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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变中的一代词宗
!

!!!论报刊所载之瞗村诗词

张
!

晖

摘
!

要$清末以来%许多文人在报刊发表诗词仅为名声或稿酬%瞗村却不然)瞗村深知报

刊所载之诗词首先须面对读者大众%是作者向读者*他人表露个人情感*政治与文化立场

的途径)瞗村在新文化前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诗词都有较深的寓意%展露了一代词

宗在辛亥鼎革*袁世凯称帝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政治文化立场和百转心思)

关键词$朱祖谋(瞗村(报刊(遗民

$'$(

年%传教士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国的现代报业自此展开)甲午战争之后%

各类官报*外报以及民报层出不穷)直到梁启超诗界革命之后%报刊才开始关注并刊登诗词

等文艺作品)后经始于
$%"(

年的国粹运动和始于
$%"%

年的南社活动的推导%各大报刊开

始大规模刊登诗词%一时风头甚健%读者众多)这种局面至
$%$"

年代达到顶峰%新文化运动

兴起之后%报刊的诗词版面逐渐萎缩%读者也随之渐趋小众)

今日我们将目光投到晚清以来报刊上的旧体诗词%目的不仅仅在于文献上的收获%如收

集与整理重要作家的散佚之作*将报刊上的诗词与别集相互校勘等!

%更为重要的%是希望

尽量贴近当时的历史情境%探讨相关作品发表时的具体语境与作者心态"

)毕竟%在报刊上

公开发表诗词%与过去文人在私下集社吟咏*唱和*交流*传抄作品等均有所不同%其流传速

度无疑更快*影响无疑更大更广)这是作者有意借助报刊这一公共媒体%扩大其创作影响力

的有明确意图的行为%是作者有意向大众*政府*各种势力及亲朋好友等表露其个人情感*政

治态度与文化立场的有效途径)

这里准备仔细讨论朱祖谋&

$'(#)$%*$

'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部分诗词)朱祖谋原名孝

臧%字古微%号瞗村%是晚清*民国初年的词学大家)梁启超曾盛赞陈三立&伯严'和瞗村是晚

清以来诗*词两大领域的宗师%而他们之所以致力于诗词%是为了在文化上有所托命$

荷庵此次归来%为言古微*伯严两君有凤翔千仞之概%馢然不滓之志%相与低徊

于其为人%而还求其故%则皆有所主而已)古微举天下之美%不以易词(伯严举天下

之美%不以易诗)古微*伯严无所往而不得诗词%故常有以自乐%诗词可以致伯严*

古微不朽%故常有以自信%而其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则亦在此矣#

)

以梁启超的身份%对瞗村*陈三立两位遗民的成就如此加以表彰%可知瞗村在当时的声誉与

!

"

#

毋庸讳言%此一工作极为重要)此处仅就本文立意而言%并非忽视相关工作)

这种回到杂志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来讨论文学作品的研究思路%是现代文学界最先开启的)李欧梵在"+批评空间,

的开创!!!从9申报:+自由谈,谈起#一文中从"申报#的角度讨论了鲁迅"伪自由书#中文章的生产与意义%该文是

深具影响的开山之作%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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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后来的典范研究则有陈建华

"9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批评功能#%载"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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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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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

晖$世变中的一代词宗

影响)然而%瞗村一生谨于言行%却又心细如发)与同辈友人陈三立*郑文焯*况周颐等人相比%他在报刊

上发表的诗词作品算是最少的)同时%他对在报刊上发表诗词又有着足够的警惕和认识%他每一首公开发

表的诗词都是有缘由的%虽然多数仍为应酬之作%但其中表露心态之作%显然是经过仔细斟酌才正式公开

发表的)下文先就报刊所载之瞗村诗词作一整体的观照%然后就其有深意的作品%略作诠释)

一*报刊所载瞗村诗词的整体情况

$%"+

年&光绪三十二年'%五十岁的瞗村致仕返回江南%先后定居于苏州和上海!

)从此肆力词籍校

勘%他精校*精刻的"瞗村丛书#是词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集大成式的词总集"

)校词之余%按谱填词%成为晚

清民初最重要的词人之一)清亡后%瞗村又是上海最重要的遗民之一#

)他的诗词创作规模甚大%其词主

要结集为"瞗村语业#*"瞗村词剩#和"瞗村集外词#%诗集则有"瞗村弃稿#

$

)

瞗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应该是
$%"#

年
&

月
$

日在"国粹学报#

!&

期上发表"齐天乐#&独游龙

树寺%有怀半塘次珊'一词)自此以后%瞗村在"国粹学报#*"国风报#*"庸言#*"小说月报#*"学衡#等五种报

刊上共发表诗词四十题四十九首&仅据有限的见闻加以统计%仍有待增补'%其中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数量

最多%共计十九首)

"国粹学报#所刊作品依次为
$%"#

年
&

月
$

日在"国粹学报#

!&

期上发表的"齐天乐#&独游龙树寺%有

怀半塘次珊'*"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摸鱼子#&梅州送春时得辇下故人三月几望书'%

$%"#

年
*

月
&

日"国粹学报#

!+

期的"高阳台#&残雪'*"夜飞鹊#&香港秋眺公度'%

$%"#

年
&

月
!

日"国粹学

报#

!#

期的"翠楼吟#&咫村藤花'*"念奴娇#&同理臣*半塘观荷苇湾%用白石韵'*"渡江云#&拈清真韵送客游

江左%亦劳者之歌也'*"好事近#&九日坐天游阁'*

$%"#

年
&

月
!"

日"国粹学报#

!%

期的"秋霁#&园夜卧雨%

莼鲈之思益深)和梅溪'%

$%"#

年
$$

月
!(

日"国粹学报#

*(

期的"尉迟#&今年烽火中促舍弟重叔南归%倚声

为别%惨不成章)天寒岁晏%稍得消息)偶忆断句%足成此词)颍滨对床之思%杜陵书到之痛%重叔读之%当

亦?澜之横集也'*"金明池#&半塘赋春明花事六词%依调和之)其一扇子湖荷花'%

$%"#

年
$!

月
!&

日"国

粹学报#

*+

期的"声声慢#&叔问词长以戊戌沽上词卷属题'%

$%"'

年
$

月
$*

日"国粹学报#

&#

期的"柳梢青#

&虞山蒙叟湖上句云+主人要悟虚舟理%但看红妆与翠微,%晨起独至定香桥观荷%口占短章%聊为叟语下一

转%倘所谓我转法华也耶'*"惜红衣#&张园秋晚%草木变哀%昭倚扶病来游%感话近事%和白石'*"惜红衣#&晦

鸣*病山别五年矣%荒江卧病%音书寂寥)病山邮示新篇%兼道晦鸣天南宦迹漂零%旧侣离忧如何)用白石

韵寄晦鸣靖州%遂报病山%不胜岁寒之思矣'*"惜红衣#&叔问既示新词%又疏论白石旁谱%稽撰同异%谓次句

日字为韵%证以梦窗莱老二阕%足破红友疑尘)爰用其说%和白石是解'*"惜红衣#&年时与叔问有买邻之

约%逡巡未就)今将卜居吴氏听枫园%书报叔问%申以是词%再用姜韵'*"念奴娇#&月下过叔问吴小城东墅%

乃七夕也%归来始觉之')

发表在"国风报#上的共计六首%

$%$"

年
*

月
!$

日"国风报#第一年第四期的"齐天乐#&木绵'*"探芳

信#&春城连雨%游计因循)叔问拈梦窗+雨声楼阁%寂寞收镫,之句%切情依黯%约次其韵'*"阮郎归#&埭西

山行偶书'%

$%$"

年
(

月
%

日"国风报#第一年第九期的"念奴娇#&月下过叔问吴小城东墅%乃七夕也%归来

始觉之'

%

%

$%$$

年
!

月
$%

日"国风报#第二年第二期的"乙庵恪士书来为邓尉探梅之约词以速之#*

$%$$

年

*

月
$

日"国风报#第二年第三期"西河#&庚戌夏六月瘿庵薄游吴下%访予城西听枫园%话及京寓%乃半塘翁

旧庐%回忆庚子*辛丑闲%尝依翁以居%离乱中更奄逾十稔%疏镫老屋%魂梦与俱%今距翁下世且七暑寒已%向

子期邻笛之悲%所为感音而叹也)爰和美成此曲%以摅旧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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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孙桐$"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朱公行状#%载"瞗村丛书附遗书#第
$"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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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熊和$"9瞗村丛书:与词籍校勘#%载"吴熊和词学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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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祖谋的生平%参马兴荣$"朱孝臧年谱#%连载于"词学#&第
$&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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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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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瞗村语业#的版本较多%简单的版本介绍可参王晋光等$"

$%$%

&

$%&%

旧体诗文集叙录#%江苏教育出版社
$%%'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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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瞗村词剩#*"瞗村集外词#*"瞗村弃稿#均为瞗村门人龙榆生在瞗村身后整理%连同"瞗村语业#一起刊入"瞗村遗书#%见"瞗村丛书附
遗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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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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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词前曾发表于"国粹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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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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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发表于"庸言#的共计三首%依次是
$%$*

年
!

月
$

日"庸言#一卷五号的"和远根乞米曲#*

$%$*

年
*

月
$

日"庸言#一卷七号的"王病山避乱武陵%乃其昔年备兵地也)武陵诗人陈伯以书酝相劳苦报赋有句率次

原韵奉寄#*"寄怀遂公#)

发表于"小说月报#的共计五首%依次为
$%$(

年
%

月
!(

日"小说月报#六卷九号的"金缕曲#&井上新桐

植七年矣%周无觉抚之而叹曰$此手种前朝树也%斯语极可念拈以发端'*"水龙吟#&麦孺博挽词'*"还京乐#

&和庞檗子'%

$%$+

年
$$

月
!(

日"小说月报#七卷十一期的"金缕曲#&芸巢小病初起%赋此奉简%叠前韵'%

$%$#

年
*

月
!(

日"小说月报#八卷三号的"辛亥九日#)

发表于"学衡#的共计七题十六首%依次为
$%!&

年
+

月"学衡#

*"

期的"水调歌头#&隘堪索词为赋此

解'%

$%!+

年
(

月"学衡#

(*

期的"鹧鸪天#&宫词和元裕之'*

$%!+

年
#

月"学衡#

((

期的"高阳台#&乙丑除夕

闰生宅守岁'*"齐天乐#&九日庸庵招集江楼赋示同坐'%

$%!+

年
%

月"学衡#

(#

期的"和缘譠韵#*"新刊宋刘

行简先生9苕溪集:成%缘譠序之%次韵报谢%时缘譠病新愈#%

$%!+

年
$"

月"学衡#

('

期的"睡起三绝句#)

综观以上瞗村发表的作品%可以得到两个初步的印象$

首先%瞗村所刊发的诗词%大多是交游应酬之作)瞗村填词%十分矜慎)应酬之作%则往往请友人代

笔!

)但这批公开发表的作品%似乎都是他本人所填%而且大多是在创作完成不久之后就加以刊布的)

除与王鹏运*郑文焯等人的交游之作外%瞗村的有些作品是为专门悼念友人而刊登的)如黄遵宪去世于

$%"(

后%他遂于
$%"#

年在"国粹学报#上刊登旧作"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夜飞鹊#

&香港秋眺公度'等以示悼念)另如麦孟华于
$%$(

年
!

月
!(

日去世"

%瞗村迅速在
$%$(

年
%

月
!(

日的

"小说月报#六卷九号上刊登"水龙吟#&麦孺博挽词'%以示吊挽)"西河#&庚戌夏六月瘿庵薄游吴下%访

予城西听枫园%话及京寓%乃半塘翁旧庐%回忆庚子*辛丑闲%尝依翁以居%离乱中更奄逾十稔%疏镫老屋%

魂梦与俱%今距翁下世且七暑寒已%向子期邻笛之悲%所为感音而叹也)爰和美成此曲%以摅旧怀'一词

则显然专为怀念王鹏运所作)又如"学衡#

(#

期在发表他"和缘譠韵#*"新刊宋刘行简先生9苕溪集:成%

缘譠序之%次韵报谢%时缘譠病新愈#二诗后%同时还发表张尔田的"和缘譠韵同古微丈作#%显然是瞗村

和张尔田二人为共同纪念叶昌炽&

$'&%)$%$#

%晚号缘譠'而发表的)

有些诗词则似乎并不是由瞗村主动拿去发表的)如"学衡#

*"

期刊其"水调歌头#&隘堪索词为赋此

解'一词%同期刊有况周颐"沁园春#&沧江晚卧%触绪无聊%偶占小词%无当大雅)隘堪先生硕学宿望%今

之斗山)下征巴蟎%弥用愧悚'%+隘堪,即孙德谦%他与"学衡#杂志关系密切%经常在该刊上发表论文与

诗词作品)瞗村与况周颐二词同是赠送孙德谦之作%或许是由孙德谦直接提供给"学衡#而发表的)又

如
(*

期发表的"鹧鸪天#&宫词和元裕之'八首%后附胡士莹"鹧鸪天#&读瞗村先生和元裕之宫词%书后寄

示斐云')"学衡#杂志由东南大学创办并主持%胡士莹和赵万里&斐云'均是东南大学的毕业生)瞗村的

"鹧鸪天#八首多半是因为胡士莹主动与前辈唱和%并将其作品和自己的和作并列发表)

其次%瞗村对报刊所载的诗词作品多数并不满意)他在晚年删定"瞗村语业#时%仅将其中的十五题

收入"语业#)依次为"齐天乐#&独游龙树寺%有怀半塘次珊'*"烛影摇红#&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

"摸鱼子#&梅州送春时得辇下故人三月几望书'*"夜飞鹊#&香港秋眺公度'*"柳梢青#&虞山蒙叟湖上句

云+主人要悟虚舟理%但看红妆与翠微,%晨起独至定香桥观荷%口占短章%聊为叟语下一转%倘所谓我转

法华也耶'*"惜红衣#&张园秋晚%草木变哀%昭倚扶病来游%感话近事%和白石'*"惜红衣#&晦鸣病山别五

年矣%荒江卧病%音书寂寥)病山邮示新篇%兼道晦鸣天南宦迹漂零%旧侣离忧如何)用白石韵寄晦鸣靖

州%遂报病山%不胜岁寒之思矣'*"齐天乐#&木绵'*"乙庵恪士书来为邓尉探梅之约词以速之#*"西河#

&庚戌夏六月瘿庵薄游吴下%访予城西听枫园%话及京寓%乃半塘翁旧庐%回忆庚子*辛丑闲%尝依翁以居%

离乱中更奄逾十稔%疏镫老屋%魂梦与俱%今距翁下世且七暑寒已%向子期邻笛之悲%所为感音而叹也)

-

"*$

-

!

"

龙榆生$"瞗村晚岁词稿跋#说$+先生余暇填词%亦至矜慎)其酬应之作%多倩旅沪友好为之%诗文亦复如是)虽亲自录存高%恒杂

他人代笔)就予所知%钱塘张孟劬尔田*仁和孙隘堪德谦*长洲吴瞿安梅*吴县吴湖帆*闽县黄公渚孝纾等皆曾捉刀),"龙榆生词

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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晖$世变中的一代词宗

爰和美成此曲%以摅旧怀'*"金缕曲#&井上新桐植七年矣%周无觉抚之而叹曰$此手种前朝树也%斯语极

可念拈以发端'*"水龙吟#&麦孺博挽词'*"鹧鸪天#&宫词和元裕之'*"高阳台#&乙丑除夕闰生宅守岁'*

"齐天乐#&九日庸庵招集江楼赋示同坐')其中"乙庵恪士书来为邓尉探梅之约词以速之#在收入"语业#

时%易名为"三姝媚#&觚庵有邓尉探梅之约词以速之'("高阳台#&乙丑除夕闰生宅守岁'*"齐天乐#&九日

庸庵招集江楼赋示同坐'则分别易为"高阳台#&除夕闰生宅守岁'*"齐天乐#&乙丑庸庵招集江楼')至于

对作品文字的推敲*修改*润色%则更是所在多有)可见%公之于众的作品未必是瞗村的得意之作)其原

因%一是作品在发表时每出于应酬%而瞗村本人对作品的精益求精%则是更为重要的内在缘由)

二*在政治漩涡下坚持的遗民立场

讨论瞗村发表的旧体诗词%重点自然在于瞗村那些有意表露个人政治立场*文化心态的作品之上)

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发表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小说月报#上%创作时间与发表时间有着几年的时差%从中可

以窥见瞗村发表作品或非一时兴起或简单的应酬%而有其成熟的思虑)

$%$(

年
%

月
!(

日%朱祖谋在

"小说月报#六卷九号发表了"金缕曲#&井上新桐%植七年矣%周无觉抚之而叹曰$此手种前朝树也)斯语

极可念%拈以发端')词曰$

手种前朝树)带虚廊斜阳一角%阅人无语)乞向西邻斤斧底%曾共箨龙赦取)看玉立%亭

苕如许)今日离披银床畔%问孤根*肯傍龙门否)一叶叶%战风雨)蟪蛄三两啼相诉)说年来*

红凄翠惨%好秋谁主)

)

地霜芜连天白%栖凤长迷处所)算干净*犹馀吾土)眠坐清阴浑闲事%

要岁寒*根干牢培护)盟此意%酹清醑)

该词作于
$%$!

年!

%瞗村在三年之后将之刊布%自然是如词的小序中所说的悼念+前朝,%有意向公众表

达和传递他自己强烈的遗民情绪和坚定的遗民立场)这首词%历来被视为瞗村政治词的代表)胡先

曾指出瞗村词中很少指涉清末的政治大事%惟独对辛亥革命的不满%反复在词中倾诉)胡先说清末甲

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等大事%当时文人皆积极参与$

盖几于第一流文人%皆与政潮起伏%有不解之缘者)独瞗村侍郎%不闻与此数役有关)殆

其素性恬退%故克持明哲保身之训%亦志在高文寿世)初不以一世之理乱%影响其名山盛业耳7

然又非秦越视之也)上举"金缕曲#*"夜飞鹊#诸什%可见其蒿目时艰之忠忱)至辛亥革命%其

志益显"

)

胡先随后列举了"金缕曲#词中+今日离披银床畔%问孤根*肯傍龙门否,*+算干净*犹馀吾土)眠坐清

阴浑闲事%要岁寒*根干牢培护,等句来证明他的论述)瞗村对政治的热衷与参与确实远不如同辈文士

文廷式*陈三立等人!!!而他的官阶却是最高的)然则瞗村对政治虽少参与%但在庚子事变时却曾激烈

地越级上谏慈禧%差点惹来杀身之祸#

)可见瞗村虽然平日深谙处世之道%懂得淡默自处%然而一旦碰

上意绪不平之事%却也掩盖不住骨子里那种激昂的文人意绪和责任感)所以%在诗词中保持对时事的敏

感与注视%但在行为上并不积极表现出对时事的参与%是符合瞗村性格的行为)不过这种行为一旦遭遇报

刊等新式媒体%私下的政治态度却很快转为公开的政治立场)这在"金缕曲#一词的发表上便可见一斑)

尤有甚者%

$%$#

年
*

月
!(

日%朱祖谋在"小说月报#八卷三号上发表了"辛亥九日作#一诗)诗曰$

登高犹有地%痛哭久无人)花好仍充眼%杯干不上唇)

峥嵘看几辈%惨结得孤闥)幻想番番尽%江湖本幸民)

瞗村早年以诗名%后随王鹏运学词%四十岁以后便全力填词$

%很少赋诗%更不要说将诗公之于众了)这

首"辛亥九日作#非常之沉痛%艺术水准亦远非一般作品所能及)+登高犹有地%痛哭久无人,道出内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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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和世事的变幻无常(+花好仍充眼%杯干不上唇,述说自己的无奈和冷眼旁观(+峥嵘看几辈%惨结得孤

闥,似意有所指%又表现出及时抽身而退的冷静(末句+幻想番番尽%江湖本幸民,恰好是他自己的写照)

此诗后来收入"瞗村弃稿#时%又有比较大的改动)诗曰$

登高犹有地%痛哭岂无人)花好聊充眼%杯干劣上唇)

嵯峨看几辈%惨戚发孤颦)歌出章山句%吾生本幸民!

)

经修改后%诗意更为沉痛)+久无人,改为+岂无人,%意指前朝虽覆亡%但依然有人&或包括他自身'怀念)

+仍充眼,改为+聊充眼,%更见无奈)+江湖,改为+吾生,%则自身的遗民立场也更清晰无疑)

朱祖谋早年官运亨通%后因对政局不满而绝望辞官)一个早就看破政治%意欲皈依文化的+遗民,%

为何要在
$%$(

年和
$%$#

年间着意*积极地向外界表明他的遗民立场0

民国初年%在清末曾任江苏布政使的李瑞清寄寓上海%其门人胡小石住在李宅%观察到当时的遗民

分成青岛与上海两派)刘成禺曾记载胡小石的观察$

辛亥之后%清室遗臣%居处分两大部分$一为青岛%倚德人为保护%恭王*肃王及重臣多人皆

居此%以便远走日本*朝鲜*东三省(一为上海%瞿鸿銻曾任军机大臣%位最高%沈子培*李梅庵则

中坚也)小石居梅庵家%青岛*上海两方遗臣举动%多窥内幕)在袁世凯谋称帝时%日人曾派重

要人物多次往来协商于青岛*上海间%欲拥宣统复辟%或在东三省建立8大清国1%恭王*肃王移

住旅顺%即商订此协议也)青岛方面一致赞同%日人乃偕青岛遗臣要人%来沪方取同意)瞿子

玖首先反对%坚持瞿意者%则李梅庵*沈子培*陈散原诸人)梅庵谓是置宣统于积薪上也)青

岛*上海意见既分%袁世凯多罗致青岛重臣入北京矣"

)

瞗村作为重要遗民%其政治立场是多方关注并试图拉拢的)白敦仁指出+瞗村时往来湖淞之间%其立场

盖与散原诸人为近也),

#也就是说%是反对溥仪在东北称帝的)

$%$(

年
$!

月
$!

日%袁世凯正式称帝)

瞗村发表"金缕曲#时%正是袁世凯称帝前抓紧时间拉拢遗民之际)这一年%瞗村曾赴北京%到北京后%袁

世凯欲罗致而不得)夏孙桐说$+乙卯岁一至旧京%袁世凯方为总统%优礼旧僚)欲罗致而不得%闻其至%

急致书聘为高等顾问%笑却之%未与通一字),

$乙卯即
$%$(

年)赵叔雍曾记载瞗村对袁世凯的痛恨%甚

至欲杀之而后快$

在甲寅*乙卯间%袁项城柄国%辄有僭位之思)##瞗村侍郎亦憾袁氏之盗窃%一日戏谓姬

人曰$+我当化虎%扑杀此獠,%姬人为之戚然应曰$+脱不得项城%而君身已虎%且将奈何0,

%

赵叔雍为况周颐弟子%故瞗村此事颇可采信)在袁世凯与上海遗民关系紧张之际%瞗村发表"金缕曲#一

词%其用意显然在于向他人表明自身萦怀前朝的立场%不想与袁世凯政权发生任何关联)

而瞗村发表"辛亥九日#的
$%$#

年
*

月%更是一个极度敏感的时间)此时袁世凯已于
$%$+

年
+

月
+

日去世%而张勋*康有为等人的复辟活动即将于
$%$#

年
#

月展开)瞗村自然又受到邀请%+共襄盛事,)

张勋复辟%瞗村的挚友如沈曾植等都出山了%他却+我自岿然不动,)在他的心目中%辛亥年间的翻天覆

地在六七年之后%仍然需要+痛哭,一场)此诗的发表颇具象征意义$并不是所有的遗民都热心参预政治

活动)尤其对瞗村来说%在坚持遗民立场的前提下%可以去参拜逊帝&如
$%$(

年的北上'%但不欲参与任

何实际的政治活动)这种心思%在瞗村后来的岁月里%有着更为清晰地显现'

)

值得注意的是瞗村运用辛亥的话题来表明他的遗民立场)入民国之后%辛亥革命一直是报刊上的

热门话题)革命者*复辟者*遗民不同群体的人纷纷使用这一话题来表达不同的情绪与立场)旧体诗词

中也多有讨论%仅"小说月报#上就有不少%如三卷九号&

$%$!

年'有客鸳"辛亥秋感#八首%其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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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朱祖谋的弟子%龙榆生记载他在+九一八,之后的政治立场)朱说$+吾今以速死为幸%万一逊帝见召%峻拒为难)应命则不但

使吾民族沦胥%即故君亦将死无葬身之地),见龙榆生$"瞗村晚岁词稿#%载"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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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掬兴亡泪%重阳风雨天)徙戎江统论%赴敌祖生鞭)

九世齐仇复%连城赵璧旋)悲秋工部感%身世寄吟笺)&其一'

片瓦中原解%新鏣五色扬)入关争失鹿%下诏已亡羊)

盗早开门揖%侯真窃国偿)当车图一试%痴绝笑螳螂)&其八'

辛亥年刚刚过去%+片瓦中原解,的经历依然刻骨铭心%眼下又是+入关争失鹿,的乱七八糟%诗人不免百

般感触)有趣的是%诗中用了祖逖*侯景的典故)祖逖&

!++)*!$

'%当时晋室大乱%祖逖率部渡江%志在

收复中原)侯景&0

)((!

'举兵叛乱%逼死梁武帝萧衍%到处烧杀抢掠%史称+侯景之乱,)祖逖当年面临

的是羯族石勒的入侵%而客鸳面对的是满族王朝)历史上%宋代*元代汉族知识分子在诗歌中会常常提

到祖逖%清末+驱逐鞑虏,的口号深入人心%面对异族政权时%诗歌中出现祖逖的形象并不奇怪)问题是%

清代已经灭亡%表明祖逖的任务已经完成)然而%任务完成换来的又是什么呢0 不过是侯景的+窃国,而

已)所以%在诗人看来%眼下的一切远不如满清政权存在的时候合理%他不免感叹+下诏已亡羊,%悔恨满

清末年的改革没有能够达到成果%导致天下江山落入+侯景,之手)

在客鸳的诗歌中%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驱逐鞑虏,的排满民族运动%换来的仍是国家的

不幸)我们可以从他的诗里看到一个人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失落和反思(而从他的反思中%我们又可以读

到晚清以来民族话语和国家话语之间的紧张性)然而%瞗村的立场与之相比%仅为简单的怀念+前朝,的

遗民立场%以及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不合作)其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思想%与客鸳截然不同)然而瞗村能

够借助报刊%在众声喧哗的时代里通过旧体诗词发出他自己的声音%表达他个人的立场%亦何其幸矣)

三*结
!

论

从报刊所载的瞗村诗词入手%本文讨论了一代词宗如何借助报刊这一公共文化空间在特定的时间

里微妙地表达和坚持其遗民立场%对抗现实政治)然而在同一文化空间里%遗民与非遗民对同一事件

&如辛亥革命'有着理解上的差异%由此可见当时旧体诗词中呈现出来的复杂的思想状况)

研究报刊所载的旧体诗词%或可进一步开拓对遗民文化空间的认识)民国初年的清遗民们居住在

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做着寓公)民初的复辟乃至后来溥仪在东北建满洲国%都离不开清遗民的支持)

这部分史实经过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其情况越来越清晰!

)然而%清遗民细微而复杂的情感与思想至今

仍不得其详)究其原因%清遗民的生活有固定的圈子%他们很少在公众面前表露情感%宁愿在春秋佳日

通过一些雅集%在典雅的诗词*骈文中来谋取同类的共鸣)相较同一时空下的遗民诗词%新文学作家掌

握着很多的报刊舆论阵地%积极地发表他们的各种意见)与小范围的雅集不同%报刊则是面对公众的更

为广阔与开放的空间%这对后人了解新文学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报刊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也曾

是清遗民偶尔表达和抒发情感的文化空间)加强对报刊上遗民作品的关注%必将较大地加深和拓展对

清遗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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