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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
,

苏曼殊是个有较大争

议的南社作家
。

抹煞者认为
,

苏曼殊的小说不是

“

所记全是兽性的肉欲
” ,

就
“

直是一篇胡说
” ,

“

有何价值可言耶 ?
”

①他的诗则
“

调子很低
,

有隐巡出世
、

悲观消沉的情绪
” ,

也
“

是应该加

以否定的
。 ”

②不满者在肯 定 他 的
“

才 气
” 、

“

天分
”

的同时
,

或批评
“

他的小说实在做得不

好
” ,

③或批评他的思想
“

实在不大高明
,

总之

还逃不出旧道德的樊篱
” 。

④推崇者则誉他为
“

歌

德拜伦等一流人物
” , “

在他诗文中我们找到清

末文人最完美的表现
” 。

⑤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

不同读者的身上产生了非常分歧的反响
,

这是很

正常的社会现象
,

它反映了人类思想的丰富性和

复杂性
,

也反映了作家的思想及作品内容的丰富

性和复杂性
。

(一 )

苏曼殊早岁披鬓
,

他的创作比较明显地表现

了佛教的某些原理
。

譬如佛教认为
“

诸行无常
” ,

“

诸法无我
” , “

一切皆苦
” ,

而苦的根源是人

有始终得不到满足又总是无限止地去 追 求 的 爱

欲
,

并不是腐朽或落后的社会制度及阶级对阶级

的压迫
。

佛教否定了现实世界的价值 ; 一切皆空
,

肯定了现实痛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 是先前所作

所为留下的结果 )
,

而把最终 目的放在追求涅桨

上
。

佛教认为人们在趋向消灭的过程中
,

只要乐

善好施
,

自利利他甚至以他为自
,

就能获致幸福
,

最后升入天堂
。

当苏曼殊以这种佛教原理来指导

他观察社会并进行创作实践的时候
,

他的作品出

现了复杂的情况
,

的确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
。

一
、

作品描写 了人间的种种苦痛恨愁
,

只有不满和某

些反对情绪
,

而无积极的反抗
,

人物往往成了极其

可怜的牺牲品
。

《 碎替记 》 这部小说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
。

二
、

作家让其心爱的人物在历遭痛苦

之中
,

乐善好施
,

尔后或不知去向
,

或出家
,

或

涅桨
,

表现出一种隐趣出世的倾向
。

自传体小说

《 断鸿零雁记 》 中的主人公以出世佛子而寻亲
,

坠入情网
,

经历了悲欢离合的曲折
,

终于束装就

道
, “

决归省吾师静室
” ,

就是如此
。

看不到曼殊作品的消极性是不对的
,

但是抹

煞曼殊作品对黑暗社会的揭露 和 批 判 这一积极

面
,

也是不符合作品的实际
。 “

一切皆苦
”

的结论是

不正确的
,

然而当苏曼殊
“

思维身世
,

有难言之

恫
” ,

⑥耳闻 目睹晚清社会政治的窥败
,

人民的痛

苦
,

他所具休描写的
“

一切皆苦
”

的社会现象
,

大部

分是由军阀
、

官僚
、

富人
、

旧礼教制度的维护者所制

造的不幸悲剧时
,

这就应该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

评价
。

他的诗文向人们披露了国家衰败
、

民族危

亡引起的心灵之痛
,

具有爱国主义的积极意义
。

晚清时期
,

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

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践踏着祖国大地
,

清政府则

醉生梦死
,

以能保持儿皇帝的地位为光荣
。 “

上

国亦已芜
,

黄星向西落
” , “

建业在何许
,

胡尘

纷漠漠
” 。

⑦苏曼殊即使身处异域
,

对国家与民

族的悲惨命运却仍然十分关切
。

这使他与有去国

之忧的拜伦
,

在这方面也是相通 的
。

他悲愤于吾

邦父老在海外横遭洋人欺压 ( 《 与郑桐荪柳亚子

书 》
、

《 南洋话 》 等 )
,

悲愤于祖国的贫穷屏弱
,

将继印度
、

巴比伦
、

埃及
、

希腊等而亡 ( 《 拜伦

诗选自序 》 ) ,

虽然他所开的药方很不高明
,

甚

至可笑
。

正因为曼殊有着较强烈的爱国精神
,

所

以他对外抨击思墟人国
、

以淫威屠戮弱 小民族的

殖民主义者
,

对内则揭露社会的黑暗
,

同情并支

持革命
。

他赞颂
“

秋瑾以女子身
,

能为四生请命
”

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
,

并认为秋瑾的诗歌又一

次说明了
“

亡国多才
,

自古已然 !
”

⑧辛亥革命

发生时
,

他远在爪哇
,

然而异常兴奋地写信给柳

亚子
、

马君武道
: “

迩者振大汉之天 声
,
想两公

都在剑影光中
,

抵掌而谭 , 不慧远适 异国
,

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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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驰左右耳
。 ”

不消说
,

他对辛亥革命是寄托了

过多过高的希望了
。

他指望
,

对列强
, “

非废却

一切苛则弗休也
” ,

⑨但曼殊只高兴过一阵子
,

他的诗文中常鸣的却是悲痛国家与民族衰败危亡

之声
。

早期
,

这 种声音中分明有欲挽救颓势的激

昂慷慨情调
,

如
: “

蹈海鲁连不帝秦
,

茫茫烟水

着浮身
。

国民孤愤英雄泪
,

洒上皎峭 赠故人
。 ”

“

海天 龙战血玄黄
,

披发长歌览大荒
。

易水萧萧

人去也
,

一天明月白如霜
。 ”

L鲁连蹈海
,

荆柯

刺秦
,

历史的典故激励着今天的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英雄为国家的命运
、

民族的前途去血战一场
,

悲

壮激昂
。

后 来
,

由于政局的反动
,

和他世界观的局

限
,

这种声音中便增多了哀愁的成分
。

如
: “

碧城

烟树小彤楼
,

杨柳东风系客舟
。

故国已随春日尽
,

鹤鸽声急使人愁
。 ”

@
“

水晶帘倦一灯昏
,

寂对河

山叩国魂
。

抵是银莺羞不语
,

恐防重惹 旧啼痕
。 ”

L

春尽
,

灯昏
,

对国魂的叩寻
,

是衰败的景象和悲

愁的气氛
,

诗人已从赞颂英雄转到写游客的愁国

与美人的爱国
,

调子低沉得多了
,

但是不事异主
,

心中沉浮着国家的命运
,

这种精神还是一贯的
。

《 断鸿零雁记 》 中一开始写海云古刹的历史
,

中

间部分写明之遗臣朱舜水耻食二朝之粟
,

流寓长

崎
, “

以其地与平户郑成功诞生 处 近 也
”

等 事

迹
,

就是前述精神的表现
。

苏曼殊的作品具体描绘的晚清社会的某些使

人休 目惊心的黑暗腐败景象
,

并同情于下层人民

的不幸遭遇
,

具有对当时现实的批判作用
。

其中

以小说 《焚剑记 》为最有代表性
。

它 以宣统末年广

东一带惨不忍睹的社会生活为背 景
,

描 写 独 孤

集
、

阿兰
、

阿惠的离奇遭遇
。

这里有阿兰阿 惠为

避某将军凌辱
,

躲至祖父处山居
,

却又遭乱兵袭

击
,

不得不和独孤公子再次疲于奔命的叙述
。

也

有村间烟火已绝
,

路无行人
,

只有死尸横野的惨

象描写
。

还有下面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场景描写
:

阿兰
、

眉娘跪在将军马前求食
,

而将军举出一条

人腿反问二女道
: “

吾济以此度 日
,

今仅余一腿
,

尔曹犹欲间鼎耶 ?
”
以后

,

有一老人还斥责她们

惊骇多怪说
: “

一何少见 ; 吾袋中有五香人心
,

吾妻所制
,

儿忘之
。 ”

不久
,

她们差一点成了姐

上肉
,

只是因为偶然偷听到旅店主人夫妇的对话

和磨刀 声
,

才得 以逃脱被屠的命运
。

总之
,

作者

的结论是
“

季世险恶
” , “

宇宙丧乱
” , “

沧海

横流
” 。

这的确是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
,

有积极

的批判意义
。

当然由于作家世界观的原因
,

这种

暴露尽管有时可以使人触 目惊心
,

但缺乏深刻性
,

只是罗列了一些现象
,

并没有能从社会制度上去

寻找它们必然产生的原因
,

和内在的本质联系
。

苏曼殊的作品较具体生动地展现了出家人的

痛苦生活和痛苦心灵
,

这实际上
一

也是对旧社会的

一种控诉
。

马克思主 义指出
,

应该用唯物主义观

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
,

对宗教的

斗争必须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具体实践

联系起来
。

列宁说
: “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
,

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
。

劳动群众受到社会

的压抑
,

在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

的灾难
、

最残酷的折磨 ( 比战争
、

地震等任何非

常事件厉害一千倍 ) 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面前
,

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
,

— 这就是目前宗教最

深刻的根源
。 `

恐惧创造神
’ 。

现代宗教的根源就

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
,

而这种势力确实是盲

目的势力
,

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
,

因为它

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 都 可 能 遭

到
,

而且正在遭到
`

突如其来的
’ 、 `

出人意料的
’ ,

`

偶然发生的
’

破产和毁灭
,

使他们变成乞丐
,

变

成穷光蛋
,

变成娟妓
,

甚至活活饿死
。 ”

L列宁

虽然说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教根源
,

但其

精神也同样适合于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晚清社会
。

在晚清社会
,

帝国主义与中 国的矛盾
,

国内的民族矛盾
、

阶级矛盾都异常尖锐激烈
,

政

治极其黑暗
,

经济极其困乏
,

战乱极其频繁
,

不

要说压在社会低层的劳动人民是生活在朝不保夕

的水深火热之中
,

就是中小地主
、

商人和一般知

识分子
,

他们也常怀破产或困顿之虞
,

再加上封

建礼教也在不断制造悲剧
,

冷酷无情
,

这些都成

为晚清社会的宗教根源
。

出家人中的绝大多数应

该说都有一部辛酸的血泪遭遇史的
。

苏曼殊的作

品并不是 以劳动人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
,

它的主

人公大都是先前阔气过的出家人或未来出家人
。

作家的主观意图也并非在暴露晚清社会的宗教根

源
,

但由于作家较真实地描写了作品主人公
“

有

难言之恫
”

的身世遭遇和思想感情
,

因此起了控

诉晚清社会的作用
,

在客观上也帮助人们形象地

了解那时宗教根源的一些侧面
。 《 断鸿零雁记 》

中乳媳对三郎说
: “

设吾今 日犹在彼家
,

即尔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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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沦入空界
。 ”

这话虽是一种自夸
,

但也从另一

侧面说明三郎的入空门是完全被逼的
。

有生母在

日本而不知
,

父亲见背后继母更加狠毒
,

未婚妻
护

雪梅之父见三郎家运式微
,

于是生悔心
,

欲爽前

诺
。

雪梅虽不负心
,

然而 以女子为货物的社会
,

“

此权特操诸父母
” ,

她也 只能空 作怨恨
。

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
,

三郎
“

默默思量
,

抵好出家饭命

佛陀
,

达磨
,

僧伽
” , “

冀梵天帝释憨此薄命女

郎而 已
” 。

以后三郎虽然赴日与生母团聚
,

并与

表姐静子柔情相爱
,

但他决计返国归佛
,

这里表

面上是三戒俱足之僧所谓持戒与爱情的冲突
,

而

实际上作品也不无透露 了造成这种矛盾的社会原

因
。 “

余周历人间至苦
,

今已绝意人世
” 。

人间

至苦告诉主人公
: “

今夕月华如水
,

安知明夕不

黑衣媛魂耶 ?
” “

余弥天幽恨
,

正未有艾也
。 ”

抛开宗教的说教
,

这种
“

契阔死生君莫问
,

行云

流水一孤僧
。

无端狂笑无端哭
,

纵有 欢 肠 已 似

冰
”

L的心理状态
,

正是对造成突如其来的破产

和毁灭的黑暗势力的一种恐惧
。

在那个社会里
,

“

人与猛兽
,

直一线之分耳
” ,

继母毒虐
,

世人

冷酷
,

因家业衰落而遭退婚与歧视
,

失意人屡遭

不幸
,

这决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人生现象
。

作者及

其笔下的主人公不能科学地解释社会的悲剧
,

他

们对黑暗势力产生盲 目的恐惧而信仰了佛教
。

作

品所提供的这种真实描写
,

对我们来说又是具有

认识当时社会某一侧面的意义的
。

(二 )

苏曼殊的诗文许多是描写爱情之作
。

那 么它

们是否
“

所记全是兽性的肉欲
”

呢 ? 抑或是
“

寄

托绵邀
,

情致纤回
,

纯祖香草美人之遗意
,

疑屈

子后 身
”

L呢 ? 以上或全毁或过誉的评价
,

其实

都不符合苏曼殊创作的本来面 目
。

与他所称赞的英国诗人拜伦
、

雪菜有着类似

的地方
,
苏曼殊是把热情真诚坦白地恋爱作为追

求自由的一部分
,
是把喜欢爱的优美或是为恋爱

而恋爱
,

作为
“

恋爱里的哲学
”

来追求的
。

他所

描写的主人公都是
“

精神之爱
”

的热烈追求者
,

所以诗文中没有肉欲的描述
,

更不是
“

所记全是

兽性的肉欲
” 。

但是
,

这种
“

精神之爱
”

的追求也不是如屈

1 0 0

原所赞颂的香草美人那样
,

象征着一种美好的政

治理想
,

而是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对于个人意

志
、

个人 自由的一 种朦胧的觉醒
,

又是对造成无

数悲剧的强大社会恶势力的一种恐惧
,

也是失败

或不得志时郁郁心情的一种消极排遣
。

苏曼殊作品中
,

男女爱情及其他爱欲在发展

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一般来自两个方面
:

一是社会

传统势力
、

传统 习惯的阻挠
,

一是佛法的约束
。

陈

独秀对苏作 《 碎替记 》 的主题曾经概括为下面这

样一段话
: “

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
,

个人意志

之 自由
,

迫压 于社会恶 习者又何仅此 ? 然此则最

其痛切者
。 ”

L这话讲得颇深刻
。

对刚开始觉醒

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
,

不能 自由选择婚姻对象
,

这是最痛苦不过的事情了
。

《 碎替记 》 中的庄提

曾留学国外
,

回国后 因拒译各省劝进称帝的通告

列国文件
,

而被巡警弱押
。

他为资产阶级 自由
、

人道的思想所鼓动
,

却处处不自由
。

特别在爱情

问题上
,

其叔婶屡 次阻止他与杜灵芳相见
,

认为

“

此属自由举动
” ,

为
“

蛮夷之风
,

不可学也
” ,

并另为择偶
。

庄提对其叔
“

所命靡不承顺
,

独此

一事
,

难免有逆其情意 之一 日
” ,

也曾想约灵芳

逃往他地
。

其叔骂他
“

年少任情
” , “

狂悖已甚
” ”

并采取手段使灵芳请他代碎玉答
,

以绝庄意
。

作

品描写这种爱情问题上的受压抑之苦
,

是有社会

意义的
,

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
“

五四
”

运动前
,

中

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个突出问

题
。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
,

这部小说及其他作品所达

到的思想水平并不是
“

清末文人最完美的表现
” 。

革命先烈秋瑾的诗文
,

包含有较明确的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革命信念和对封建礼教
、

封建恶 习的强

烈反抗性
,

思想高度是超过苏曼殊的
。

苏曼殊作

品的主人公性格都比较软弱
,

这除了如前所述受

佛教的宿命论观念影响外
,

还因为他们一方面不

满封建恶习
,

一方面又与封建经济关系及意识形

态有较密切的联系
,

是属于当时受过欧美 日文化

教育的知识分子中旧思想包袱比较沉 重 的 那 部

分
。

关于佛戒与爱欲的冲突
,

在苏曼殊的作品中

有两种情况
。

一种是完全按照佛理来克制人的自

然感情
,

如 《 断鸿零雁记 》 中的
“

余
”

恋着表姐静

子
,

但以
“

佛言
: `

佛子离佛数千里
,

当念佛戒
’ ”

来

约束自己
。

这类描写虽然也反映了一些人的思想



与生活
,

但毕竟是违背人情
,

屈服于所谓命运
,

宣

扬唯心的教理的
。

另一种情况是具体形象地描写

了人对社会生活及自然中的美的追求
,

表现了人

的丰富感情
,

这时就常常显露出真朴的动人之处
。

本来
,

苏曼殊虽是出家佛子
,

但他又是一个受过

中国和西方文化教育影响
、

与各种人频繁接触
、

有较复杂社会关系
、

有较丰富经历和感情的人
,

世界观当然是复杂的
。

例如
,

他的追求精神之爱
,

希望
“

远隔关心
,

其情不渝
” ,

就与佛教
“

无常
”

的

理论相冲突
。

特别在苏曼殊的诗歌中
,

这种超出

佛格的真实 感 情 的流露
,

是比较真挚可爱的
。

例如
:

“

来醉金茎露
,

胭脂画牡丹
。

落花深一

尺
,

不用带蒲团
。 ”

( 《 简法忍 》 )

“

春雨楼头尺八箫
,

何时归看浙江潮
。

芒鞋破钵无人识
,

踏过樱花第几桥
。 ”

( 《 本

事诗 》 )

对大 自然的佳景尽情赞赏
,

显示 了对美的热烈追

求与爱恋
。 “

落花深一尺
,

不用带蒲团
。 ”

这种

浪漫情调去佛戒甚远
。 “

芒鞋破钵无人识
,

踏过

樱花第几桥
。 ”

这种无拘无束
,

任情观赏
,

达到

陶醉程度的意趣
,

也是十分真实动人的
。

毋须讳言
,

苏曼殊由于对时 局 的 绝 望
,

对
“

才如江海命如丝
”

L的哀叹
,

加之受了外国资

产阶级作品
、

中国传统市民文学及社会风气中的

颓丧部分影响
,

在其创作中也有许多不太健康的

爱情描写
。

如 《 碎替记 》 里庄堤
、

灵芳
、

莲佩三

角恋爱关系中的缠绵排侧
,

以及
“

芳草天涯人是

梦
,

碧桃花下月如烟
。

可怜罗带秋光薄
,

珍重萧

郎解玉锢
”

L等艳情诗
。

后来鸳鸯蝴蝶派更将这

些描写发展到十分滥恶不堪的地步
。

(三 )

“

秋风海上 已黄昏
,

独向遗编平拜伦
。

词客

飘蓬君与我
,

可能异域为招魂
。 ”

L
“

灯飘珠箔

玉筝秋
,

儿曲田阑水上楼
。

猛忆定奄哀怨句
,

三生

花草梦苏州
。 ”

L怀才不遇
,

一生寂寞
,

使苏曼

殊倾向拜伦
、

龚自珍等作家
,

深受他们的影响
。

此

外
,

他的创作还得力于章太炎
、

陈独秀等的帮助

不少
。

但是
,

苏曼殊在接受这些影响与帮助时
,

是以 自己的特殊身世遭遇
,

特殊生活经历
、

思想

认识
、

美学爱好为基础的
,

他在创作实践中形成

了 自己的风格
。

尤其七绝
,

大部分风格清丽
,

间

也有俊逸之作
。

“

丹顿裴伦是我师
,

才如江海命如丝
。

朱弦休为佳人绝
,

孤愤酸情欲语谁
。 ”

“

白水青山未尽思
,

人间天上两靡微
。

轻风细雨红泥寺
,

不见僧归见燕 归
。

( 《 吴

门依易生韵 》 )

“

契阔死生君莫问
,

行云流水一孤僧
。

无端狂笑无端哭
。

纵有欢肠 已似冰
。 ”

( 《 过

若松 盯有感 示 仲 兄 》 )

这些诗歌把诗人因国家衰亡
、

人间不幸
、

自

己有才不获骋等等引起的满腔愁绪
,

淋漓尽致地

表露出来
。

而和尚以丹顿
、

拜伦为师
,

爱英雄又

爱美人
,

并且浪迹天涯
,

流连山水
,

漫不经心
,

不知所归
,

这种浪漫主义的气质在诗中也反映得

很充分
。

真是读诗如见其人
。

苏曼殊好作小诗
,

用词纤巧绮丽
, “

有如昔人所谓
`

却扇一顾
,

倾

城无色
’

者
。 ”

@
“

柳阴深处马蹄骄
,

无际银沙逐退潮
。

茅店冰旗知市近
,

满山红叶女郎樵
。 ”

( 《 过

蒲 田 》 )

“

万树垂杨任好风
,

斑雅西向水 田东
。

莫道碧树花独艳
,

淤山湖外夕阳红
。 ”

( 《 吴

门依易生韵 》 )

这些诗作无论写景写人都形象生动
,

往往一

首小诗有许多接连不断的画面
,

这些画面很注意

动静
、

虚实的结合
,

色彩或鲜艳
,

或雅淡
,

都很

协调
,

给人以美的享受
,

让人不自觉地受到感染
。

当然苏曼殊的诗歌中也有一些陈词滥调
,

并

非全是
“

丈夫自有冲天气
,

不向他人行处行
” ,

显示出他创造力的不足之处
。

苏曼殊的小说受中国传奇作品影响
,

情节曲

折离奇
,

往往以人物的复杂遭遇和内心感情的剧

烈矛盾为线索
, “

能于 悲欢离合之中
,

极尽波诵云

诡之致
” 。

L《断鸿零雁记 》
、

《绛纱记》
、

《焚剑记》
、

《碎替记》等都具有这个特点
。

苏曼殊以写诗来写

小说
,

这使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

并长

于描写人物内心活动
。

如 《 断鸿零雁记 》 开首写

主人公在三戒俱足之 日的思母之情
,

细腻入微
,

哀怨悲凉
,

很能表现其身世有难言之恫的心境
。

( 下转 1 1 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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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
、

生意勃发的诗情画意
,

这就使得听
、

视两种

感觉之间更加无遮无碍
,

大大地增添了这句诗的

新鲜感
,

朦胧美
。

( 我所说的朦胧美是指文学作品

的写意情趣所造成的美感
,

与作品的晦涩无关
。

)

再如贝利用
“

在天空里撒开了一颗颗的珠子
”

来

描写云雀的叫声
,

引起通感反应的自然条件已很

充分了
,

但诗人并未满足
,

而是用
“

明快流利
”

四字

先把云雀那咭咭呱呱的叫声形容一番
,

加上了人

为的条件
,

就使得这一通感描写显得更加充分 和

自然
。

李贺的
“

蓉泣兰笑
” ,

通感的条件没有充

分运用
,

但他 《 天上谣 》 中的
“

银浦 流 云 学 水

声
”

句
,

就大不相同
。

流云和流水本来就有许多

共通 之处
,

但诗人并没有以此为满足
,

而是巧妙

地着
_

L一个
“

学
”

字
,

用以避实就虚 ; 再把流动

着的云彩放入
“

银浦
”

— 天河这个特定的神话

传说中的河床之中
,

就更能逗出人们的
“

错觉
” ,

仿佛觉得天河中那流水般的云彩也真的哗哗有声

了
。

从通感描写的角度来看
,

李贺的这一句诗要

比
“

蓉泣兰笑
”

之句显得更传神
,

更活脱
,

更自

然
。

杜甫 《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 中的
“

河汉声西

流
”

句
,

也难以与之媲美
。

上述李贺诗句的一优

一劣
,

既可以说明通感描写的技巧就在于尽量充

分运用以上三个条件
,

并要适当避免过于直实
,

力

求活脱自然
,

不着痕迹 ; 又可说明古人在运用这

些技巧时
,

只是凭着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直接感受

行事的
,

在理论上并不象后人从他们的作品中总

结出来的认识那样明确和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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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兴之所至
,

其小说有随意 流 畅 的 一

面
,

也有缺乏剪裁的一面
。

此外也有不少牵强附

会
、

极不自然的地方
。

综观苏曼殊的创作
,

它反映了辛 亥 革 命 前

后
,

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爱国心
、

民族自尊心
,

怀

才不遇
、

生活坎坷
,

对社会现实满怀不平与恨怨

的一面
,

也反映 了受过西方资产阶级自由
、

平等
、

人道等思想的启发
,

而又存在着不少封建文化道

德观念
,

以消遥世间
、

浪漫不藉来排遣自己苦闷

的这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情感 ; 在写作方法上则有

传统的继承和外域的影响
,

并融合于 自己的写作

个性中
,

对后来文学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

在中

国近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

一笔抹煞

和推崇备至都是不适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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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它当时的文学发展的现实总结了从西汉初年便开始的围绕楚辞评价间题所反映出的

文艺思想上的论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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