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 11月 30日

2

HANG�GAO�REN

责任编辑：高利

3

2012年 11月 30日

HANG�GAO�REN

责任编辑：高利

断食日志小资料

《断食日志》是中国近

代文化艺术大师李叔同

（弘一法师）1916年在虎跑

断食时写的日记手稿。 李

叔同的断食时间， 准确地

说是 1916 年 12 月 25 日

至 1917 年 1 月 11 日，前

后共 18天。如果加上他入

山和返校的两天， 共 20

天。《断食日志》详细地记

录下了李叔同在杭州虎跑

寺断食期间的生活细节及

每日身体所发生的生理变

化情况，全篇约万余字，文

字酣畅，字体超逸。

李叔同的《断食日志》

手稿， 记在当时浙江第一

师范学校专用的稿笺上，

稿笺为两面开页， 中缝印

有“甲寅一师运动会纪念

品“字样（该稿笺在李叔同

其他文字的用纸中尚没有

发现）。手稿外断食日志加

一页封面， 封面左侧上端

题“断食日志”，加朱砂红

框；题下写有“丙辰新嘉平

一日始，断食后易名欣，字

叔同，黄昏老人李息”等两

行小字， 下钤“李息翁印

章”。封面右侧上端竖书日

文两行， 译成中文， 意即

“不可思议的修行”， 字旁

加朱红双圈。 日志共 15

页，加上封面 16 页。 从封

面右侧线装孔痕迹推断，

日志曾被装订成册。

《断食日志》 手稿，已

经后人重新装裱， 为一本

32 开本 20 页的册页。 册

页用蓝布装祯， 上有西泠

印社社员、 金石碑版考据

专家、 鉴藏家陈伯衡的隶

书题签“社友李叔同先生

手稿”，落款为“章氏霜盖

庵藏，丁酉夏四月题，专伯

衡”，下有朱文圆印“陈”。

扉页有原浙江省文史馆馆

长，西泠印社社长、书法家

张宗祥手书的“断食日志”

四字，旁题“霜盖庵藏，弘

一上人遗墨， 丙申冬张宗

祥题， 时年七十有五”，钤

印两方“张宗祥”、“手钞六

千卷楼”。扉二贴有李叔同

青年时期的照片一张，照

片上有李叔同题写的落款

“光绪庚子摄影，戊午夏检

奉申甫仁者，演音”，右下

盖有“堵申甫”印章。 该页

右侧有霜盖的“李叔同先

生二十一岁照像”题字，左

侧录书李叔同在浙一师时

所作的《悲秋》词一阙：“西

风乍起黄叶飘， 日夕疏林

杪。 花事匆匆，梦影迢迢，

零落凭谁吊。镜里朱颜，愁

边白发，光阴催人老。纵有

千金，纵有千金，千金难买

人少。 ”册页中除李叔同在

封面上所钤的“李息翁“和

上述陈伯衡的“陈”，张宗

祥的“张宗祥”、“手钞六千

卷楼”等几方印章外，还前

后盖有以下两家藏印：一

是章劲宇的“余杭章氏劲

宇所得“等印章 11 方，二

是朱孔阳、朱德天的“曾经

云间朱孔阳朱德天二代珍

藏“印章 1方。

《断食日志》逐日记录

了李叔同断食过程， 全篇

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

前期计划， 记录断食前的

准备工作。 李叔同在日

记中写明他在 1917� 年 11�

月 22� 日决定实施断食之

后， 详细列出了到虎跑寺

试验断食的“携带品”和

“预定期间”。 李叔同原预

定 12 月 1 日下午赴虎跑，

25 日返校，]28 日回上海。

但事实上， 李叔同提前一

天即 11 月 30 日下午就到

了虎跑， 而返校日期提前

到 12 月 19 日。 第二部分

是断食过程的详细记录。

李叔同 11 月 30 日到虎

跑，12 月 1 日开始前五日

为半断食， 渐减食量。 12

月 6日至 12日全断食。 13

日至 18 日开始逐渐恢复

饮食， 由粥汤慢慢增加至

常量。

从时间上看，俞秀松只比盛世同晚两个月入疆。 盛世同

曾回忆说，正是那年十月，第三国际代表王稼祥来新疆作报

告，她也参加了，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她第一次看见俞秀松。

我相信，盛世才在对俞秀松的公开职位作了许多重要的

安排之后，在私人关系上也是下足工夫的，他出面请俞秀松

做他的小妹盛世同的家庭教师，当然是有他作为“新疆王”的

策划安排的。

盛世才共有两个妹妹，大妹盛世芬嫁彭吉元。 彭在新疆

先担任地方法院院长，后调任新疆省银行行长，再调任新疆

省财政厅长。 盛世才调任国民党中央农林部长后，彭吉元调

任为政务次长，跟随盛到重庆就任。

而俞秀松作为一名有着双重党籍的资深共产党革命军

家，怎么可能不清楚盛世才的打算呢？ 他早已到了男大当婚

的年龄，而盛世同也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俞秀松无论是成

为盛家的家庭教师还是发展成盛家女婿，都是有可能投鼠忌

器的危险之举。 中外历史上曾有过多少这样政治联姻的事

情，个人都情感生活，完全堙没在历史的滚滚进程之中。 没想

到我们的老革命共产党人俞秀松也遭遇了这样的历史境况。

盛世同当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 正在中学上学，完

全像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她容貌美丽，性格坚强，参

加了中学的反帝会、妇女协会和学联会，并担任了反帝会小

组长和学联会监察秘书。 （下转第 3版）

先烈之血主义之花
安志洁与俞秀松（2）

丙
10 月 10 日早上 9 点半， 祭奠仪

式准时开始， 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副主任孙德荣宣读祭文， 回顾弘一法

师与虎跑的情缘以及他的高尚人格魅

力，大师的精神将传承不息，永远激励

后人。随后，李叔同孙女李莉娟女士作

为家属代表宣读了祭文。 在弘一法师

舍利塔前，来自天津、上海、平湖、上

虞、温州、泉州等代表大师生前足迹的

的弘学代表洒土以寄思托。敬献花篮，

绕塔礼塔， 祭奠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

氛中进行。

天津等六个地方都是李叔同生前

足迹踏过的土壤， 对他有着重要的意

义：“平湖”———李叔同的祖籍， 如今

“莲馆” 绽放的地方；“天津”———李叔

同的出生地，留下无忧童年美好回忆；

“上海”———城南文社，“天涯五友”中

才华初露锋芒；“上虞”———晚晴山

房、春晖中学、白马湖文化影响深

远；“温州”———庆福寺中， 李叔同

十二春秋苦心研修；“泉州”———李

叔同弘法闽南，抗日救国，圆寂长

眠。

杭州对于李叔同来说更是人

生转折的重要地方。 所以 10 日下

午，来自各地的弘学代表又一起到

西泠印社和杭高追寻了大师的足

迹。 （据杭州网报道整理）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弘一法师（李叔

同）作词的这首《送别》，想必早已脍炙人口。 2012年 10月 11日下午，在浙江美术

馆“天心月圆———弘一法师手迹展”的开幕式上，来自杭州高级中学的 10位学生

就用这首歌为展览拉开序幕。 展览由浙江美术馆、温州博物馆、平湖李叔同纪念馆

共同举办，展出手札、书法作品 150余件，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弘一法师书法

展，其中《断食日志》手稿是首次公开展出。 展览为期 10天。

祖籍浙江平湖的李叔同（1880~1942），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

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颇有造诣，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后剃度为僧，号弘一。

李叔同显然是个很有情趣的人。 在那篇《白马湖放生记》里，他详细记录了自

己与徐仲荪、夏丏尊、刘质平等友人一起在白马湖将鱼儿放生的经历。放生的时候，

“岸上簇立而观者甚众皆大欢喜，叹未曾有”。 由于此行是如此欢愉，李叔同把这篇

《放生记》一式两份，赠送给徐仲荪和刘质平，“以示来览焉”。

他像一个财务一样用了“流水账”的形式，把游玩白马湖的每个细节都精确记

录在案。“时分： 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五更自驿亭步行十数里到鱼市”、“东方未

明”，“值资：八元七毫八分”，“盛鱼具：向百官面肆假用肆主始不许因告为放生故

彼乃欣然”……

他写信的时候也喜欢用这种“报告式”的文体，看到那些“一、二、三、四”的“条

款”和嘱咐，感觉作者好像一个逻辑严密的理科生。

李叔同是个很重感情的人。 在这次展出的 92封李叔同写给徒弟刘质平的书

信中，道尽了师徒两人如父子般的情谊。

李叔同常常在信中托爱徒代购生活用品，从曼陀林的琴弦到衣服、蚊帐，种类

繁多。

最让刘质平感动的是 1918年 3月的一封信，当时李叔同已经准备出家，但他

仍挂念着要借 1000块银元帮助徒弟完成学业，“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置君事于

度外。 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 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 ”而同样重

情义的刘质平为了不拖累老师，毅然放弃了学业。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句出自《法华经》的赞词，是弘一法师

赠给吴茀之的手迹。

作为一个遁入空门的人，他的超脱跃然纸上。 除了展出中那幅最大的《佛说阿

弥陀经》，弘一法师在信笺和赠书中都表达了他的处世哲学。

李叔同出家前的最后一幅书法作品，是写给友人姜丹书母亲的墓志铭。 这幅

墓志铭的初拓片和碑石，由姜丹书之子姜书凯交由浙江美术馆寄存代管。

姜书凯告诉记者，1917年，他的祖母强太夫人在杭州逝世，父亲求当时同在省

立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的李叔同书写墓志铭。 这触动了李叔同对自己亡母的哀

思，两人相对唏嘘良久。

第二年夏天，就在李叔同准备出家的前一晚，办完了全部俗事，李叔同才点起一

对红烛，伸纸濡毫，一笔不苟地写完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墓志铭一写完，了却

了这尘世最后一件心事，他就把毛笔折成了两段。翌晨，他即悄然入山，去了虎跑的

大慈寺。

当姜丹书和同事好友闻讯赶往学校送行时，已是人去楼空，房中唯见残烛断

笔伴随着这篇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桌上的墓志铭，上面的署款已是“大慈演音书”了

（李叔同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

（据《钱江晚报》2012年 10月 12日报道整理）

质平仁弟足下：

顷接手书， 诵悉。 吾弟病势未

减，似宜另择一静僻之地疗养为佳，

家庭琐事万勿介意。 张拱璧已到海

宁，曾晤面否？鄙人后日往南京，又须

二星期乃可返杭。 匆复，祗讯痊安。

李息上 九月十六日

吾弟如稍愈，到杭疗养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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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适逢李叔同先生来杭高执教 100周年及弘一法师圆寂 70周年纪念，作为第二课堂的共建单位，学校和杭州虎跑李叔同弘一法

师纪念馆深度合作，并联合浙江省美术馆共同纪念这位为人世、为佛国，为教育、为宗教、为艺术贡献无尽思想和艺术珍宝的伟人。 活动从 7月一直

延续到 10月，主要有纪念大师的“我心·我莲”碗莲展、音乐舞台剧《走进李叔同》的首演、纪念李叔同诗歌朗诵会、李叔同《断食日志》的首发、6地共

祭弘一法师并为舍利塔培土以及李叔同书法艺术展等活动。 下面我们就为校友介绍 10月份的系列活动。。

1915年阴历九月十六日

给刘质平的信

在李叔同所擅诸多领域内， 书法

无疑是其用功至深的一项。 在遁入空

门之前，李叔同曾把 1916 年底在杭州

虎跑定慧寺 18天的断食进程、起居饮

食、日常活动、身体反应等逐日记录下

来，并在断食结束后，将其整理装订成

手稿。《断食日志》约万余字，用精美的

小草写成，日记体，内容是断食期间的

生活细节，比如活动、饮食、睡眠及每日

身体的生理变化。 断食后，李叔同自感

脱胎换骨，为示新生之意，还根据老子

“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 影印版的

《断食日志》， 几乎与原手稿分毫不差，

字里行间还不时跳出几个涂改补充的

痕迹，细致到在一朵无名小花的插画旁

边， 都有李叔同对花形的生动描写，并

加注了花瓣、花茎不同颜色的图解。

据文物收藏鉴定专家朱孔阳先生

之子朱德天介绍，1918 年农历七月，

李叔同出家前将《断食日志》赠与挚

友、 浙江一师同事堵申甫。 后可能堵

家生活有困难，将《断食日志》卖给了

著名古书收藏家章劲宇。 1965 年，在

上海医史馆工作的朱孔阳先生得到此

件，原拟征为医史馆藏品。 但馆领导

认为内容与医史不符，未征用。 朱孔

阳先生不得已将其作为个人收藏。

2010 年，在虎跑李叔同纪念馆举行李

叔同诞辰 130周年活动时， 朱德天将

家父收藏多年的珍贵文物《断食日志》

捐赠给了杭州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

馆。

“以此手稿原本为基础， 我们将

《断食日志》影印出版，这是李叔同生

前唯一日记体书法作品， 而此时也正

处于李叔同书法风格转换的一个节

点， 因此此手稿对于研究李叔同书法

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钱江管理处副

主任苏元元在 10 月 10 日《断食日志》

影印本首发式上说。

影印本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看

见李叔同涂抹的许多“乌梅团儿”和他的

亲笔书法。“乌梅团儿”是李叔同在日记

上的信笔修改，也正说明他严谨的学习

态度。 据书法专家说，虎跑断食时，也正

是李叔同书法风格转变的关键时

段——从劲健绚烂、峥嵘圭角，归于雅逸

恬淡、藏锋稚拙、枯寂孤清。 李叔同把中

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又一高峰，“朴

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

文化名人以得到他的字为荣。

李叔同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

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

文学于一身。 然而出家后，诸艺俱疏，

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法师割舍，

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在弘

一法师 60 余年的生命历程中，至少有

50 年的翰墨活动。 书法是心灵的迹

化。 从在俗时的绚烂李叔同到出世后

的平淡弘一，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

灵境界的升华。

此外，《断食日志》 原稿与广为流

传的民国铅印本细节有出入，“你看，

对比手稿， 可以发现它跟民国版铅印

《断食日志》 的内容， 还是有些出入

的。 ”原浙江省文艺出版社总编、研究

《断食日志》的学者徐正伦说。

比如这段文字摘自民国铅印本：

断食正期第四日……四时醒，气体

极佳，与“日常”无异。 起床后精神如常，

手足有力。朝日照入，心目豁爽。“小”便

后尿管微痛，因饮水太“多”之故。

上文引号中的文字， 都与原稿有

出入。 比如“日常”，原稿是常日；“小”

便，原稿写的是“少”便；尤其最后一

句，“饮水太多”，原稿其实写的是“饮

水太少”。

“真是南辕北辙的差错啊！ ”专家摇

头感叹，研究弘学，对于文字的程度深浅

把握尚且讨论经日，何况是这样的谬误？

很多学者想破脑袋，一直在疑惑，为什么

李叔同当时认为因为喝水多了，导致尿

管疼痛？ 不符合生理和医学常识啊！

另外，原文中的“入眠”，在铅印本

却写成了“安眠”，虽是一字之差，意思

大有不同。根据徐正伦的初步研究，铅

印本约有 30多处错误。影印本将更真

实的断食体验还原， 书法价值之外还

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 李叔同书写断

食日志的稿纸是杭高 1914 年运动会

的纪念品，在稿纸中缝，可以清楚地看

到这样的 LOGO：“甲寅一师运动会纪

念品”。 （据杭州网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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