,

千此加竟蔫
,

我佛本 无相
,

如以相 见如来
,

非 纂 言色即

具
.

幸
,

空亦芜有
,

价箕俄六
,

价芜软磐
,

能

羌执兽
,

而后心 冤 成住
,

研 谓羌我相
、

人

相
、

弃著翎椒
,

华 人 教 方 并
.

卞可言絮

奋
。 ’ .

奈聆斯言
’ ,

深有阱感
。

窃以弃拭石

决
、

始可言笔命
,

`

刚籽挑矛
,并

,

娇可言救
一

因也
。

蔓件曰
: 一 `

茫井苦海
,

谁县拜岸

奢 ? 若彼蛋蛋奢氓
,

鲜有人半常棋
, 一

倘 人

荞亲箕亲
,

仁箕人
,

势箕物
, `

点茸肉 一布

社合芜不安宁
,

菌舜靡木恰巾
.

。

如何并处

民娜
,

晤养民德
,

传授民业
,

均籁社荟教

育有以成立
。

尝见他得熬悲事业
,

日增月

盛
`

,

箕间国家设立 若 有 之
,

或社荟兹憨

奢
,

搞资合立之
。

如平民补习所
,

图书阅峨

所
、

贫儿教养院
、

职业介绍处
、

书报巡徊间

览所 ; 凡 此种种
,

皆集社会教育者
,

相助探

讨
,

协力研究
,

以期子成
。

愿中国同仁
,

发

大慈悲
,

次第卖施之
。 ’

余敌曰
:

曼殊诗僧

也
,

文学家也
,

南社社友缪知之
;
曼殊慈善

家而兼教育家也
,

曼殊旧雨
,

或不及知
,

特

为补述用闻旧好
。 ”

一拳,今

结识赵伯先 ( 声 )
、

章木 良 ( 一民 )

等
。

.

伍仲文 <曼殊杂记 》 : “
余招社友三



消

愚
`

西人
,

共错生平
,

苏
、

赵二子与飨
。

受殊本

窝社
,

是 日午后伯先自京口至
,

初识曼殊
。

赵子日
: `

仲文告我
,

曼殊言行学问
,

己默

识久矣
。 ’

苏子日
: `

我亦如子
。 ,

曼殊日

. `

金
、

焦
、

北固
,

峰峦叠翠
,

俯瞰江涛
,

所欣慕焉
。 ’

伯先日
: `

珠江流域
,

风景当

佳
,

苏子欲游浮玉
,

他日冀同游之
。 ’ 后至

者白下一民 ( 章木良别字 )
,

与曼殊
、

伯先

亦初见
。

木良性近伯先
,

慷慨有大志
,

余邀

之谈游学事
,

伊亦乐识苏
、

赵二子也
。

木良

希曼殊说佛旨
。

曼殊日
: `

尝与仲文略道

之
。 ’

余当将撮记曼殊言与阅
。

赵
、

章二子

俱悦服焉
。

伯先日
: `

我饥甚
,

望主人饭

我
。 ”

余旋促厨人
,

备物肴数味
,

米酒一

梅
,

各大嚼
,

纵酒高谈
,

旁若无人矣
。

伯先

戏曼殊日
: `

和尚亦乐此佳肴
,

清间佛 皆
,

能勿违戒条乎 ?
’

曼殊随答日
: 喊我空

,

人

空
,

宇宙空
,

我视无有物
,

今之罗列者
,

即

为异日之灰尘
,

归诸太空
,

又何足异 ? 且佛

在心头
,

行在心后
,

抱佛心者
,

施佛行便

是
,

食物穿肠
,

莫间精神修养
,

愿诸子心参

之 ’ 。

举座皆觉
,

微不默契
。 ”

曼殊 《燕子

完随笔 ) : “
赵伯先少有澄清天下志

。

余教

习江南陆军小学时
,

伯先为新军第三标统
,

始与相识
,

余叹为将才也
。

每相过从
,

必命

兵士携壶购板鸭
、

黄酒
。

伯先豪于饮
,

余亦

雄于食
。

既醉
,

则按剑高卧于风吹细柳之下
,

或相与驰骋于龙蟠虎踞之间
,

至乐也
。 ”

芝

翁 《 苏曼殊与刘三夫妇 > 认为
,

曼殊与伯

先
, “ 二人相见恨晚

” , “
当时刘三亦居南

京
,

三人相聚约有半载
” 。

受殊的画 > “
此幅我叫它 <终古高云图》

.

据狄君武说
,

曼殊画此幅送百先
,

百先死

后
,

为其中表唐较林所藏
。

软林以影本送君

武
,

君武又翻印一张送我
。

是 1 9 17 年 3 月 17

日的事情
。

… … 原图无名
,

我因它上面有
`

终古高云
’ 一绝

,

所以就杜 撰 了这个图

名
,

以便引述
。 ”

绘花卉一方
,

扇面一幅赠伍仲文
。 。

·
伍仲文 哎曼殊杂记 》 : “

曼殊尝赠绘

花卉一方
,
扇面一幅

。 。

扇面古佛
,

息静松

下
,

岭岩冷泉
,

法参中外
,

可追世宁
、

云从

矣
。

背面王伯涵书佛经
。

不意子民元前失去
,

惜甚
。 ·

与伍仲文游同泰寺
,

合作五言
“
联句

”

一首
。 ·

今
多

妞
’

绘 ( 终古高云图 > 赠赵伯先
。

,

《 画跋 》
: “ `

终古高云簇此城
,

秋

风吹散马蹄声
,

河流大野犹嫌束
,

山入撞关

不解平
。 ’

百先属
,

曼殊
。 ”

柳亚子 《 关于

,
这首联句录自伍仲文 褚曼 殊 杂 记 >

( 见柳亚子 嘴曼殊余集 》 第五册附录四 嘴史

料类 》 )
,

后收入 嘴曼殊余集 》 第一册 考诗

集之余 >
。

据伍仲文介绍
,

1 9 0 5年暑假
,

他

本人自日本回至南京
, “

曼殊适行脚来宁
”

窝江南阅书报社
。

一日
, “

余邀曼殊登鸡呜

寺
,

远眺钟阜
、

幕府
、

卢龙诸山
,

近瞰北

湖
,

荡涤尘怀
,

纵谈往事
,

亦一乐也
。

曼殊

欣然同往
。

寺门位于 山颠
,

携杖比步而上
,

少年健步
,

且谈且行
,

意至爽适
。

三豁楼茶

叙
,

俯视北湖
,

田田碧叶
,

出水芙奠
,

掩映

山光
,

招来游子
,

偏舟容与
,

何必西湖
。

曼

殊日
: `

动我诗兴矣
,

仲子盎联句乎 ? ’
余

曰
: `

子宜倡之
。 ’

曼殊应声得句
: `

赫赫

同泰寺
,

羹妻玄武湖
。 ,

· ·

… 是游兴尽归

社
,

已万家灯火矣
。 ” ( 《 曼殊杂记 》 )

`

伍

仲文说的曼殊
“
行脚来宁

” ,

在时间上与各

《 年谱 》 所说不同
。

各 《 年谱 》 据秦毓奖的

1 0 0



飞

“ 夏后… …受殊谓将赴西湖
” ( 嘴受殊之少

年时代 > )
,

蔡守的
“ 乙巳之秋

” 的 “
一

日 ”
在灵隐前 遇 曼 殊 ( 《 题 < 泛舟西湖

图 ) 》 )
,

以及曼殊的诗句 “几树寒梅带雷

红 ” ( 《 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 卜 )
’

,

来推断

曼殊离开杭州去南京是在秋后
。

其实
,

秦毓

续的
“
将谓

”
是虚浮之辞

,

蔡守的
“ 一 日”

是概略之语
,

均不足以作为推断准确时间的

依据
。

而曼殊的
“
寒梅带雪

”
写的显然是冬

天
,

与蔡守说他
“
外虽云钠

,

内衣霭织贯

头
” ( <题 <泛舟西湖图 > 》 )

,

颇为吻

合
。

查曼殊的著作
,

虽然 《 画跋 》 和 《 潮

音
·

跋 > 都只提及自己于 19 0 5年 与 刘三应聘

到南京陆军小学任教
,

并无说到具 体的日

子
。

但透过 <燕子完随笔 >关于常与赵伯先
“
按剑高卧于风吹细柳之下

,

或相与驰骋子

龙蟠虎踞之间” 的记载
,

则可以肯定不是冬

天在南京
。

而且
,

据伍仲文说
,

曼殊与赵伯

先认识是由他介绍的
。

( 参看 哎受殊杂记 》 )

伍仲文是当事人
,

他的回忆有情有节
,

不会
「

错
。

室此
,

实际情况可能是
: 1 9 0 5年夏天

,

受殊自上海到杭州
,

旋与刘三至南京
,

逗留

了
“
半载

” ` 参看 哎画跋 》 及 1 9 0 9年
`

5 月 29

日自日本致刘三信 )
,

于初冬再去杭州
。

如

此分析成立
,

则据伍仲文说
:
自游同泰寺

,

必 从兹别受殊
,
无缘再见 , ( 嘴 曼殊杂

记 > )
,

可以断定
,

这首联句作于伍仲文鲁

假将要结束
,

计划离南京赴日 本 上学的时

候
。

按学校秋季始业的常规
,

当在 8 月中下

旬
。

羁徕陵
,

僧季平登鸡鸣寺
,
观合城居湖

,

省

感交集
,

画示季平
。 ”

当为 1 9 0 5年夏秋间与

刘三共事于南京陆军小学之时所绘
。

画 内有

蔡守题记
: “ `

己酉秋八月既望
.

曼殊上人

过沪出是册
,

委守夫妇为之题识
。

话朝
,

佛

子来蔗过我
,

读之
,

折服难极
,

遂题长事

焉
。

曼殊因以是帧把似佛子
,

并命守识之
。

八月二十四日也
。 , `

剩山残 山一角
,

寥

落
。

何处辨华彝
,

有人凭槛泪交垂
。

怎么

知 ? 怎么 知 ? 调 寄 《 荷 叶 杯笋
,

成城绮

声
。 ”

绘 <登鸡呜寺观台城后湖图 》
、

① 《 白

门秋柳图 》
、

② <为刘三绘纹扇 》
。

③

①此图刊于1 9 0 8年日本东京 《 天义 > 第

1 6
、

1 7
、

1 8
、

1 9四期合刊
。

后辑入 <曼殊妙

墨 》
,

为第十三幅
。

据 《 画跋 》 : “ 乙 巳
,

此图载子柳亚子编 《 曼殊全集 梦 ( 北

新本 ) 附录一
。

据刘兰 褚赠曼殊 > : “
贻我

《 白门秋柳图 》 ” ,

自注
: “

与上人同客金

陵
, _

卜人手绘是图
,

精妙无伦
” ,

及在图 卜

所题词
: “

十年前与曼殊同客株陵
,

写此寥

寂之景
,

后游西湖
,

仿佛遇之
。

甲寅 ( 1 9 1 4

年 ) 八月
,

士愕见而激赏
,

即以奉赠
。

刘三记

子黄叶楼
”
等资料推断

,

当绘子 19 0 5年夏秋

之间无疑
。

关子这幅图的下落
,

柳亚子 臂关

子曼殊的画梦说
:

·

“
此图今藏陆士傅处

。

士

愕即刘三夫人陆灵素女士的哥哥
,

也是曼殊

友人陆达权的哥哥
。

现在上海行医
。 ”
薛慧山

破苏曼殊画如其人 > 说
:
曼殊

“
为刘三作的

< 白门秋柳图 》 ,

传到陆士愕儿子陆清洁手

里
,

竞在兵荒马乱中失去了
。 ”

郑逸梅 嘴苏

曼殊遗墨
、

莫愁湖图 ) 》 : “
某 岁 刘三抱

病
,

请陆士愕医师诊治
。

陆士愕不受他的诊

金
。

刘兰病愈
,

没有什么报答他
,

便把 《 白

门秋柳图 》 作为酬谢品
。

士愕的儿子清洁瞧

见了喜爱得很
。

这画就由清洁珍藏
。

清洁行

医杭州
,

画带到杭州去点缀他的医寓
。

不料

抗战军兴
,

清洁仓皇避难
,

这画失诸兵荒马

司
协

中了
。 ”

⑧此图载于 <曼殊全集 》 ( 北新本 )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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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石
。

褚画破卜
: “ `

终古高云浪此城
,

秋

风吹散马蹄声
。

河流大野扰嫌束
,

山入渔关

不解平
。 ’

刘三命画
,

曼殊
。 ”

所录谭嗣同

<澄关 > 诗与赠赵伯先的相 同
,

故疑绘于

19 0 5年夏秋之间
。

图内尚有刘师培题词
:

“ 旧游如梦江淮海
,

为我相忘形影神
。

四海

风尘艰泪涕
,

中年哀乐损天真
。

江 山如画常宜

我
,

花月无情又入春
。

漫说挑源堪避世
,

武

陵犹有间津人
。

季平先生属书
,

光汉
。 ”

结识秦淮歌伎金凤
。 `

.

柳无忌 嗜苏曼殊及其友人 》 : “ 民国

纪年前七年 (
·

1 90 5 )
,

曼殊在南京陆军小学

教书时
,

尝与秦淮河上伎人金凤相识
。 ”

秋后
,

至杭州
。

绘 《西湖泛舟图 >寄怀

陈仲甫
。 ·

。
( 画跋 》 : “ 乙己

,
·

泛舟西湖
,
寄怀

仲子
。 ”

此图初载 褚文学因 缘 》 ,

为 第 八

幅
。

后辑入 嘴曼殊妙墨 》
,

为第四幅
。

跋语

被蔡守改为
“ 乙己

。

拿舟金牛 湖
,

寄 似 仲

子
。

曼殊
` ” 又刊于 《 半月杂志 》 第三卷第

二十号
,

题为 <拿舟金牛湖 》
。

此外
,

尚有

蔡守一段跋语
: “ 乙己之秋

,

著书被议
,

避

地如孤山
。

一 日
,

过灵隐前
,

见一 祝 发 少

年
,

石栏危坐
。

外虽云袖
,

内衣魏织贯头
,

眉宇间悲壮之气逼人
。

余以为必奇士
,

大不

得 已而为之也
。

今读斯图
,

知曼殊是岁亦客

西湖
,

因语曼殊
,

遂知当 日所 见
,

固曼殊

也
。

去秋读 《 文学因缘 >
,

恨未相见
,

诅知

五年前已识之矣
。

守记
。

已酉 ( 1 9 0 9 )

八月
。 ”

可知
,

曼殊到杭州当为秋后
。

.

此首七绝初刊子 1 9 1 2 年 弓月 1 日

上海 《 太平洋报 》 副刊 《 太平洋文艺集 》 ,

原题开始处还有 t’/ 又年前” 三 字
。

后 刊 于

1 9 1 4 年 5 月 <上海南社丛刻 》 第 9 集
,

及 1 9 1 5 年 5 月 1 5 日上海 《正谊 > 杂志

第一卷第八号
。

柳亚子 嘴曼殊诗年月卷 》 认

为
,

此诗
“
应为 1 9

」

o 弓年 乙己的作品
。

根

据 臂画跋 >
,

曼殊是年曾游西 湖
,

可 为 旁

证
。 ”

柳亚子的说法是对的
。

但他一直认为

曼殊
“ 入秋至西湖

,

… …旋游金陡
”

(
·

《 重

订苏曼殊年表 ) )
,

则此诗当为秋夭所作
。

其实
,

曼殊到杭州应在赴南京之后
.

加王从

蔡守 ( 题
z

泛舟西湖图
、 》 所锐

: “ 乙已之

秋
,

· · · ·

一 日
,

`

过灵隐前
,

见一祝发少年
,

石栏危坐
,

外虽云钠
,

内农襄织贯头
” ,

以

及恃的第二句
“ 几树寒梅带雪红

”
着

,

无论

是穿着
,

无论是景色
,

都应该属冬夭作品
。

至子白云禅院
,

即白云庵
,

又名漪园
。

曼殊

1 9 0 8 年 月 汗自杭 州致刘三信
: “

白

云庵在雷峰塔下
” 。

许瀚 雀西湖雷峰塔下之

白云庵 》
、

吉丽 <西湖一胜地 》 :
雷峰塔东

蓄
,

由月下老人祠出
,

退若干 少
,

得 门 而

入
,

即是白云禅院
。 “

禅院之外观
,

虽非若

非茗何崇宏壮丽
,

能吸引游人
。

然其雪白围

墙与圆圆月洞门
,

固已充芬表暴其内部幽静

之妙也
” 。

辛亥前后
’

, “
为浙江革命大木营

也
, ”

平智础 1 9 3 4 年 弓月 3 0 日自香港

复柳亚子信
: “

白云庵方丈
,

原为 德 三 和

尚
,

光复会同志
,

甚重侠义者
。

至于现时之

意周和尚
,

当时尚在读经习字
,

不理庵中事

务
,

今为该庵住持
。 ”

贪

疑绘 《 剑门图 》
。 ,

作 嘴住 白云禅院作此 》
。

,

<燕子完随笔 》 :

烈
,

读放翁集
,

泪痕满纸
,

“ 山寺中 北 风
、

甚

令人心恻
。

最爱

衷02



淤羚撇
三

、

意周和尚往还
,

绘有画幅
,
疑作于此时

此鸽
.

一

知道钟矗二个怪和尚
,
也基, 个酒肉和形

。 -

军于他离开瑚南之原因
,

则不得而知了
、 ’

黄钧 《 书曼殊大师 奋
: “ 越一 年

,

重 来 湘

上
,

时方大暑 , 余与
卜

同学于灯下温愉旧课
。 -

见师至
,

大喜
.

争相问讯
。

师手蒲葵扇
,

微

笑点首
,
谓将杖锡 衡 山

,
归再 谋 一 会 合

也
。 ”

寺
绘《渡湘水寄怀余凤 》 ,

宾神张氏在沥溪去世
。 ·

.

参肴 <沥溪苏氏族谱 > 。

·

(
`一

’ `

, 、 `

l

…)
.

”。“年 (
一
光绪三十二午 )

.

二十三岁

初春
,

至长沙
,

任明德学堂 图画教员
。

居开福寺犷人称之为 “ 苏和尚
” ,

_

与胡子靖

( 元玫 ) 等同事
,

学生有陈果夫等
。

失

· 飞锡 《潮音
·

跋 > : “
应聘长沙… …

明德学堂
。 ” 陈果失奄受殊 大师联 事 ) :

、 ; “
光绪三十二年公苏曼殊先生到长沙

, 、

住永

福寺
·

( 按
:
应为开福寺安下同

。

)
、 ( 同住者

撇有二人
,

何霭士象孩
,

一

或尚能记忆落 ) 明

德举堂校长胡子靖先生延其教授图画等课
。

我在该校小学乙班读书
,

得识先生
。

因为外

省人
,

相识更易
。 ’

我与家叔曾经永福寺拜望

他几次
,

所以更熟
。

那时我年十五
,

、

初学国

画
,

先生每次把笔
,
并特别画一张小图画给

我临摹
。

记得他画给我有好几张歹我当然虽

然宝藏起来
.

但到现在
,
实不知 到 那 里 去

了
。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
,

他离开了湖南
。

他

在湖南
,

大家称他为
`

苏和尚
’ ,

并晓得他

是一个真和尚
.

懂佛经最高深的意义
。

并且

` 曼殊 1 90 级年 弓月幻日自日本致刘兰擒

称此商为 <渡湘
「

水寄杯金凤
一

) ` 《 画跋 >
:

“ 乙己
,

与季平行脚株陵
,

金凤 出素 绢 索

画
,

朱成而金凤他适
。

及后渡湘水
,

作此寄

之
,

宁使殷洪乔投向石头城下耳
。 ”

此图辑

入 《 曼殊妙墨 》 ,

为第十八幅
。

后刊于 《 半

月杂志 > 第三卷 第
…
十 四 号

,

题 为嚼 风 柳

图)
。

图内尚有
“
恼杀株陵春

,

春 随 樊 素

丢
, 李却似絮因风

, …

飘拍同何处 ? 守一题
。
沙

薛慧山 <苏曼探商如其人 》 :
一

“ “ 僧荡舟湖

中
,

芳草碧柳妥迎春而舞
。

少 据
“
后 渡 湘

水卜一句毛当尔 906 年春在长沙明德学堂任

教时绘
。

一 `

夏
,

应刘师培邀请
,

荃芜湖赌山皖江中学

令
在教用名 tt 苏提”

杠彤侯 ( 一木 ) 万

。

路识邓绳侯 ( 戴抓 )
、

陶成章 ( 焕卿 )
、
龚宝桂

.

丈微生 ) 以及卢仲农
、

张伯纯 ( 通典 )

谦之等
。

二

朱

卜

。
《 潮音 一跋 》 : “

应聘… …芜湖皖杠

中学
” 。

曼殊与 邓 绳 侯 的 关 系
,

见 《 画

跋 > , “
怀宁邓绳侯栽孙

,

为石如老人之曾

孙
,

于其乡奔走教育
。

余今夏至洗江
,
就申

叔之招
。

始识先生
,

与共晨夕者弥月
。

, 与

江彤侯的关系
,

见 1 9 0 6年 10 月自杭州致卢仲

农
、

朱谦之信
:

曼与江君彤侯
“
为至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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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陶成章
、

龚宝桂的关索
,

觅1如 e年1七月
`已

日自芜湖致刘三信
:

· ’

女焕卿
、

薇生与曼 l 目

询当拂袖去矣” 。

与卢仲农
、

朱谦 之 的 关

系
,
见 1的 6年 10 月自杭致卢仲 农

、

朱 谦 之

信
:

,’ J 匕风逮起
,

仓卒离群
” , “

曼前于芜

得疾
,

至今尚未脱体
,

芜约难践
,

公 等 慈

悲
,

哀憨此病头陀否 ? ” “
贤如二公

,

尤不

能使人无责备也
” 。

与张伯纯 的 关 系
,

见

1 9 1 2年 4
、

5月间自上海致张默君信
: “

尊翁

亦十余年 阔别
,
都弗闻动定

,

思念不置
” 。

张默君 <先考伯纯 公 行
’

略 》 : “
岁 乙 己

( 1 90 份)
,

应友人公推
,

监督烷江 中
一

学名

士
,
而富革新之志者” 石

若笙文庆堵君
,

’

类多寞禅卜
存者唯沈复生耳

。
分 萝建业

1 8 日自香港致柳无忌信
:

一
。年间执教于长沙

、

南京
、

芜湖等地多
学校任职都甚短暂

, ’

真是席不暇暖似的
。

颤
疑他的教书只是“ 个幌子

:
实则秘密千着革

命工作
。

须知邀请他的人如秦毓璧
、

张继
、

赵声等辈都是革命巨子
,

曼殊能置 身 其外
吗 ? ”

光复会为 1 ” 0 4 年 1 1 月申东京军
国民教育会派遣回国的龚宝检等

,

写注浙一 争
些革命志士共

时推举蔡元培

上海发起成立的组织
,

当

长
。 `

其誓询 是
“
光 复 汉

疑参加
“
光复会

”

。
曼殊参加

“
光复会

”
事

,

据 《复旦学

报 》注 98 1年第二期童炽昌崎鲁迅参加光复会

的旁证 ) 载
:

1 94 5年由老光复会会员尹锐志
( 女 ) 任会长所

“
中兴

”
的光复会 ,

号称有

十九万会员
,
该会所编的书中载有岭光复会

通令会员 > 云 : `

光复会通令会员
, ·

一葵
奉苏曼殊同志为文化导师 !

’ ”
故疑曼殊楷

加入光复会
。

另忘机 《 记苏曼殊 >
: “ _

七人

念念不忘浙江
,
似与光复会极有关系

,

我亦

闻之于白云庵主持某君
。

其序秋瑾遗诗
,

谓
`

死即是生
,

生即是死犷秋瑾以女子身
,

能

为四方请命
,

近 日一大公案
。 ’

可惜光复会

以陶焕卿之死而星散了
。

则上人与我相同之

外
,

除鸳鸯蝴蝶外
,

复有参加光复会与寄期

望于陈独秀之二事
” 。

平智础嘴书尹维峻女

士 > : “ 尹氏姐妹 ( 锐志
、

维峻 )
,

平 日与

曼殊甚默合
。

曼殊归国
.

,

本寓锐进学社
、

因

交通不便改迁
。

壬子
、

癸丑两年居沪时
,
时

相过从
。 ”

陈去病 1 9 2 8 年 7月 5 日复柳

亚子信
: “

曼殊与浙江光复会同
.

人最稳
:

若

秋璐卿
、 ,

若陶焕卿
、

若龚未生
、

若尹维峻
、

族
,

还我山河
、

、

以身许国
,

功成身退
。 ” 后

陶成章
、

徐锡麟
、

秋瑾相继加入
.

成为该会

领导骨干
。

曼殊为军国民教育禽会录、 向持

反满的民族思想
,

时又与龚宝拴
、

陶成章等

人共事
,

加上上述记载 ,完全有参加光复会的

可能
。

署假
,
至上海

.

会晤刘三
,

结识柳亚子

( 安如 )
、

高旭 (
、

天梅 )
、

~

陶遗
.

( 道、 )
、

朱少屏 ( 葆康 ) 等
。 .

一 柳亚子 峨扔;和尚杂谈》 : “
曼殊和我

相识
,

在 1 。 犷 6
’

年
,

`

可惜第` 次相见的情

形和时地
,

现在竟完全忘记了
。

… “ ·

我和受

殊的柑识
。

记得是由申叔介绍的
。

而我的认

识申叔
,

即在这` 年的夏天 ,
是他从上海将

要去芜湖时
。

第一次见曼殊
,

、

大概就在这个

时候
。

再不然
,

我九月初还去 (
_

乡间 ) 后
,

冬夭曾到过上海一次
,

也许就在鼎吉里见到

曼殊吧
” 。

高天梅 <怀曼殊 》 : “
乞写 《 万

梅图 > 赠我
,

一花一佛合 板 依
” 。

自 注
:

_

“ 去岁 ( 1 9 0 6 年 ) 海上相晤
。

许绘 《
一

万

梅图 >
,

继而往东
,

·

未见寄下
,

时系我怀思

也
。 ”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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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夏
,

与陈仲甫东渡日本寻河合仙
,

不遇
。 ·

了 二

”
` ·

,

.

曼殊 1 9 0 6 年 9 月 厂3 日自芜湖致

刘兰信
: “

申江别后
,

弟即偕仲甫东游
” 。

柳盆子丈苏和尚杂谈 》 : “ 在薯假中间
,

曼

殊曾楷种甫还去过 日本
。

据周作人先生铎本
`

《柯合仙叹 曼殊画谱油 序 ) 》 :
·

声去夏始得

卷单来东省余
,

.

适余乡居
,

,

缘修不遇
。

碑此
序是 1 。 。

一

7
苹做的

「

,

所谓
`
去箕 ` 就是

1 9 0 日年的夏天了
。

” 沈燕谋 硬燕语浇浦

“ 陈仲甫语余
,
某年仲甫与师同渡东海

,

月

明之夜
,
师忽检取行碑中小盒杂物

, 一

投诸大

海
。 `

事毕归寝
,

痛哭经夜
。

次日
,

仲甫举询

其故蓄肺终朱道原委只字也言分 查曼殊与仲

甫同行东渡只此“ 次州故疑此事发 生 于
`

此

时
。 一

’

图极猎
。

一 专
一

」
一

气
,

卜

:
乙 吧

一
、

· 嚼画跋 > 玉 ;tt 丙午初秋 二领磨海岸送

水野氏南归
_

。 ,,

此图载 《文学因缘 ) ,
为第

三幅
。

后辑入 <曼殊妙墨 )
,

为第 二 十 二

幅
,

图内尚有 “ 离魂随客去
,
和月逐帆飞

,

纵被风吹醒
,
`

江头亦懒归
。

守
.

守一题
” 。

薛慧山 《苏曼殊画如其人 》 : “
一僧立海滨

眺望白帆
” 。

查曼殊 1 9 0 6 年夏天与陈仲

甫东渡
r

日本
,

·

于处暑前归国
,

故约绘于该年

7
、

8 月间
。 〕 产

在东京
,

结识章太炎 ( 炳麟 )
。 ·

笋
、

价
·

〕

龟

’ ` ·

斌曼殊
一

1
一

穷书 冶年 勺月
’

1 息目自芜彻致

刘三信
: “
太炎先生现寓东京新宿

,

兄处常通

信息否 ? ”
柳亚子 嘴苏和尚杂谈 >

: “
曼殊

和太炎相识 参应在此时 , 。

冯 自由
r

凌苏曼殊

之真面目 》
。

一

心丙午
.

复至东 京
,

与章 太

炎
几

.

刘申叔何居
。

”

“

8 月下旬 ( 七月初 )
,

与陈独秀 自日本

回上海
,
拟访刘三

,
因病未果

。 .
`

’

,

: .
曼殊 1 。 。 e 年 9 月 1 3 日自芜湖致

刘三信
:

自日本返国
, “
过沪时因小疾朱尽

脱体弘不克趋候高斋
,

细谭离绪
,

不能使人无

佛郁也 ! … …少甫兄 ( 按
:

刘师培假名金少

甫 ) 同住山顶
,

休弱异常
,

日以顺顾
” 。

盆
.

再至皖江中学堂
,
因学校闹风潮

,

未有

上课、 ,
一

乳
、

,

飞 .

漫殊士 9 0 6 年 。 月 1 3 日自芜湖致

刘三信
, “ 至赴署

,

始抵皖江
。 ,

一此间学

掌俱已开学
,

但须待来月方可上课也
” 。

疑结识汪东
`

( 旭初 )
。 ,

中秋前后
,
与邓绳侯

、
:枉彤侯 同 雄南

、

。
`

注东嘴铅菜余录梦
: “

余十六岁时丫

于日本东京识曼殊上人
,

夷服修发 , 不知其

曾受比丘戒也
。

为人寡言笑
,

无喜惕
,

淳然

天真
,

以是人乐与亲
。

余方从革命诸 巨 子

游
,
高揖群伦

,

猛气如虎
,

及见曼殊
,

则亦

心折
。 ”

’

仗 一

京
。

拍
“
白门尘照

”
留念

。 .

初秋
,

在须磨海岸送水野氏南归
,

并绘

`

曼殊在
“
中秋前四 日

”
自芜湖致南京

的刘三说
: “

久未蒙赐答
” , 在

“
中秋后四

日 ”
’

自芜湖致南京的刘三则 说
: “

仓 卒 ;为

别
” 。

显然
,

在这几天内
,

」

他曾去过南京
。

至子与何人同行
,

据陈佩忍 ( 去病 ) 所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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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殊在南京与 (邓 )绳侯技江彤侠合摄睡有
“ 白门尘梦

”
的小影

,

内附识云
: `

此曼殊

大师在甫都时与怀宁邓绳侯 《我孙 )
、

欺县

江彤侯炜两君所摄之小影也
,

藏之且二十多

年矣
。 ·

… `
·

丁未八月
, `

大师来沪
,

以此影见

赠 ,
。

加之邓绳侯 《忆曼殊阿阉梨梦有
“
酒

家三 日秦准景
”
句

,

可证他们曾一起同游南

京
。

’
-

铜瓶室中
” 。

绘 《 绝域从军图 >
,

请刘三 书龚 自珍

《慢感》 诗其上
,
赠赵伯先

。 .

在南京
,

曾会晤刘兰
。

可能见过海航
、 认

叶澜
、

仲梁
。 ·

.
登殊 1 9 0 召年 9 月 1 3 日

一

自芜湖致

刘三说
: “ 深望我兄与澎航哥子中秋节来此

晤谭数日
,

以抒积佃
” 。

可知海航与刘三当

时何在南京 ` 又 1 9 0 6 年
’

1 0月 冶 日自芜

湖致沁兰说
: “

海航
、

青漪两先生均此
” ,

可见叶澜当时亦在南京
,

而且刚与星殊相见

过
。 七 卫

` ’

、

。 《
「

燕子兔随笔 ) : “
赵伯先少有橙清

,

夭乍念
,

余教匀江南陆军小学时
,

伯先为新

军第兰标统
。 · , ·

…别后作画 分倩刘
,

兰为题定

庵 绝句
·

赠之奋日
: `

绝域从军计惘撅汾东

南幽恨满词笺
。

` 箫 , 剑平生意
,

·

负尽狂名

十五年
。 ’ 、

趁按奋此诗题为 《漫感 ) )
。 ”

从
“
瓤后作画扩猜封生为题定庵绝向婚之

”

句着
,

疑作子此时
,
因曼殊别

一

伯 先 后
,

首

欢与刘三在` 起的就在匆个时 候补柳
,

亚 子

丈关千复殊的画 >
:

,

此画冰是复殊截来性给

百先的
,

嘱刘兰题定庵
“
绝域从军” 一绝午

上
,

我就叫它做 嘴绝域从军 图 )
。

百 先 故

后
,

此画不知下落了
。 ”

绘 《疏柳孤僧 >寄刘师培
。 ,

· 嘴画跋 >
: “

丙午
,

重过莫愁攒
,

画

寄申叔
。 ” 原载 <曼殊妙墨 》 ,

为 第 二 十

幅
。

后刊 <半月杂念多第四卷第宝粤 题 为

《疏柳孤僧 》
。 `

此图该绘子中袄前后
。

郑逸

梅 <苏童殊遗墨 <寞愁湖图沐 梦
, ! tt 画作远

山蓑撞
,

水波浩渺
,

垂柳板桥间
、

沧 日一小

舟
,

僧人立堤畔似欲唤渡扩意境很超脱
。

要

笔不设色
,

更觉高古
。

原来这画是画给刘申

叔的
。

申叔也常寄窝邓秋枚的国学 保
·

存 会

中
,

申叔留画会中没有携去
,

后来 申 叔 病

故
,

画归秋枚保存
。

数年前秋枚逝世
,

画为

其弟秋马所有
。

秋马喜欢搜罗明人尺犊
.

,

我

把 !日藏一部分明人信札赠给他
,

他慨然把这

幅 <莫愁湖图 》 让
i

给我
,

·

我就请昊眉孙老诗

人题写了几个字
,

配着镜框
,

最挂在我的纸帐

1 0 月 4 日 ( 八月+ 七 日 )
,

自南京返

芜糊
。

与陶焕卿宝龚宝栓离芜湖住止海
,

拟

入段云寺姗
,
不果丫一

~

一、 ` 、 , 碑 `
「 ·

t 丫 、

“
、

。
曼殊 1 9 o e 年 1 。月 6 日有芜湖致

刘兰信
, “

仓卒为别
, `

领级无 已甘昨
,

日到

芜
,

此间风潮愈出愈奇
,

不可愁欢矛换卿落

薇生与曼日间当拂袖去矣
。 ” 又 1 9 0 6 年

1 0 月自杭州致卢仲
·

农
、
朱谦之信

, 介皖江

风潮
,

一至子此
,

夫复奚言
。

… … 徽 州 诸

公拓
、

必欲将总理 ( 按
,
难绳侯 )股死 , 卒至

大局无可收拾
,

一

反谓总理破坏学堂卜
。

1 9 0 6

年 n 月仑 日自上海致刘三信
: “

曼 前 离 芜

时
,

己囊空如洗
,

幸朋友周旋 ` 不致悲穷途

也
” 。

1 9
`

0 6 年 1 。 月 2 3 日自杭州致刘

三信
: “ 日间当返 巾

,

如可偿留云此愿护 阿

蒲团上具有华那
,

梵音中 能 造 一 新 世界

否 ? ”
卜

丫
、 一

’
` 『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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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 i 母
`

〔

至杭州
,

住白话报馆
不允

。 专

九月初四 日 )
,

自上海
。

友人留在佛教公所
,

`

和尚应穿袭装
,

他怎么穿西装呢? 不但不

穿袭装
,
而且还吃 花 酒 呢

。 ’

因 一 笑 置

之
。 ”

’

曼殊 1 9
一

。 6 年 1 0 月 2 3 日自杭州

致刘三信
: “ 曼前月过沪小住数日

,

至月之

初四 日
,

停掉西湖
,

盈眸寂乐
。

杭 中诸公力留

于佛教公所
。

曼恐爽留云之约
,

故未允之
。

陶成章 嘴浙案纪略 》
:

丙午
“
九月初旬

,

成

章
、

味荪 ( 按
:

龚微生 ) 偕其友苏曼殊由皖

旋浙
,

旅居于杭州城内白话报馆
” 。

会晤刘师培
,

得邓绳侯赠诗 《 忆曼殊阿

闭梨 》
。 ·

1 0 月 Z e 日 ( 九月初九日 ) 离杭州去

上海
,

住美租界新衙门北首和康里第四衡
,

即爱国女学校
.

用名
“
苏文惠

” ,

认识徐紫

虫L
。

境况窘困
。

拟东渡 日本
,

又拟 南 返故
乡

,

均不果
。 .

.

曼殊 1 9 0 7 年 7
、

8 月间自日本致

邓绳侯信
:

.

“
前此由少甫拜读居士赠诗

,

未

能忘饵
” 。

又 《 画跋 》
: “

余离皖之沪
,

月

余
,

申叔亦来
,

出先生 ( 按
:

邓绳侯 ) 赠余

一绝云 : `

寥落枯禅一纸书
,

欲斜淡墨渺愁

予
。

酒家三 日秦淮景
,

何处抢波 间曼殊 ?
’ ”

"

入了

1 1 月底 1 2 月初
,

迁往八仙桥鼎吉里

四号夏寓
,

即 中国同盟会驻沪机关总部
,
自

学梵文
。 ,

.

曼殊 1 9 0 6 年 1 1 月 9 日自上海致

刘三信
: “

自初九 日由杭返沪
,

举目无亲
,

欲航海东游
,

奈吾表兄尚无回信
,

欲南还故

乡
,

又无面 目见江东父老
。

是以因循海上
,

卒至影落江湖
,

无可奈何
,

迁往爱国
。

日下

剃头洗身之费俱无
。

暖夫 ! 长 者
,

情 何 以

堪 ? 今不得不再向长者告贷三十元
,

早日寄

来美租界新衙门北首和康里第四衡爱国女校

徐紫虫L转交苏文惠收
” 。

,

曼殊 1 9 0 6 年 1 1
、

1 2 月间自上

海致刘三信
: “

曼顷己由爱国女校迁来法租

界八仙桥西江路鼎吉里第四号夏寓
,

赐教径

寄来此处
。

惟此处住址因友人约守秘密
,

故

乞长者秘不 以告人
,

幸甚 ! 曼此后行止尚未

有定
。

比来寂处小楼
,

学梵文耳
” 。

1 2 月中下旬 ( 十一月 中 旬 )
,

离 上

海
,

旋即返
。 ·

`

f奋哎;沙

时到四 马路时报馆探望包天笑
。 ·

,
曼殊 1 9 0 6 年 1 0 月 2 3 日自杭州

致刘三信
: “

赐教乞寄
:

_

上海四马路时报馆

包朗生转交
” 。

包天笑 《 剑影楼回忆录
·

集

会结社 》 : “
苏曼殊

,

在苏州吴中公学社就

认得的
” , “

苏曼殊到报馆里来看我
,

报馆

里有位广东先生
,

问我道
: `

这位 西 装 朋

友
,
人称他是一位

“
革命 和 尚

” 。

我 说
.

三信

道
”

·

曼殊 1 9 0 7 年 1 月 5 日自上海致刘
“
曼抵沪一周

,

无 一 事 足 为 长 者

绘画寄邓绳侯
。 ,

十七
、

此图刊于 1 9 0 8年 ( 天 义 》 第 十 六
、

十八
、

十九四册合刊 的 副 刊
,

后 收

<曼殊妙墨 》 ,

为第十幅
。

《 画跋 > : ,’l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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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邓绳侯先生栽孙
,

为石如老人之曾孙
,

于

其乡奔走教育
。

余今夏至皖江就申叔之招
,

始识先生
,

与共晨夕者弥月
。

后 余 离 皖 之

沪
,

月余
,

申叔亦来
,

出先生赠余一绝云
:

`

寥落枯禅一纸书
,

敬斜淡墨渺愁予
,

酒家三

月秦淮景
,

何处沧波问曼殊 ?
’

今别先生不

觉半载
,

积素累烯
,

云何不感? 画此奉寄
。

丙 午
。

曼 殊 记
。 ”

据
“
今 夏

” 后 之 “
半

载 ” ,

按计算当绘于 1 9 0 7 年底或 1 9 0 8年

初
。

但从曼殊 1 9 0 7 年 7
、

8 月间自日本

致邓绳侯信却称此时称为
“
违侍半年

” 。

而

且直到 1 9 0 9 年春给邓绳侯信才说
: “

拜

别累年
, … …闻以蛰 ( 绳侯子 ) 兄 夏 期 返

国
,

届时当勉作画一幅
,

顺托带上
,

以达万

里之怀
,

非敢言画也
。 ”

从记载曼殊送邓绳

侯画只此一幅
,

然 却 能 在 1 9 0 8 年 《 天

义 》 上发表
,

又能载入 《曼殊妙墨 >
,

真不

知怎 么 回 事
。

看来是此画于 1 9 0 7 年底

绘就
,

一直带在身边
,

而从来未有交到邓绳

侯手
。

堂七妹苏社荷在沥溪出生
。 . 峪

·

参看 《 沥溪苏氏族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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