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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廷式是清末杰出的词家和诗人，他亲身经历丁中国近代文上甲午战

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三大事件，在诗词中留下丁激荡的心声：剌斥卖国求荣的慈

禧、李鸿章之流，痛诉大好河山遭到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倾q主报国元门、壮志难酬的

悲悉。他有着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高风亮节 t做正直的官，爱国的官，决不为保高官显

位而苟且偷安，被罢官被通缉，始终不屈初志，在前程已到山穷7）（.尽之时，还竭尽全力

发出铮铮宏音：“寒不能友烈士心”。他的爱国精神在诗词中淋漓畅达的在现，是与屈

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伟大爱国诗人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 中国近代文土三大事件爱国诗词

在中国漫漫长夜般的封建时代，有过多少赤胆忠心的爱国志士，他们悯国怜民，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但

由于君王昏庸，国政腐败，都是郁郁不能展其志，于是满腔热血化作滔滔心声，奔涌在他们的诗文之中。南宋爱

国将领辛弃疾未能遂其恢复中原之望，曾悲愤地写道：“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本文所论及的文

廷式又重蹈此辙，他去世前一年，两江总督张孝达的《读史绝句》中有一首写道：“射策高科命意差，金杯劝酒颤

宫花，斜阳宫柳伤心后，仅得词场一作家．”说的就是文廷式．

文廷式(1856← 1904），字道希，号芸阁，又自号纯常子，江西萍乡人。 35岁时0890，光绪十六年Y射策高

科”，被光绪皇帝御笔点定“殿试第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旋授翰林院编修．越四年(1894），翰林院考试，光
绪帝又亲耀他为一等第一名，从七品编修升为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因而有过“金杯劝酒”的殊荣。文廷式为人

刚直，凭自己的才学本领，光明正大地做官，荣升不足三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坚决主战，一再弹劫李鸿

章议和辱国，因而遭到李鸿章的迫害，只得回南方暂时隐避。第二年秋返京，为国家自强，又出头发起组织“强

学会”，与康有为等人开始酝酿变法，被慈禧发觉，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十七日，下令“着即革职，永不叙

用；并驱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从此结束了他活跃京都的政治生涯．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戊戌变法失

败，慈禧泄恨连及丈廷式，欲捕杀之，迫使他东走日本，经历无限痛苦的流亡生活。返国后，心情愈加忧郁，浪迹

江湖，穷愁潦倒，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二十四日，病衷于萍乡，以壮年之身永别了他忠诚热爱着的乡邦。

文廷式年少即享诗名，有“江南才子”之誉，曾得到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的高度推崇。于词尤为擅长，在清

代浙西、常州两词派之外独树一帜，清末学术三大家之一的朱孝戒题其词集云“......拔地异军成特起，非关词

派有西江，冗傲故难双”（《强村语业》卷三〉；现代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词学专家、江西师范大学前身中正大学第

一任校长胡先马南评其词说z“诚可上拟苏辛，俯视龙州。其令词利i丽婉约，又直入花间之室。吨诗词作品于早年

刊印传世的有《文道希先生遗诗户、《云起轩词钞》。文廷式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三大事件，即甲午战争、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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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变法、庚子事变．三大事件在他的诗词中都留下了激荡的心声，读着这些诗词，我们深深地为他的爱国激情

所感染，又会为他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巨大痛苦而悲哀。文廷式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杰出的爱国诗人之

一，可惜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者们，至今尚未重视文廷式诗词真正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给予他在文学

史上应有的地位．本文拟以上述三个时期为中心，集中地对他的爱国诗词作些介绍．

一、锐气初挫“歌慷慨”

文廷式并非少年得志，35岁时才离科得中进入仕途，39岁时又一次得到晋升，本来应当十分珍重自己的高

官显职．但他是不以个人荣禄为重而做官的正直知识分子，做官是为实现报国的壮志，这种壮志在他32岁时所

作《和杜写怀二首》中就已表现出来．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国力日渐贫弱，政治愈加腐败，统治集团内部权力

之争频仍．上层统治者是“倾国营骄兵，刮血嗜莺粟飞世道人心是“小人竞利欲，达士媚幽独飞而整个国家政治

则是“治外气转虚，求径道愈曲”．刚过而立之年的文廷式，“纵心笼宇宙，所悲岁月疾，结网感悬蛛，处穗笑微

虱，八极浩元外，我志未易毕．……”强烈的爱国感情充盈于怀．文廷式对那些卖国求荣的达官重臣乃至当时手

握生杀大权的慈禧太后，总有一种明显的对立情绪.1890年他授职翰林院编修后，回萍乡省亲，经过天津，当时

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对他“大加礼遇，资赠甚丰腆”，企图笼络这位江南才子为己效力．但是文廷式并不因此慕

势投靠，甲午战争爆发，他对李鸿章卖国求荣的愤恨之情也来了一次大爆发．

这场战争爆发之初，李鸿章就坚持避战静守的方针，置清军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并且向光绪皇帝谎报军

情．主战甚激的文廷式对此非常气愤，与另一大臣联名上奏揭露这一阴谋，并且与主战大臣翁同麟、张毒等“谈
时事，危语耸骨气当中日海战开始之后，李鸿章采取不抵抗主义，下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基地，可耻地为自己

保存势力，致使日本侵略军占领朝鲜全境和抢夺了渤海、黄海的制海权．在此危急时刻，文廷式忍无可忍，独自

上书，弹劫李鸿章“畏慧，挟夷自重”，“昏庸骄赛，丧心误国”，坚决反对其议和之举，“一再陈谏，极言其不可从，

有辱国病民，莫此为甚等语气据说他“揭参首辅，语尤激厉”的奏稿在北京流传，“见者以为贾太傅痛苦流泪之

言，不是过也”Y更有甚者，文廷式竟敢捋虎须，屡上封事子慈禧太后，“极言直谏，有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之

语”，慈禧大发翠威，“投其奏折于地，议重谴．”＠如此危言直行，简直是不顾个人身家性命，以致在北京呆不下

去，被迫“乞假南归”，暂避李鸿章等人欲施加于他的“奇祸”．

在那风云险恶的日子里，文廷式出则以公论伸子天下，归则以诗词书愤．此时的作品，或影射李鸿章与葱

禧的祸国之罪，或抒发内心深处种种痛苦之情．在一首《广滴仙怨词B中，他描写了当时“元荒千里烽烟，铁骑纵

横柳边，玉帐牙旗迭遁，燕窝赵北骚然”的战乱景况之后，笔锋直指李鸿章一一“相臣狡兔求窟”！作子甲午战争

次年正月的《元夜》中则写道f凤阙张:t:r海宴开，年年宣示万年杯；魏公高踞金莺殿，不见渔阳鼓吏来．”在皇家

的元宵宴会上卖国奸相居然还趾高气扬，为什么没有人象栋衡击鼓骂曹那样去痛斥他一顿呢？诗人的激愤之

情溢于言表．他痛恨慈禧荒淫误国，战士在前方血战，身葬大海，她居然还在昆明湖上大开寿篷g“诏从南海索

跤珠，更责西戎象载瑜．莫间温阳聋鼓事，骗山仙乐总模糊．”搜括民脂民膏供一己之享受．是可忍，孰不可忍的

更是：

云汉无涯象紫宫，昆明池水汉时功，三千犀弩沈潮去，只在瑶台一笑中 l

将死兵折的惨败之后还宴饮作乐，置国家民族命运子何地l

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已成定局，文廷式回天无力，心事茫茫．祖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

给了日本，一介书生有什么办法呢？文廷式只能用笔记录下这历史的耻辱：“南指台澎只一隅，西着车里亦区

区，挑灯自理迂生业，细注皇清职贡图．”这是“甲午冬，寓宜武城内，子时海水群飞，物情惶骇，惟我寂寞闲居”

时所作的4冬夜绝句》之一，没有大声疾呼，内心痛苦转入更深沉的境地，外表强作镇定，“忌有危苦之词，不改

萧旷之度”．这种情绪，在乙未年春所作的《祝英台近》感春词中更表现得委婉曲折g

•re绢，传燕谱，黯黯碧云暮．愁望春归，春归更无绪．园林红紫千千，放教狼藉，休但怨连番风雨．谢桥路，

十载重约锢萃，惊心旧游误．玉佩尘生飞此恨奈何许l倚楼极目天涯，天涯尽处，算只有薄彝飞絮．

王溢评此词臼f此作得稼轩之骨.......‘愁望’以下，其怨愈深，后遍讽刺不少。”＠辛弃疾的同词牌名作《晚春》

ChaoXing



36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期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是将一个爱国志士的壮烈情怀以“呢押温柔”之语出之，但“一波三折，结

句托兴深切”，文廷式词学苏、辛，深谙此道f乞假南归”后又有《虞美人·乙未年四月作队《八归·答洗子培刑部

赠别之作》、《三妹媚》等作品，诚如这些词中所写“无情潮水声呜咽，夜夜社鹊啼血”，“可奈东风，吹不散浓氛凄

雾”，可说都是将满腔热血化作一怀愁绪。这年五月在南京，与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相聚，两人志同道合，意气

有可，同赋《贺新郎》词“以志悲欢飞黄词中有必天到无情何可诉，只合埋忧地下”之句，显然是为文廷式抱不平

并为之宽解，文廷式酒逢知己，一反隐忍之态而有慷慨激昂之词，上片写道：

辽海归来鹤，翔千例徘徊欲下，故乡城郭．旷览山川方圆势，不道人民非昨，便海水尽成枯泪．留取荆柯心一

片，化虫沙不羡钧夭乐．九州铁，铸今错．

虽然国势危迫，但他不肯“埋忧地下”，心存荆柯壮士之志，宁愿化虫作沙也不羡望超凡脱俗的处世行乐，可悲

的是当权者不听忠言，任凭奸臣误国，已经铸成了不可挽回的弥天大错．在下片中，他化入伟大爱国诗人屈原

《离骚》中的诗句而有“吾与重华游玄圃，遣回车，日色崎i滋薄，歌慷慨，南飞鹊”的感叹，言外之意则是“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甲午战争使文廷式爱国主义的精神与行动第一次受到沉重的压制和打击，可他还是一个出茅庐不久的斗

士，虽然公论未能伸张，抗争几至身危，被迫暂时退出政坛避祸，但此时锐气没有收敛，斗争意志从未稍减，在

思想上和精神上都准备作更坚韧、更艰险的战斗。

二、革职亡命“悟兴亡”

1895年秋天，文廷式自萍乡返京，经过将近一年的痛苦思考，反省国事，他开始主动地自觉地寻求救国新

路．到京后寓于琉璃街萍乡会馆，聚集了包括袁世凯、徐世昌等后来的风云人物在内的“帝党”，成立了政治团

体“强学会”，其目的是学习西方，改良政治。当时还在广东的康有为闻有斯会，立即北游，加入进来，并动员他

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纷纷入会，于是强学会成为酝酿维新变法的重要组织。

文廷式因自小生长在开风气之先的广东，他的思想与学识少了一些封建社会士子们所常有的迂腐气，较

早地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他有一组诗是与李洛才等几位学友“夜谭荒远，态肆记之”的，第一首写道：“西儒

耳目不虚用，顾以器测非身亲，我与洛才有同志，能飞先向木星轮。”羡慕西方学者用望远镜观察天象，并且产

生了飞向木星、邀游宇宙空间的奇想．第三首写道：“八星绕日行不息，员宿复为日所环，天河苍苍积星气，其中

何看似人间？”他已确信地球绕日的哥自尼学说，摒弃了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腐见．他还写过4俄罗斯帝大彼得队

《法兰西帝拿破仑第一》、《美利坚总统华盛顿》主首诗，歌颂他们“积锢铲畴昔，英声召方来”、“森然定国律，察

物成达例”、“立国赖神功，辞职鲜余恋”的赫赫功绩和不凡品格，反映了文廷式早就有改良政治、富国强民的强

烈愿望。这一年他刚满40岁，《四十初度信笔书一诗以自警》诗中有“男儿在天地，此志不莽卤”、“二毛觑垂肩，

百忧茹莫吐．艰难衣 1如戒，电勉褒职补。中宵耿不寐，静听虫飞蛊。非无云整思，姐来恋神武”等语，诉说自己对

国家的耿耿忠心，最后说：“百年不易满，且挽千钧弩！”表明了他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 1896年元旦又有“试笔

诗”三首，其中第三首写道g

胸次崔鬼不可删，放情直到五云间．其鱼纺街谁能御，我马元黄且未还 J

沧海东来能撼岳，太行北去更无山．凭谁重作丙丁鉴，览古忧时独厚颜．

沉重的忧国之惰，年年不可排遣，新的一年到临之际又是如此，我的马虽然病了，我还是继续鞭策它前行，世界

潮流涌来，救国强国，舍我其谁？甲午战火是历史之鉴，国运至此，真使有良知的中国人厚颜以对．此诗充分地

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

据说，强学会势盛之时，康有为那些激进的友朋弟子“排挤文廷式，拥康而代之”，文廷式并未计较，因此当

御史杨崇伊具疏参刻，致使强学会遭封禁时，尚未祸及他。但文廷式并未将自己置身于维新变法的局外，开始

作《闻尘偶记》议论时事，品评人物，对李鸿章等人多有讥刺．他凭与光绪珍、瑾二妃的师生关系，对光绪皇帝多
有接近，屡进衷言，使其思想也日渐开放，倾向变法维新，这样也就加剧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以致“势成

水火”。慈禧控制不了光绪帝遂迁怒于文廷式，再加上李鸿章早已虎视眈眈，于是他们授意顽固的帝党分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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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伊以“不孚众望”、“遇事生风”、“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赛”及“与内监往来”等莫须有的罪名

参劫文廷式，达到了他们把文廷式永远驱逐出京的目的．文廷式结束了他短暂的仕途生涯，心情自然是无比沉

痛，南归过武昌与朋友们宴集琴台时，虽然写了“我身江海思归客，一事无成鬓霜积．……放归正感圣深厚，一

笑自振冲天嗣．冥冥探雾锁闺阁，习习凉风生肘腋”等宽解自己的话，到长沙作《贾太傅祠》诗，则有欲哭无泪之

悲了 g

汉文清净不变法，至今长沙有贾生．黄鹤神龙非世玩，冷懵高察快冬自青‘

江山寂寂二千载，祠字萧萧三两植．薄暮循阶抚陈迹，时同蝙娼拂檐声．

贾谊是汉代经世治国的才子，本来很得汉文帝信任，但由此引起了部分朝臣的不满，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
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被贬到长沙做长沙王太傅，曾作《吊屈原赋》寄托自己身世之感，作《鹏鸟赋》抒写怀才不

遇的愤激情绪．文廷式作此诗，显然有异代同悲之恩．在长沙还作有《离阳台·次韵答王幼霞’等词，其云“云楼

雾幕参差起，黯瑶情未许人知，写银笼，四角中央，难寄相思”，说明他还是身在江海，心存魏阙．四梓乡时道遇

雨雪，有诗曰 2“剑气琴心共灌磨，故乡乘兴一经过．入春风雪欺行旅，阅世烟云幻网罗．战国诸王牛后寻，中朝

名士马前多．吾州水激山雄峻，会有高才扣角歌．”没有因丢官回乡而现落寞之态，他的“剑气琴心”还在，即使

自古英雄无定数，萍乡山水育英才，会有更杰出的人物出来完成我未竟的事业l

文廷式实际是桂冠而来阻隐，他密切地关注国事，“削迹归南国，劳精溯北风0 ......我原无病病，世孰不穷

穷．自璧诚无点，青云道自横．横流方未已，语教息微躬？”“养病有作》〉到家不久，又往上海，广交爱国志士，继

续酝酿变法活动．在此时期作的《罗霄山人醉语》中鼓吹国家政治要“君民共主”，提出“变则存，不安则亡”，但

又以为不可急切从事．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1898年6月 11 日〉，北京传出变法消息，文廷式对康有为的

急切从事有不满情绪，与同时寓居上海的好友沈曾植议论康有为其人时说g“此俭耳，何能为？”并预言萃率行

动“终须大败”，但为国家计，又“未免将为此人鼓动耳”飞变法维新历时一百零三日：果然失败，这段时间，不见

文廷式有任何表态之作，唯见一首七律《有感》，未标年号，但署“八月十八日作气按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

宫廷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八月十三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处死于北京菜市口，消息传到上海，当在三、五

天之后，这首诗，看来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3

久拌草野化沙虫

力M讯变谋原误，六博争天数未终．人力自然关气运，莫将回事非问爸穹．

当时政治形势险恶，诗人将自己心中的悲愤用曲笔写出，诗里有对自己长期在野未能参与其事的憾惰，又有对

康有为等入“谋原误”的批评，他认为变法失败是时机尚未成熟，仓卒行事所造成的．面对后党势力一时甚嚣尘

上的猖獗，诗中透出一种无可奈何之感，说他们尚是“天数未终”，应当说是一种消极态度．可是，我们又看到，
他拳拳的爱国之心并未因此而改变颜色，“海阔倘容精卫塞，心孤惟共晚枫丹”“中秋夜作》〉．在署明“己亥四

月作”的《落花诗十二首》，更是此种心态最典型的表现．这组诗写在变法维新一周年后的特定时刻，为避慈禧

“缉拿”之祸他隐藏在上海等地〈一说他已在日本，但据文廷式自己的《东游日记》，他是1900年农历正月中旬抵

达日本的〉，西望莽莽神州，忧国伤时，思亲怀友，捕腔愁情恨意，触发无端产锦瑟凄凉不上弦，荒芜莽莽但飞

烟．罗孚衅起闻妖鸟，汉殿魂归咽暮蝉．愁极更无天可寄，恨深才信海能填．铜盘人去今何世，臣甫低头拜杜

鹊．”（第二首〉他身在江湖还一心系念国家命运，由现实而及历史，既愤慨而又感伤，第三首写道g

寓楼送客几沉吟，雨横凤狂直至今．三月焚秦非浩劫，千年思沛亦雄心．

关门不限金徽远，山色惟怜玉我深．巨耐玉人消息断，堆烟帘幕总沉沉．

我们要特别注意“千年思沛”一句，此时的文廷式，巳与主张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人章太炎等有所联系，对于
他们“驱逐较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革命的口号亦有所闻．此句透露出他对清朝统治已有失望之感，希望重

振汉族雄风以救国子危亡之中A落花诗E中的不少诗句蕴含诗人对于国家、民族兴亡的哲理性思考，如“运去

六龙成代谢，年深八骏岂重来”、“道人冷眼荣枯事，覆水从渠不返瓶”z揭露慈禧及清朝上层的权贵们只知穷奢

极乐，“万里坷山歌舞地，百年门户缔罗香，头鹅宴后开金帐，乳燕栖时近画梁”，但是，“谁向秋霜明镜里，一花

-lit悟兴亡？”这组诗隐约透露了文廷式的思想在发生质的变化，开始倾向于民族、民主革命， 1900年春他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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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数月后回到上海，立即加入了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爱国会，并且与组织“勤王讨贼”自立军的湖南浏阳人

唐才常也有秘密联系。这年八月，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捕就义，九月，慈禧“著湘抚俞廉三严拿”文廷式，

“务获即行正法”，文廷式要被慈禧之流“逼上梁山”了，如果天倍！以年，他大有可能走上革命救国之路．

三、至死不灰“烈士心”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八月，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并很快攻陷北京，慈禧挟带光绪帝和王公大臣仓惶西

逃，临行将曾是文廷式学生的珍妃推入宫井淹毙。文延式对这一突发事件非常震惊，忧心如焚，但又无权无力

救国救民于血火之中，感痛时事，又只能以诗词发出自内喊之声。《庚子七月至九月感作》四首七律，或痛言“铁骑

晨昏冲丹阙，金舆宵狞白羊城”而惊呼“何人能届横流决，今日真怜大厦倾飞或回顾清朝皇帝三十年间因外敌

入侵北京两次出逃(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的耻辱历史，而使“孤臣泪洒

荒江畔，忍痛新裁变雅诗”。第四首则是：

燕秦莽莽旧山河，茹j此谁挥落日＼戈？未必、平

漫天风雪尧年冷，误国衣冠宋鹊多．前后沉扬宁得料，霜晨揽镜未踵蛇．

在朝的文臣武将，没有一个能担得起救亡重任，他们都是一些误国“宋鹊”，一群无用的走狗，文廷式愤慨如此！

他觉得自己尚未蹬陀不振，还能为国效力。但哪里知道此刻慈禧正要拿他“就地正法”呢？文廷式对光绪帝及珍

妃是很有感情的，困难之时，他挂念的是他们，“秋风清泪泣铜仙”（第三首〉、“浮云西北此时心”（《幽人训，几乎

是每饭不忘君。这种感情在这年八月作《忆旧游·秋雁》一词中表现得更为真挚：

怅霜飞榆塞，月冷枫江，万里凄清．无限凭寓意，便数声长笛，难写深情。望极云罗缭渺，孤影儿回惊．见龙虎

台荒，凤凰搂迥，还感飘零． 梳领，自来去，叹市朝易改，风雨多经。天远无消息，向谁裁尺吊，寄与青冥？遥想横

汾萧鼓，兰菊芳馨．又日落天寒，平沙列幕边马鸣．

秋雁孤影，是诗人自身的意象写照．雁自北飞向南方，但频频回首眷恋“榆塞”，顾念先前的栖居之地，现在是

“龙虎台荒”，君王也飘零他乡；西北望长安，“天远无消息”，谁能替我传递一片衷情挚意呢？日落天寒，想象两

宫逃亡路上的凄凉景象，让人哀叹不尽啊．为悼念珍妃无辜惨遭杀害，写了《庚子乱后沪上有赠》四首绝句，“伤

心黄浦桥头水，只照朱颜不照愁”，感情极为沉痛。第三首写道：“望断天孙织女车，杜兰贫病尚移家，早知万劫

成千劫，悔不江头学淀纱。”珍纪原本是一个美丽活泼的少女，对她的老师文廷式很尊重，入宫后还经常关心老

师的仕途生涯．文廷式听到她被太监极野蛮极残酷地推下宫井，作老师的真是悲愤填膺．第四首写道 z“十年家

固有沧桑，星换歌场更舞场。零落一校谁可赠，寿阳珠翠不成妆．”哀思绵绵，言悲意凄！还有一首列入《拟古宫

词》中的吊诗 2“藏珠通肉忆当年，风露青冥忽上天。重咏景阳宫井句，菱乾月蚀吊蝉娟．”珍妃被害是一个历史

性的悲剧，国家之难，一个弱女子最先充当牺牲品．文廷式用惰朝大军攻占台城时陈后主与张丽华投景阳井事

类比，虽不十分恰切，但亡国之锄溢于言表。

庚子事变后，清廷以赔巨款等条件签辛丑条约求和，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从这以后的诗词中可以看出，文

廷式的心情十分郁闷．庚子年冬天，逃难到上海的京津部分艺人在茶楼酒肆卖唱，他有4念奴娇》一词记感：“江

湖岁晚，正少陵忧思，两鬓衰白，谁向水精细子下，买笑千金轻掷？”他看出歌唱者不过是强颜装欢，“黛掩伤心

色”，怎能忘“太液波翻，旧时驰道，一片青青麦。翠羽明琐漂泊尽，何况落红狼藉”，眼前虽有清歌妙舞，“老夫无

语，臣看月下寒碧”，一阵阵隐痛在心。辛丑年七月初七所作的《玉漏迟·七夕》，又是一片愁氛：“懒寻天上巧。夜

阑愁对，碧窗秋俏，重忆旧时怀抱。多少人间别恨，浑不解金风来早。灵约杳，一痕淡月，笼云凄照。”他感到自己

倭心刻骨的忧伤“便万岁千秋，后期难了”，此生余年已不多，从今后只能“南楼几番清啸气稍后作的《感皇恩·

中秋》、《疏影·秦淮有所赠》、4南乡子·病中戏笔》等词，无不是“愁思写不尽”，“新亭泪点多’气清廷的政治形势

愈险恶，文廷式愈是穷愁潦倒。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大多数时间是漂泊江湖，又多是寄食于朋友家中，但是，

他的爱国之志还是那样的执着，“寸寸关坷，寸寸销魂地”，爱自己的祖国爱得那样深．正因为“人生只有情难

死”“蝶恋花川，使他始终不向危厄的命运低头，不与庸碌世俗同流合污，《舟中偶作示家人》写道：“万死不摧

惟傲骨，十年相忆几寒灯；载将图画谁真识，老向田园世亦憎飞一腔唆嘈正气至今犹在，剑胆琴心也未在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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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陈良运z 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 39 

漂泊中失落．他还有一首题为《偶书》的七律（《文道希先生遗诗》题为《出京》，从诗意揣测，当作予“驱逐回籍，

不准在京逗留”之1896年春〉，他的见识，他的痛苦，他的壮心，他的悲慨，都在此诗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p我以

为这是文廷式诗词中最典型的爱国主义杰作 z

短鬓萧萧懒著理事，傍檐乾鹊语声侵．铁无可铮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

白羽一挥犹想象，青山何处足登临．秦娥曲里消磨尽，汉阙唐陵革已深．

在前所引录的黄遵宪唱和的词中出现过“丸州铁，铮今错”之语，此诗中又出现“铁无可铸神州错”之句．文廷式
在句中化用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历史教训II g唐代魏博节度使罗绍威，以自己治下的牙军删悍威勇难以控制，引入

朱全忠（即朱温〉兵尽杀牙军，这种自毁长城的错误，使魏博之地从此衰弱不振，罗绍威自悔，对亲信说g“聚六

州四十三县铁，打一个错，不能成也！”意为借他人之手削弱自己的势力，铸成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清朝统治者

排斥打击爱国志士，重用卖国权臣，以至年复一年有严重的丧国辱国事件发生，这是聚丸州之铁也不足以铸成

的大错，是空前的无法比拟的历史浩劫！文廷式最令人敬仰、最值得我们今天隆重纪念并昭示我们的后人永远

纪念的高风亮节，便是他前程已I恼山穷水尽之时，还竭尽全力迸发出铮铮宏音s“寒不能灰烈士心！”他至死也

是一条不屈不挠的铁汉子，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l他的爱国精神在诗词中淋漓畅达的表现，是与屈原、杜甫、

陆游、辛弃疾等伟大爱国诗人一脉相承、相通的．去世前一年他困居杨岐山中，又蘸泪而书《十月闻雁作》，虽然

不是如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那样的绝笔，且让我引此诗结束本文产此夕卢龙倍，凭将雁带

还．向来忧国泪，沾洒向空山！”
辛未八月，文廷式逝世八十七周年忌日，完稿子南昌旧郡

①朱、胡之评引自龙愉生辑f文芸阁先生词话》，《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

②本文所引用文廷式诗据台湾文海出版社4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中影印手稿本4知过轩诗集》－卷，所寻l词据徐乃昌刻

《云起轩词钞机后不再注．

③见胡思敬撰《文廷式传》，收入E退庐文集’·

＠见汪曾武撰《摔乡文道希学士事略’，《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

⑤转引自4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58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⑥转引自钱仲联撰《文芸阁先生年谱队

（责任编疆 z宫之〉

（上接第27页〉理平衡．但封建社会晚期的情和理不可能像唐以前那样和谐、统一，而是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

就注定这时期知识分子追求情理平衡必然要经过痛苦的心路历程．曹雪芹以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个人体验深

刻地感受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情与理的彻底不可调和性，预感到这对对抗性矛盾冲突和爆发的不可避免性．他

虽然也挣扎着指望寻找到情理的平衡，但他更主要的桌把这种矛盾、冲突真实地呈现出来，表现出必然的历史
的悲剧．吴敬梓也发现社会的严重弊端，他一方面希冀找到某种灵丹妙药，一方面又冷冷地审视着、嘲笑着这

个怪谁的社会．蒲松龄生活在这个矛盾的游涡之中，但以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他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个社

会情理的不可调和性．他只是非常自然地表现出内心的人性需求，表达个性自由的永恒呼声，表现出突破封建

礼教禁锢的一面，但是，他想找到却又无法找到新的理性精神，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回到了现实的伦理土攘上．

所以，当曹雪芹怀着巨大的热情塑造林黛玉这个叛逆女性以及她在与整个封建势力的对峙中悲威地硕失时，

当吴敬梓怀着无限的憧憬让杜少卿夫妇手拉手地逛游清凉山，而对鲁小姐于科举制义的迷恋寄予悲切的同情

和冷峻的讽刺的时候，蒲松龄的心态由摇荡在对封建礼教的突破与回归的两极之间．蒲氏思想不如曹雪芹、吴

敬梓的深刻，但是，他的这种心态却更具有普遍性，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时代大多数下层不达文人的复杂、矛盾

和痛苦的心灵．

（责任编辑 z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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