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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范伯群姚鹓雏（1892—1954），名锡钧，字雄伯，以号鹪雏行，别署宛若、龙公、红豆词人等。
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
他于诗、词、散文、戏曲、小说均有很高造诣，还兼及书法，是一位民国初年颇有创作特色、成就卓
然的重要作家。
（一）姚鹓雏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他有着与他的前辈不同的生活道路：他诞生于1892年
，那就注定他与旧时的科举制度无缘。
1905年清廷废止科举时，他才十二三岁，他当然赶不上这趟“末班车”。
但在这科举将废而未废的年代，他是打好了国学的根基的。
当科举废止后，又有不少人醉心于出洋留学，以便回国时以“洋举人”、“洋翰林”待价而沽，但姚
鹓雏的家庭又不具备留洋的“资本”。
而那时清廷所谓的“新政”措施之一就是大力倡导办学。
除兴办大量的国民小学之外，要求每府要有自己的中学堂，每省要有自己的高等学堂。
姚鹓雏就是在国内培养的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正规学历出身的一名高材生。
从他出生后接受旧式书塾教育到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离开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作为一个十
八九岁的青年，他已是国学根基相当深厚，而且在新式教育中也吸收了大量的新学知识。
这为他以后的古体诗词成就斐然，文言、白话小说均能超水平发挥奠下了牢固的基石。
过去评论姚鹓雏的人都说他“天资超逸”、“才思敏捷”，这是不错的。
但据他自己回忆：“余幼奇钝，读四书三四行终日不熟。
十三四岁时悟性忽启，嗜读《新民丛报》及西洋史，能记大事年份及人名地名，历举不遗，遂能属文
，一小时可千言。
其年应童试，以二场作西洋史题二篇，篇七八百字，得提覆取佾生第一。
秋间入府中学堂肄业。
梁启超氏编《新民丛报》，余所有者装订两巨册，誉余者，辄谓能暗诵全书云。
”不少男生在十三四时忽然颖悟是常有的事，但他的自述也使我们从中看到他如饥如渴地吸取新知时
所下的不懈苦功。
更有幸的是从府中学堂直到京师大学堂其间，都有伯乐式的人物或求知的带路人导引，使他较为顺利
地蓄积广袤的知识能量和深厚的文学素养，为他做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铺平道路。
这在他的《记恩遇》和《恬养籍集外诗》中曾一再提及。
对培育和提携过他的人，他是一直铭记在心，念念不能忘怀的。
在他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习作《洗心记》。
谁知这篇习作竞使他与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同乡前辈杨了公结成了“忘年交”。
杨了公读了他这篇文章，认为这位年未弱冠的学生颇有“夙根”。
比姚鹓雏大了28岁的杨了公竞成了他的“唯一知己”，使他受益匪浅。
而他在中学堂将毕业时，又受到另一位长者的赏识。
在国文课毕业考试时，松江府太守戚扬亲自到场监考。
当姚鹓雏再向戚扬要空白考卷时，戚问他以前发的试卷是否污损了，得到的回答是，前卷已写满，需
赓续。
戚大奇，考毕即调阅他的试卷，大为赞赏。
毕业后，因姚的父亲从商，因此就要他业商，作自己的臂助。
戚扬知道后说：“姚某必宜升学，倘绌于赀，宜资助之。
”而姚鹓雏也不负戚扬之望，在190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当时国内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
而京大高等科监督商衍瀛先生对他也爱护备至，使他免缴学杂缮宿各费，而且还受到当时被称为中国
小说界“四杰”之一的林纾的嫡传（其他三位是李伯元、吴趼人、曾朴）。
姚鹓雏带着铭感之心回忆道：林琴南先生讲授的是“人伦道德之课，讲时庄谐杂出，而终归于趣善，
故听讲时无一露倦容⋯⋯月课时，甚赏余文，有二次加以极长之评语，悬诸读报室镜框中，有‘非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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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于宋五子之说者，乌能鞭辟人里至此’云云”。
林纾的小说著译对姚鹓雏的创作影响是很大的，在他以后的文章中经常追怀他的这位恩师。
就在京师大学堂，姚鹓雏开始了他的诗歌与小说创作。
他当时与同学林庚白各人写诗一百首，印成《太学二子集》。
上述的这些伯乐式的人物、学识带路人和友朋，对姚鸩雏日后成为一位出色的作家，是起了一定的作
用的。
从松江府中学堂到入京师大学堂期间，他是处在人生的顺境中。
可是他未能在京师大学堂毕业，辛亥革命打断了他的学业，使他以后进入了一段并不太顺遂的人生道
路，但这段路程却对他成就为一位作家又增添了许多难得的“资本”。
还在辛亥革命前，姚鹓雏就剪去了代表300年耻辱的辫子，为此他被学校记了大过二次（当时记三次大
过者就要开除出学校）。
在1911年8月19日那天，北京风声鹤唳，传说即晚要严闭内城，搜杀汉族，还要拣没辫子的汉人杀起。
其时京师大学堂的本国教习与洋教习也纷纷请假离开了学校，学校就挂牌停课。
姚鹓雏被留校的穷学生推为代表要求学校发路费让他们暂回家乡，他到了上海后，由曾任江苏同盟会
支部长的陈陶遗介绍入新闻界，在《太平洋报》作叶楚伧（小凤）的助手。
在这一时期，那些办报的革命党人贫困万分，姚鹓雏也说过他家中有时穷得不能举火。
袁世凯欲称帝，他当时是《民国日报》的编辑，斗争就更为剧烈，他在1948年代于右任为叶楚伧写墓
志铭时回顾当时的情况道：“时袁世凯谋帝制日亟，殚力诛锄胁诱革命党人，罗网森张，调谍严伺。
君与社中诸子，顾益发持正义，抨击毒暴，视之蔑如。
尤绌于赀，罗掘以供朝夕，恒至炊爨不继，逋欠山积，晨须出刊，先夕尚无一钱购纸张。
君与力子罄所有，不足，继以乞贷，乞贷不得，终至典质，举凡钗填簪珥，乃至外衣时计之属，悉索
以付质肆。
”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还“豪迈如故，粗碗浊酒，时一引满，意欣然自乐也”。
1918年春，由叶楚伧介绍他渡海至新加坡之《国民日报》任记者，同年即因病回国。
1918年冬，受当时江苏省议会议长、同乡前辈沈维贤之邀入政界任幕僚，才有南京十年的一段生活。
后来陈陶遗出任江苏省长时，他也为之司笔札。
姚鹓雏对他的1911年至1918年的几年的生活曾用四个字来概括：“多识豪俊。
”这对他以后的写小说是极有帮助的。
他在《太平洋报》时的同事中就有叶楚伧、柳亚子、李叔同、胡朴安、寄尘两兄弟等，而时相往还者
“则有苏曼殊、陈去病、刘三、高吹万、高剑公叔侄等”。
后来报社因绌于资而停刊。
于是在1915年冬，“《民国日报》创始，楚伧要余襄编辑事，同人集于小有天酒肆，推于右公任总经
理，楚伧总编辑，力子经理兼本埠编辑，朴安编电报，匪石编要闻，余任编艺文部，右公频点首称可
，时刘三方于棋盘街列肆，售自树梅花，余作诗歌张之，有‘向人自觉横斜甚，赖汝犹能骨相寒’之
语，右公尤赏之。
”这种以梅花自喻的生活，使他在这群“豪俊”中如鱼之得水。
以上所开列的名单均是当时的名人、斗士和学者，以后这些豪俊都出现在他的社会小说中，使他在晚
清的李伯元、吴趼人的格调中脱颖而出，显示了一种新的气质。
以上这些客观条件当然是要通过他的主观因素发挥作用的，姚鹓雏不仅好学不倦，而且性喜“杂览”
。
他曾将自己的这种读书习惯视为一种缺陷：“余读书凌杂无序，盖求知之欲甚王，博取而不能约守，
其后无成，敝正坐是。
”如果说，他要成为某一方面学有专长的学者，这也许能算得上一个缺失；但是作为一位作家，非要
有开阔的视野与广博的知识不可，于是“杂览”无疑就成了他的优长。
作家的职业需要有“杂家”的渊通，应有那种十八般武器件件皆能的本领。
因此，姚鹓雏在杂览上的求知欲的旺盛，再加上报人的丰富的社会阅历，都有助于他创作的成就，而
他的深刻的见解又使他心中有一把利刃能解剖他视野中的人事与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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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姚鹓雏有如此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广博见闻，有林纾、于右任等师长和前辈的教诲，有杨了公、
叶楚伧等友人的点拨，要作为一位作家的客观条件是极为充裕的。
而主观上他又有慧思锐敏的文才，也有格高豪健的笔力，但是他还有一种使自己能成为优秀的小说家
和诗人的才能，那就是他有见解，他在博览群书后，在创作实践中是一位善于总结创作的规律的人。
他的论创作的文章有《说诗》、《记作说部》、《也谈新体诗和旧体诗》、《稗乘谭隽》、《说部摭
谈》、《略论小说之起源与演变》和《小说杂咏（十六首）》等，我们今天读来，还都是很有分量的
文艺理论篇章。
靠这些理论的指导，他将自己的丰厚的生活“烹调”成为有营养的艺术品，能使读者从中得到教益与
享受。
对小说创作，姚鹓雏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一方面继承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也高度评价他的前
辈——清末优秀作家的成就。
例如他称赞“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作，痛底恶薄社会，可谓愤世嫉俗极矣”。
他既看到吴趼人小说的“穷极形容”，可是他还看到吴趼人的内存忠厚，姚鹓雏认定小说是以“归本
劝惩”为终极目的，他觉得吴趼人的小说是符合于此目的的。
可是在对比下，姚鹓雏又能说出林纾的长处：“欧学东渐，铅椠日新；移译新体，遂更旧俗，则林畏
庐为之长。
我闻人有推吴趼人、李伯元、林畏庐为小说界之杰者，然吴、李皆绍述旧闻，独林创新基。
”因此他的小说创作观是，一要“内存忠厚”，二是要“善创新基”，三是要“归本劝惩”。
他说：“尤愿我侪之治社会小说者，谨厚出之也。
”他还向读者叙述他的乡前辈小说家和著名报人陈冷（景韩）对他的告诫：“陈冷丈尝箴余，勿翘前
人隐事，描头画角，实为轻薄。
余心是之，颇以自警，平生循谨，亦不敢过为谰言，然于说部中终不免影射前人，恣为谐谑之处，⋯
⋯惟前为沪报撰《夕阳红槛录》一书，搜集近人懿行，如林畏庐师之孝，朱古微先生之刚介等，编为
稗官，冀少自补过耳。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姚鹓雏为什么会跳出李伯元、吴趼人的“绍旧”，写出自己的“新基
”来。
姚鹓雏善写社会小说，他的社会小说的代表作是他的长篇《恨海孤舟记》、《龙套人语》和中篇《夕
阳红槛录》等等。
他的《恨海孤舟记》是从“辛亥初秋，南中革命军兴，京师风声鹤唳”写起，京师大学堂的教授相率
乞假，学生纷纷离校。
而长篇主人公赵栖桐也就南归抵沪人《东海日报》。
接下去就是主人公“多识豪俊”后的一段生活。
与他共事的人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这张巨大的社会网络使他身处社会热点的漩涡之中。
书中涉及当时轰动一时的政坛大事件，如宋教仁（张樵江）与陈其美（郑髦公）的被刺；蔡锷（谢柏
山）的秘密出京，到云南任讨袁义军的总司令，小凤仙也以桐花馆主之名出现在小说中。
刘师培（刘伯申）参加筹安会（求治会）为袁世凯起草劝进表，杨度（柳白公）拉起了一个筹安会后
，梁士诒又办起了劝进会，他们争着要做洪宪帝制的开国元勋；而与之对比的是章太炎（庄乘伯）的
正气凛然与铁骨铮铮。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的斗争的场面写得真是精彩绝伦，章呔炎的性格也写得跃然纸上。
非常可惜的是小说的主人公赵栖桐最后却处在一种消极状态。
这一个正直的知识者，他曾经“不眠忧战伐”，却又自知“无力正乾坤”，只好说“我便想做个游方
僧撑着冷眼看尽世人哩”。
最后真的看破红尘，出家云游四方去了。
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的“彷徨症”向更避世逃世方向的恶性发展。
事后姚鹓雏自己也对这部小说颇有悔意：“《小说画报》之《恨海孤舟记》，可二十万言，以一月之
力成之，谬误支离，触目皆是，甚恨轻率付梓，自念苟得稍从容，当不至此。
然思力学问所限，亦无可勉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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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过了十三年之后，他在《时报》上连载另一部长篇社会小说《龙套人语》。
如果说《恨海孤舟记》是写辛亥革命后的上海生活，那么《龙套人语》则是写他的十年白下幕府时的
见闻了。
他说：“十七年，京市易长，余亦去职。
旋游武汉，其冬归沪，为《时报》延主笔政，行橐萧然，仍以鬻文为活。
十年薄宦，故我依然。
回首京华，岂胜天上人间之感。
”于是他一面编《时报》，一面在《时报》上连载他的《龙套人语》，从1929年5月19日至10月25日，
写至121节。
之所以暂时告一段落是因为“十八年秋，陈孟剑和铣长江苏教育厅，要余典记，于是遂旅居镇江”。
《龙套人语》于1930年由上海竞智图书社出版单行本，这部小说的成就显然要比《恨海孤舟记》高，
可称得上民国期问的一部优秀的社会小说。
姚鹓雏“将十年来心头的旧事，雨窗月槛，一一重温，酒后茶馀，闲闲点笔”。
他自己说：这部小说是“记载南方掌故，网罗江左轶闻。
说句旧话，便是野史稗官，聊以备方志国书的考证”。
冯叔鸾（老报人、通俗小说家、戏剧评论家）对姚的这部小说高度评价道：“不佞服务新闻界，橐笔
海上，盖以十有三年，仅忆其涯略如此。
更廿年后，必将无人能悉，且无人能述。
赖有此书，详其颠末，以意度之，著者必为文章识见绝人之士，而沉沦于末寮者，故能巨细靡遗，滔
滔不尽若数家珍。
虽日诙谐出之，而言外馀音，固含无限感慨，殆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者耶？
”这本书解放后根据柳亚子所藏的三卷手抄本排印，改书名为《江左十年目睹记》，并由姚鹓雏的长
婿杨纪璋加以索引诠释。
这部书中的贯串人物不再是赵栖桐式的彷徨症患者了。
十年光阴，姚鹓雏磨练得更老到了。
书中的贯串者是一位阅尽人间沧桑的“硬里子”的老名士魏敬斋。
他已达到了“清狂自喜，荣辱无关”的炉火纯青的境界。
他“浮沉微署十五年，至今还是一个科员”，“他听见有将要给他科长做之讯，大大摇头，表示不愿
”，“在他看来，无论什么科长、厅长，无非混饭而已”，“他画得一笔好画，另有一种超秀出神之
致”。
这种超拔不羁的秉性，使他对一切功名富贵视同粪土。
但他也决不是“政盲”，他懂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同是军阀，断分不清什么是非好坏来的，人心怨
毒到了沸点”，“望南方革命党来，如同望岁”。
这种人虽不是人中豪杰，却也是能分清是非黑白的“天平”。
除了写江南政坛的莺飞鸟乱之外，更有特色的是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轶闻，娓娓道来，引人人胜。
如对当年“江南无冕皇帝”张謇的轶闻逸事就写了五章。
鲁迅曾提及的孙传芳演出“古装戏”：恢复投壶之类的古礼把戏，说章太炎也躬逢其盛。
对此，我们后辈读者已不甚了了，但在这部小说里却写得非常生动有趣。
而且更正了章太炎参加其事的讹传，真有资格做《鲁迅全集》的一条活注释。
至于文化界的掌故，更是乐此不疲。
如记南社虎丘雅集，弘一法师在虎跑某寺庙做小沙弥，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后，下令禁止学校内作白
话文等事，皆一一收入小说镜头。
至于梁启超和章太炎到南京讲学的“盛况”，更是写得栩栩如生，音容笑貌，宛在眼前。
章太炎其人是姚鸩雏小说中的“保留节目”，这次除了有若干新的轶闻逸趣之外，就更深入一层，探
究章太炎为什么在当时的军阀大佬面前，会如此“吃香”。
关于这个问题连鲁迅也没有来得及很好发挥。
作品中郑师孟（陈衡恪）也觉得章氏是一位学者，怎么在藩镇圈子里会如此“红火”，令人百思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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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
郑师孟将这一问题提到了魏敬斋座前：“庄遁庵近来在这班藩镇之间，红得了不得，真可以算是诸侯
上客，但是他所讲究的‘国故’，并不是为帷幄运筹用的。
他们请教他些什么？
我倒不懂。
”连陈衡恪也弄不懂，可这位阅尽沧桑的魏敬斋却说出了一番道理，不得不令人佩服。
魏敬斋的话既形象而又简洁，他深谙这班军阀藩镇——军政暴发户的心态。
他坐在冷板凳上看“热门人物”，这红得发紫的人的“价值”被他看透了。
鲁迅在逝世前两天，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间说：“做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以后，好像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只得停止了。
”鲁迅在这个问题上因病而没有论下去。
但姚鸩雏笔下的魏敬斋的一席话，不啻是为鲁迅续写下去的一篇精彩的杂文。
我这样说，自信是不会评价过高的。
姚鹓雏写社会小说是继承了吴敬梓、李伯元、吴趼人的衣钵，他也用讽刺或谴责手法，但他还有自己
的发展的新路径，他的社会小说在讽刺、谴责之余有着鲜明的“亮色”。
吴敬梓善于讽刺儒林，而姚鹓雏则善于写知识分子中的光辉形象和光辉事迹，写出他们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脊梁。
在《龙套人语》中他写了孙思礼（子才）和尹几园（杨了公）这样的人物，真使我们感到机械的、庸
俗的“出身论”与“阶级论”是挡不住优秀的通俗小说的光芒的。
关于小说中的这种“亮色”，更典型的是他自己提到过的中篇小说《夕阳红槛录》，他是搜集了近代
的知识分子的大量的嘉言懿行，如林纾的孝，朱古微（祖谋）的刚介等等。
今天读来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因为只要不是宣扬“愚孝”，那么“孝”是我们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民族美德。
我们看他笔下的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就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是金钱无法贿买的，也是美色无法勾引的
。
这是我们民族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果不与我们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民族美德相结合，那么这种所谓新道德是无法在我
们民族中扎根的。
经过“打倒孔家店”的“战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们对我们的民族传统美德的贬
损和破坏是够多的了。
读姚鹓雏的小说。
吸取他的小说中的精华，也可以比喻为修补破损，再树民族美德风范的必修一课。
（三）姚鹓雏说过：“生平不好言情，最嗜为林纾译狄更司、欧文之书，言社会家庭情况，沉痛处以
滑稽出之者，师更以马班之笔抒写之，故为隽上。
”但不好言情并不等于不写言情。
实际上，姚鹓雏写言情长篇早于社会小说的长篇。
他说：“忆民国二年冬，上海某书局始倩余为文言长篇，余撰《燕蹴筝弦录》一书应之，中叙朱竹坨
《风怀渤二百韵本事，即取其诗二语，为每回之目。
卷首自叙，尤靳靳于发情止礼之义，阅者或笑其腐。
但得稿费百数十金，居然可以度岁，心始乐之；自是请者渐多，余为之亦勤。
”清代著名文学家朱彝尊（竹垸）的长诗《风怀诗》是写他与小姨的回肠荡气的一段精神之恋。
小说一开始男主人公瞥见两只燕子在他书房中低翔时蹴动了他古琴的琴弦，发出美妙的乐音，他在倾
听中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
用这样具有象征性的起始，写他日后在两个少女之间的乐而不淫又矛盾纠结的感情生活，实在是很有
诗意的。
姚鹓雏将他的诗人气质融化在这部长篇的言情小说之中。
可是这部长篇对姚鹓雏来说，是有许多不惬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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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认为言情小说宜于用白话：“我意言情小说工于缠绵，终以白话为正宗。
林先生一出以古文，虽称辞达，或有未尽，宜乎曼殊大师有重译《茶花女遗事》之意也。
”他虽尊重林师，但对他译《茶花女遗事》用文言，觉得意未尽也。
可是这次向他约稿的书局老板却要他用文言写言情，这是不惬意之一；第二，姚鹓雏并非没有新思想
，可是这个题材免不了要发挥“发情止礼”的那一套，他自知其“腐”，但既然以朱彝尊为主人公，
他只能顺母命娶两姐妹中的长女，而对小姨是只能发情止礼了。
这是不惬意之二；第三，小说是要作者有一种写作冲动，自然涌向笔端，才属上乘，可是这一篇仅是
为了“以救其穷”，他是为赚一笔度岁之费而赶出来的，虽然生活上的担子减轻了：“心始乐之。
”但他内心难道是惬意的吗？
《燕蹴筝弦录》是姚鹓雏最早的一部长篇，在这部长篇中我最看重的是他具有一种作家必具的素质：
丰富的、善解人意的想象力。
写一个历史上的实有的真人，当然要搜集与这一人物有关的本事，可是这些本事往往还构不成全部的
情节，那么就要作家根据这一历史人物的性格逻辑进行合情合理的、同时也是大胆的推理和构想，这
种想象力不是去歪曲他的性格，而是使其形象更丰满更可信。
在姚鹓雏的第一部长篇中，我们就看到了他具备这种作家必备的超凡本领。
以后他还写过许多历史人物，如陆游、如龚自珍，还有同时代人梅兰芳等等，再有若干外国历史人物
如玛志尼、如圣乔治等等。
如果他没有循着人物性格发展的超卓的想象力，要接触这些中外题材是寸步难行的。
问题还涉及到姚鹓雏的小说中有一定分量的外国题材，而他自己说过：“生平不谙西文。
”他究竟是作是译？
他是否与林纾一样，有他自己的合作者？
可是他又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合作者是谁。
他的外国题材的小说除个别外，都是由他一人具名。
据姚鹓雏的次女姚玉华女士回忆，他父亲的外国题材的作品一是根据他所能找到的本事资料作酵母，
然后发挥他自己的想象力加以再创造；一是请懂外文的人读了一部作品后，讲一个故事给他听，然后
他就根据这一故事撰作自己的小说。
这说明他的外国题材的作品是属于他的创作，至少是经过了他的再创作。
姚鹓雏曾自述他自十三四岁起就嗜读“西洋史，能记大事年份及人名地名，历举不遗”。
另外他又说自己“好观林译狄更司之作，如《冰雪姻缘》、《块肉馀生记》诸书，诙谐绝倒，皆寓深
痛，复得林先生曲为之达，盖畸人玩世，颇近不恭矣。
拙作《青衫残泪》、《心谳》等篇微近似之”。
也就是说，他一方面靠他对西洋史的酷爱，对其大事、人物、地域皆能历举不遗，可见他对外国文化
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另一方面也靠多读翻译小说，熟悉了外国人的思绪、生活、风俗，同时在阅读时
又不断揣摹那些外国优秀作品的上佳艺术特色，如狄更司的“诙谐绝到，皆寓深痛”，这八个字实际
上就是评价狄更司的小说达到了可读性与深刻性的完美结合。
姚鹓雏对自己的小说是常加“酷评”而往往作自我否定的，如他在1919年说：“余十年来所作说部近
百万言，而无一佳者，略可观者《小说月报》中数短篇而已，然亦未离前人户限。
”即使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发表《龙套人语》后还说：“最近在《时报》撰《龙套人语》，然殊草
草，不能殚精。
”但他对自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十余个短篇倒是较为满意，说是“略可观者”云云，其中就有
他所写的外国生活的题材。
在《玛志尼轶史》这篇小说的文后，他加了跋语：“鸩雏日：曩闻畏庐师评却尔司狄更司之文，以为
善于用复笔，盘旋曲折，无不如志。
兹篇略仿之，殊有车殆马烦而终不至之叹也。
”可见，姚鹓雏写小说是有他的很高的艺术追求的。
当时《小说月报》的主编王西神给了他八个字的评价“唐临晋帖，格妙簪花”，意思是你虽是“临帖
”，仿效艺术大师的风范，你的成就却属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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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鹓雏的作品在民初的作家群中是非常突出的。
柳亚子评价他是：“说部才无敌，文章鬼亦愁。
”而郑逸梅也评价道：“他的文笔，宗法林畏庐，我认为鹪雏的风华轶宕，蓄韵幽妙，有出蓝之誉。
”姚鹓雏不仅对自己的创作有严格的要求，他作为编者，格调也是高尚的。
他在1916年编过《春声》月刊。
现代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在1938年曾评价道：“我们如果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来批评昨日，那么，我敢
说文明书局先后出版的姚鹓雏的《春声》和包天笑的《小说大观》，确是这时代的‘鸡群之鹤’。
而尤其是《春声》月刊，拥有南社许多诗人和文艺作家，足以傲视一切的。
”在解放后，柳亚子曾向上海市长陈毅推荐过姚鹓雏，柳亚子在信中称“姚君为南社诗人眉目”。
而陈毅市长在回信中说：“姚先生词章名家，弟早心仪其人。
”从上述的若干评价看来，在老一辈人的心目中，对姚鹓雏的诗文及他的编著，是有口皆碑的。
拙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认为姚鹓雏是“不朽而被尘封的通俗作家”。
在通俗小说史中当然可以这样评价，但姚鹓雏不仅是一位继承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传统的出色的通俗
作家，他的文言长短篇也是颇有成就的，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高雅诗人，称他为“南社巨子”是当
之无愧的。
因此，姚鹓雏的一生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位作家，他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中可以有不同的作派，即使在
同一体裁的撰写中也是可以兼及雅俗的。
在一位作家身上是可以雅俗并存而并行的。
姚鹓雏是一位融雅俗于一身的作家，而在小说创作中的“亮色”，又在清末的谴责小说之后，开启了
一个新的境界。
2006年4月10日于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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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姚鹓雏（1892-1954）是南社“四才子”之一，其文学作品在民国初年享有盛誉。
其小说代表作有《燕蹴筝弦录》、《恨海孤舟记》、《龙套人语》等。
无论是言情小说，还是社会小说，都写得曲折灵动，耐人寻味。
姚鹓雏文集（小说卷）收入中长篇小说13部，短篇小说73篇，囊括了他一生创作的全部小说作品。
 　　姚鹓雏（1892一1954），是现代著名作家，其文学作品在民国时期的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姚鹓雏文集》搜集了作者生前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按小说（含少数译作）、散文、旧体诗歌等
体裁编次，分卷出版。
 本书收入中长篇小说13部，短篇小说73篇，囊括了他一生创作的全部小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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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鹓雏，(1892-1954)，是南社“四才子”之一，其文学作品在民国初年享有盛誉。
其小说代表作有《燕蹴筝弦录》、《恨海孤舟记》、《龙套人语》等。
无论是言情小说，还是社会小说，都写得曲折灵动，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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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序言中长篇小说珠箔飘灯录燕蹴筝弦录鸳泪鲸波录宾河鹣影檐曝馀闻录絮影萍痕海鸥秋语风
飚芙蓉记断雁沉弦春奁艳影恨海孤舟记夕阳红槛录龙套人语短篇小说黄鹂语碧栏绮影红鹦鹉双蝶影绣
馀语帕语车中梦塞垣花泪劫外离鸳圣乔治别传迷离月色神龙鳞爪玛志尼轶史青衫残泪怨觚棱梦影爱丽
宝玲合传别尔爵邸记湖杭异人事我为谁父孝回首当年新饿乡记星期六矣花窖风云情话风云情话（二）
电扇语鬼雄情泪玉踏缄札错恨寒潭钟影猫语眼镜谭话会碧海青天离魂珠骊心谳蔷薇花孽海回风犊鼻侠
十五年前姹女冰天鹣鲽寒山疏影冤亲梦棠小传焚笔宦海一鳞焚芝记矿阱花蜮峨嵋老人最后之一刻情忏
门中秘科忒艳史滑铁卢之一槐淘絮语鸡心长天遗响纪念画牺牲一切本能牧师天然学校奢童话蚊雷蝉笛
他=勃拉克几园电子发射器嵩山五僧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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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回 维扬馆钗钿惊酒客 福州路巾服误新郎且说当下轶千等三人，一路迤逦向半醉居行来。
到得三马路半醉居门首，只见一字儿三部精巧玲珑的橡皮轮车排着。
一个车夫把一个帽子直压到鼻子上，踞着车沿在那里打睡，其余二个吸着强盗牌香烟，说闲话儿。
轶千等也不甚留意，匆匆的走上楼来，问有个姓马的来了没有。
堂客答应着，便领到一问小小的客坐儿。
门帘下着，影影绰绰，似不止汝中一人在内。
堂倌叫一声“客来，”等了一回，才见汝中揭着帘子，探出半个身子来，笑道：“有慢有慢。
请隔壁罢坐。
”惠如、轶千只笑一笑，便随着汝中过隔壁客坐里来。
只有钝翁一人，心里有点儿不舒服，咕噜着道：“是什么一回事？
便鬼鬼祟祟到这个样子。
便是怎么一个佳客，也不见得见不得我王钝翁？
”汝中笑拍他的肩道：“安顿一回罢，给你酒喝呢。
要见，这又算得什么？
自然在后头呢。
”一行说，四人便随意坐下。
堂倌上来问菜问酒的照例文章，也无庸多说。
喝了一回，汝中便又匆匆的站起来过那边去了。
惠如同轶干只不理论，王钝翁击着桌子，正在狂吟，一眼见汝中过去，仗着三分酒意，便也蹑手蹑脚
的，随了过去，在门帘缝内偷觑着。
原来便是方才所见汝中的三个女友，正在浅斟低唱，促膝谈心。
那穿淡红银灰灰鼠袄儿的，一手执着一张报纸，就着电灯光一行行的细看。
一个蜜色花缎袄儿的，伏在桌上，一手把着一杯白玫瑰酒，把一封书儿似的东西，放在桌上，喝一口
酒，瞧了一回，狠象研究什么至高无上的科学似的，目不旁瞬。
惟有一个蕉绿衣裳、年纪最长、长长的容儿、柳眉入鬓、醉靥生涡的，却与汝中促膝谈心。
幸而他们虽然八只眼睛，只是心有所蔽，视而不见，放着一个酒气诗心的王钝翁，做一个隔帘窥寿，
竟一点儿都不知道。
不料天不做美，这时正是十月小春天气，一阵凉飙，微微的透入帘模，众人都觉得透袂清寒，衣裘顿
薄。
汝中刚回头，要招呼堂倌叫暖酒时，恰见门帘露着一罅，王钝翁的衣角恰恰的露着。
那时同汝中说话的女郎，也蓦地回过头来，随着汝中的眼光，觑个正着，斗的叫了一声道：“门外有
人。
”那时钝翁正在出神，也没有理会，被女郎这么一叫，才渐渐的把他诗魂招转。
汝中知道是钝翁在此偷觑，料到遮掩不住，便立起来道：“待我看来。
”走到门口，一手掖着钝翁道：“请进来坐坐何妨？
”便同着进来。
那边女郎们也齐齐的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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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先父编辑小说集的想法非止一日。
杨纪璋、姚明华数十年如一日，四处查询、搜集先父遗著，后来曾先后出版过《江左十年目睹记》（
即《龙套人语》）、《姚鹓雏剩墨》等著作。
他们所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为本书的编辑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
在搜集先父小说的过程中，先父至交刘三的后人刘颖白先生、姜可生的后人姜六驭先生，上海人民出
版社资深编辑张臻先生、上海图书馆甘振虎先生、松江文史馆王永顺先生、松江区教师进修学院的柯
益烈先生等，都曾提供过大力帮助。
上海大符消防设备有限公司郑琦董事长、松江电子仪器厂郑大膺厂长则为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坚强的
后盾。
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苏州大学范伯群先生始终关心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在百忙中拨冗赐序。
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先生、复旦大学李楠博士等，或提供姚鹓雏小说刊载的情况，或协助查找姚鸩雏
小说，其热心、热情令人感动。
还有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李国平博士，他协助我最终完成了这部小说集的整理、校点工作。
这里也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得以出版问世，还有赖于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保民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们，他们一丝不苟、严谨
认真的工作态度使本书避免了不少舛误。
在此一并致谢！
姚玉华2007年6月6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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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姚鹓雏文集:小说卷(上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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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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