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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宁调元十分重视诗序的创作，其诗序可分为赠别类、宴聚类、唱和类等多种类型，性质和功

能多样；其或提示时间，或点明地点，或记录事件，或介绍人物，史料价值较高；其意境开阔，气势

宏伟，文辞优美，对仗工整，引人入胜，艺术特色鲜明，堪称我国近代诗序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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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Value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Ning Diaoyuan’s Poem Pre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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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ng Diaoyua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reation of poem prefaces,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various types such as parting preface, feasting preface, singing and versifying preface etc.，with different 
properties and functions. His poem prefaces either indicated the time, or pointed to the place, or recorded events, 
or introduced people, and they have high historical value. His poem prefaces have broad artistic conception, 
magnificent momentum, beautiful language, neat antithesis and distinct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which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treasure of modern Chinese poem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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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序，指位于诗题之下、诗文之上 , 用来介绍

诗歌背景、主旨及补充诗歌内容的一段或数段文

字。由于其能扩充诗歌的内容、强化诗歌叙事和

纪实功能，诗序在唐代就已非常流行。杜甫的《同

元使君舂陵行并序》《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并序》《课伐木并序》《园官送菜并序》《种莴

苣并序》等，就是诗序与诗文本密切结合在一起

的诗歌。宁调元自幼就十分喜爱杜诗，立志学杜、

师杜，因而其在诗歌创作中也继承了杜诗的诗序

创作方法 [1]，并在诗序创作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

特色。

对于宁调元的诗序创作，学界迄无涉及。有

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特就这一课题作一论述，

以抛砖引玉，并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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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调元诗序的特点及类型

宁调元既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位勇敢无畏的革

命斗士，也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著名诗人。根据杨

天石、曾景忠所编《宁调元集》，宁调元现存诗

歌（含词作，下同）406 题，其中立志革命后创作

的诗歌 308 题，占比 76%。在宁调元革命生涯中，

有 1907 年至 1909 年以及 1913 年 6 月至 9 月两次

被捕入狱的经历。由于狱外同志们的努力，通过“完

满之金币主义”[2]，宁调元在狱期间不仅能够读书

学习、与外界通信联络，而且还能在狱室接待同

志们的来访，甚至与同志们宴聚，借以研究革命

工作，享有“不自由之自由”[2]198。所以，在他立

志革命后的诗歌中，两次入狱期间创作的诗歌多

达 271 题，分别占其诗歌总量和立志革命后诗歌

的 67% 和 88%，因而宁调元有“监狱诗人”之称。

值得注意的是，在宁调元创作的诗歌中，有与

诗文本连为一体的诗序作品 34 篇，其中 33 篇创

作于立志革命后，30 篇创作于长沙和武昌狱中，

分别占比 97% 和 88%。由此可见，宁调元绝大部

分诗序是在监狱这种“不自由之自由”的特殊环

境中创作的。这些诗序记录了宁调元在牢狱的方

寸之地读书学习和工作战斗之经历以及其所思、

所感和所想，在同时期革命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具

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从诗序的表示方式看，宁调元的诗词中既有在

题目中用“并序”或“有序”等字样标示的“明序”，

也有在题目中未标示“并序”或“有序”字样但

实际又存在的“暗序”。其中含有明序的篇目 5 篇，

即《经诒书塾留别王氏柏樵、纡青、萧韩、小衡诸兄，

并序》《懊恼五首寄文渠，有序》《游白云归，

感赋四章，并柬同游诸子，有序》《武昌狱中书感，

并序》《秋兴用草堂韵，并序》；含有暗序的篇

目 29 篇，即《题〈桃花扇〉后》《沪江杂事诗》《述

感四什》《春夜》《清明日忆亡友姚竞生》《题〈痛

史〉》《读史感赋八绝》《闻某书三大主义得四绝句》

《美人蕉歌，酬唐、谢二君》《赠约真》《解脱吟》

《秋夜怀人诗三十什》《蕉叶叹》《秋兴十章》《题

〈忏情记〉上卷十五什》《狱中杂吟，用日人幸

德秋水韵》《自忏诗》《柬湘浦》《伤春五什》《怜

我叠赋十律》《愿诗四十什》《至日诗七十什》《简

天梅》《唐守楩蹈江死，诗以哭之》《感怀四律，

和陈蜕盦用原韵》《玉莲花 •送春柬牧稀》《忆秦娥 •
伤别词》《忆秦娥 •后伤别词》《人月圆 •中秋感赋》。

从诗序的位置看，宁调元创作的诗序中，先序

后诗的诗前序 33 篇，先诗后序的诗后序只有 1 篇，

即《感怀四律，和陈蜕盦用原韵》之序。

从诗序的篇幅看，宁调元的诗序以 100 字以内

的短序为主，最短的应为《简天梅》的诗序，仅有“前

寄四诗，承依原韵相答，谨叠前韵，以谢盛意”18
字；但也不乏长序，《自忏诗》的诗序 200余字，《唐

守楩蹈江死，诗以哭之》的诗序则多至 300 余字，

而《武昌狱中书感，并序》的诗序，更是长达 430
余字。

根据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及诗序的性质与功能，

为方便研究起见，可将宁调元的诗序大致划分为

以下八大类：

1. 赠别类（2 篇）：此类诗序点明诗为与友人

分别时所作。

例如，《赠约真》序云：

身败名裂，幽于囹圄，下贱所难，谁复齿数？

约真二月来垣，肄业于城南。休息之暇，辄来省

视。形迹既疏，往返日密。所以惠我，兄弟不啻。

岂今日狐兔出没之世所数见之士哉？暑假既届，

行将归梓，因拟数言赠之 [2]55。

其他还有《经诒书塾留别王氏柏樵、纡青、萧

韩、小衡诸兄，并序》的诗序。

2. 宴聚类（2 篇）：此类诗序表明诗为记述宴

聚而作。

例如，《人月圆 •中秋感赋》序云：

调元邸湘狱，阅中秋者三。今年为己酉也，啸

樵师洎牧稀、式南、弼虞、荩生、钝子、虚竹诸君子，

相约聚饮于此 [2]181。

其他还有《感怀四律，和陈蜕盦用原韵》的诗

序。

3. 唱和类（5 篇）：此类诗序表明诗为与友人

唱和而作。

例如，《美人蕉歌，酬唐、谢二君》序云：

唐、谢二君，余莫逆交。一日，特购时花兰种

相贻，为慰岑寂，惟美人蕉一种尤佳。继念投桃

报李，昉于自古。适二君索诗，因作短歌以酬之 [2]52。

其他还有《简天梅》《柬湘浦》《至日诗七十

什》《游白云归，感赋四律，并柬同游诸子，有序》

等诗的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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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感怀类（14 篇）：此类诗序表明诗为抒发

某种情怀而作。

例如《秋兴十章》序云：

卧病索居，嗒然若丧。魂舍躯壳，周驰四宇。

去白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凛乎若秋气之逼

人也。时夜已半，推枕而起，挑灯拈韵，与蛩声、

鬼声、铁锁鎯铛声相响应，不自知其悲从中来也，

竟漫成七律十首 [2]65。

其他还有《春夜》《述感四什》《秋夜怀人

诗三十什》《愿诗四十什》《沪江杂事诗》《怜

我叠赋十律》《秋兴用草堂韵，并序》《闻某书

三大主义得四绝句》《蕉叶叹》《读史感赋八绝》

《懊恼五首寄文渠，并序》《解脱吟》《狱中杂吟，

用日人幸德秋水韵》等诗的诗序。

5. 追忆类（3 篇）：此类诗序表明诗为追忆往

事而作。

例如，《自忏诗》序曰：

蘧伯玉曰：“吾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

非。”我生不幸，逢此百罹，人情险阻，世道崎岖，

间尝领略之矣。今年近三十，如骑劣马下危坡，

不早收缰，后虽悔之，又将何及？元旦试笔云：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盖发大誓愿：誓从今起，有谈政治讲种族者，吾

必唾其面，或谈团体道民权者，亦复如是。山长

水远，空悲行路之难；地棘天荆，合辟孤行之径。

断情根以慧剑，贮热血于冰洋。吾掩吾目，吾塞

吾耳，吾拊吾口，吾结吾舌。作《自忏诗》二首，

以矢弗谖 [2]81。

其他还有《伤春五什》《武昌狱中书感，并序》

等诗的诗序。

6. 伤悼类（4 篇）：此类诗序表明诗为追悼友

人而作。

例如，《清明日忆亡友姚竞生》序云：

乙巳冬，日廷颁布《取缔规则》，我留学界组

织联合会以反对之。陈子星台奋不顾身，死于大

森。姚子竞生渡海而西，倡办中国公学。见经费

不足，同事者日花天酒地，不以在意，至清明日，

遽捐躯黄浦江。越四十七日，余等扶其柩，合葬

于麓山之阳。触当道忌，复以他故，遂贾邹阳之

祸。今日何日 ? 俯仰之间，一年又周。节同时异，

物是人非。心非铁石，未免感慨系之 [2]48。

其他还有《唐守楩蹈江死，诗以哭之》《忆秦

娥·伤别词》《忆秦娥·后伤别词》的诗序。

7. 品评类（3 篇）。此类诗序指出诗为评价某

些诗文而作。

例如，《题〈痛史〉》序云：

《新小说》，保皇党机关杂志之一。惟所载《痛

史》，写宋室沦亡，元丑窃僭，悲壮吁戏，自是

有心人作，不可与《新民丛报》等一概抹煞，惜

后半编不能一睹耳 [2]48。

其他还有《题〈桃花扇〉后》《题〈忏情记〉

上卷十五什》等诗的诗序。

8. 劝告、鼓励类（1 篇）：此类诗序表明诗为

规劝或鼓励友人而作。

例如，《玉莲花·送春柬牧稀》序云：

玉莲女士者，牧稀之细君也。吴头楚尾，久感

离居。牧稀朝暮抱其小照，思之不已，餐食为减。

倚此调之 [2]169。

这些诗序，扩充了诗歌的内容，强化了诗歌叙

事和纪实功能，为引导读者正确理解诗歌的主旨、

宣传革命思想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宁调元诗序的史料价值

宁调元虽然两度入狱，但他“铁锁锒铛带笑

看”[2]37，表示“不管习风与阴雨，头颅尚在任吾

狂”[2]74，渴望“祝身化作千百亿，日日东西南北

之”[2]51。因此，在狱外同志们的帮助与配合下，

宁调元继续积极开展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为民

主革命大业作贡献。与此同时，在其诗歌创作中，

宁调元善于利用诗序的叙事和纪实功能，或提示

时间，或点明地点，或记录事件，或介绍人物，

从而使其诗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1. 提示时间

例如，《述感四什》序中云：“牢狱生活，忽

忽百日。”[2]45 宁调元 1907年 1月入狱，“忽忽百日”

就提示此诗写于 1907 年 4 月的长沙狱中。

又如，《赠约真》序中云：“约真二月来垣，

肄业于城南。休息之暇，辄来省视。……暑假既届，

行将归梓”[2]55，其中提示此诗写于 1907 年夏长沙

狱中。

再如，《秋夜怀人诗三十什》序云：“余以客

岁触吏议，扞文网，经冬徂暑，转瞬秋来。”[2]61

宁调元于 1907 年 1 月 28 日（农历丙午年腊月

十五日），即“客岁”之冬这段时间被捕，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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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秋写作了此诗。

此外，《忆秦娥·伤别词》序中“八月初八午

前十二时”[2]178，《武昌狱中书感，并序》序中“时

癸丑六月”[2]141 等语，也都提供了明确的时间范围。

2. 点明地点

例如，《题〈桃花扇〉后》序云：“幽在囹圄，

益恍于世情矣，为题一绝。”[2]39《读史感赋八绝》

序曰：“余既与世多忤，禁锢长沙，知世途多艰”[2]49，

《秋兴十章》序云：“时夜已半，推枕而起，挑

灯拈韵，与蛩声、鬼声、铁锁锒铛声相响应”[2]65，

等等，均点明其诗作于长沙监狱。

又如，《人月圆 • 中秋感赋》序中云：“调元

邸湘狱，阅中秋者三。今年为己酉也”[2]181，则点

明此词作于己酉年的中秋节，1909 年 9 月 28 日的

长沙狱中。

再如，《秋兴用草堂韵并序》序云：“癸丑邸

系武昌，自夏徂秋”[2]144，点明此诗 1913 年作于

武昌狱中。

3. 记述事件

例如，《柬湘浦》序云：

湘浦之肄业北京大学也，来函谓：一夕引余

出狱，两狱卒偕，是晚止宿其家。余据案成诗章，

有“到眼河山瘦，□胡岁月肥”之句。湘浦以肥、

瘦二字用得奇绝，方用沉吟，转瞬则不知余之所在。

披衣起视，灯火微明，东方未白，始知春梦婆恶

作剧也。余得书，因即足成一律，并寄湘浦 [2]88。

此序采用浪漫主义手法，记录了狱中一晚所做

之梦，将宁调元在狱中盼望出狱的迫切心情表现

无余。

又如，宁调元在长沙监狱期间，革命战友刘彦、

文斐、傅尃、潘昉、潘昭、阳绍城等不仅常来探望，

而且有时还在监狱中与宁调元举行宴聚，借机交

流狱外的革命形势，研究革命工作。《感怀四律，

和陈蜕盦用原韵》序云：

重九，蜕盦、牧希、今希、竹云、笛三诸君皆

会饮于敝处 [2]147。

寥寥数语，即将此次与友人聚会的时间、地点、

人物、事由（欢度重阳节，并借以研究革命工作）

交待得一清二楚。

再如，《游白云归，感赋四律，并柬同游诸子，

有序》序云：

七月既望 , 英伯发起作石门之游 , 君衍有北郭

昌华之约。连日征还 , 老子于此 , 兴复不浅 , 以为

广州附郭名山 , 首数白云 , 舟车四至 , 而不及此 ,
诚恐山灵笑人。此次同去者 , 为梅县谢英伯、顺德

黄晦闻、蔡哲夫、镇江王君衍、苏州李茗柯、南

海潘致中 , 并余为七人，在能仁寺一宿而返 [2]140。

从而将 1912 年 8 月 28 日（农历七月十六日），

宁调元与谢英伯、黄节、蔡哲夫等 7 人游览广州

白云山，借以商议组织南社广东分社以反对袁世

凯独裁专制统治之事记述得十分清楚。

4. 介绍人物

宁调元的诗序，不仅有时间、地点、事件的记

记载，也不乏对人物的记述。

例如，《狱中杂吟，用日人幸德秋水韵》序云：

幸德秋水者，日本提倡民生主义最力之人也。

前岁以主持《直言报》触当道忌，下狱禁锢数月。

余悲其遭遇与主义之相同也，立和五绝，其原韵

间有出入处因之 [2]76。

序中介绍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先驱幸德

秋水，阐述了用幸德秋水韵之缘由。

又如，《唐守楩蹈江死，诗以哭之》序曰：

丁未年七月十八日，实我同乡唐震礎投江之

期也。唐君者醴陵人，从东瀛束装返国，历上海

至南京，睹一切政治、实业之腐败如故也，学士、

大夫之酣歌游嬉犹昔也，侦探、警察之骚扰不堪

也，轮船、民舟之稽查备至也，喟然曰：不自由，

毋宁死！黑雾屯天，荆榛塞地，可怜哉，亡国奴！

水远山长，何处是托足地？英人之治印度，法国

之待越南，岂若此其甚乎？吾其去此。买舟经黄

石港，遂跃身出船舱投水死。越十有二日，噩耗

达湖南，予闻而悼之：嗟乎！余比年来，一幅血

涕向江流洒尽矣！兔死狐悲，常饮切肤之痛；卧

薪尝胆，宁忘句践之仇？自失身陷□□罗网中，

马角不生，乌头未白，匪特不能为人雪耻，而又

穽之日暮途穷，人间何世，以此思哀哀可知矣。

曹孟德之诗曰：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江文通之

赋曰：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余何不辰，

偏逢此酷。爰感慨而赋之 [3]。

此序 300 余字，简介了唐守楩的生平及其蹈江

的时间、原因，为读者认识唐守楩、理解此诗提

供了充足的背景信息。

再如，前述《清明日忆亡友姚竞生》的诗序，

数语之间，把姚宏业因反对“取缔规则”而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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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嗣因经费不足而投江自尽以及由宁调元等

将其葬于长沙岳麓山等情况述说得一清二楚。

由于宁调元的诗序记述了某一时期、某一地点

的人和事，其不仅为读者正确理解其诗意提供了

条件，而且对于研究或考证其相关时期思想和活

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例如，为了相互关心、砥励志节，宁调元常与

战友们互相唱和，并乐此不疲：“良友千里，互

相唱答，罔计工拙，亦一时韵事。”[2]2131908 年 1
月 20 日，宁调元狱中笔记记载：“文渠十五（日）

来诗一首，并索和。”[2]40624 日的笔记又记载：“上

午和文渠七律四首。”[2]406高旭对之也深有感慨：“往

年君系长沙狱，唱和情深两地痴。今日武昌重被

锢，又劳千里寄新诗。”[4] 从而赢得了战友们“诵

君诗句当离骚”的赞誉 [5]。由此可见，宁调元唱

和类的诗序也是这种战友之间互相唱和的一种重

要见证。

又如，宁调元 1908 年 2 月 5 日的笔记记载：

“抄录日人幸德秋水《狱中杂吟诗》五章。”[2]409

这一记载与前述《狱中杂吟，用日人幸德秋水韵》

诗序相互印证，反映了宁调元 1908 年 2 月在长沙

狱中学习与唱和幸德秋水诗作的情况。

再如，前述追忆类的《自忏诗》诗序中有“元

旦试笔”之语，又查宁调元致好友傅尃信（未署

日期）中有“虚竹来，蒙寄付各种，均收到矣。……

嘱录近作，谨择《自忏诗》二章如下”[2]195 之语，

而宁调元 1908 年 1 月 1 日的笔记记载：“上午，

虚竹、是男来自东京，带归四史及诸子书五十

种。”[2]402 综合以上诗序、信及笔记之间的三者互

证，我们不难判定，《自忏诗》诗序及诗本文作

于 1908 年 1 月 1 日，宁调元致傅尃信写于稍后。

还需要指出的是，宁调元的诗序不仅可作为解

读宁诗、研究宁诗以及宁调元生平思想与活动的

重要史料，而且也为研究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提

供了可靠的史料。

例如，关于姚宏业投江自尽的日期问题，史学

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 3 月 3 日、3 月 7 日、

3 月 27 日、4 月 6 日、5 月 6 日等五种说法，以致

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相关事务时也感到无所适从。

1990 年 10 月，长沙市政府为岳麓山姚宏业墓所立

之碑中只是说姚宏业“1906年 5月投黄浦江殉国”。

与此同时，被毛泽东誉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

事”[6] 的禹之谟、宁调元等人领导长沙万余学生

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的时间问题，史学

界也是众说纷纭，有 1906 年 5 月 23 日、5 月 25 日、

5 月 29 日、6 月 10 日、7 月 11 日等五种说法。宁

调元 1907 年 4 月 6 日《清明日忆亡友姚竞生》诗

序中说：“至清明日，遽捐躯黄浦江。越四十七日，

余等扶其柩，合葬于麓山之阳。”根据此说，丙

午年清明节是三月十三日即阳历 1906 年 4 月 6 日，

是姚宏业投江的日期；过 47 天，便是丙午年闰四

月初一即阳历 5 月 23 日，是公葬姚宏业于岳麓山

的日期。宁调元与姚宏业曾是一对并肩战斗的战

友，1905 年底共同组织和参加了反对日本政府针

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取缔规则”运动，后又一同

回到上海创办中国公学，而公葬陈天华、姚宏业

于岳麓山的活动也是宁调元亲自发起和参加的。

因此，对于当时姚宏业投江和公葬的重要时间节

点，宁调元应当是清楚的。笔者通过查考姚宏业

遗书上所署的确切日期和《申报》当时对公葬的

报道等史料，也证实了宁调元诗序中所说这两个

日期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因而它是圆满解决以上

两个长期争论问题的真实可信的有力证据 [7]。

三、宁调元诗序的艺术特色

宁调元的诗序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

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第一，文辞优美，对仗工整。宁调元的诗序多

用诗的语言、对仗的句式，不仅透露出诗人对诗

序的重视，而且显示出其高雅的品位。

例如，《经诒书塾留别王氏柏樵、纡青、萧韩、

小衡诸兄，并序》序云：

金风焰歇，老圃秋残。云敛烟霏，萧斋寂寞。

忘形鹿豕，寄迹鹪鹩。伐木相求，联床未几。抚

念畴昔，黯然魂销。仆本恨人，君真健者。折枝

江岸，携手河梁。壮士去兮，班生行矣！欲别难别，

日下愁长 [2]30。

不难看出，此序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四言诗。

又如，《秋夜怀人诗三十什》序云：

秋日萧索，浮云无光。履景吊心，倭其寡欢。

凤哀鸣以求侣，兽独处而泣群。人事幻其无端，

万类触而皆非 [2]61。

此序前后两句分别是四言句和六言句，错落有

致，颇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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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懊恼五首寄文渠 , 有序》序云：

天台归去，桃花渺然。我所思兮不见，欲往从

之奈何？旧恨重重未消，新愁袅袅来搅。泪眼欲枯，

方寸如灰。感而赋此，悲歌当哭 [2]116。

此序也是由诗句组成，四言、六言交替呈现，

中间两组六言句对仗工整、意味无穷。

此外，《秋兴十章》序云：“卧病索居，嗒然

若丧。魂舍躯壳，周驰四宇。去白日之昭昭，袭

长夜之悠悠。凛乎若秋气之逼人也。”[2]65《题〈桃

花扇〉后》序云：“不履羊肠者，不知道路之险；

不经洋海者，不知风浪之恶。”[2]39《述感四什》

序云：“日月不居，时序如流。牢狱生活，忽忽百日。

傅玄之独悲身世，无地求生；袁安之每念时艰，

自然流涕。”[2]45 等等，这些诗序都诗意绵绵，且

讲求对仗或对偶。

诗序常以散文文体呈现，而宁调元的诗序则追

求韵文化，讲求句式、对仗和对偶，力求文辞精

美，从而形成了其诗序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她

犹如一支乐曲的前奏，不仅自身优美动听，且为

后面的“乐章”即“主旋律”确定了基调和风格，

两者融合成一首和谐美妙的乐曲。

第二，意境开阔，气势宏伟。宁调元学识渊博，

即使对于如诗序这样的提示性、辅助性文字，也

毫不马虎，力求着眼高远、思路宽广，使之有意境、

有气势，从而有效地增强其表现力和感染力。

例如，《闻某书三大主义得四绝句》序云：

仆本愁人，尤多恨事。天公沉醉，排阊阖以何

年？国步艰难，惨风云于后日。大泽无斩蛇之望，

壮怀少投笔之机。是以庾信文章，悲歌乎身世；

屈原幸直，发咏夫兰荃。苏轼《蛰龙》之诗，贾

生《鵩鸟》之赋，寓遥深之寄托，摅感慨于生平。

庶香草美人，难问妖言之罪；蒹葭秋水，聊伸痛

定之思 [2]51-52。

序中，宁调元感叹自己不能像刘邦那样在大泽

斩蛇起义，不能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反而像屈原、

苏轼、贾谊那样蒙冤入狱。此序文字优美，融四、

六、七言诗句与四六骈句于一体，且用典巧妙、

联想丰富、意境广阔。

又如，《伤春五什》序云：

仆迍邅一命，侘傺百罹。阮籍疏狂，未殊故态；

贾生痛哭，不过中年。既丧狗之无归，悼神骓之

易逝。苏玉局蛰龙之祸，周武侯牍背之辞。嵇康

之意不扬，安国之灰长死。漫漫长夜，无路问天；

耿耿寸心，常思填海。既吊沧桑于今古，复悯陵

谷之迁移。口舌犹存，芳菲可恋。遂乃广孝标之

意，咏仿《玉台》；掷祢衡之槌，歌听《团扇》。

若谓靖节《闲情》一赋，有玷清声；屈平香草之思，

无关宏旨，是则鲰生知罪者也 [2]95。

此序也是融四、七言诗句与四六骈句于一体，

联想丰富，用典巧妙，意境开阔，表达了感叹身世、

感念时艰的情怀。

再如，《武昌狱中书感，并序》之序云：

东望夏口，西望武昌。满眼劫灰，三月咸阳

之火；秋坟鬼唱，昨年江上之魂。此古战场，李

华过而流涕；竟非吾土，王粲倦而登楼。范希文

经世之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屈正则卜居之痛，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

独清。进退已成羝羊，公私且问蛤蟆。自共和始

创，专制既除，两纪于兹。九州之内，商不安业，

农不归耕。在朝无百年长治之谋 , 在野存旦夕苟延

之想。飞燕覆巢之惧 , 城犹是而人已非；啼鹃望帝

之声，树欲静而风不息。山崩钟应，险象环生。

兔死狗烹，恶因迭种。出东门而怀天路，依南斗

而望京华。虎去狼来，一蟹不如一蟹；风凄雨苦，

后人还哀后人。宫之奇尽室以行，鲁仲尼临河而返。

子胥殉波臣而抉双目，梁鸿瞻宫阙而发五噫。人

之云亡，天胡此醉 ? 余为民请命，远祸无方。龙

有鱼服之嫌，遂困豫且；路多羊肠之险，谁闵劳人 ?
化为精禽 , 识孽缘之未尽；踢翻鹦鹉，原儿戏之所

无。市虎竟骇听闻，灵犀莫辟鬼魅。后沤续前沤

而至，鼠穿屋而有牙；来日与去日俱难，马何时

而生角 ? 此皆天心之未悔祸，抑亦人事之莫如何

者也！ [2]141-142

此序虽长达 400 余言，但长而不乱，比较系统

地描述了民国创建一年多来，由于袁世凯的专制

统治，“在朝无百年长治之谋，在野存旦夕苟延

之想”，以致“商不安业，农不归耕”，“一蟹

不如一蟹”的社会现实，并回顾了自己在“为民

请命”道路上的坎坷曲折经历，表达了“生死何

常，凭诸天命”、革命到底的决心。此序不仅记

述了民国创建一年多来的现实，具有较高的史料

性，且集诗句与骈句于一体，对仗工稳，对偶工

整，用典贴切，出语自然，沉郁顿挫，气势雄伟，

与诗文本相映生辉，富于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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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诗序中的精品佳构。

第三，铺垫烘托，引人入胜。宁调元还善于以

简短的诗序进行铺垫烘托，或点醒，或交待，从

而使其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例如，《忆秦娥·伤别词》序云：

黑狱曼曼，见天无望。每忆旧游，生离死别，

各成隔世。偶诵《清真》“沉思前事，似梦里，

泪暗滴”之句，不觉有所触感，凄然达旦，泪如

零雨。晓起，倚声成《伤别词》十阕，聊以写忧 [2]178。

寥寥数语之后，10 阕以“伤离别”开头的诗句，

将诗人长期郁积于心的对“生离死别，各成隔世”

旧友的深沉思念，如排山倒海般地奔涌而出，读

之令人肝肠寸断。其中最后两阕云：

伤离别，西风卷地梧桐叶。梧桐叶，哀蛩啼露，

孤鸿唳月。　　居平只苦欢娱歇，沈腰潘鬓堪愁绝。

堪愁绝，沉沉梦境，迹痕都灭。

伤离别，秋娘庭院天涯隔。天涯隔，暮蝉续断，

夕阳明灭。　　当时泪与星星血，重来处处棠梨发。

棠梨发，从今岁岁，佳期虚设 [2]179。

又如，《愿诗四十什》序云：

丙午夏，旅居沪渎。见某君著《愿诗》如干章，

每叹佳绝。幽忧无聊，偶触《晨风》之感，遂捧

东家之心。定盦句云：“此意不可语，有若茹大鲠。”

乌乎！此三百篇中所由多寄托之作也欤？ [2]105

运用“从对面写起”的手法，表达对家乡爱妻

的思念，是宁调元在狱中创作情诗的特色之一 [8]。

此诗序点明其诗因《诗经》中描写一个女子痴心

地渴望和等待见到朝思暮想的“君子”的《晨风》

的“偶触”而作，之后诗人借女子对丈夫思念和

祝愿的 40 首五绝愿诗，尽情抒发了自己对爱妻的

无尽思念和祝愿。

再如，《至日诗七十什》序云：

良夜静寂，薄寒中人，心渗意凄，悲不可抑。

闻今日为至日也，因忆杜诗有“冬至阳生春又回”

之句，接续演之，得如干章 [2]107。

接下来，诗人以 70 首由“冬至阳生春又回”

之句开头的诗篇，使其感时伤怀之情意，奔流喷涌，

恣意汪洋，一泄千里。

宁调元伤悼类的诗序，也像暴风雨来临前的电

闪雷鸣，为后面暴风雨般的情绪的奔涌发泄作了

很好的铺垫。

例如，《忆秦娥·后伤别词》序云：

余著《伤别词》成后，饮酒半斗，微有豪兴。

因检近人词数卷，随手翻阅，或且朗诵，至徐女

士《金缕曲》一阕，因词涉璇卿，不禁不能成声。

夫璇卿与余不过一面之识，路人皆知，诚不审其

何以伤心至此也。岂所谓兔死狐悲耶 ? 因补成一阕，

以媵其后 [2]179。

诗序中述说偶因徐自华诗，想到曾经与之并肩

战斗沪上，还蒙其送别并赠送录有其《醉歌》诗

的团扇而如今却阴阳两隔的秋瑾，以致“不能成

声”，遂和着血泪吟成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伤离别，虹桥载酒当时节。当时节，徐娘虽老，

豪游能说。　　偏偏好事多磨折，一生一死交情绝。

交情绝，江山如此，泪珠盈睫 [2]179。

又如，前述《清明日忆亡友姚竞生》和《唐守

楩蹈江死，诗以哭之》经过其诗序的铺垫和造势后，

前者诗云：

望渺渺兮隔海溟，鲸鲵未斩浪花腥。杜鹃啼血

千山紫，春草留烟万里青。百二山河同败絮，两

三亲友各飘萍。伤心又过清明节，樽酒招魂何处

汀？ [2]48

后者诗云：

一呼一吸一障碍，始信不如归去休。楚水楚山

皆是恨，蛮烟蛮雨哪堪愁。陆机感逝当年赋，宋

玉悲来何处秋？国士无多沦落尽，青磷遥夜起山

丘 [2]123。

二者都具有扣人心弦、催人泪下之艺术效果。

宁调元的诗序之所以能够独具特色，除了其固

有的诗歌艺术素养的原因之外，还与当时创作环

境有关。由于身处监狱，宁调元有大量时间对其

诗序吟咏、推敲和雕琢，努力使之尽善尽美。例

如，《武昌狱中书感，并序》完成后，即由前来

探望的战友带出，经叶楚伧题记后在 1913 年 7 月

16 日的《民立报》上刊登，其对于激励战友们奋

起反对袁世凯产生了重要作用。初稿的诗序云：

东望夏口，西望武昌。焦土留痕，想见阿房之

火；战场自古，谁招江上之魂 ? 飞燕依旷野以结巢，

辽鹤向荒城而涢涕。山崩钟应，险象环生；鸟尽

弓藏，恶因暗种。已亡羊于歧路，顾止沸而扬汤。

用是周岁以来，九州之内，商不安业，农不归耕。

决专制之声，阗于耳鼓；促瓜分之祸，逼于眉尖。

蜀洛党争，方振相当之旗鼓；江河日下，无非自

杀之机媒。宫之奇尽室以行，孔仲尼临河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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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瞻宫阙而发五噫，子胥对国门而挂双眸。人

之云亡，天胡此醉 ? 余为人民请命，远祸无方。

江有不靖之潮，市多噬人之虎。鬼狐布毒，利在

金钱；罗网当空，穷于风影。时维六月，遂与于祸。

呜呼 ! 死亦何常，凭诸天命；物极则反，谁识未然 ?
用诗以纪其事 [9]。

不难看出，此序与前述修改后的诗序比较，其

艺术性与气势自然逊色不少。

总之，宁调元对于诗序，用心用工，精益求精，

使之与诗歌有机地融合一体。其诗序创作达到了

与诗歌创作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艺术境界，堪

称中国近代诗序中的珍品。

参考文献：

[1] 邓江祁 . 论宁调元对杜诗的传承与发扬 [J]. 湖南工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7(4)：83-90.
[2] 杨天石，曾景忠 .宁调元集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198.
[3] 太 乙 . 感事 [N]. 广益丛报，1907-11-05(1).
[4] 郭长海，金菊贞 . 高旭集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 2003：198.
[5] 邓江祁 . 宁调元对屈原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J]. 云梦学

刊，2022，43(2)：62-67.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毛泽东早期文稿 [M]. 长沙：湖

南人民出版社，2008：577.
[7] 邓江祁 . 姚宏业投江自戕究竟是在哪一天：兼考公葬

陈天华、姚宏业日期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
40(4)：23-25.

[8] 邓江祁 . 论宁调元的情诗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1，26(3)：115-122.
[9] 宁调元 . 宁太一狱中作 [N]. 民立报，1913-07-16(12).

责任编辑：黄声波

（上接第 80 页）

[3] 王慧敏 . 后电视时代的中国影视剧发展图景 [J]. 北方

传媒研究，2019(3)：9-12.
[4] 谭 天 .后电视的转向与转型 [J]. 编辑之友，2020(1)：6.
[5] SHARRATT M，USORO A.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Sharing in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J]. Electronic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3(2)：188.

[6] BELK R. Sharing[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0(36)：717.

[7] STACK C B. All Our Kin：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M].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4：175.
[8] BOTSMAN R，ROGERS R. 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M]. New York：
Harper-Collins，2010.

[9] FRENKEN K，SCHOR J. Put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into Perspective[J].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2017(23).

[10] HEINRICHS H. Sharing Economy：A Potential 
New Pathway to Sustainability[J]. GAIA-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cience and Society，2013(22)：230.

[11] 刘立刚，段豪杰：共享传播：社会化媒体的权力与

权利重构 [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8(2)：74.
[12] 孙 江，何 静，张梦可 . 智能传播秩序建构：价值

取向与伦理主体 [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20， 25(1)：43.

[13] 柴巧霞 . 全媒体矩阵中电视赈灾新闻的创新突破与

话语重构 [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0(3)：25-26.
[14] BARBATSIS G. Reception Theory[M]//SMITH K，

MORIARTY S，BARBATSIS G，et al. Handbook of 
Visual Communication：Theory, Methods and Media. 
New York：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5：
271.

[15] LOTZ A D.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Television in 
Transformation[J]. Critical Studies in Televis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levision Studies，2018，13 (4)：
491.

[16] JENKINS H. 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18.

                              责任编辑：黄声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