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辗转难忍泪 ! "罗庄不嫁之初
心既违 # 婚后虽恪尽人母 $人
妻之本分 # 却又家难频作 #生
活之苦可以想见 ! 文学创作
上 #婚后也因生存环境之不易
所作不多! 无怪乎其夫周延年
叹曰 %&使孟康而不嫔余 #从容
吟咏 #其所诣当不止此 ! 今十
余年间 #仅成一卷 #则余负孟
康者何如也' "(周子美!"初日

楼稿#跋$

!"#$

年油印本)

当然 #除国难 $家难外 #亲
人故去也成罗庄的重创!

!"#$

年 # 罗庄弟君鱼因肺病过世 #

罗庄有数首作品悼念之 #并因
伤心过度而患病!

%"&'

年#次
子世禄患伤寒病逝 # 罗庄有
*大江东去+题五龄童子遗墨
遗照,一阕伤悼之!

%"$(

年#素
来疼爱她的伯父罗振玉病逝
于旅顺 ! 罗庄辗转得知后 #悲
痛欲绝 ! 以上种种交织 #令其
最终盛年而亡 #殊为可叹 ! 罗
庄之子周世光云 %其 &本可从
容吟咏 #然九年内三子一女出
生 #抚儿女 #料米盐 #不胜辛
劳 -又值倭寇侵华 #屠戮劫掠 #

避乱流离 #饱受惊吓 -更遭次
子世禄五岁夭亡 $伯父雪堂公
病逝切肤之痛 #致生母心力交
瘁 #气体渐衰 #病肺三载 #竟致
不起"(%初日楼稿 &跋 $上海辞

书出版社
%&!'

年版)!

性喜填词与原因之探

罗庄 *初日楼稿 ,数部 #尤
以词为多 ! 这源于其自少聪
慧 #性喜填词 ! 而这由多方面
原因促成的%

其一 #天赋使然 ! 罗庄自
幼颖慧过人 # 读书颇具悟性 #

这也为日后其自悟为词之道
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父罗振常
在 *祭长女庄文 ,中曰 % &汝幼
时由予授读 #仅毕 .四子书 /而
止! 诗古文辞#初未讲授#汝乃
摸索而自得之# 下笔即斐然成
章#尤工于长短句! "天赋有之#

悟性有之# 故虽因外力而被迫
弃学#其也能自学成才!一则在
女红为妇女第一要义的传统
中# 罗庄不得不迎合世俗习女
红而辍读! 母亲希望罗庄能事
女子之正务# 同时也并不完全
杜绝其为学之路#其母在*初日
楼续稿, 序中云%&长女庄幼即
嗜读#余既嘉其勤学#又恐其荒
女子之本务#恒以为忧! 稍长#

乃舍去而专攻针黹! 且佐余理
家政#抚幼弟#日无余晷! 余喜
其知所本也#偶有把卷#辄不之
扰! "二则时事使然#家境渐趋
窘困# 在父亲无暇顾及子女的
教育之际# 其偷偷自学以成所
好!随着家境每况愈下#父亲罗
振常因生计而奔波于外# 故罗

庄 &渐长辍读 #专习女红 #然犹
耽坟籍!家无长物#陈编蠹简尚
所不乏# 庄暇窃读之# 或误针
黹# 遭母责不能竟弃也"(罗振

常!%初日楼正稿&序$

!"()

年上

虞罗氏铅印本)! 及至稍长#罗
庄已对词有自己的见解# 并小
有所成#罗振常云%&偶小病#整
理旧词遣闷#有当时未录存者#

向索必得#知其好此!因与论诗
词#多中肯语! 稍稍奖之#乃踟
蹰出一小册# 则所作俨然成帙
矣!阅之#颇近自然#不类初学#

而词为较胜! "(同前)这些不得
不说是罗庄的聪慧$ 其对词的
天然领悟力和由衷的喜爱故而
能成之! 连并不十分赞成女子
舞文弄墨的母亲张筠也不得不
由衷赞叹%&夫庄自幼时# 夫子
粗授以文义#即糊口四方#初未
加以启迪!乃他人钻研毕生#或
尚未得途径者#庄以随意得之#

此固天也#非人也(张筠!%初日

楼稿&序)! "

其二# 家庭学养之耳濡目
染! 罗庄的母亲张筠为名门之
后#是一位有文采的女性#著有
*练潭书屋遗集,传世! 父亲罗
振常虽因生计而无暇兼顾子女
的教育# 然家庭中所营造的文
化氛围# 尤其在词方面潜移默
化的熏陶是罗庄性喜填词的重
要原因!罗振常在*初日楼正稿,

序中云%&而予家藏诗甚少#词则
名家几无不备!予又多作词少作
诗#亦濡染使然也! "家中丰富的
名家词集收藏给罗庄提供了学
词的物质基础#潜移默化中影响
了她对创作文体样式的选择!父
亲多作词少作诗同样潜移默化
中影响了她的选择及对填词的
认同#让罗庄参与词集校对等工
作也在文学实践中强化了她对
词的体悟#&夫子早岁作诗#后乃
辍作#顾烦忧无可写!乃复作词#

尝命庄清缮旧稿#时亦命其助校
前人之词! 故庄于词尤好#而所
作亦工于诗#出语多惊耆宿"(张

筠!%初日楼续稿&序$

!"($

年上

虞罗氏铅印本)!

其三# 填词符合其气质秉
性!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 作为
女性# 词更成为一种性灵之文
学 #伤春悲秋 $感时伤事等等 #

兴之所至#无不诉诸笔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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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韵事"!这一
点也颇得其夫周延年赞赏%&昔
人谓填词为小道# 殆以其无关
于民生国计#非学者之急务也!

若有闺帏能于中馈余闲# 以之
抒写性情 # 则亦不失为韵事 !

孟康内子雅擅倚声 # 运笔空
灵# 含思温婉# 深得词家正宗
(周 子 美 ! %初 日 楼 遗 稿 &

序)!" 所以# 罗庄本人对词体
的喜好以及词体与其气质秉性
之相符# 造就了她在词学上的

成就!

为词之路与创作述评

纵观罗庄的为词之路 #主
要集中于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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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女红针黹
之余的涂鸦初学! 此期以状写
春花秋月$流连光景之作为多!

罗庄在 *初日楼稿 ,卷末自记 %

&儿时趋庭受四子书 # 粗知文
义! 年十二三#从母氏攻针黹#

料米盐#遂废读! 然心之所好#

乘隙辄把一卷#间学为吟咏#不
自知其当否!缄稿于箧#未敢出
之! 11盖诸作大率流连光景#

而祗及春秋#不言冬夏!古人谓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良不
我欺!平日喜秋爽尤逾于春和#

故秋情尤多#兴之所至#不能强
也! "这一时期是罗庄独自摸索
为词之道的时期! 由于父亲为
生计忙碌而奔走# 母亲又不太
支持女子舞文弄墨# 故罗庄只
有在闲暇之际把卷自学小词 #

故词作尚处于模仿$ 摸索的阶
段#在词境上多有重复!诚如其
所言#纵观集中诸作#大多为吟
风弄月# 流连光景之内容! 如
*浣溪沙,一阕%&瑟瑟芙蓉颤晚
霜#萧萧木叶下寒塘!深秋急景
太凄凉!白日时闻虫斗响#西风
乍起雁成行 ! 城头吹角又黄
昏! "萧瑟之秋景较春明更容易
呈现出深沉的意蕴# 然依旧不
离伤春悲秋的题旨! 然这一时
期部分词作却展现出一定的家
国情怀#于一闺中女子而言#实
属不易! 这部分词作主要集中
于罗庄十八岁时随家人东渡日
本时期!在日期间#罗庄创作了
不少作品# 皆描写了西京悠然
于世外的淳美# 冲和淡远! 然
而#&虽山川信美 # 惜非吾土 #

终难已故国之思 " (罗庄 ! %海

东杂记&)! 如&漫说终非吾土#

消愁抱 $ 且自流连 ! "(%满庭

芳'避地至日本西京 $ 山川信

美而不能减故国之思( 寻幽既

倦$感成此阙 &)$&故园庐舍应
无恙 # 竹树知生第几丛 "("鹧

鸪天 &)$&回首神州 #一夜乡心
万斛愁 " ("减字木兰花'壬子

中秋 &)等句 #皆流露出背井离
乡之人的故国之思! 这一时期
的作品虽于艺术性而言 #笔触
尚显稚嫩 #然由于罗庄远赴日
本之经历的特殊性 #不能不说
给其词作增添了某种更深沉
的内容 #这些作品也成为这一
期词作中的亮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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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闺友唱和
论学之活跃期!继

%"#%

年罗庄
父亲为其刊刻 *初日楼稿 ,后 #

罗庄创作经历了几年的沉寂
期 !

%"#%

年 *初日楼稿 ,刊刻
后#罗庄因忙于家事等原因#创
作并不勤! 尤其是长弟君鱼于
民国十三年即

%"#$

年
#%

岁时

早逝# 罗庄除了几首悼弟之作
外#几乎搁笔! &今自辛酉年成
诗词稿一卷#从此遂少所作!甲
子季春#鱼弟兰摧#为有生来未
经之奇痛#则更文通才尽$君苗
砚焚 "(罗庄 ! "初日楼续稿 &$

!"($

年上虞罗氏铅印本)又因
&哀悼殇弟 #当食而哽 #遂罹胃
疾! "(罗振常!"祭长女庄文&$

"初日楼遗稿 &$

!"*(

年钟灵印

字机印本)!

%"#'

年
+

月#因其
伯父罗振玉六十大寿# 罗庄赴
天津为之庆贺# 罗振玉因见其
气体不舒#身形消瘦#特留下她
调养#直到第二年春天#罗庄才
返回上海家中!罗庄*初日楼续
稿, 卷末小记记载了这段吟风
弄月的时光#&津寓群从多诸嫂
妹#朝夕聚晤#蒙古升相国女孙
飞霞$ 云锦两世妹# 又相与论
学#不虑岑寂! 除忆两亲外#时
复欢笑# 乃稍稍加餐# 气体渐
复!闺友多欲得所作#时有赠答
之什#所积渐夥! 归后一年#不
废讽咏! "故从

%"#'

年到
%"#*

年夏 *初日楼续稿 ,刊刻前 #是
罗庄创作的活跃期# 而尤以唱
和赠答之作为多! 诚如罗庄所
言# 因酬唱赠答之作多口占为
之# 故作品于字斟句酌相对不
足 # 出艺术上的精品则尤难 !

&余维稿随时积 # 亦当学与年
进#*续稿, 所作# 强半与人赠
答# 且往往不容思索# 迫令口
占#境虽较孰 #然熟则易流 #难
得绵密坚凝之作 "("初日楼续

稿&$

)"($

年上虞罗氏铅印本)!

然而# 经过了前期漫长的摸索
和创作上的初探# 从词创作艺
术而言# 此期罗庄于词体创作
已颇为娴熟# 也可视为其创作
的成熟期!当然#尽管艺术上臻
于成熟# 然由于词作境界的相
对狭隘# 故此期的词作仍给人
以面目雷同之感# 但亦有可观
之作#如其悼亡鱼弟诸作*临江
仙+晚检鱼弟遗稿# 凄咽就睡!

中夜梦醒#倚枕成吟,*浪淘沙+
鱼弟忌日#慈亲命偕季妹$俪弟
设奠斋中,*金缕曲+鱼弟忌日,

等#即胜在情真#沉痛淋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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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病多难
之际的零星创作期! 这一时期
作品不多# 一方面罗庄由于婚
后日常生计的操持$ 子女的陆
续出生和养育重任以及家难频
作-另一方面#罗庄因鱼弟过世
后#因悲伤而落下病根#虽在天
津经罗振玉一家细心调理后已
大有起色#然依旧体弱多病#身
体状况不佳# 故于文学创作而
言# 少了一份闲适的空间和吟
咏的情怀! 但这一时期有一个
重要的现象# 即罗庄的作品开
始走出闺阁# 出现在公众的视
野!

%"#)

年#&暮春#侍父母赴
杭州游西湖#尽室偕行#留连数
日#殊惬心!仿欧阳修*西湖好,

词#联章成*采桑子+西湖好,十
阕 #均刊登于 *词学季刊 ,第一

卷第二号"(罗静) 周世光!%初

日楼主人罗庄年谱 #$%初日楼

稿#$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年

版)!另一首词*减兰+王季淑姊
斋中昙花开#半日而敛!初放时
以摄影术留其形#制为小帧#分
诒同人! 悬之壁间#因题此阙,

也刊登于
%"&&

年同一期的*词
学季刊,上! *词学季刊,刊登的
女词人作品并不多# 同一期刊
印二十二首作品# 而罗庄作品
竟占了十一首!

%"&"

年#罗庄
病重之际# 钱单士厘自北京来
书问疾#并请罗庄告知近著#欲
将其作补入所著 *清闺秀艺文
略,中!罗庄病逝后#单士厘*悼
初日楼主人罗孟康,&尺素无缘
达#仙凡遽已分! 芳徽虽未晤#

佳句已传闻"等语#恰恰说明了
罗庄其时早已文名在外!

抗日战争爆发后# 由于战
事严峻#罗庄避地浔溪#几近搁
笔! 此期较有明确时间指向的
唯有

%"&)

年
&

月罗庄辽宁探
望罗振玉之际所作*被兵脱险#

渡辽省伯父母 # 敬步伯父原
韵,!之后#罗庄病情急转直下#

同年
$

月回上海#&九月二十九
日 #忽发头晕症 #乃贫血所致 !

十一月二十三日吐血# 医者曰
病肺"!

%"&"

年
*

月#&延淮安
名中医刘树农来诊# 谓庄病已
甚#来春恐危殆"!

%"$(

年#&庄
病加剧#频吐血!雪堂公自闻其
病#屡致辽参! 五月#雪堂公罗
振玉病逝于旅顺! 家人不敢即
告! 数月后#庄辗转得知#悲痛
几绝"!

%"$%

年#&春#刘树农复
来诊#曰%庄病已不可治! 三月
十七日#移居金城里邈园公宅!

二十六日大吐血# 二十七日子
时卒"(罗静) 周世光!%初日楼

主人罗庄年谱#)!故
%"&)

年之
后#其病体支离#作品几绝!

罗庄生非其时# 生活于忧
患之境# 其唯有于文学中暂觅
愉悦之心境#诚如罗振常所言#

&汝之愉悦心情只在伸纸疾书
之候#外此皆愁苦之境矣! "罗
庄聪慧过人#悟性颇高#尤喜填
词#也获得外界认可#其夫周延
年云 #罗庄 &早年既有集行世 #

人多激赏之!时朱彊村$况蕙风
两前辈方结词坛于海上# 颇喜
汲引后进! 闻蕙风甚欲致孟康
于女弟子之列# 而集中未见诸
老一言弁首#心颇异焉!后乃知
外舅心井老人恐盛名损福 #不
欲其有声于时而谢之也! "(周

子美!%初日楼遗稿#序)其父爱
女之心拳拳# 然罗庄纵使聪慧
过人$才华横溢#最终亦因家国
之难$生活琐务而香消玉殒!假
使换一清明盛世# 使其能恣意
为文# 罗庄于词学的创获将不
可限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
言# 罗庄的命运正是当时一代
才女命运的缩影!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

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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