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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弘一法师的故事》以小巧见长。
作者落陀从弘一法师跌宕的人生经历中，精选其言行匡时淑世而感人的事迹，加以裁剪，以千字文的
形式写成64个小故事，每个小故事冠以4个字的题目，如“励志学书”、“孝恩感人”、“词颂祖国”
等，简明突出该故事的中心内容，使现代年轻人阅读后，更容易了解弘一法师的崇高品质，启迪青年
人学习大师入世精神，励志勤奋，热爱本职，爱国爱民，读来浅显易懂，特别适合青少年朋友。
书中还附有几张弘一法师不同时期的照片及作品复印件，不但增强了《弘一法师的故事》的丰富性，
也使读者对于弘一法师有个感性的认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弘一法师的故事>>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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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事异人上音乐课顾琴威力填词谱曲小令赠人师情若父劝人自杀慧眼识才断食灵化作歌近佛定慧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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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经慈悲及蚁编护生集会谢牧师随缘人闽无言之教执律辞徒重法轻生重兴律宗作清凉歌谒韩僵墓净峰
弘法赠书谢罪卧病草庵师生夜话不辩止谤晤郁达夫查访佳联运动会歌湛山讲律救国念佛受童子劝蓬壶
法行以饭饲鼠接见教师福林结夏高风感人坐关种种千金不受字赠沫若示寂温陵法相庄严附录为青年说
弘一法师（丰子恺）弘一大师全集序（丰子恺）李叔同先生（曹聚仁）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
——纪念弘一法师（朱光潜）我西湖出家的经过（李叔同）后 记重版后记三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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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渡学艺　　母亲逝世后，李叔同改名李哀。
此时他已无牵无挂，便于1905年飘然东渡日本深造，以遂报国之志。
　　临行时，他填了一阕《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
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听匣底苍龙狂吼。
长夜凄风眠不得！
度群生那惜心肝剖！
是祖国，忍孤负！
　　这阕词，表现了他当时豪气满胸，大有不可一世之慨。
“二十文章惊海内”，何等自负！
但又感到空谈毕竟是没有用的。
　　到了日本，李叔同先在学校补习日文，同时独立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
发行，促进了祖国新音乐的发展。
他又编有《国学唱歌集》一册，在国内发行。
这些，在中国新音乐史上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次年九月，他考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师从名画家黑田清辉学习西洋画。
这学校是当时日本最高的美术学府。
同时，他又在音乐学校师从诸专家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
学理与技巧并进，造诣甚深。
一面又从戏剧家川上音二郎等，研究新剧的演技，并与同学组织“春柳社”，被推为领袖。
这是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
是年，他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
　　当时我国留学东洋、西洋的人还很少，而学新艺术的，要数李叔同为第一人了。
他学习艺术，是想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来改变末世风俗，振作民气。
这是李叔同当时报国的一种设想。
　　义结“春柳”　　李叔同留学东京的时候，对于西洋艺术很有兴趣，除绘画、音乐外，对戏剧也
情有独钟。
一次在戏院看了川上音二郎夫妇所演的浪人戏后，他便专程去拜访了戏剧家藤泽浅二郎和川上音二郎
，向他们学习新剧的演技，得到他们的帮助与指导。
不久李叔同就与同学曾延年等组织了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试演了《黑奴吁天录》，获得很大成
功。
于是“春柳社”又相继演出了《茶花女遗事》《新蝶梦》《血蓑衣》《生相怜》等近世西洋名剧。
那时凡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都去观看。
　　1907年春节期间，在东京的中国学生，为了赈济淮北水灾，发起赈灾游艺会，春柳社首次在游艺
会上公演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
李叔同饰主角茶花女玛格丽特。
他本来是留着胡子的，为此他把心爱的胡子刮了。
有一个叫王廷君的，郑重其事地对观众介绍了这件事，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那天，他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女西装，束着细腰，飞发披肩，长长的裙子拖在地面。
有一张当时的剧照：李叔同两手从脑后抱住头，头向右倾斜，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
薄命的神情。
他表演严肃，演技精湛，引起了许多人的赞叹。
日本人称誉他为中国唯一的艺人。
这是中国人公演话剧的最初一次。
　　首次的公演，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欧阳予倩特地托人介绍加入了春柳社，也有好几个日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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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印度学生加入。
社员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中坚分子，当然首推李叔同、曾延年，重要演员有李文权、庄云石、黄二难等。
但真正对戏剧艺术有见解的，只有李叔同。
他对于戏剧真是热心，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意动作姿态。
李叔同有好些头套和衣服，常常一个人在房间里打扮起来，对着镜子，仔细端详、研究。
有了好效果，就把这结果，设法搬到舞台上去表演。
　　日语“茶花女”叫“椿姬”。
戏剧刊物《芝居杂志》上有一篇松居松翁的文章说：中国的戏剧，他最佩服的是春柳社上演的《椿姬
》一剧，演得非常好。
但与其说这个剧团好，毋宁说就是那位饰椿姬的李叔同君演得非常好。
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演员所能比拟。
化装虽然简单一些，却完全是根据西洋风俗的。
他看了十分感动，竞跑到后台去和李君握手祝贺。
虽然这个剧团后来没办下去，但有许多留学生受了李君的影响，回国从事戏剧运动。
可知李君确是在中国放了新剧最初的一把烽火。
倘使李君继续努力戏剧活动，那么，当不让梅兰芳、尚小云等独步于中国剧坛了。
　　春柳社第二次的公演，是1907年6月，称为“春柳社演艺大会”，演的是《黑奴吁天录》。
这剧含有很深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借外国惨无人道的故事，来唤醒国人的国魂，来抒发对祖国的忧愤
与深情的。
在这剧里，李叔同饰演美国贵妇爱美柳夫人和一个男角，都很不错。
不过他比较喜欢演女角，而且很认真。
他为了演爱美柳夫人，特地花了一百余元去置备了女西装。
有人说他是天生的艺人，美丰姿，善表情。
他投身于戏剧，不但以风流自赏，且欲以艺术淑世。
　　春柳社后来移到上海，由别人主持。
民国三年（1914年），上海《春柳剧场开幕宣言》还提到“李叔同等留学扶桑，慨祖国文艺之堕落，
亟思有以振之，于是春柳社遂出现于日本之东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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