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裘 柱 常

(一 )

南社
,

是辛亥革命时期 以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为宗旨的进步的

文学团体
。

一九O 五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 )
,

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
“
中国革命同盟会
” ,

倡导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
。

影响所及
,

上海的知识分子也先后组织了两个革命的文学团体
:

一个是一九O

五年成立的
“ 国学保存会
” ,

另一个是一九 O 九年成立的
“
南社
” 。

柳亚子在 《我与
“
南社
”
的关系 》 中谈到
“
南社
”

筹备和成立时
,

写道
:

. “

一九O 七年 (清光

绪三十三年 )冬天
,

薄游海上
,

偕刘申叔
、

何志剑
、

杨笃生
、

邓秋枚
、

黄晦闻
、

陈巢南
、

高天

梅… … 小饮酒楼
,

便孕育了
`

南社
,

的精虫
。

好容易怀胎十月
,

到一九O 九年阳历十一月十

三日 (清宣统元年十月 )
,

这晚清文坛的怪物
,

居然呱呱堕地了
。

在虏廷监视严密之下
, `

南

社
’

的成立是不 容易的
。

但我们却有诸贞壮
、

胡栗长两位在保镖… … 到了十一 日那天
,

四方来

会的 便有十九筹好汉
。

我们在正午以前
,

雇了一支画舫
,

带着船菜
,

容与中流
,

直向虎丘而

去
。

那开会的地点
,

是在虎丘张公祠
。

… …十九筹好汉中间
,

十七筹是社友
。 ” 又 在
《
庞 璧

子遗集序 》里说
: “
昔岁在己酉

,

余与云间高天梅
,

同邑陈巢南
,

始创为
`

南社
, ,

驰檄召四方

豪俊
,

以孟冬朔 日
,

期会于吴中
。

会天梅杜门避蹭徽弗克至
。

至者自余与巢南外
,

有河东景

太昭
,

南粤蔡寒琼
,

三山林秋叶
,

新安黄宾虹
,

魏塘沈适非
,

山阴诸贞壮
、

胡栗长
,

丹阳林

盖天
,

云间陈止斋
、

朱屏之
,

娄东俞剑华
、

冯心侠
、

赵厚生
、

吴门朱君摊辈十数人
,

而璧子

实惠然肯来
,

筋于虎丘之张东阳寺
。 ”

据此可知
,

一
、 “
南社
”
倡议组织的时 间在一九 O 七年

,

地点在上海一家酒楼
。

二
、

参与

的人多数与
“

国学保存会
”

有关
,

如邓实
、

黄节就是
《
国粹学报》 的主持人 ; 刘师培

、

陈佩忍是
《国粹学报》的撰述人

。

三
、

成立雅集是一九 O 九年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举行的
。

四
、

出席的有

社友十七人
,

来宾二人
。

五
、

雅集在虏廷严密监视下举行
,

有两个社友作为保镖
,

一 个 是 诸

贞 壮

,

一 个 是 胡 栗 长

,

他 们 都 是 当 时 江 苏 巡 抚 瑞 徽 的 幕 僚

,

而 且 诸 贞 壮 还 是 瑞 徽 比 较 信 任 的

幕 僚

。

可 是

,

当 时 参 加 成 立 雅 集 的 社 友 之 一 黄 宾 虹

,

在 回 忆 到 当 时 的 情 况 时

,

却 与 柳 说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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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松 岑 招 饮 虎 丘 冷 香 阁 用 刘 龙 堪 原 韵

》
诗 里 说

: “
金 闻 虎 丘 前 联 骑

,

爪 痕 踏 雪 寻

鸿 泥

·

一

”
诗 后 有 注 说

: “
虎 丘 此 集

,

至 者 二 十 余 人
… …余 忆 己 酉 秋 日

,

曾 偕 顺 德 蔡 哲 未

,

太 仓 冯 心 侠

,

太 原 景 秋 陆 联 骑 游 此

。

与 此 会 者 有 山 阴 诸 贞 壮

,

吴 江 陈 佩 忍

,

亦 数 十 人

。 ”
看

样 子 这 次 虎 丘 成 立 雅 集 的 好 汉 是 分 两 路 去 的
,

一 路 骑 马

,

一 路 乘 船

,

这 样 走 法 当 然 是 为 了 避

开 虏 廷 的 严 密 监 视

。

“
南 社
”
在 筹
备
初 期 就 有
“
国 学 保 存 会
”
的 许 多 人 参 加

,

所 以
“
国 学 保 存 会
”
和
“
南 社

”

几 乎 可 以 说 是 孪 生 兄 弟

。

胡 朴 安 在
《
民 国 十 二 年 国 学 之 趋 势

》
里 说

: “

有 二 团 体 焉

:

一

`

国 学 保 存

会

, ,

一

`

南 社

’ 。

二 团 体 皆 倡 于 光 绪 之 季 年

。 `

国 学 保 存 会

,

抱 光 复 汉 族 主 义

,

阐 发 亭 林

、

船 山 之

学 说

,

发 行
《
国 粹 学 报
》 … …
`

南 社

’

抱 民 主 主 义

,

以 诗 文 播 革 命 种 子

·

一

以
慷 慨 激 昂

、

痛 哭 流 涕

之 文 字

,

感 发 人 民 之 意 志

,

指 示 平 等 自 由 之 径 途
… … 辛 亥 起 义

,

收 功 于

`

南 社

’
之 鼓 吹 者 尤 多

。 ”

当 时
,

这 些 以 气 节 砒 砺 天 下 的 知 识 分 子

,

从 天 南 地 北

、

五 湖 四 海 会 合 聚 集 而 组 成 团 体

,

主 要 由 于 他 们 之 间 存 在 一 种 共 同 的 要 求

,

共 同 的 目 标

,

就 是 在 政 治 上 推 翻 反 动 腐 朽 的 满 清 封

建 专 制 政 权

,

具 有 民 族 民 主 革 命 的 思 想

。

他 们 眼 看 到 外 国 帝 国 主 义 的 侵 略 日 益 紧 迫

,

反 动 统

治 日 益 腐 朽 没 落

,

民 族 危 机 日 益 严 重

,

于 是 义 愤 填 膺

,

群 起 而 谋 革 命

。

这 样

,

在 反 清 的 大 旗

下 团 结 起 来

,

形 成 一 个 同 声 相 应

、

同 气 相 求 的 团 体

。

但 是

,

他 们 在 学 术 研 究 上

,

诸 如 汉 学 与 宋 学

,

唐 诗 与 宋 诗 等 问 题 上

,

却 未 必 一 致

,

甚 至

大 有 分 歧

。

所 以
“
南 社
”
初 期

,

即 是 一 个 既 团 结 又 有 矛 盾 的 组 织

。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

环 境 的

变 迁 和 社 友 发 展 的 演 变

,

这 种 矛 盾 终 于 发 展 了

。

( 二 )

“
南 社
”
初 期 只 有 少 数 社 友

。

傅 熊 湘 说

: “
初 不 过 数 十 人
” 。

后 来 逐 渐 增 加 到 数 百 人

,

以 至 千 人 以 上

。

胡 怀 深 在
《
南 社 的 始 末
》
里 说

: “ `
南 社

,

社 友

,

在 辛 亥 光 复 以 前

,

还 不 十 分

多

, ..
·

… 在 辛 亥 以 后
,

继 续 加 入 的 很 多

,

… … 大 约 有 一 千 以 上
。 ”
这 说 明

, “
南 社
”
有 一 个

由 小 到 大

、

由 盛 到 衰 的 发 展 过 程

。

这 一 发 展 过 程

,

据 柳 亚 子 说

: “
约 言 之

,

可 分 为 三 期 焉

:

自 己 酉 (公元 一九 O 九年 )至辛 亥革 命 (公元 一 九一一 年 )为第 一期
,

时 则 胡 焰 方 张

,

士 气 弥

奋

, … … 是 日 酝 酿 时 期
,

不 营 全 盛 矣

。

自 壬 子 (公元 一九 一二年 )至丙 辰 (公元 一九 一六 年 )为

第 二期
,

新 邦 初 建

,

想 望 太 平

,

顾 周 实 丹 首 义 淮 上

,

身 死 而 仇 末 复

,

… … 是 日 摧 残 时 期
,

然

青 麟 碧 血

,

抑 足 蔚 为 国 光 焉

。

自 丁 巳 (公元 一九 一七年 )至癸亥 (公 元一九 二三 年 )为第三期
,

洪 宪 附 逆

,

径 渭 始 分 … … 是 日 堕 落 时 期
。
”
胡 怀 深 则 说

: “
到 了 民 国 六 年 十 月 后

,

就 因 内 部

的 纠 纷 而 有 趋 于 停 顿 之 势

。

以 后 曾 举 行 集 会 两 次

,

发 行 社 集 两 期

。

至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

始 完 全

停 止 进 行

。 ”

“
南 社
”
初 期

,

客 观 形 势 比 较 困 难

。 “
党 锢 之 祸

,

文 字 之 狱

,

几 遍 神 州
;
稍 涉 嫌 疑

,

辄

遭 捕 戮

,

而 且 检 查 邮 件

,

梗 及 鳞 鸿

。 ”
当 时 要
“
以 文 字 鼓 吹 革 命
”
是 不 太 容 易 的

。

傅 熊 湘 说

:

t’ 先 是 社 中 方 以 激 励 国 人 为 职 志
,

又 尝 胁 于 清 吏 之 罗 织

,

则 庚 其 词

,

隐 其 旨

,

以 求 抒 其 志
之 所

郁 结 而 一 通 其 道

。 ”
柳 亚 子 说

: “
西 台 拗 哭

,

人 讴 皋 羽 之 歌

,

曾 井 沉 书

,

家 抱 所 南 之 史

。

一 时

泽 畔 行 吟

,

山 阪 仗 剑

,

不 少 慷 慨 义 侠 之 士

。 ”
所 以
“
南 社
”
正 式 成 立 之 后

,

即 于 当 年 冬 月

发 行
《
南 社 丛 刻
》
第 一 集

,

内 有 陈 佩 忍 的
《 “
南 社
”
文 诗 词 录 选 叙
》
以 及 诗 录
、

词 录 等

。

起 初 由

每 年 春 秋 二 季 的 雅 集 推 选 编 辑 员 负 责

,

不 久 就 由 主 任 柳 亚 子 一 人 主 持 业 务

。

柳 亚 子 当 时 对



《
南 社 丛 刻
》
作 出 的 贡 献 是 不 小 的

。

胡 石 予

《
与 柳 亚 子 书
》
中 说

:“
足 下 既 独 任 编 纂 之 劳

,

郑 夫

人
(按

:

即 柳 亚 子 夫 人 郑 佩 宜 )复慨 助 巨款 ,
如 此 风 谊

,

大 江 南 北

,

再 靓 为 难

。

我

`

南 社

’

诸 子
,

不 当 同 拜 孟 梁 耶 ? ” 傅 熊 湘 也 说
: “
尝 见 其 每 集 稿 成

,

皆 朱 丝 阑

,

亲 端 书

,

偏 左 空 其 右

,

逐

字 圆 规

,

光 黑 万 珠

,

曾 不 少 苟

” 。

“
南 社
”
当 时 一 方 面 既 有 热 心 社 务 的 如 柳 亚 子 等 人

,

另 一 方 面 也 出 现 了 背 盟 而 去 的 败

类

。

柳 亚 子 曾 说

: “
安 福 政 学

,

靡 不 有 我 社 之 败 类
,
甚 至 贿 选 狱 成

,

名 列 丹 书 者 赫 然 一 十

九 辈

,

而 其 他 反 颜 事 贼

,

奔 走 伪 庭 者

,

犹 不 与 焉

。 ”
可 见
“
南 社
”
成 员 是 鱼 龙 混 杂 的

,

其 中

第 一 个

“
反 颜 事 贼
”
的 败 类 要 算 一 度 以

“
刘 光 汉
”
为 名

,

而 在 汉 还 未 光 复 时 就 迫 不 及 待 地 投

入 清 廷 怀 抱

、

作 为 端 方 鹰 犬 的 刘 师 培
(所以没有正式参加

“
南 社
”
组 织 )
。

后 来

,

这 个 刘 师 培

还 沦 为 筹 安 会

“
六 君 子
”
之 一
。

正 如 黄 节 所 说

: “
时 论 日 变

,

士 耻 尽 忘

”
(见 致 黄 宾 虹

书 )
。

(三 )

但是
, “
南 社
”
中 丫 些 节 义 之 士 是 创 建 过 不 少 功 勋 的

,

特 别 是 周 实 丹 烈 士 的 可 歌 可 泣 的

事 迹

,

最 为 感 人

。

丘 复 在

《
山 阳 周 实 丹 先 生 遗 集 序

》
里 说

: “
去 岁 (按

:

即 辛 亥 年 )九 月
,

同 谋

光 复

,

竟 为 满 清 山 阳 令 姚 荣 泽 所 杀

。 ”
曹 凤 笙 也 说

: “
八 月

,

我 师 起 义 武 昌

,

江 南 半 壁

,

迎

风 响 应

。

先 生 欲 张 义 帜 于 金 陵

, … …金 陵 非 可 旦 夕 得
,

以 为 欲 孤 其 势

,

非 先 光 复 诸 府 城

,

使 绝 奥 援 不 可

,

业 回 淮 宣 布 独 立

。 ”
周 实 丹 就 是 在 宣 布 独 立 的 活 动 中 被 清 廷 杀 害 的

。

在 一 九

一 二 年 出 版 的
《
南 社 丛 刻
》
第 六 集 里

,

刊 有 周 实 丹 烈 士 的 遗 象

,

并 载
《
寒 夜 枯 坐
》
诗 四 首

,

其 中

一 首 是

: “
几 见 王 侯 剩 姓 名

,

误 人 毕 竟 是 聪 明

。

长 游 拼 使 金 挥 尽

,

大 错 非 关 铁 铸 成

。

安 得 神

工 修 月 网

,

愿 延 人 寿 待 河 清

。

伤 心 乱 世 头 颅 贱

,

黄 祖 能 集 称 正 平
! ”
这 首 诗 写 得 气 势 壮 阔

,

豪 放 雄 健

,

真 是 悲 来 填 膺

、

以 歌 代 哭 的 作 品

。

但 是 大 愿 成 虚

,

烈 士 不 及 河 清 而 已 被 敌 人 所 杀

,

读 之 令 人 感 慨

。

其 他 在 辛 亥 以 后 死 难 的 烈 士

,

据 柳 亚 子 的 记 述

: “

其 后 贼 凯 盔 国
,

诛 锄 异 己

, … … 先 陨 巡

初
, … … 犹 残 英 士

,

而 宁 太 一

、

杨 性 询

、

陈 勒 生

、

周 仲 穆

、

仇 蕴 存

、

范 鸿 仙

、

程 韵 荪

、

昊 虎

头

、

姚 勇 忱 诸 君 子

,

并 断 头 沥 血

。 ”
还 有

a
蔡 幼 襄 流 血 于 夔 巫

,

易 梅 僧 横 尸 于 楚 市

” 。

胡 朴

安 也 说

: “
渔 父 死 于 沪 宁 之 弹

,

太 一 死 于 武 昌 之 狱

,

仲 穆 死 于 张 勋 之 枪

,

鸿 轩 死 于 刺 客 之

剑

,

勒 生 死 于 炸 弹 之 中

,

亮 奇 死 于 汽 车 之 下

,

无 尘

、

蜕 庵 死 于 贫

,

曼 殊

、

子 实 死 于 病

,

息 霜

削 发 为 僧 于 虎 跑

,

铁 崖 佯 狂 避 世 于 南 洋

。 ”

胡 朴 安 的 话 里
,

提 到 了 烈 士 以 外 的 苏 曼 殊

、

李 叔 同 等 人

。

但 是 更 其 重 要 的 是

,

在 这 十 几

年 里

,

还 有 一 批 坚 贞 自 守

、

始 终 保 持 气 节

、

不 随 变 幻 莫 测 的 时 势 改 变 其 初 心 的 社 友

,

如 冯 平

所 说

: “
若 柳 亚 子 … …傅 钝 根 (按

:

傅 熊 湘 ..)
·

… 陈 佩 忍
,

黄 宾 虹

、

庞 璧 子

、

王 尊 农

、

姚 石 子

之 奇 才 朴 学

,

咸 能 廉 洁 自 守

、

不 慕 荣 利

,

不 求 闻 达

;
或 息 影 故 园

,

或 飘 零 异 国

,

或 立 言 警

世

,

或 著 作 墉 民

,

是 亦 当 世 之 奇 士

, `

南 社

,

之 杰 出 者

。 ”

当 然
,

到 了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时 期

,

有 些 人 是 落 伍 了

,

但 有 些 人 如 柳 亚 子

、

黄 宾 虹 等 仍 能

随 着 历 史 的 进 程 继 续 前 进

,

直 到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后

,

拥 护 共 产 党 和 人 民 政 府

,

在 开 国 事 业 中 作

出 一 定 的 贡 献

。



(西 )

“
南 社
”
以 文 字 鼓 吹 革 命

。 《
南 社 丛 刻
》
虽 然 曾 经 规 定 诗 文 各 四 十 页

,

但 往 往 是 诗 多 于

文

。 “
南 社
”
毕 竟 是 以 诗 鸣 的 团 体

。

诗 是

“
南 社
”
的 特 长
。

当 时

,

清 末 民 初 诗 坛

,

一 般 人 都 崇

奉 宋 诗

,

崇 拜 黄 山 谷

,

走 江 西 派 的 路 子

,

形 成 所 谓 的

“
同 光 体
” ,

实 际 上 是 遗 老 们 寄 托 亡 国

之 思 的 靡 靡 之 音

。 “
南 社
”
盟 主 柳 亚 子 反 对 亡 清 遗 老

,

所 以 也 反 对

“
同 光 体
” ,

另 辟 一 种 新

的 诗 风

,

重 视 思 想 内 容

,

形 成 高 昂

、

豪 放 的 格 调

,

而 且 引 导 诗 歌 为 政 治 斗 争 服 务

。

在 他 的 影

响 下

, “
南 社
”
踊 现 了 不 少 优 秀 的 诗 人 和 传 诵 一 时 的 名 篇

。

这 里 抄 录 几 首 如 下

:

柳 亚 子 一 首

猫 器 寂 寞 湖 山 歌 舞 尽

,

无 端 豪 俊 又 重 来

。

天 边 鸿 雁 联 群 至

,

篱 角 芙 蓉 晚 艳 开

。

莫 笑 过 江 典 午

娜

,

岂 无 横 架 建 安 才

。

登 高 能 赋 寻 常 事

,

要 挽 银 河 注 酒 杯

。

苏 曼 殊 一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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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桥

。

黄 节 一 首

本 欲 登 高 避 市 尘

,

不 知 山 上 有 行 人

。

千 峰 落 木 天 为 远

,

万 物 逢 秋 气 尽 辛

。

篱 菊 未 开 今 日

雨

,

霜 林 争 似 晚 来 春

,

道 人 自 会 当 前 意

,

不 为 重 阳 一
枪 神

。

傅 熊 湘 一 首

高 歌 为 忆 大 风 台

,

相
属 诸 君 快 把 杯

。

何 日 世 间 了 恩 怨
? 有 人 众 里 独徘 徊 ! 平 亭 风 月 无 多

事
,

管 领 湖 山 要 此 才

。

醉 倚 阑 干 看 星 斗

,

东 南 佳 气 万 千 来

。

诸 贞 壮 一 首

浮 海 归 来 国 事 新

,

摧 合 衣 相 对 况 青 春

。

难 忘 画 卷 留 行 炯

,

欲 向 筝 床 问 旧 人

。

有 母 将 迎 湖 上

住

,

工 诗 即 慰 客 中 贫

。

四 年 一 别 今 重 见

,

积 感 知 犹 共 苦 辛

。

刘 三 一 首

早 岁 耽 禅 见 性 真

,

江 山 故 宅 独 枪 神

。

担 经 忽 作 图 南 计

,

白 马 投 荒 第 二 人

。

对

“
南 社
”
的 诗 歌

,

当 时 有 较 高 的 评 价

。

如 杜 之 夏 在
《
与 柳 亚 子 书
》
中 说

: “
诗 境 愈 进

,

迫 似 龚 定 庵

,

而 声 调 过 之

。 ”
陈 往 尊
《
与 陈 佩 忍 论 诗
》
说

: “
百 城 坐 拥 笔 惊 神

,

眼 底 何 尝 有 古

人
? 吟 就 芙 蓉 初 日 句

,

始 知 李 白 是 前 身

” 。

诸 贞 壮 论 黄 节 的 诗 说

: “

纵 横 著 语 成 唐 律

,

窈 窕 为

音 近 楚 词

。 ”
钱 基 博 的
《
现 代 中 国 文 学 史
》
里 也 说

: “
南 社
”
诸 人
“
多 愤 世 嫉 时

,

慷 慨 悲 歌 之

作

,

与 少 陵 诗 史 相 近 也

” 。
这 些 评 语

,

难 免 有 溢 美 之 词

,

但 总 的 说

, “
南 社
”
的 某 些 诗

,

确

是 突 破 樊 篱

,

抒 写 胸 中 的 郁 结

,

倾 吐 心 中 的 块 垒

,

有 一 片 爱 国 主 义 的 热 忱

,

是 写 得 慷 慨 激

昂

,

抑 扬 流 畅 的

。

(五 )

“
南 社
”
原 由 柳 亚 子 任 主 任 之 职

。

一 九 一 六 年

,

发 生 了 柳 亚 子 开 除 社 友 朱 玺 事 件

,

引

起 内 部 纠 纷 和 分 裂

。

同 年 十 月

,
一

铆 亚 子 辞 职

,

由 姚 石 子 继 任

。

从 此

,

直 到 一 九 二 三 年

, “
南

社
”
只 举 行 了 两 次 雅 集

,

出 过 两 集
《
南 社 丛 刻
》 ,

事 实 上 已 经 气 息 奄 奄

,

进 入 了 晚 秋 时 分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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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里 空 江

,

高 踪 谁 是 同

侍
? 愧 我 征 衫

,

久 客 赢 得 归 舟

。

青 山 送

迎 堪 画

,

似 当 年

“
汐 社
”
风 流

。

沿 古 岸

、

有 黄 芦 苦 竹

,

好 著 羊 裘

。

流 水 钟 声

乍 近

,

和 寒 潮 呜 咽

,

搅 乱 闲 愁

。

谁 写 孤

篷 听 雨

,

敬 枕 惊 秋

。

梦 回 鸡 鸣 犬 吠

,

正

渔 娃 出 汲 江 头

。

喜 系 缆

,

醉 一 杯

、

残 月

江 楼

。

高 野 竹 隐 这 二 阔 词 真 是 超 然 尘 外

,

不 同 凡 响

,

可 称 为 厉 鹦 的 异 国 传 人 了

。 《
声 声 慢
》
更 显 出

他 的 高 情 逸 思
,

他 由 日 本

《
七 里 滩
》
乘 舟 还 故

里
,

联 想 到 中 国 富 春 江 严 子 陵 钓 台 亦 名 七 里

滩

,

因 而 缅 怀 华 夏 古 昔 高 人 贤 士

。

从 宋 末 谢

翱 的 汐 社 风 流 上 溯 到 东 汉 严 光 之 羊 裘 垂 钓

,

从 他 所 吟 咏 的 中 国 富 春 胜 迹 看 来

,

便 可 知 其

胸 襟 恬 谈

,

其 风 格 高 雅 之 处

,

犹 胜 于 槐 南

。

和 槐 南

、

竹 隐 同 时 代 的 词 人 颇 多

,

而 效

《
花 间
》
体

,

擅 长 小 令 的 作 家 更 多

,

兹 仅 录 山

本 鸳 梁 与 北 条 鸥 所 填 各 一 首 如 下

:

荷 花 开 似 凌 波 步

,

罗 袜 香 来 处

,

玉

纤 催 去 碧 纱 窗

,

只 见 鹦 鹉 颤 双 双

。

红 丝 端 砚 团 圆 小

,

拭 了 还 吹 了

。

洛 神 初

拓 好 装 磺

,

皓 腕 拨 灯 重 写 十 三 行

。

一 一

虞 美 人 ( 山本 鸳梁 作 )

江 南一别
,

多 风 正
是 愁 时 节

。

今

宵 酒 醒 何 凄 绝

,

楚 管 谁 家

,

吹 上 黄 昏

月

。

这 月 曾 经 光 皎 洁

,

那 人 瘦 影 春

寒 彻

。

梨 花 雪 后 酚 酿 雪

,

浅 梦 重 帘

,

多

病 都 休 说

。

一 一 醉 落 魄
( 北 条 鸥所 作 )

这 二闽词纤 艳 婉丽 与槐 南
,

竹 隐 之 雄 奇

、

幽

雅 迥 然 不 同

,

东 碱 词 坛 全 盛 之 时 确 是 绚 丽 多

彩
!

森 槐 南 的 词 友 中 尚 有 森 川 竹 砚
,

更 是 卓

然 大 家

,

他 不 仅 擅 长 填 词 且 精 研 词 谱

,

费 了

廿 年 时 间 著

《
词 律 大 成
》
一 书

,

内 容 比 清 代 万

树 的

《
词 律
》
还 要 丰 富

,

凡 所 录 八 百 四 十 三 调

,

一 千 六 百 九 十 六 体

,

附

《
大 曲
》
一 卷
。

他 于 大

正 六 年 逝 世

,

此 时 东 派 词 的 黄 金 时 代 已 经 过

去 了

,

以 致 这 部 研 究 词 谱 的 宝 贵 资 料 的 巨 著

未 能 刊 印 问 世

。

注
:

① 东 照 庙 是 江户 幕 府 时 代 德 川 氏 家

庙
。

② 梦 楼 是 日本 名 诗 人 永 阪 石 棣 书 斋

名
,

高 野 竹 隐 和 森 槐 南 常 在 梦 楼 为 诗 酒 之

会

。

心
汹 净 喘
洲
渤 喘
撅
淤
心
灿 郡 端
洲
净 喘 衅 枷 郡 唱 恤

:翔喊枷 郡 岁渺
:
黝 双> 郡喂枷 净 喘 呵黯

叫
伽 粼毗 伽狱》 比枷 哪 毗 汹 伽 心协 《 飘 净 喘 拟 粉 心> 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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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果要对
“
南 社
”
的 整 个 历 程 进 行 划 分 的 话

,

我 以 为 还 是 以 柳 亚 子 辞 去 主 任 职 务 作 为 分 界

线

,

划 为 前 后 两 期 较 为 妥 当

。 “

南 社
”
前 期

,

在 各 地 的 活 动 比 较 多

,

社 友 如 周 实 丹

、

陈 去 病

、

傅 熊 湘 等 还 曾 在 各 地 成 立 了 性 质 相 同 的 团 体

,

如

“
淮 南 社
” , “
越 社
” 、 , “
长 沙 南 社
”
等

,

也

有 诗 文 集 和 报 刊 行 世

。

此 外

, “
南 社
”
还 于 一 九 一 六 年 八

、

九 月 在 北 京 举 行 两 次 雅 集

,

前 一

次 在 北 京 中 央 公 园

,

后 一 次 在 北 京 徐 园

,

参 加 者 都 有 二

、

三 十 人

。
《
南 社 丛 刻
》
上 刊 登 过 这 两

次 雅 集 的 照 片

。

可 是 分 裂 以 后

,

形 势 大 变

。

不 但 在 各 地 已 不 再 有 活 动

,

就 连 发 祥 地 上 海 也 声

势 骤 落

,

一 撅 不 振

。

因 为 当 时 我 国 学 术 界 思 想 界 发 生 了 巨 变

, 《
新 青 年
》
杂 志 就 在 柳 亚 子 辞 职 那

一 年 由
《
青 年
》
杂 志 改 名 间 世

。

这 个 时 期

,

我 国 不 仅 有

“

德 漠 克 拉 西

”
和
“

赛 因 思
” ,

而 且 又 引 进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

广 大 知 识 分 子 思 想 上 起 了 疾 风 暴 雨 般 的 变 化

。 “
南 社
”
在 辛 亥 革 命 前 后

,

曾

经 起 过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的 作 用

。

到 那 时

, “
南 社
”
终 于 完 成 了 自 己 的 政 治 使 命

,

退 出 历 史 舞

台

,

这 也 是 合 乎 历 史 发 展 规 律 的 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