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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峙三日记（全十八册）》

内容概要

本书完整收录辛亥老人朱峙三（1886—1967）所写的70年日记（1893—1962）。作者在日记中忠实地记
录下身边的所见所闻，包括辛亥革命等历次重大历史事件在民间的反应，湖北地方的社会变迁，清末
民国学校教育的情况，自家日常收支的经济账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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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峙三日记（全十八册）》

书籍目录

影印《朱峙三日记》序
章开沅
《朱峙三日记》即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不仅是对辛亥百年大庆最好的献礼之一，也为
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朱峙三（一八八六—一九六七），字峙山，湖北鄂城（今鄂州）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重要的
宣传等工作，民国时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先后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江汉公学任教，担任过湖
北黄安、蒲圻等地的书记官、县长之职，抗战时期出任湖北省政府代理主任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
，任湖北省政府参事等职。
现在留下的这批完整的日记是朱峙三先生连续不断的生命记录，也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提供了一份十分
难得的私人记述。朱峙三先生勤于治学，擅长书画，日记终身不辍，现留下自一八九三至一九六二年
近万页日记，详细记录了自晚清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政情、民意、风俗以及个人的交往与观察思
考，为今天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份丰富的原始史料。
朱老热心近代史事的研讨，是我结识最早且交往较多的辛亥老人之一，曾多次邀我前往阅览其历年日
记稿本。朱峙三先生留下的多则日记记述了我当年借阅日记的情况，如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师
范学院章开沅来访⋯⋯借予光绪宣统间日记五本以去，云采取有关史料，三天即还”。十一月二十日
，“章开沅之父送来予日记五册，称开沅近以整风事忙不能亲来”。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家父与
朱先生均早已作古，但当年情形无不一一在目，不得不让人感叹：“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早在一九五五年，朱老自行整理汇集其日记，已有一百零四册之多，颇有选编付梓之意。但限于客观
条件，岁月荏苒，直至老人病逝，这部日记一直未能出版。幸好其子胡香生珍惜老人手泽，历经十年
动乱，保存完好无缺。经与有关方面联系，已由香生先将癸巳（一八九三）至己未（一九一九）二十
六年日记择要辑录，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丛刊》连续发表，以供研究此段史事者参考。现今日记又将
全部影印问世，朱老地下有知，当亦深感欣慰。
朱老自幼热爱祖国，关心时事，举凡近代重大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革命、赣
宁之役、讨袁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等，在日记中均有所记述。诚如他自己所言
：“予日记内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献，君后之败废荒淫，官吏昏庸贪墨，以及国家贫弱缘由，
革命党会潜伏，内政外交，邸钞文告，凡可纪者，即民间轶闻亦悉载之。”
但是恕我直言，读者不可指望在日记中看到诸如宫廷秘闻、政党内幕之类奇特记载。因为在清末民初
那些重大事件中，朱老并非什么核心人物，甚至大多也并非亲身参与者。他从来不是风云际会的英雄
，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忠实地记录下身边的所见所闻，包括自己当时的思想活动
。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日记便区别于一般的史事记载，它的史料价值在于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历次重大
事件在民间的反应，保存了普通老百姓当年的私下议论，这些倒是在一般官方文献和显赫人物的回忆
录中所难以见到的。
作者曾担任过《汉口中西报》、《公论新报》的主笔（即社论撰稿人）和编辑，具有新闻记者的社会
视野和采访训练，因而日记的许多内容颇有助于我们对清末民初社会环境的了解。迄至己未年（一九
一九）为止，作者长期僻处鄂城县（清末原称武昌县，民初曾一度改为寿昌县）家乡，行踪所至无非
是武汉、黄安、大冶数地，至于开封、九江、南昌、北京等省外城市均属短暂逗留。可以说，他的亲
身见闻主要限于湖北，但其观察社会的细微深入则又多少弥补了地区的局限。旧中国基本上属于农业
宗法社会范畴，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虽多，社会内部结构的演变却非常滞缓。重大事件易入史书记载
，渐进而又细微的演变则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朱老日记的侧重点恰好在于后者，这自然将引起读者的
浓厚兴味。譬如湖北中小县城的风土人情、礼俗习惯，私塾、书院、学堂的学生生活，科举考试的繁
琐过程与夹带舞弊，穷酸秀才如何到各地打“抽丰”，古董商人如何制作赝品，革命党人在学堂如何
秘密活动，县书记官（相当于主任秘书）如何周旋于县衙内外，禁烟委员如何巡阅各乡虚应故事，以
及南洋劝业会的空前盛况，武昌首义之夜的风声鹤唳，鄂城中元、端午两节的灯火、龙舟等等，无不
历历如绘，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作者自幼读书，成年后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日记中这方面的记载相当丰富。例如，以准备科举应试
为宗旨的私塾教育，入塾有哪些礼节，对不同年龄、水平学生的教学如何组织，课程内容、进行程序
与教学方法，学费的数额与缴纳方式，以及塾师、学生的课余生活等等，均有详尽叙述。更为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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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武昌县师范和两湖总师范学堂期间的日记，在学习期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
状况、学生来源、课外活动诸方面，保存了许多具体的记述。这些对于研究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
育体制改革，特别是对于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癸卯学制”，无疑很有裨益。民国初年，作者曾在湖
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鄂城寒溪中学、大冶中学、武昌三一中学、汉阳晴川中学等校任教，日记内容
虽然颇多重复且平淡之处，但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早期中等教育的原始资料。我相信这方面的内容将会
引起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
作者生长于清寒之家，成年后又常为家庭生计困窘所苦，所以日记比较注意银钱数字的记录，诸如银
钱比值、借债利率、薪俸工资、文章稿酬、书画行情、车船票价、食宿费用，乃至年节和婚丧开销，
一笔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数字诚然没有企业账目那么重要，但多少也有助于了解鄂东地区各个
时期的货币、工资、物价。特别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以此作为普通医生（朱老的父亲是中医）和
教员家庭经济的一个个案来分析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此外，细心的作者还详细地记录了火车、轮
船、木船、轿子、独轮车的行程、速度，也记录了县与县之间的邮路和传递方式，这些内容对于了解
近代中国内地交通状况的变化，应该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细心人的日记，需要以同样的细心来阅读，才能充分发掘那些细微之处蕴含的社会意义。即以家庭和
学校的照明用具而言，作者长期惯于清油灯柔和而又黯淡的光线，所以开始用煤油灯便觉得非常刺眼
，熄灭时气味又很难闻；及至到教会办的三一中学教书时，则已经习惯于电灯的亮光了。这种个人生
活习惯的变异，与旧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外国石油的倾销和近代市政建设的兴起，都是密切
相关联的。人们思想意识的变迁，某些传统思想的隐退，某些近代意识的萌发，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
通过狂风暴雨的变革方式表现出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决定使用公元纪年和阳历，作者对此持
冷漠态度，仍然在日记上沿袭干支纪年和阴历月日，所不同的无非是用公元和阳历给以注释而已。可
是当中学生兴高采烈地演戏庆祝新年元旦，并且理直气壮地以演戏疲劳过甚为由要求添假一天时，作
者这才意识到世事的变化，并且感慨说，千百年来清高的“士”，是羞于与“倡优”为伍的，可是现
在的“士”却以行“倡优”之事为乐了。当然，旧中国的社会进展是相当迂缓的，内地的前进步伐更
显得蹒跚，日记中那些灰暗的色彩，感伤的情调，松弛的节拍，可说是一个古老民族落后的影子。
我对作者的直率感到由衷地敬佩。他整理自己五十多年的日记，分明是企盼“当道采集”、“代为印
行”，却努力保持当年日记的原来风貌。除了对自己的学业成绩、书画作品和在黄安（今红安）的政
绩稍有自炫之意（这也是原始思想）以外，他并未打算把自己写成思想多么高超、功业多么伟烈的英
雄。恰恰相反，倒是如实地记录下自己头脑中那些落后思想以至“不洁之念”，譬如名教观念、迷信
思想、迷恋科举、重男轻女、制作前人书法赝品、邀妓女陪同宴饮等等。当然，日记更多的内容是叙
述个人和家庭的苦楚，如失业、负债、贫困交加、丧父失子等等，虽有自我怜悯的弱点，却是旧中国
知识分子悲惨境遇的真实记录。不过日记的主要价值并不在这里，它的好处是比较具体地叙述了作者
和他的同辈人（如张肖鹄、刘菊坡等），如何经历了科举生涯转入新式学堂，如何逐步改变传统观念
接受“排满”革命思想，又如何在武昌首义以后从兴奋转入消沉并出现新的分化⋯⋯或许可以说，日
记粗略然而颇为生动地勾画出辛亥前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像。这些内容将可丰富我们研究中国近代
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而从真实性来说又要超过若干堂而皇之的所谓回忆录。
年轻的读者也不妨看看这部日记，即令不是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从中亦可吸取某些有
益的东西。看看那一代青年走过的道路是多么崎岖坎坷，经历的生活是多么惨淡艰难，这样才可以了
然于他们何以那样欢欣鼓舞地迎接全国的解放，何以历尽磨难挫折而仍然那样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的新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朱老的日记又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辅助读物。峙三先生是一位爱国
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由于封建文化习染较深，为人过于谨小慎微而且受到家庭困难的拖累，在每个历
史转折时期都未能跻入先进的行列。辛亥革命前夜，刚接受“排满”思想不久，突然呕血不止，卧病
在床，以致未能投身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当友人董必武等继续抗争并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
时候，他仍然困于贫病，为一家老小衣食奔忙。直至解放以后，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他担任参事室参
事兼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委员，生活和医疗有了可靠的保障，他才得以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充分发挥
余热，勤奋地工作和学习。
朱峙三先生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善良的愿望，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化为现实。他非常珍
惜革命胜利的成果，并且真诚地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关于这部卷帙浩繁的日记，他也想尽可
能使之为社会所利用。他生前曾说：“倘蒙当道采集，认为予此记具有历史意义，列为稗官野乘而代
为印行，则朝章国故、民间文艺，或赖以知。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真相，于各学校授近代史者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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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家，无不小补也。”我想，日记的影印出版，正是尊重这样一位爱国老人的遗愿。
朱峙三先生小传
胡香生撰文
朱峙三(一八八六—一九六七)，原名鼎元，幼名锺权，后改名继昌、峙三，字峙山。湖北省鄂城县达
明乡人。一九○四年补诸生。一九○五年入一年制的武昌县师范学习，一九○六年考取两湖总师范学
堂。在两湖总师范学堂学习期间，于课余在《汉口中西报》等数家报馆兼职，任访事员、主笔。此时
已具有明确的反清思想，积极参与传递革命信息、接交革命文件等活动，是学堂中革命工作主持者周
鹏程等人的知心朋友与得力助手；曾以“共进会中的两湖学生代表”之称被李廉方载入《辛亥武昌首
义记》。
武昌首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内务部书记官。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中华民国公报》创办，任编辑员
。一九一二年初奉派赴黄安县任书记官并兼理司法。一九一三年秋，他因性格廉介、耿直，与新政府
中的旧官僚格格不入，于是转而投身于教育界，先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一九一四年为照顾
家事，改任鄂城县寒溪中学教员。一九一七年任大冶中学教员。一九一九年在武昌三一中学任教。一
九二○年复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一九二六年以前还担任过江汉中学等校的教员。
一九二六年任沙市征收局长，并与张国恩、董必武多有联系。一九二七年闲居。一九二八年在湖北省
民政厅工作，直到一九二九年年中，出任蒲圻县县长一年。一九三○年又曾一度在武昌文华中学任教
。一九三一年任湖北省财政厅秘书。一九三二年任湖北省水利局密查员，同年九月改任民政厅帮办秘
书。一九三三年出任黄冈县县长。一九三五年改任湖北监理捐税委员会干事兼省政府公民训练委员。
一九三七年改任湖北省财政厅整理田赋委员。一九三八年随省政府迁往恩施后，任湖北监理捐税委员
会调查组长。一九四○年改任湖北省政府视察。一九四二年改任省政府参议，同年暑期受聘为湖北省
立教育学院(后改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国文专任教授，直到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六年冬，又被聘为
湖北省立临时大学先修班国文专任教授。一九四七年夏末，改任汉口法政学院教授。一九四八年冬，
任湖北先贤遗着编纂处编纂。一九四九年四月，武汉疏散人口，遂迁居鄂城县胡林乡。
一九五○年应邀在湖北省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任委员。同年八月调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仍兼
省文保会委员。此外，他还擅长书画与演奏古琴，是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的首批会员。亦有中南
大区及湖北省与政法、友好恊会、方志、美术等各界有关的名义职务。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病故于武
昌，终年八十一岁。
注：胡香生是朱峙三先生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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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朱峙三日记（全十八册）朱峙三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定价：12000元， ISBN
：978-7-5013-4683-7本书以影印的形式，完整收录辛亥老人朱峙三所写的全部70年日记（1893—1962）
。这批日记，长达万页，详细记录了自晚清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政情、民意、风俗以及个人的交往与
观察思考，为今天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份丰富的原始史料。近代史专家章开沅先生为本书作序。此前，
已经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朱峙三日记（1893－1919）》标点排印本，但排印本仅排印出朱峙
三的前27年日记。此次全部影印出版，更凸显出其价值：（一）全，标点本仅标点出1919年前的日记,
而且对前27年的日记也作了删节处理。影印本则采用全部照相复制的方法，保留了作者的全部日记真
迹，甚至日记中的夹页（如过年的祈福彩纸）也全部保留。（二）真。“影印留真”，影印的方式是
历史资料最好的保护与再现。标点排印本，难免出现一些整理中的误差。此外，影印本也为下一步学
者对全书作全部点校以及进一步作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朱峙三（1886—1967）,字峙山，湖
北鄂城（今鄂州）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重要的宣传等工作，民国时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先
后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江汉公学任教，担任过湖北黄安、蒲圻等地的书记官、县长之职，抗战
时期出任湖北省政府代理主任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政府参事等职。 朱峙三先生从7岁
（光绪十九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962年他目力衰退以致于不能再写。他生前并不是一个伟人，
如今这位普通人的日记成了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学者王振中用它来研究民俗，还有人用它来研究
清末的科举制度，还有人用来研究新闻史⋯⋯作者在日记中忠实地记录下身边的所见所闻所想，主要
都是一些普通人所经历的小事，如辛亥革命在民间的反映，当时学校学活的细节，甚至自家日常收支
的经济账目等，他都如实记录。一个普通人眼中的真实的历史，这就是这部日记的价值。就目前来说
，它的价值还无远远没有挖掘够。《朱峙三日记》影印本封面及书影如下：上图为民国三十八年
（1949）朱峙三的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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