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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苏 曼 殊
一

诗

苏 丰

在中国旧体诗坛上
,

苏曼殊的 《 燕子

兔遗诗 》是一束散发着特殊幽香的奇花
。

这花是他奇特的身世
、

遭遇
、

气质凝聚而

成的
。

曼殊的父亲是华人
,

母亲是 日人
。

他在日本度过童年
,

后来
,

大 部分时间在

中国从事革命
、

讲学
、

著述 ; 他精通英
、

法
、

日
、

梵诸文
。

有李杜之漫游
,

似阮籍

之佯狂
,

绮丽华年
,

逃婚居然削发
,

壮年

谢世
,

文坛顿落明星
,

遗著斐声世界
,

中

外俱惜奇才
。

而诗虽被他自己的画和小说

所掩
,

却又是
“
春色满园关不住

” ,

百首

左右的七绝
,

能在
“
诗国

”
的海雨天风中

震颤着人们的心弦
,

自有它不 同 凡 响之

处
。

曼殊舍身佛门
,

理应四大皆空
,

可是

他却热爱中华民族
,

曾为伟大的革命先行

者孙中山的秘书
,

与柳亚子
、

刘三等南社

诗人以气节互励
,

鼓吹革命 ; 又非常热爱

艺术
,

他确是对国家
、

民族
、

亲友 ( 包括

情人 )
、

艺术念念不忘的
。

因而他的诗充

溢着历代诗僧所没有的复杂 的矛 盾 和痛

苦 , 同时
,

他又是一位多能的艺术家
,

熔

诗
、

画
、

歌舞
、

禅意于一炉
,

虽没有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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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艺广博的苏轼
、

龚定庵的雄放
、

壮美
,

却拥有苏
、

龚
“

论诗论画复论禅
”

的清丽隽

秀之风
,
他是用低徊婉转的歌喉唱出巨大

而复杂的矛盾和痛苦
,

轻柔婉转
、

深沉浓

挚
。

莱辛在 《 拉奥孔 》 中说
:

.

“ 诗人啊
,

替我把美丽所引起的热爱和 欢 欣 描 绘出

来
,

那你就把美丽的本身描绘出来了
。 ”

现在试从主题
、

形象
、

意境三个方面来看

看曼殊诗中的
“
热爱和欢欣

。 ”

一
、

国民孤愤英雄泪

曼殊是一代名僧
,

诗 中 的矛 盾
、

痛

苦
,

与他身披袭装心存三宝分不开的
。

他

确也曾认真地悟道参禅
: “
斋罢垂垂浑入

定
,

庵前潭影落疏钟
” ,

也曾想拒绝人生

的
“
诱惑

” ,

硬着心肠抛开女友
,

仿佛释

巡牟尼逃离睡眠狼籍的宫女一样
。

还颇为

自诩地写下
: “

曾遣素娥非别意
,

是空是

色本无殊
” ,

强捺着心灵中爱的火焰 , 然

而
,

当他多次接触
、

回味多才多艺
、

善良

深情的日本姑娘之后
,

爱情的火焰便焚化

了身上的袭装
,

露出了诗人的比一般人更

为敏感
,

更为激动的深情
,

欲求缥缈反幽

深
,

悔杀从前拂袖心
” ( 龚定庵 《 巳亥杂

诗 》 ) 他毫不掩饰地赞颂女子对男子的深

厚
、

激动
、

不可遏止的爱情
: “

华严瀑布

高千尺
,

不及卿卿爱我情
。 ”
这种表达是历

代封建文人所极力回避的
,

只有 《 乐府 》

民歌如 《 上邪 》 “
冬雷震震

,

交雨雪
,

天

地合
,

乃敢与君绝
”
才有的真率

,

倾注了

诗人的激动
,

揭示了为僧和求爱的矛盾
,

所以他又写下了
“
还卿一钵无情泪

,

恨不

相逢未剃时
”
表达了情巳钟

,

心巳许
,

身

难合
,

恨难诉的悔恨无穷的痛苦
。

这些复杂而矛盾的诗章
,

是中国诗歌

史上仅有的
,

特别是他表达的痛苦
,

不同

于 《 孔雀东南飞 》
、

《 钗头凤 》 所反映的

封建枷锁下难求爱情自由的痛苦
,

他是以

被宗教清规所压 抑的心灵的妇醒
、

矛盾为

其特点的
,

这 当然是僧皎然之类的以诗为

点缀生活所不可能有的主题
。

而苏曼殊的

贡献还不仅在于在诗中表达出了这种新的

矛盾
,

更在于他表达出了爱情与排斥爱情

的宗教的战斗和胜利
: “

九 年面 壁 成空

相
,

持锡归来悔悟 乡
。 ” 虽然曼殊未能同

这位日本女郎比翼齐飞
,

终成眷属 , 然而

九年的苦炼
,

竞不 及 姑 娘 的一 夕 弹筝

( “ 那 堪 更 听 八云 筝
” )

,

半 响 吹笙

( “
桃腮檀口坐吹笙

”
)

,

不及姑娘的情

泪软语 ) ,’i 吾深香冷泪潜然
” )无疑

,

这

些正是对曼殊所信奉的宗 教 的 嘲 弄和否

定
,

人 虽未成眷属
,

心却久许知音了
。

这

正是爱情在新的领域中的胜利
,

是描绘僧

尼恋爱 《 思凡 》
、

《 下山 》 在绝句中的和

声
。

佛家的三阪五戒巾
, “

淫
”

( 爱情 )

是最
“
可怕

”
的

。

千百年 来不 但 冲破不

易
,

表现出来
,

特别是用优美的诗句表现

出来是更为难得的
。

当然
,

这一点在曼殊 时 代又 是必然

的
,

是一种时代的要求
,

欧洲传来的自由

风气
,

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巳经不是春雷

隐隐而是震耳欲聋了
。

曼殊这类诗
,

尽管

是痛苦的呻吟
,

但是人们已不难听到未来

的
“
我为心爱的人儿燃到这般模样

”
( 郭

沫若 《 女神 》 ) 的越来越近的呼声了
。

事

实正是这样
,

不但后继的郭沫若
、

郁达夫

的作品使这种精神成为狂热 的 洪涛
,

就在

曼殊本人的诗中也多次写到这个突破
。 “

收

拾禅心侍镜台
” “

香火 重 生 劫 后灰
, ”

正

表明在这些矛盾中是肯定对生活的热爱
,

对爱情的渴望的
。

应当指出的是曼殊诗中所展现的爱情

的胜利
,

并不是
,

或者说并不仅是由于 日

本女郎
“
同乡仙子

”
的倾域之姿

,

如瀑之

情
,

更是由于其相同的艺术爱好
,

精神上

一致的缘故
。 “

我亦艰难多病 日
,

那堪更



听八云筝
” 是高山流水的知音契合

,

而不

是 “
我悦子容艳

,

子倾我文章
, ”

( 李自

诗 ) 才子佳人的邂逅
,

因此
,

他才仍是
:

“
何事万缘俱寂后

,

尚留 绮 思 绕 云山
”

( 瞿秋白诗 )
,

不顾戒律
,

一往深情
,

不

能自己
, “ 日日思卿令人老

” , “
不爱英

雄爱美人
” 。

就可证明 他 虽 然
“
曾 遣素

娥
, ”

却不能忘情于色艺双 绝 的 萍水知

音
。

曼殊不但热爱人生
,

热爱美人
,

更热

爱艺术
。

曼殊诗中抒发对艺术热爱的作品为数

不 多
,

但 十 分 重 要
。

诗 中 谈 及 的诗

友
,

有
“ 近 日诗 肠 饶 几 许

”
的刘三

,

有
“
欲写数行相 J’ed 讯 ”

的
“
南国诗人

”
黄晦

闻
,

还有西班牙女诗人
,

曾以曼陀罗花
,

含羞草并拜全集相赠的雪鸿
。

曼殊不但崇

拜拜伦
,

白比拜伦
,

不但以描绘爱情的诗

剧 《 沙恭达罗 》赠给女友
,

而且自己也曾

说过。 学道无成
,

移情夺境
,

以词为最厉

害
。
这说明对艺术的热爱已经到了沉耽的

地步了
。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诗僧并不是位

艺术至上壬又者
,

而是把艺术与身世
,

艺

术与民族
、

国家
,

艺术与爱情 结 合 起来

的
,

他热爱的是强烈爱国
、

爱 民 族 的 艺

术
,

如前所述他在赞美女性时也流露了这

一点
: “

毕竟美人知爱国
” ,

爱美人
,

爱艺

术正是爱民族这个主题 中 的 侧面
,

爱美

人
,
爱艺术都统一于服从于爱祖国

、

爱民

族 , 爱独立
,

爱解放的大前提
。

这是曼殊

诗中的强音
,

也是曼殊的难以忘怀
,

难以

实现
,

难以统一的
“
难言之痛

” ,

是曼殊

心血的结晶
,

心灵的呼喊
,

我们不应掉以

轻心
。

尤其是在当时
,

在
“
五四

”
前后提

倡个性解放声中
,

在趋向鸳鸯蝴蝶的新式

才子佳人的顽风中
,

更加有不可低估的意

义
,

这与鲁迅的力挽狂澜
,

从理论上系统

地宣 扬 爱 国
,

主 张 抗 争 的 《 摩 罗诗力

说 》
,

实际上异曲而同工
。

苏曼殊
:

直接抒发爱国之情的有《 以诗

并画留别汤国顿 》二首
:

蹈海普连不帝秦
,

茫茫烟 火着浮

身
。

国民孤愤英雄 泪
,

洒上鱿梢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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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曼殊留别老师汤国顿的
,

也是他

最早发表的诗
,

开宗明义
,

他把自己比做

鲁连
,

荆柯
,

抒发了反对帝制
.

,

反对异族

压迫的革命思想
,

这对于一个具有日木血

统的人
,

是尤为难得的
,

在 日本 国 势炽

盛
、

虎视四邻的时候
,

他不但不顺势摇身

称为日人
,

相反能以贫弱 的中国为故国
,

何等感人 I 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做主张
“
驱

逐鞋虏
、
恢复中华

”
的孙中山先生秘书的

思想基础
,

这个热爱伟大中华民族
,

热爱

伟大中国的思想
,

没有因儿时备受白眼而

更易
,

也没有因长大生活颠沛而动摇
,

更

没有因旧中国
“
城头变幻大王旗

”
政局动

荡而消失
,

当然报国无 门
,

再加上
“
身世

有难言之痛
” ,

就催下了他的
“
国人孤愤

英雄泪
” 了

。

这种爱国和孤愤正是他作品

的主调
,

是贯串他作品的红线
七 “

这好比

一种潜流
,

它不 可 抗 拒 地把读者吸引过

去
。 ” ( 法捷耶夫语 )

。

只不过由于历史
、

阶级
、

思 想 的 局

限
,

这些知识分子还未能 找 到 正 确的道

路
,

因此
,

他的诗中不是
“
英雄有泪不轻

弹
, ”
而是

“
袭装和泪伏碑前

” ,

甚至拿

起画笔来也是
: ` 一杯颜色和双泪

” ,

这

正是 “ 泪珠和笔墨齐下
”
的林觉民的影子

啊 !

曼殊的这些诗
,

无论是情诗
,

无论是

表达对艺术热爱的诗
,

对亲友怀念的诗
,



确实都由爱国主义这根红线贯串着
。

特别

是
,

他又是从为僧与这几点相矛盾之处着

笔
,

写出了丰富
、

复杂
、

巨大
、

强烈的儿

童矛盾的剧烈战斗的内心
,

承受着被撕裂

的痛苦的内心
。

所以他既象赋出
”
祖国沦

亡巳若斯
、

家庭苦恋太情痴
”
的秋瑾女侠

的忧国如焚
,

又比她多一重爱情的烦恼
,

所以
,

他既象龚定庵
“
偿得三生幽怨否

,

许侬亲对玉棺眠
”
的哀艳

,

又比他多一重
“
恨不相逢未剃时

”
的心酸

,

诗中没有定

庵的
“
少年哀艳杂雄奇

”
的壮烈

,

而更多

的是
“
生天成佛我 何 能

,

幽 梦 无凭恨不

胜
”
的低徊宛转

,

这是 曼 殊 诗 特有的主

题
,

特有的风神
。

二
、

架装点点疑樱瓣

曼 殊 奉 拜 伦 为 楷 模
。 “

丹 顿 ( 但

丁 )
、

拜伦是我师
” , “

独向 遗 编 吊 拜

伦
” ,

很显然
,

他正是以英俊热情
、

才华

横溢
,

献身于异 国民族解放事业的诗人自

况的
,

《 题拜论集 》是一首颇具代表性的

诗
。

题拜伦集

西班牙雪鸿女诗人过存病榻
,

亲持

玉照一幅
,

拜伦遗集一卷
,

曼陀罗花

共含羞草一束见贻 , 且 殷 殷 韵 以归

计
。

暖夫于余早岁报剃
,

学道无成
,

思维身世
,

有难言之恫 I 爱抹病书二

十八字于拜伦卷首
,

此意唯雪鸿大家

心知之耳
。

秋风海上 已黄昏
,

独向遗编吊拜伦 ,

词容叙蓬君与我
,

可能异域为招魂
。

这是曼殊诗中诗序最长的一首诗
,

非

常重要
,

因为序中首先 交 代了
“
学 道无

成
”
的原因是难言的沉痛

,

而后在诗 中作

了激越的阐发
,

不能四大皆空都是由于与

拜伦有相同的身世
、

气质
、

态度的缘故
。

在烟水茫茫的海上黄昏
,

仿佛 《 哈尔德
·

哈洛尔德 》游记中的境界
,

他接受了西班

牙女诗人的贻赠
,

而所赠的正是他平生所

崇拜的与他身世极为类似的诗人的诗篇
,

这当然要勾起他对于 中华民族的灾难
,

及

献身的想法 , 而此刻飘零于海上
,

袭装披

身
,

壮志难酬
,

又与拜伦的到处奔波
,

终

酬素志
,

相去天涯
,

所以进退两难
,

寸心

如割
,

这就是
“
难言之痛

”
的内容 o’ 而诗

人的最后的想为拜伦招魂
、

呼唤拜伦
,

就

是表明自己仍想走拜伦的道路
,

所以这首

诗既是曼殊对于自己生活
、

斗争的回顾
,

也是痛定思痛
,

难以忘怀的
“
长太息以掩

涕兮
” 之作

。

同时
,

透过这首诗
,

我们又可以看到

苏曼殊不是一位躲在象牙之塔里为艺术而

艺术的诗人
。

他的衣着
、

操持
、

行为完全

是僧人风度
, “

芒鞋破钵
” “

持锡归来
”

纯然和尚
,

但却既不是
“
疯僧

”
济颠

,

又

不是
“
花和尚

”
鲁智 深

,

芒 鞋 破 钵
,

踏

遍樱花点点
,

仿佛散花天女 , 持锡朝亲
,

屡与美女周旋
,

宛如
“
惊艳

”
张生

。

虽也

是袭装重裹
,

经卷随身
,

煞有介事的注意

清规
,

修炼身心
, “

斋罢 垂垂浑入定
” ,

出言吐语也颇有佛家祥意
, “

佛说原来怨

是亲
” “

与人无爱亦无哄
” ,

但这位僧人

不但在风度上
,

就在外形上也颇有一般僧

人所没有的点染
,

泄漏春光是
“
袭装点点

疑樱瓣
,

半是脂痕半泪痕
” ,

可见当时不

知怎么地和爱人缝蜷温存
,

自己的脸上也

没有方丈
,

佛祖的莞尔彻悟的微笑
,

而是

整天挂着玉筋千行 ! 这正是集诗人与僧人

于一身
,

不同流俗
,

别有怀抱
,

洒脱风流

的诗僧形象
。

苏曼殊不但整天 ,?. 目眼更谁愁似我
”

“ 无端狂笑无端哭
” ,

还 “ 狂歌走马遍天

涯
” 。

但他却又不象游方高僧
,

读到他的



“ 独有伤心驴背客
,

著烟疏 雨 过 间 门
”

时
,

觉得他完全是
“
此生合是诗人未

,

细

雨骑驴入剑门
”
的诗人陆游的化身

。

当然
,

对于僧人来说
,

最出格的恐怕

还是直接描绘出僧人与美女的耳鬓厮磨
,

接吻幽会了
。 “
绿窗新柳玉台旁

,

臂上微闻

寂乳香
” , “

偷尝天女唇中露
,

几度临风

拭泪痕
” “

露湿红渠波底袜
” “

涉江同上

木兰舟
” … … 真可谓淋漓尽 致

,

引人 遐

想
,

最典型的是
:

兰葱芬芳总 负伊
,

并肩携手纳凉时
,

旧厢风 月重相
,

}乙
,

十指纤纤擎荔枝
。

细致而生动地写出了两个情人在
“
绮

罗纤缕见肌肤
”
的夏 夜

,

卿 卿 我 我
,

与

《 浮生六斌》 中 《 闺房记乐 》
,

与韩握的

东
,

香仓诗 》 同是写情的妙笔
。

但诗中诗人

形象
,

·

又不同于这两家的形象
。

曼殊把令

人艳羡的爱情生活与诗人的痛苦形象交织

在一起
,
把这个令人遐想的艳词作为诗人

痛苦的陪衬来描绘的
。

所以不但昔日的并

肩携手惹起的是今日和以后的无穷感啃
,

是负心的哀痛
,

这些诗不但艳而哀
,

而且

艳为了哀
,

所以愈写得艳
,

就愈显得悲凉
,

这是曼殊诗通过诗人自己的形象对于香玄

诗的改造
,

使香艳体与悼亡体合而为一
。

曼殊诗中的美人形象
,

比起诗僧的形

象也不逊色
,
她不但具有外形关

, “
珍重

嫦娥白玉姿
” “

看取红酥浑欲滴
” ,

还善

于用适合自己
,

突出自己特点的雅洁淡素

的衣着打扮自己
: “

蝉翼轻纱束细腰
,

远

山眉黛不能描
” “

谈扫娥眉 朝画师
” “

云

髻新替白玉花
” ,

而且多才多艺
,

能歌善

舞
, “

无量喜愁无量恨
,

一 时 都 向 指间

鸣
”
善于以艺术表达情思

。

不但对这位诗

僧一见钟情
,

献上千尺瀑布似的深情
,

更
“
羞为他人工笑絮

, ”
而且值的注意的是

这些女性的表达不是
“
阿婆不嫁女

,

哪得

孙儿抱
”
似的直率

,

而是
“ 玉阶人静情难

诉
,

悄向星河觅女牛
”
含蓄暗示的通过对

相互追求的牛郎织女的寻觅
,

表达内心相

坚永好的愿望
,

这是令人不得不动悄的形

象
。

纵观前人诗词中只有女诗人李清照诗

中的女艺术家的形象有点近似
: “

素女蝉

娟不耐秋
” “

翠袖凝妆独倚楼
”
与

“
帘卷

西风
,

人比黄花瘦
” “ 唯有楼前流水

,

应

念我终日凝眸
”
确有相似的勾勒

,

但又没

有
“
娇羞还怕人猜

,

和衣倒在郎怀
”
的娇

憨
。

曼殊诗中的
“
她

”
大多是

: “
自拈罗

带谈娥羞
。 ”

特别是喝了几杯酒
,

更不象

李清照词中的立即提笔
“
险韵诗成

,

扶头

酒醒
, ”

而是
“
配颜欲语娇无力

, ”
只是

用音乐
、

用歌声
,

用眼色
,

用泪珠来表达

无限的爱慕和无穷的怀念
,

这 些 如 此 多

丽
、

多情
、

多才
,

而又多灾
、

多虑的女性

形象的确也是古代诗歌中所没有的
。

曼殊

诗中新的诗人和新的女性形象
,
使受殊诗

的不同凡响之处
,

散溢着一种新鲜而奇特

的美
,

令人心迷神醉
。

三
、

茫茫烟水着浮身

曼殊的诗除了提供了新主题
、

新形象

外
,

也写出了新境界
。

新主题
、

新形象正

是依赖新境界而表现出 来 的
。

曼 殊 诗中

象
: “
生天成佛我何能

,

幽梦无凭恨不胜
,

多谢刘三问消息
,

尚留微命作诗僧
” ,

下

笔不写一点景物
,

不叙一件事实
,

不描一

点人物形象的很少
,

绝大多数都是情景交

融
,

把情融在景物中的
: “

茫茫烟水着浮

身
, ” “

孤灯引梦记朦胧
, ” “

白水青山

未尽思
, ” 用茫茫的烟水

,

映 衬孤 掌 难

鸣
,

愁绪万端
, “

呼告徒劳费齿牙
”

( 秋

瑾诗 ) 的隐痛 , 用孤灯闪烁
,

暗示长夜寂

寂
,

孤影萧萧 ; 用白水青山的明朗绵延
,

写情思的深沉掩抑和迢迢不断
。

这是曼殊



诗中最常用的手法
,

因此
,

研究曼殊如何

提练笔下的景物
,

如何以景写情
,

如何创造

意境
,

也应当从这些最常见的现象开始
。

曼殊笔下的景物
,

为数不算少
,

巨大

的有
“
白水青山

” “
满山红叶

” “
碧海云

峰百万重
” ,

细小的有一束花
,

一杯茶
、

一炉香篆
。

动物有鹤鸽
、

春燕
、

植物有桃

花
、

梨花
、

樱花… … 诗中摄下了中日两国

的特殊景物
,

不但是风景画
,

还是具有民

族特点的风俗画
,

只要一读
“ 自云深处拥

雷峰
、

几树寒梅带雪红
,

斋罢垂 垂 浑 入

定
,

庵前潭影落疏钟
” ,

眼前立刻会闪出

一幅绝妙的白云禅院的冬景
,

时间
、

地点

不可移易
,

不必看诗题
,

就知道这是杭州

特有的诗境 , 而象《 过蒲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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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机
。

、

所描写的一幅滨水临山秋色图
,

正是

秀丽的日本岛国风光
。

当然
,

景物具有传神的时地特 点
,

还

是一般的作家所易达到的
,

受殊诗中景物

描写的独到之处
,

在于以纤 雅 豪 隽 的笔

触
,

勾描相同的或类似的事物
,

而能从不

同的角度透露出时代的气息
。

景物常写夜

景
: “

碧阑千外夜沉沉
, ” “

夜凉如水待

牵牛
” “

秋千院落月如钩
” “
此去孤舟明月

夜
” 、 “

软红帘动月轮西
” , “

碧桃花下

月如烟
” ,

几乎句句不离
“
夜

”
字

,

但与

夜配合的事物又各异
,

所取 的角 度 也不

同
, “

夜沉沉
”
待牵牛

” , “
孤舟明月

”

,’.
· ·

…曼殊诗中景物写得 较 多 的还有雨

景
: “

械械秋林细雨时
” “

暮烟疏雨过闻

门 ” “
烟雨楼台梦六朝

” “
轻风细雨红泥

寺
”
等等

,

多系细雨迷沫
,

而 无 急 雨 如

注
,

这就给曼殊的诗染上一种雾气迷茫的

朦胧美
,

这种朦胧的关
,

有些类似李商隐

的 “
昨夜星辰昨夜风

” ,

感情内容吟味可

得
,

而主人伊谁则难以追寻
,

不过李商隐

的
“
朦胧

” 比曼殊浓烈而近于模糊
,

曼殊

的则近于明朗
,

而这近于明朗的朦胧不但

是渗透着曼殊独特的风格
,

也渗透着五四

前夕的晓星欲散
,

曙 色已露的时代特色
,

这

正是曼殊的景物描写
,

曼殊所创造的意境

的第一个特色
。

其次描写景物
,

用画笔
。

曼殊是有名

的画师
,

他的诗常常是每一句可作一隽妙

的小画看
,

唤起读者美妙的联想
。

画面中

的景物布置与描绘是以空疏
、

细谈为特点

的
,

画面景物是大的
,

开阔的
: “

碧海云

峰百万重
” ,

极目千里
,

苍山碧海
,

云峰

百万
,

不可不谓大矣
,

然而却都是远景
,

整个画面中却是空的
,

和 “
中原何处托孤

踪
” “ 空山流水无人迹

”
一样

,

画面没有

人
。 “

轻风细雨红泥寺
,

不 见 僧 归见燕

归
”
也是这样

,

画面并不算小
,

但画面上

空白很大
,

点染的景物很少
,

很小
。

而四

句联系在一起的整首诗
,

却又都是从不同

的侧面来充实丰富他的诗的特点
,

这些细

小
、

淡微的景物
,

围绕诗人的形象溶成一

种疏淡纤雅
,

幽玄深婉的韵味
,

这是曼殊

的景物描写的第二个特点
。

第三
,

曼殊诗的独特意境
,

除了与景

物描写的两个特点有关外
,

与表达情感的

方式也分不开
,

一般地说
,

在描写女性表

达情感时是
“
欲说还休

”
式的含蓄的

、

暗

示的
,

而在诗人自己直接抒情时
,

却又多

种多样
,

有时
“
华 严 瀑布

”
似 的一泻 无

余
,

有时又
“
悄无人处学吹箫

”
般的萦回

荡漾
,

但是更多的是曲折的
,

用多层次的

表达
,

常用一种复杂的偏正句式
。

“ 明珠欲赠还惆怅
’
来 岁双星怕

引愁
。 ”

“
莫道横塘风露冷

’ 戏荷扰 自盖

嚣禽
。 ”



“
还

” 是表示一种转折的连词
,

使赠

珠的这件事显得平而不浅
,

曲而不隐
,

从

而表
研纳

心的矛盾
,

表达出诗人敏感

的
、

细致的
、

善于体贴别人的情怀
, “

莫

道… …犹
”
也是表示转折的

,

是表示风露

虽冷
,

但风物仍有情
,

也是一层含蓄而不

浅露的转折
。

或先悲后喜
、

或先喜后悲
,

以情领景
,

或以情接景
,

以求象毛先舒所

说的
“
乍阴乍

.

阳
,

忽 悲 忽 喜
” 、 “

不痴

肥 ” ,

使诗含有空灵而又丰厚的余味
。

但使用的最多的是递进句
,

让步句
。

“ 见是 异 乡兼 日暮
,

疏钟红叶坠

相忍 ” ,

“
遗珠有恨终 归海

,

睹物思人更

可 悲
” ,

.

“ 纵使有情还 有泪
,

漫从人海说
」

·

、几人天
” ,

“ 故国 已随春 日尽
,

鹤鸽声紧使
、

、、一人鸯代
,

`

“
我亦难难多病日

,

那堪更听八

云 事
” 。

这种递进句
、

让步句
,

曲折顿挫
,

使

诗句摇戈生姿
,

而从表达感情上
,

由于表

达了内心的矛盾
,

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入地

刻划了内心的剧痛
,

因此
,

这种表情方式

本加浓了译婉的特色
,

诗也就显的生动活

泼 , 笋最界大 , 这是七绝中常见的吞吐有

致 ,
含事转折的技巧

,

但曼殊的整组诗
,

攀首节基调屏今朝的冷落
,

回忆昨宵的温

暖
,

这样哀愁够底色郭更浓了
,

象 《 呆门

依易生韵 》 《 无题 》 《 东居杂诗 》就是明

显的
。

水释山城尽 以哀
,

梦中衰草风凰

魂
,

抵是银莺羞不语
,

恐姑 重惹旧啼

雍
。

《 无题 》 第三

胭脂湖畔紫拙骄
,

流水栖鸦认小

桥
,

为向 芭燕问消息
,

朝朝红 泪欲成

潮
。

《 东居杂诗 》 第十五

山城妙景
,

歌舞盛况
,

名花倾国
,

水

晶帘下
,

骏马小桥
,

芭蕉流水
,

意境何等

清美
,

可是却不是
“
名花倾国两相欢

” 的

盛况即席写生
,

而是
“ 当时抵道是寻常

”

般的事后追忆
,
并且衰草

,

昏灯
、

楼鸦
、

红泪
,

昔日的欢娱与今朝的 冷 落 两 相对

照
,

更加深了今日
“
万花撩乱为谁开

”
的

凄凉
,

物是人非事事休
,

`

心头的悲凉在这

底色优郁的画图中隐隐传出
,

不同于
“
越

女天下白
,

欲罢不能忘
”
的依恋

,

又不同

于 .’’ 伤心桥下春波绿
,

曾见惊鸿照影来
”

的

椎心
,

而是把矛盾
、

向往
、

自责的感情
,

纳入在隽永哀艳的诗句中
,

形成了疏淡
、

纤雅
、

幽玄
、

深婉的意境
,

能水银泻地一

样一下子渗入人们的感情
,

教人读了激动

之情不能自巳
,

不由不向往其为人
,

然而

当你着意研究他的诗时
,

又 感 到 扑 朔迷

离
,

难以追求
,

不由的也感到他的诗的意
」

境也是
“ 茫茫烟水着浮身

” 。

才 、

卫 J ,

春色总怜歌舞地
,

万花徐乱为谁

开 ?

《 吴门依易生韵 》 第六

水晶帘卷 , 灯昏
,

寂对河山 叩国

曼殊诗
,

似一束奇花
,

完全可以嗅到

其幽香
,

培根说
: “

没有一点奇特之处的

美
,

不是真正的美
。 ”

曼殊诗的美正是从

奇特之处表现出来的
,

而这些奇特之美
,

也汇聚成曼殊诗的魅力
,

使他的为数不多

的小诗成为艺苑的珍品
。

前面说过
,

苏曼

殊的画和小说杂文知名当世
,

他的一卷卷

画为人们视为珍奇时
,

他 的 《 断 鸿 零 雁

记 》 等风靡国内外时
,

他的诗几乎是不为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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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全 唐 诗 外 编 》 所 收 沈 亚

逸 诗 逸 句 的 真 伪 问 题

四栩百画哥日日团哥

巧司口刃口石口曰口
.

日口司口曰巧习巧习口曰

杨胜宽

孙望 《 全唐诗补逸 》卷八载沈亚之逸诗一首
,

冠以 “
传奇小 说 诗 句

” 之题
。

原诗

是 :

命笑无人笑
,

( 笔者案
:

《 太平广记 》 二 “ 笑 ”
字作

“
啸

” 。

) 含娇何处娇
。

排徊

花上月
,

空 ( 《 广记 》作
“ 应 ” 。

) 度可怜宵
。

注明出于 《 艺林伐山 》 十七
,

又 《 诗人玉屑 》卷十二引后二句
。

另载 《 观北藩渴庙 》 诗

句
“
瑞气千重色

,

箫韶九奏声
。 ” 注云 《 古今图书集成

·

乐 律 典 》选 句
,

又 《 诗 话总

龟 》三十
“
道僧 门

”
引 《 古今诗话 》

。

笔者在整理 《 沈下贤集 》搜集资料过程中
,

发现关于沈氏逸诗句的问题
,

《 补逸 》

的作者实在有些疏于检对
。

至今沈集中保存完好的诗
,

他当成了逸句 , 本来不是作者所

作
,

他也作为逸诗归之名下
。

《 观北藩渴庙 》诗
,

应题为 《 两蕃请渴庙 》
,

见 《 沈下 贤集 》 卷一
。

诗云
:

肃肃层城里
,

魏魏祖庙清
。

圣恩草布 淮
,

异域献精诚
。

冠盖分行列
,

戎夷辫姓名
。

礼终齐百拜
,

心洁表忠 贞
。

瑞气千重色
,

萧韶九奏声
。

仗移迎 日转
,

社动逐风轻
。

人所知的
,

可是一当这些 诗 象 燕 子飞出

僧舍时
,

读者不能不惊叹这些翩翩翱翔的

乳燕的风姿
,

并且几十年来
,

它象一支支凡

阿铃的名曲一样永存在文学史册上
,

不论

何时何地打开这些乐章
,

吸 引人的魅力仍

然是青春常在
,

并且激起人们研究这些名

曲作者的情况
,

这些不能不 使人心折于曼

殊诗的艺术魅力
。

在今天
,

诗歌创作好象有点不景气的

时候
,

我们更感到苏曼殊的创造性的劳动

所凝结成的艺术珍品
,

给我 们 很多 的启

迪
,

他能大胆的与古代名家抗衡
,

用 旧瓶

装新酒
,

然而倾出来的却是苏氏佳酿
,

这

就雄辩地告诉我们
,

勇于创新自能化腐朽

为神奇
,

自能一峰飞峙与众山比美
。

也许

由于我的偏爱
,

在再三研 读 《 燕 子 兔 遗

诗 》的时候
,

总觉得别有一 般 滋 味 在心

头
。 “

千古文章未尽才
”
苏 曼 殊 不 幸早

逝
,

读着他苍凉悲壮
,

隽美幽怨的诗篇
,

以至于总有点儿恨自己不早生几十年
,

一

瞻这位诗僧的丰采
。

我想曼殊如果生在现

在
,

不仅会为我国诗坛增添新的花束
,

更

会为我们伟大祖 国的富 强 尽 自 己的
“
微

命
” 的

。

是的
,

曼殊诗以他独特的思想
、

形象和意境给我们报来了诗界和时代的春

的气息
,

然而
,

他本人却又和他的诗一样

象燕子般掠过人们的心头
,

高翔远行了
,

留给我们的是
“
疏钟红叶坠相思

”
般的无

限恋恋之情
。

( 贵任编辑
:
孙亚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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