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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新传》

内容概要

《苏曼殊新传》由邵盈午编著。
    《苏曼殊新传》简介：
    苏曼殊（1884～1918)，原名子戬，小名三郎，学名玄英，香山（广东中山）人，光绪十年（1884）
年生於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五岁时苏曼殊随父亲回广东，而母亲仍在日本。
苏曼殊十二岁时便在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後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由此
可见苏曼殊在青年时代即学识渊博，灵慧敏捷，否则他小小年级是无法弄通深奥的曹洞宗经义的，而
且曹洞宗选中苏曼殊为传人，也恰好证明苏曼殊在佛学方面的精深造诣。此後，苏曼殊到东京早稻田
大学学习，并利用假期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游历，学成後回国，在日本其间，参加国中国留学生的
爱国组织，倾向於民主革命。苏曼殊不但是一位佛学渊博的僧人，他还是为多才多艺的才子，他能诗
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多种文字，和陈独秀，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在佛学上他着有
《梵文典》，《汉英辞典》，现存的着作有《文学因缘》，《焚剑集》等。苏曼殊英年早逝，於1918
年病逝於上海，年仅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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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难言之恫话童年    一“他不该在这个时候降生！”    冥冥之中，似有一种无可抵御的力，将这
个“私生混血儿，，    掼入足以渗透血泪的惨酷境地。迨至更事后，这种“渗酷”仍深    深楔入他所
特有的那种自渎性的生命苦行中⋯⋯    夜，深到无底。    月光，从布满雨意的层云后透出，迷蒙而凄
清。    起风了，开始还是丝丝缕缕的，只闻叶片们喁喁的低语和栖鸟断续的惊鸣。不一会，狂风便从
深渊一样的夜罅中吹起，繁枝的怒发纷披高扬，脱柯的树叶如精灵附身般恣意狂舞。随着一阵阵尖厉
的警号，大地仅有的一点温暖已被刮向不可企及的远方。    雷声在厚厚的暗云后面滚动，闪电的犀利
之剑，劈开了乌云沉闷的肉体；紧接着，一场滂沱大雨便倾盆而下⋯⋯    此时，在横滨日本街的一间
低矮的木屋里，仍有烛光摇曳，并不时地传出一个女人凄惨的呻吟声。透过雨帘，隐约可见女人们忙
碌的身影。    “哇”地一声，又一个婴儿哭着来到了人世间！    这第一声啼哭，对于母亲和孩子似乎
都是急迫的，企盼已久的；尤其是对于经受了长期妊娠的忍耐和临盆时全身痉挛状态的母亲来说，只
有这声啼哭，才是阵痛后的慰藉，血污之中的希望。    可这位产妇，在听了儿子的第一声啼哭后，竟
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她哭腹中的这个孩子，不该在这个时候降生；她心里清楚，随着这个孩子
的降生，会把本来潜隐着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推向悲剧的高潮。    事情还应从头叙起。    濒山临海的
横滨，自清同治十年(1872)由日本的第一条铁路和东京连接起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人烟辐辏、繁
华富庶的大商埠。与此同时，大批具有冒险和牺牲精神的华人竞相踏人这片当年徐福采寻不死之药的
“海中仙山”，从事商业活动。    在众多华侨中，有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马褂的商人，频频出入于
中华会馆，他就是本书传主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此人系广东香山人，为承嗣父业，18岁即赴日
经商，初营苏杭匹头，后被横滨万隆茶行的一家英商聘为买办。由于经营有方，家道殷富；又因他“
秉性慈善”，慷慨好施，在地方上口碑甚佳。40岁时，他已娶三房妻妾，正室黄氏，大陈氏、小陈氏
分别为妾，均无子。为继承宗祧，苏杰生又在日本就地娶了虽新寡素缟但温良姣美的河合仙为妾。    
新婚后的苏杰生，依然一天到晚忙于生意应酬，陪客，喝酒，泡茶馆；还要为生意上的事，频频往来
于中日之间。想到自己整个生命像个秋千似的在中国、日本之间飘来荡去，又想到自己虽已年逾不惑
，妻妾盈侧，可迄今仍膝下无子，心中不免袭人一丝怅惘⋯⋯    可就在这时，他的家中又增添了一名
新成员，她叫若子，是河合仙的妹妹。她原在乡下与父母同住，正在读高中，只因河合仙一天到晚独
守空房，颇感寂寞，这才趁妹妹放假之机，函召她来作伴，以破家中岑寂。    若子是个待字闺中的清
纯少女，她的妩媚与靓丽，宛如一枝红荷，天天灼灼地动人。自打苏杰生第一次与她的目光碰到一起
，视线便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尽管他到目前为止，已娶了四房妻妾，但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
激动与颤栗。他感到自己正被一种不可抵御的柔美所溶化，就像春雪在暖阳之下融化一样。    一天，
浴后的若子正在低头扫地，她胸前的那颗红痣恰被苏杰生发现了！    这一发现，自然使苏杰生想起了
家乡所谓“胸有红痣，必生贵子”的说法。    从这以后，苏杰生便绞尽脑汁地设法博得若子的欢心。
他今天为若子买件高等的裘皮上衣，明天又为她购置上好的化妆用品；没过多长时间，曾靠姐姐河合
仙养活的若子便与初来时判若两人，走在街上，总要使那些妒眼流梭的女人回头看上几眼。    一天，
晚饭过后，苏杰生来到若子的房间，试探性地问：    “若子，姐夫对你可好？”    “那当然，”若子
娇滴滴地说，“我长这么大，别说用，就连见也没见过这些东西呢。”说着，若子便抚弄着苏杰生刚
刚为其购置的那条挂在脖上的项链。    “若子啊，姐夫的心思难道你真的不明白？”    情窦初开的若
子，望着风流倜傥的姐夫，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俗谚云：“烈女怕缠夫”，更何况若子只是一个
天真未凿的少女，怎经得住苏杰生死乞白赖的纠缠。她脸色绯红，垂下头，心房突突直跳，半晌才微
启樱唇，娇羞地说：    “姐夫，你不是已经有好几房了吗？”    “可是，我并不爱她们，我⋯⋯我只
爱你！”    这句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一出口，苏杰生便疯也似地把若子紧紧抱在怀里，狂热地吻了她。  
 “姐夫，别⋯⋯别！”    一开始，若子还有点羞羞答答，半推半搡，可渐渐地，她顺从了。    是夜，
苏杰生终于“圆”了他“花烛双蕊”之梦。他彻底占有了若子。    不久，若子竟怀孕了！    这一切自
然瞒不过河合仙的眼睛。应当说，日本妇女的温顺是远远超过一般国家妇女的。但家中出了这种事，
作为姐姐，她觉得内疚；作为妻子，她感到怨愤。她多次想当着丈夫的面发泄心底的怨恨，可一想到
自己与妹妹目前仍要靠丈夫养活，又强忍了下来。    随着若子产期的临近，苏杰生的思虑也愈来愈重
。尤其是弟弟苏德生最近从老家来，带来了父亲的口信，不许他在日本纳妾，还为他带来一个小妾大
陈氏，专门照料他的生活。一想到今后，苏杰生的心里便像一堆乱麻。    可若子就要临产了。    按日
本习俗，生子需另择屋。无奈，苏杰生只好非其所愿地让河合仙与若子迁往横滨云绪町一丁目五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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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尽管曼殊生前一再嗟叹遭逢不偶，无人解会，可匪夷所思的
是，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后，新的“曼殊热”再度兴起，他的作品及各种研究他的专著竞相面世；正
是基于这一背景，拙著《苏曼殊传》自1998年问世后，竟一版再版；截至目前为止，已是第五个版本
了——这是我当初为曼殊作传时绝未逆料到的。    时间的流水以其无尽的深邃意味悄无声息地流淌着
；对于那些已逝的历史人物，其特殊意义往往会通过时间的维度显示出来。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对于这一在近现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除了记忆和逆溯、体悟或反思，进而读解出积淀其中的“
历史意味”外，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纪念方式了。依笔者之见，历史的动数首先不是理论的命运，而
实实在在见诸人的际遇。具言之，如何通过对作为处于新旧嬗替之际的苏曼殊其人的深入探究，进而
找到某种与现实“相对应的力量与智慧”，迄今仍是一个迷人的课题。    至于这部拙著，无疑已是“
明日黄花”，故这次重版，我对此又作了较大的修正；窃以为毕竟时隔了13个年头，如果仍原封不动
地以“旧，，充“新”，这种做法本身就很糟糕：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让读者看一本你十多年前所写的
似“新”(包装)实“旧”(内容)的书呢？    此次修改，主要着力于如何深化传主的性格，修正并扩充相
关史实以及对传主深层心理的挖掘。语言的诗化，也是此次修改的要则。虽然此书并未分行，但这种
领袖文体却一直内在地统驭着我的书写。我一向认为。一部苏曼殊传如果连一点诗情、诗质都没有，
那就意味着根本没有进入“燕子龛”那一片诗意的深海。    对我本人而言，此次重版，未尝不可视为
是对曼殊的一种还愿：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发愿要为曼殊作传，而且下笔力求“绳其必
当”，至少也要做到“虽不中亦不远”；但为当时的种种条件所囿，终于作罢。遥想当年，曼殊确曾
以巨大的灵智之光烛照过我，现在，我决意要把这束光返还回去，使他在幽冥中敞亮现身。    如果读
者闲暇之时读了这本书，觉得还有“偶或节取”之处甚至不无所得，那就是笔者最大的祈愿和快慰了
。    邵盈午    2011年盛暑于古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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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邵盈午编著的《苏曼殊新传》讲述了他是一对年龄悬殊的中日男女的私生子，他是才情卓著、天
性敏感、诗画兼工的浪漫诗人；他是反清志士队伍中的“革命和尚”，他是多情善感、热爱异性而又
终生不沾女色、自渎生命的苦行者⋯⋯苏曼殊的心灵隐藏多少复杂难解的生命符码，他的命运呈现怎
样诡怪奇谲、变幻莫测的神秘轨迹⋯⋯21世纪的读者断不可漠视如此璀璨的感性个体，如此激情澎湃
、丰满充盈的灵肉博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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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相信我，没错的
2、了解诗僧的精彩人生，观照自身
3、#1884.9.28-2016.9.28 纪念苏曼殊132周年诞辰# 我一直觉得很难评价这种创作型的传记文学，但就我
根深蒂固的史学趣味言，还是尽量避免小说路数为好。另，不能忍受这本书过多的错别字，编辑差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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