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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收 入《 热 风 》 中 的《 为
“

俄 国 歌 剧

团
”
》 , 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

构思
、

意境
、

文采
、

节奏均妙
。

它的主旨是借俄国歌剧团在

北京演出一 事
,

对
“

比沙漠更可 怕 的 人 世
”

—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令人窒息的旧 中国

,

唱出
“

反抗之歌
” 。

自然
,

也包 含 着
“

为流转

在寂真中间的歌人们
”

作广告的意图
。

这个俄国歌剧团的历史
、

成员
、

组织情

况
,

我们只知道它是十月革命后 流 亡 出 来

的
,

其余一 无所知
。

访问一些老同志
,

都谈

不确切 , 查当时报纸
,

仅见点滴蛛丝马迹
。

如 一九二一 年十一 月十六 日北京《晨报》第七

版刊文
,

斤
“

俄国舞剧团之缺德
” ,

说它要五

百元演一 晚
:
还算助娠
。

那 么
,

在俄国歌剧团

来北京前半年
,

就有一个舞剧 团 (按
:
当 时

我国对歌剧 团和舞剧 团未加 严格 区分
,

往往

名称互 用 ) 到过北京
。

而一 九二二 年四月十七

日 《晨报》刊登的《昨晚俄国歌剧团观剧记 )),

又 有
“

俄国歌剧团重来北京
”

等 语
,

如 果
“

重

来
”
二字非手 民之误

,

那俄国歌剧团就 已是

第二 次来北京演出了
。

至于这个歌剧团是否

即一 九二一 年冬到过北京的舞剧团
,

虽可怀

疑
,

却 尚不可确断
。

俄国歌剧团在北京演出的情况
, 《晨报》

及其《 副刊》
,

披露甚多
,

对我们理解《为
“

俄

国歌剧团
” 》 , 亦颇有助益

。

俄国歌剧团从一九二二年四月三 日至 二

十六 日在北京第一舞台—
即后来的珠市 口

开明戏院

—
演出
。

据《晨报》刊载的当天演

出广告和剧情介绍
,

剧目至少有十个
。

现择

要简介如下
:

四月十六日晚演《情之波 》
。

表现上层社会

一群男女之间的所谓
“

爱情
”

纠葛
,

最后
, “

各人

都得一个满意的结果
” 。

四月十七 日晚演《 罗 森 堡 伯 爵 》
。

故 事 为

:

皇 子 爱 一 歌 女

,

因 歌 女 地 位 低 下

,

无 法 结 合

。

后

用 重 金 买 穷 青 年 罗 森 堡 之 爵 位

,

并 与 之 订 约
,

罗 森 堡 与 歌 女 假 结 婚
, 、

三 个 月 后 宣 布 离 婚

。

伯

爵 遵 守 契 约

。

但 在

“

婚

”

后 三 个 月 的 最 后 一 天

,

因 偶 然 原 因 与 歌 女 真 相 爱

。

皇 子 出 面 干 涉

,

而

皇 子 的 旧
情 人 又 阻 拦 皇 子 追 赶 歌 女

,

罗 森 堡 终

得 与 歌 女 结 合

。

四 月 十 八 日 晚 演 《 钟 声 》 (原 名 《科 业 维 亚 的

钟 声 》 )
。

内 容 为

:

霸 占 久 出 不 归 主 人 财 产 的 恶

管 家 被 揭 露

,

其 中 穿 插 着 复 杂 的 爱 情 纠 葛

。

四 月 十 九 日 晚 演 《爱 之 夜 》
。

在 富 翁 女 儿 丽

莎 与 笨 青 年 订 婚 之 夜 的 舞 会 上

,

丽 莎 与 真 心 相

爱 的 恋 人 出 逃

。

待 她 父 母 迫 到 时

,

他 们 已 结

婚

。

木 已 成 舟

,

其 父 母 也 不 得 不 同 意

。

四 月 二 十 日 晚 演 《 土 耳 其 秘 史 》
。

故 事 梗

概

:

土 耳 其 总 督 命 女 儿 德 丽 莎 嫁 给 一 个 官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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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从

。

总 督 怒

,

派 人 去 抓

德 丽 莎

。

因 德 丽 莎 的 情 人 男 扮 女 装 并 以

“

女 伴
”

的 身 份 隐 藏 宫 中

,

被 误 抓 进 总 督 府

。

总 督 爱 上

了

“

女 伴

” 。

而 德 丽 莎 闻 情 人 被 抓

,

女 扮 男 装 进

府 救 人

。

闹 剧 进 入 高 潮 时

,

皇 帝 来 了 圣 旨

,

撤

换 总 督

。

二 十 一 日 晚 演 《 西 尔 维 亚 》
。

歌 女 西 尔 维 亚

与 挚 友 波 尼 伯 爵 将 赴 美

,

情 人 爱 特 文 伯 爵 劝

阻

。

这 时

,

爱 特 文 获 父 命 归 里 与 表 妹 订 婚

,

他

既 不 敢 违 父 命 又 不 愿 与 西 尔 维 亚 断 情

,

遂 求 歌

女 先 与 之 订 婚

,

再 回 家 与 表 妹 订 婚

。

后 来

,

在

爱 特 文 与 表 妹 结 婚 的 舞 会 上

,

歌 女 与 波 尼 同

往

。

波 尼 与 新 娘 一 见 钟 情
;
爱 特 文 与 歌 女 出 示

婚 约
,

最 后 各 得 其 爱

。

二 十 二 日 晚 演 《犯 罪 之 尼 姑 》
。

印 度 王 欲 惩

罚 与 人 相 爱 的 尼 姑

,

结 果 自 己 的 丑 行 暴 露 了

。

二 十 三 日 晚 演 《 欢 乐 王 》
。

王 与 爱 姬 出 游

。

在

竞 赛 中

,

女 姬 偶 得 一 兵 士 臂 助

,

获 二 十 万 奖

金

。

并 因 之 与 士 兵 发 生 爱 情 关 系

。

最 后

,

女 姬

与 士 兵 结 合

。

二 十 五 日 晚 演
《 江 湖 情 史 》

。

内 容 为 情 杀

。

二 十 六 日 晚 演 《 东 洋 艺 妓 》
。

日 本 一 民 政 局

长 欲 强 占 歌 女

,

而 歌 女 已 爱 上 一 海 军 军 官

。

几

经 曲 折

,
歌 女 才 得 以 与 海 军 军 官 结 婚

。

从 上 述 简 介 可 以 看 出

,

剧 目 内 容 不 涉 及 时

事

,

来 直 接 表 现 革 命 的 或 反 革 命 的 政 治 观 点

和 倾 向

。

俄 国 歌 剧 团 在 北 京 演 出 初 期

,

报 纸 上 未

刊 广 告

,

故 无 法 断 定 鲁 迅 四 月 四 日 晚 看 到 的

是 那 一
个 歌 剧

。

该 剧 团 的 艺 术 倾 向 和 在 京 演 出 后 观 众 的

反 响

, 《晨 报 》 有 较 多 的 评 述
。

刊 登 在
四 月 十 五

日 《晨 报 》 上 的 《介 绍
。

俄 罗 斯 的 歌 舞 剧
》 (新

中华戏剧协社供稿 ) 指 出
,

俄 国 歌 剧 团 属 于

“

为 艺 术 而 艺 术

”
一
类

, “

他 们 所 崇 拜 的 是 形 体

的 美

。

他 们 的 目 标 是 人 类 的 感 觉

。

他 们 偏 重

于 表 现 的 方 法 而 偏 轻 于 表 现 的 原 质

。

乐 歌 之

美

,

色 彩 的 美

,

动 作 的 美

,

是 他 们 用 以 压 服

观 众 精 神 的
工 具

。 ”

就 演 出 的 艺 术 水 平 而 论

,

据 从 欧 洲 回 国 的 曙 青

,

在
《晨 报 》 四 月 七 日 发

表 的 一 则 杂 感 《 第 一 舞 台 观 俄 国 歌 剧 有 感 》 指

出
,

它 逊 于 欧 洲 的 第
一 流 歌 剧 团

。

并 说

,

他

所 看 的 歌 剧 是 《 罗 森 堡 伯 爵 》
, “

此 剧 不 独 布 景

简 单

,

不 能 与 精 美 剧 院 同
日 而 语

,

即 各 角 色

及 其 舞 蹈

,

虽 已 极 力 模 仿 新 派 (如 舞 蹈 服 装

用
`

乳 甲

’

等 等

,

均 系 新 式 )
,

然 尚 是 十 分 拘 束

(据闻该 团近 日因受场 中军人胡 乱鼓掌
,

及 警

厅 暗 示

,

已 改 去 许 多 活 泼 态 度

,

果 尔

,

则 中

国 人 破 坏 艺 术 之 罪 无 可 退 矣 )
,

不 能 入 于 曲 院

正 剧 之 林

。

虽 然 北 京 剧 界 得 此 一 番 薰 陶

,

其

受 益 不 少

。 ”

俄 国 歌 剧 团 在 北 京 演 出 初 期

,

受 到 人 们

冷 遇

,

上 座 率 很 低

,

后 来 则 有 增 长

。

四 月 十

七 日
《 晨 报 》
“

社 会 新 闻

”

栏 刊 载 的
《 昨 晚 俄 国

歌 剧 团 观 剧 记 》 说
: “

俄 国 歌 剧 团 重 来 北
京 以

后

,

北 京 社 会 以 冷 淡 态 度 对 之

,

其 故 半 由 于

我 国 人 对 艺 术 尚
无 迫 切 之 需 要

,

半 由 该 剧 团

广 告 之 太 不 广

。

…… 自 新 中 华 戏 剧 协 社 撰 文

为 之 介 绍
,

并 经 各 学 校 分 赠 优 待 券

,

昨 晚 记

者 特
至

第
一 舞 台 参 观

,

果 然 听 众 较 前 数 日 增

多
三 四 倍

” 。

胡 柏 生 在
四 月 十 六 日
《 晨 报 副 刊 》

上 发 表 的 《 小 杂 感 》说
,

歌 剧 团 的 票 价

,

最 高

一 元 五 角

,

少 的 只 要 四 角

, “

尚 且 没 有 人 过

问

,

谁 敢 说 北 京 需 要 艺 术 啊
? ”

当 时 的 观 众

,

大 多 为 军 警

、

剥 削 阶 级 以

及 小 市 民

,

因 此 演 出 中 常 常 胡 乱 鼓 掌

。

鲁 迅 对

于 这 种 低 级 庸 俗 的 不 健 康 的 艺 术 欣 赏 趣 味

,

十 分 反 感

。

这 一 问 题

,

曙 青 的 文 章 也 谈 及

,

并

说 有 关 人 士 还 采 取 了 一 些 积 极 措 施

: “

吾 国 既

无
真 美 善 之 剧 团

,

其 观 众 程 度 之 低

,

自 亦 无

容 隐 讳

。

新 中 华 戏 剧 协 社 处 处 为 观 众 谋 增 加

程 度 之 方 法

,

尽 力 指 导

,

实 为 难 得

。

是 夜 开

演 之 先

,

即 有 一 种 布 告

,

指 示 大 众 以 鼓 掌 之

机 会

。

而 多 数 观 者

,

复 能 与 此 布 告 表 其 同

情

,

屡 屡 制 止 不 合 时 宜 之 鼓 掌

,

计 两 幕 之

内

,

当 在 十 次 以 上

。 · · ” 二
果 协 社 不 构 大 小 一

一 为 之 指 导 而 解 释 之
,

不 独 可 以 增 进 社 会 知

识

,

亦 革 除 一 见 男 女 播 抱

,

即 为 鼓 掌 如 狂

。 ”

对 于 俄 国 歌 剧 团 的 演 出

,

新 中 华 戏 剧 协

社 陈 大 悲 等 社 员 给 了 种 种 帮 助

,

向 群 众 广 为



,

多 方 引 导

,

使 演 出 能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

事 实 证 明

,

是 收 到 了 一
定 社 会 效 果 的

。

叶 风

虎 在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 晨 报 副 刊 》

“

通 信

”

栏 发 表

的 《 关 于 俄 罗 斯 歌 舞 剧 》 也 说
:

俄 国 歌 剧 团 到 北 京 已 经 很 久

,

从 前 我 们 都

以 为 不 懂 俄 国 话 的 缘 故

,

不 去 看 他

。

后 来 经 新

中 华 戏 剧 协 社 在 晨 报 上 介 绍 一 番

,

我 们 才 知 道

有 不 懂 俄 国 话 也 能 够 领 受 他 们 的 艺 术

。

我 这 几

天 接 连 着 在 那 边 看

,

越 看 越 觉 得 他 们 的 长 处 之

多

。

虽 然 我 们 所 演 的 并 不 是 歌 剧

,

但 是 在 表 情

方 面 够 我 们 模 仿 的 实 在 不 少

。

我 现 在 诚 心 的 承

认 他 们 实 是 我 们 的 良 师 益 友

,

并 且 极 力 向 我 们

匝 海 实 验 剧 社 社 员 介 绍 去 看

。

这 就 证 明

,

歌 剧 团 的 演 出

,

起 了 好 的 作 用

。

鲁 迅 的
《 为
“

俄 国 歌 剧 团

” 》 , 主 要 是 借 题

发 挥

,

向 黑 暗 的 中 国 社 会 重 重 地 刺 一 下

。

作

品 始 终 不 是 孤 立 地 写 歌 剧 团 及 其 演 出

,

不 是

就 事 论 事

,

而 是 把 它 放 在

“

比 沙 漠 更 可 怕

”

的

社 会 环 境 中 来 着 墨
,
对 社 会 环 境

,

也 不 重 实

写

,

主 要 采 取 比 喻

、

象 征 的 手 法

,

求 其 神

似

,

这

,

构 成 散 文 诗 的 意 境

。

应 该 指 出

,

鲁 迅 在 文 章 中 虽 然 提 到 爱 罗

先 坷 关 于 寂 奥 的 感 叹

,

但 鲁 迅 的 感 受

,

却 是

自 己 对 当 时 的

“

人 世

”

苦 味

,

经 过 了 久 久 的 咀

嚼

,

品 味 出 来 的

。

早 在 鲁 迅 和 爱 罗 先 坷 相 晤

之 前

,

一 九 二 O 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致青木

正儿 的信中就说过
,

他 创 作 小 说

, “

只 因 哀 本

国 如 同 隆 冬

,

没 有 歌 唱

,

也 没 有 花 朵

,

为 冲 破

这 寂 寞 才 写 成 的

。 ”

后 来

,

在 一 九 二 五 年 写 的

《 华 盖 集
·

有 趣 的 消

.

息
》 中 也 说

: “

北 京 象 一 片

大 沙 漠

。 ”

一 九
三 五 年 写 的
《 中 国 新 文 学 大 系

小 说 二 集 序 》 又 指 出
: “

在 北 京 这 地 方

,

—北京虽然是` 五 四 运 动 ” 的 策 源 地 ,

但 自 从 支

持 着
《 新 青 年 》 和 《 新 潮 》 的 人 们

,

风 流 云 散 以

来

,

一 九 二 O 至一九二二年这三年间
,

倒 显

着 寂 寞 荒 凉 的 古 战 场 的 情 景

。 ”

可 见

,

对 当 时

的 北 京

,

有 寂 真 之 感

,

是 鲁 迅 自 己 深 深 体 会

到 的
,

而 且
,

这 体 会

,

是 察 觉 到 了 时 代 的 脉

搏 特 点 的

。

从 作 品 的 意 境 中

,

从 作 者 的 愤 激 之 声 后

面

,

我 们 看 到 了 一 个 热 望 着 革 命 风 暴 到 来 的

战 士 的 火 烫 的 心

。

作 品
四 次 略 加 变 化 地 用

“

沙 漠 在 这 里

”

作 为 节 的 结 语

,

描 写 一 层 深 一

层

,

感 情 一 层 重 一 层

,

节 奏
一 层 紧

一 层

。

作

品 在 写 了 观 众 不 多

,

占 据 着 一

、

二

、

三
等 好

座 位 的 是 大 群 的 兵 警 后

,

用 了 第
一 个 结 语

:

“

是 的

,

沙 漠 在 这 里

。 ”

通 过 暗 示

,

发 人 深 思

。

高 明 的 艺 术 家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不 用 明 说

,

让

读 者 自 己 从 画 面 中 去 寻 求 产 生 这 种 现 象 的 原

因

,

去 领 会 作 者 在 字 面 上 未 说 而 要 表 达 的 真

意

。

继 而 作 者 抒 写 感 受 说

, “

倘 使 我 是
一 个 歌

人

,

我 的 声 音 怕 要 销 沉 了 罢

。 ”

用 第 二 个 结

语

: “

沙 漠 在 这 里

。 ”

这 里

,

至
少 包 含 着 下 面 的

意 思

:

北 京 寂 静 的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

有 些 清

醒 的 战 士 在 用 沉 默 作 为 抗 议

。

接 着 写 到

“

兵

们

”

和

“

几 个 非 兵 们

”

在 看 到 演 接 吻 场 面 时 拚

命 鼓 掌

,

作 品 用 了 较 前 更 重 的 字 句

,

说

: “

沙

漠 在 这 里

,

恐 怖 的 …… ”
。

这 是 愤 怒 之 声

。

后

面 又 写 道

: “

你 们 大 约 没 有 复 仇 的 意 思

,

然 而

一 回 去

,

我 们 也 就 被 复 仇 了

。 ”

这 时 作 者 用 了

第
四 个 份 量 更 重 的 结 语

: “

比 沙 漠 更 可 怕 的 人

世 在 这 里

。 ”

为 什 么 说

,

俄 国 歌 剧 团 一 走

,

我

们 也 就 被 复 仇 了 呢 ? 鲁 迅 的 意 思 是
,

这 里 没

有 花

,

没 有 诗

,

没 有 艺 术

,
而 且 没 有 趣 味

……
,

歌 剧 团 的 演 出

,

带 来 了 一 点 艺 术
;

如

果 歌 剧 团 一 走
,

那 么

,

北 京 又 没 有 花

,

没 有 艺

术

,

又 只 有

“

比 沙 漠 更 可 怕 的 人 世

。 ”

这 不 是 等

于 向 冷 遇 它 的 北 京 复 仇 了 么

。

作 者 用 了 曲 折

含 蓄 而 又 巧 妙 的 语 言 表 达 方 式

,

我 们 只
有 细

心 地 体 会

,

才 能 获 知 真 义

。

在 作 品 中

,

作 者 把 对 演 出 环 境

、

演 出 场

面

、

观 众 反 应 与 自 己 的 感 受

、

感 情 波 澜

、

抒

情 议 论 两 个 方 面 作 交 叉 描 写

,

又 以 极 精 炼 优

美 的 文 字 出 之

,

使 得 作 品 的 思 想 深 度 与 艺 术

深 度 和 谐 统 一

。

作 者 还 特 别 注 意 散 文 诗 的 内

在 韵 律 和 节 奏

,

整 个 作 品 仿 佛 是 一
章 乐 曲

,

在 读 者 的 心 弦 上 激 起 强 烈 的 音 乐 美 感

。

鲁 迅 对 俄 国 歌 剧 团 的 演 出 艺 术

,

显 然 是

肯 定 的

。

从 剧 目 看

,

其 内 容 虽 不 能 说 很 好

,



,

故 在 当 时

,

对 于 封

建 的 思 想

、

道 德

、

伦 理 观 念

、

风 俗 习 惯

,

有

一 定 的 冲 击 力

。

在 艺 术 上

,

它 对
正

处 在 萌 芽

阶 段 的 中 国 现 代 戏 剧

,

提 供 了 借 鉴

。

至 于 俄

国 歌 剧 团 的

“

美 妙 而 且 诚 实 的

,

勇 猛 的

”

表 演

风 格

,

更 有 别 于 中 国 的 传 统 舞 剧

。

因 此

,

鲁

迅 在 文 章 中
一 再 以 赞 许 的

口
吻 谈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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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迅 在 随 感 录
《 四 十 三 》 中 说

: “

近 来 看 见

上 海 什 么 报 的 增 刊
《 泼 克 》上

,

有 几 张 讽 刺 画

。

他 的 画 法

,

倒 也 模 仿 西 洋

;
可 是 我 很 疑 惑

,

何 以 思 想 如 此 顽 固

,

人 格 如 此 卑 劣

,

竟 同 没

有 教 育 的 孩 子 只 会 在 好 好 的 白 粉 墙 上 写 几 个

`

某 某 是 我 而 子

’
一 样

。 ”

接 着

,

他 又 在 随 感 录

《 四 十 六 》
、

《五 十 三 》 中
,

对 增 刊
《 泼 克 》 及 另

一 种 单 行 的 《泼 克 》上 的 一 些 讽 刺 画
,

提 出 了

严 厉 的 批 评

。

可 是

,

鲁 迅 所 批 评 的 两 种 《 泼

克 》 究 竟 是 什 么 样 的 画 刊 ? 其 增 刊 一 种 又 刊

行 在 什 么报 纸 上 ? 这 些 问题 人 们 虽 然 早 有 结

论
,

但 实 际 上 并 未 弄 清

。

关 于 后 一 个 问 题

,

鲁 迅 当 初 可 能 出 于 批

评 的 需 要

,

只 说 《 泼 克 》 是
“

上 海 什 么 报 的 增

刊

” ,

或

“

上 海
一 种 什 么 报 的 星 期 增 刊

” ,

而 将

报 纸 的 名 称 隐 去

。

到 了 一 九 二 五 年 十 一 月

,

即

事 隔 六 年 之 后

,

当 他 把 上 述 文 章 编 入 杂 文 集

《 热 风 》 时
,

他 才 凭 记 忆 在 该 书 《 题 记 》 中 说
:

这 些 文 章

“

是 对 于 上 海 《 时 报 》 的 讽 刺 画 而 发

的
。 ”
一 九 五 八 年 出 版 的
《 鲁 迅 全 集 》 注 释 本

,

大 概 就 是 根 据 这 个 并 不 准 确 的 记 忆 认 定
:

t’(( 泼克》
,

上 海
《 时 报 》 的 星 期 图 画 增 刊

”

①
。

同

时

,

注 释 本 还 进 一 步 认 为

:

鲁 迅 的 上 述 三
篇

文 章

, “

批 判 了 上 海
《 时 报 》 副 刊 《 泼 克 》 上 面 所

谓 讽 刺 画 的 恶 劣 形 象 和 反 动 倾 向
”

②
。

从 此 以

后

,

人 们 便 形 成 了 两 个 相 当 稳 固 但 不 正 确 的

看 法

,

即 认 为

: 《泼 克 》 是 上 海 《 时 报 》 的 增

刊 , 它 是 反 动 的
。

直 到 重 新 注 释 出 版 的 《 坟 》

中
,

还 在 注 释 里 保 留 着
《 泼 克 》是 一 个 有

“

恶

劣 形 象 和 反 动 倾 向

” ③的 画 刊 的 说 法
,

可 见 这

种 看 法 影 响 之 深 远

。

那 么

,

到 底 真 实 的 情 况 是 怎 样 的 呢 ? 我

们 在 注 释 《 热 风 》 的 过 程 中
,

曾 反 复 查 阅 了 一

九 一 八 年 底 和 一 九 一 九 年 初 的 上 海 《 时 报 》
,

没 有 发 现
《 泼 克 》
。

后 来

,

我 们 却 在 上 海 《 时

事 新 报 》 上 发 现 了 它
。

当 时 由 于 条 件 的 限 制

,

我 们 只 看 到 了 一
部 分 《 泼 克 》

,

有 一 部 分 还 是

请 鲁 迅 著 作 编 辑 室 的 同 志 帮 忙 查 到 的

。

同

时

,

我 们 还 找 到 了 单 行 的 《 泼 克 》
。

至 此

,

关

于 《 泼 克 》 的 真 相
,

基 本 上 可 以 弄 清 楚 了

。

《 泼 克 》 共 有 两 种
。

一 是 上 海
《 时 事 新 报 》

的 副 刊
,

全 名 为 《 时 事 新 报 星 期 增 刊
“

泼 克

” 》
,

一 九 一 九 年 元 月 创 刊

,

同 年 十 月 停 刊

。

另 一

种 名 叫
《上 海 泼 克 》

,

又 名
《 泊 尘 滑 稽 画 报 }),

沈 泊尘独立创 办
,

一 九 一 八 年 九 月 创 刊

,

同

年 十 二 月 停 刊

,

每 月 一 期

,

共 出
四

期

。

鲁 迅 所 批 评 的
一 些 讽 刺 画

,

都 分 别 刊 登

在 这 两 种 画 刊 上

。

其 中

,

鲁 迅 所 说

“

骂 主 张 废

汉 文 的 人

”

的 讽 刺 画

,

刊 登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的 《 时 事 新 报 星 期 增 刊
“

泼 克

” 》上
,

共

六 幅

,

沈 泊 尘 作

,

并 附 有 这 样
一 些 文 字 说

明

: “

某 新 学 家 主 张 废 弃
汉
字

” , “

然 习 罗 马 文

又 苦 于 格 格 不 入
,

乃 叩 诸 医 生 问 焉

” ; “
医 生

请 以 罗 马 犬 之
心
易 其
心
” ; “

某 新 学 家 易 心 后

试 读 罗 马 拼 音

,

人 聆 之 则 居 然 罗 马 犬 吠 也
! ”

另 一 组

“

骂 提 倡 新 文 艺 的 人

”

的 讽 刺 画

,

登 载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二 月 九 日 《 时 事 新 报 星 期 增 刊

“

泼 克

” 》上
,

共 四 幅

,

亦 为 沈 泊 尘 作

,

文 字 说

明 中 有 某 文 学 家

“

常 出 其 所 著 之 新 文 艺 以 炫

人

” , “

然 其 思 想 之 根 据 乃 为 外 国 偶 像

”

等 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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