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学林

版面编辑! 刘迪
&'()'*+,-./0

在风云迭起的民国时期!才
女的命运往往随世浮沉!她们的
创作也常常因世情或搁笔或减
产!殊为可叹" 民国女词人罗庄
即是其中一位! 从她的身上!略
可见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民国
才 女 们 命 运 的 缩 影 " 罗 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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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寤生 !一作婺
琛!后字孟康!近代学者&藏书家
罗振常女!浙江上虞人' 其自幼
秉性颖慧!尤喜填词!生平著作
有(初日楼稿)(初日楼续稿)(初
日楼遗稿)等数种* 因目前学界
对罗庄的研究寥寥!笔者不揣谫
陋!略作一二补充*

国难"家难与才女之

遭际

罗庄的一生!诚如那个时代
的所有人那样!经历了清王朝颠
覆+中华民国建立&袁世凯称帝&

军阀混战和抗战爆发!罗庄曾在

(丁丑浔溪避兵记) 云,-予家居
沪廿余年!凡肇和之役&齐庐之
役&淞沪之役!经历既多!已成司
空见惯* .罗庄生平第一次远离
乡国! 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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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春天随家
人东渡日本避难*由于国内局势
紧张!袁世凯篡国!战事频起!其
伯父罗振玉首先远避日本!后驰
书见招! 罗庄一家亦东渡日本*

离乡背井! 故国之思自然难免!

好在西京风景秀美! 民风淳朴!

倒是稍稍安抚了罗庄年幼的心
灵!故期间有不少赞美当地民风
民情的作品!罗庄有(海东杂记)

一文专门记载卜居日本之事!其
时-比屋而居者有刘季缨姊丈大
绅+王静安姻丈国维!二家多仆
媪童稚!隔篱呼答!悉作乡音!颇
不岑寂* 伯父所居较远!亦相距
百余武耳*故乡俶扰!不见不闻!

堪称世外桃源矣* .西京好则好
矣!终究是他国之土!加之日用
习惯等不便! 罗庄一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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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天回到上海*如果说这一次
离乡背井因避居之地优美的人
文风景尚不足以构成其沉痛的
经历!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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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抗战爆发后
罗庄辗转浔溪!死里逃生!则令
其身心饱受摧残*当时上海已经
炮火纷飞!初!罗庄一家避居租
界!然随战事日久!租界内也已
无安全保证!陈尸遍地!人心大
恐*故

%#()

年
#

月!除夫君周延
年因要在圣约翰大学教书外!罗
庄携家小回夫君出生地南浔*

%*

月!上海失守!不久南浔陷落*罗
庄独自携子女+ 仆从避兵乡间!

期间艰难险阻!唯有自知!罗庄
在(丁丑浔溪避兵记)中记载!由
于战事紧急! 通讯与交通阻断!

罗庄与上海父母+ 夫君失去联
系!其携带众人辗转逃窜至大唐
兜!又遭遇日兵!好在此次遭际
有惊无险* 是年冬!周延年也从
上海追踪至南浔乡间! 全家团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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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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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家乘船到乌

镇避居!后举家由乌镇到青浦之
朱家角!之后乘船到上海!方才
结束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罗庄
在逃难途中!已身体抱恙* 回到
上海后!不久即病!缠绵病榻三
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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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卒*

如果说生逢乱世! 国难无
从避免!则家难频作!又加剧了
罗庄的不幸* 罗庄性孝爱友悌!

然而 ! 周全之人生又何其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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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罗庄受父母之命嫁于
南浔周延年为继室! 其时周已
与前妻育有二子* 身为继母!罗
庄处处难为* 婚后!罗庄既要照
顾家中老小!又备受刁难!旁无
亲人可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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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罗庄随周
延年移家苏州二载! 居住在城
南泗井巷十八号* 其时!周延年
因难平家难出外漫游! 罗庄双
亲又远在上海! 孤凄之意可见
一斑* -既婚!事姑嫜如父母!善
待延年前妻二子* 然二子少不
经事!受人挑唆!频频对继母无

理取闹* 延年软弱!未能平息家
难!护持妻室!为逃避纠纷而出
外漫游* 庄只得杜门索居!料米
盐!抚儿女 !无亲故往还 !形影
相弔 !萧瑟之怀 !形于篇咏 * .

/罗静!周世光"#初日楼主人罗

庄年谱$%#初日楼稿$% 上海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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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难又发! 罗庄遂寄居上海槟
榔路金城里八号邈园公家* 罗
庄本欲终身不嫁!侍奉父母* 无
奈父母之命难违!其在(述怀七
十韵)中自述其志!表达了事与
愿违的无奈 ,-未若撤环瑱 !奉
亲偕弱弟* 终身读父书!饮水饭
疏食* 尘网藉此逃! 悠然游物
外* 奈何父母心!苦不谅其志*

郑重诺良媒!终令谐伉俪*闻斯
惊失措 !恍惚情如醉 * 尊长互
主持 !未容有异议 * 低回不敢
争!默默含愁退* 自伤心事违!

徐燕婷

民国才女罗庄的遭际与创作
罗庄的一生!如果说生逢乱世!国难无从避免!那么家难频作!则又加剧了罗庄的不幸" 罗庄词作!

兴至而为!以女性的细腻与灵性!不刻意剪红刻翠#逞才使学!摒弃时人无病呻吟的有意为词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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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对联! 让人产生深深的滑
稽之感 /(翁同龢日记 $八月十

五日记")夜遣两弁归% 每人十

两 !扇对 %另给李弁四两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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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扇对%即翁同龢自书的

扇子和对联* 廿一日")遣两炮

船归% 各酬以四金% 先各给两

千%另对子一* +第
'$%

页%* 李
慈铭把某孝廉损了个体无完肤!

顺便又一杆子打倒了一大波孝
廉方正!当面却仍拉不下脸来拒
绝这位同乡书写楹帖的请求*但
最普遍的艺术品授受仍发生在
文艺+思想+鉴赏水平可相沟通
的同人之间* 在这个前提之下!

学人或官员层面上的绘画运作
几乎可以达到自给自足*李慈铭
的人情圈子基本可以满足他日
常的艺术需求*潘曾莹也只需在
京官+外官+门生中发展拥护者*

从咸丰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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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光绪
二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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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得到四
十位时人画家的一百一十件作
品*求画没有一定的频率!有的
年份多!如同治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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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年份少!甚至没有!如动乱
的咸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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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以扇面
居多* 快的第二天就能见到成
画! 也有延宕至十年之久的情
况发生* 画家中的二十余人具
有贡生+举人或进士功名!也基
本都有官职*其中京官十七人!

知县以上地方官七人* 传统文
人与绘画之间的距离是模糊不
清的* 日常用惯的笔墨+宣纸!

书法入画的理论铺垫! 文人们
基本都能勾几笔兰竹! 或进而
皴擦简略的山石轮廓*秦炳文+

吴大澂 +倪文蔚 +徐琪 /图八 %+

陶方琦+ 樊增祥等素有画名者
被李慈铭的好友张鸣珂收入
(寒松阁谈艺琐录)* 张鸣珂良
好的鉴赏品味在今天仍得到认
可* 胡义赞和倪文蔚更被黄宾
虹誉为-道咸画学中兴.的代表
性艺术家* 李慈铭身边的胡寿
鼎+羊复礼+娄俪笙似乎也都能
随时拈起画笔* 就连李慈铭自
己也渐觉参透画理! 开始调和
丹粉!摹绘山水花竹*光绪十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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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他为人画了一
件(寒林老屋图)* 这件没有明
说受赠者姓名的画作! 是李慈
铭较频繁地以画笔做应酬的开
端* 两月之间! 他给同年杨崇
伊+高官张曜等人画了(溪亭梧
竹图 )(野桥高柳图 )(柯山图 )

等团扇* 得到(柯山图)的李福
云也是绍兴人!累积军功!李慈
铭喜欢他武直可爱! 与其家联
族*傅云龙出使海外!李慈铭给
他画-疏柳一旗江上酒!乱山孤
舟道中诗.诗意* 山水清远!点
景生动!适于入画*景物虽是山
水画中常见的! 但诗句却非随
意摘取*它们出自明代高启(送

何记室游湖州 )!诗题中的 -湖
州.!正对应傅云龙的家乡* 这
是李慈铭作为文学家的修养灌
注于画面所带来的生动意味 !

展示了文人画的长处和特质*

李慈铭不是苦心孤诣的收
藏家!也不是专研绘事的画家!

这一点反倒增强了他作为受众
者一方的代表性* 大收藏家顾
文彬的阅画笔记! 俯拾皆是熟
悉的名家* 而读李慈铭的求画
记录!则仿若设置了重重障碍!

不少画家都是陌生的 /晚清民
国时期的传统纪传体画史如
(墨缘小识 )(晚清民国金石书
画史)中多收录这些画家*而在
后来的综合性画史中! 他们往
往所占篇幅不多! 并几乎淡出
研 究 者 的 视 野 * 西 方 借 助
012345 675893:; <::=>145?

/安思
远% 和美国凤凰城艺术博物馆
的晚清书画藏品 ! 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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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图录!试图避
开单一维度的画史构建方式 !

对于晚清传统派画家及其作
品!包括京官画家!也进行了同
样的展示和说明 ! 但数目有
限%* 李慈铭的官位+财力与官
居宁绍道台的顾文彬自不可同

日而语* 但李慈铭文名大 !有
影响力 !职位上也足以代表数
量庞大的中下级官员群体 !具
普遍性* 他北京的寓所里挂着
书画 !按季更换 !总有画扇出
入怀袖之间 !偶尔翻阅 (清河
书画舫 )(佩文斋书画谱 )等书
画谱录 !对各朝各家画风有体
认 !不定期地从身边能画的大

小名家那里得到丹青* 这样的
士人正是中国特色的文人画
语系中预设的主要参与者吧 *

跳出鉴藏者的艺术史 !寻绎人
情里的文人画 !其线索大概也
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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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七

陶 方 琦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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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八

徐琪 (红梅

团扇$%福建

省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