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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如古农君所感喟的，“日记，记载着往事，也承载着情感”。
而以《日记漫谈》《日记序跋》《日记闲话》《日记品读》四册选集所构成的“书脉日记文丛”，则
记载着《日记报》《日记杂志》的成长历程。
    十多年来，我们用一腔钟爱日记的热情和干劲，用菲薄的收入和赞助，再加上可贵的恒心和坚持，
终于使《日记报》这株幼苗茁壮成长为《日记杂志》这棵树，同时还赢得了一系列赞誉和褒奖，从而
被南京大学徐雁教授认定济南已成为中国当代日记研究的重镇；被天津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引为知己
和“启发者”——结识《日记报》后又忘情地开始了记日记；还有长沙诗人彭国梁也在已出版的《书
虫日记》的序文中公开声明是《日记杂志》引导他开始记日记，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出版了两部
《书虫日记》。
不可否认，在我们周围，的确集结着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日记人”，大家以日记为纽带，集思广益，
协力同心，围绕日记学这一新学科展开了相关研究探讨，成功举办了四届全国日记及日记文学论坛大
会，适时启动了《中国日记大辞典》的编纂工程，加快推动了创建中国日记博物馆的步伐⋯⋯我们完
全有理由这样认为：目前全国的日记写作、日记教学、日记出版、日记研究已成为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
放眼前瞻，我们信心大增，随着古农君主持创建的中华日记网的开通运行，用不了多久，一批真正能
够代表当代日记研究水平的成果将会陆续问世。
    收入“书脉日记文丛”中的文章，几乎都在《日记报》《日记杂志》上刊登或转载过，检点《日记
报》和《日记杂志》所设置的栏目，可以因栏目成书的还有《日记情怀》《日记书札》《日记人物》
《日记论坛》《日记原版》《日记书林》等。
除此之外，还有以《日记杂志》“半月日记系列”专号形式刊印的《半月日谱》《半月日注》《半月
日影》《半月日志》《半月日识》等原创日记，都有再刊或再版的必要，殷切希望有胆识、有魄力的
出版家慧眼识真货，及早组织再版与发行。
    著有《清人日记研究》一书的学者孔祥吉先生在其《自序》中曾写道：“要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最
简洁的办法，莫过于细读其日记。
因为日记是记载作者见闻以及感悟的文字。
日记仿佛是一扇心灵的窗户，一旦这扇窗户被打开，一切便都呈在眼前了。
许多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并不见诸奏章尺牍，或文书档案，而只有在日记中才能看到他们内心深处
的东西。
”以“普及日记写作，促进日记研究”为己任的《日记杂志》同仁，我们有信心也有必要帮助大家推
开日记这扇心灵的窗户，让大家观赏到日记百花园中的珍株异木和奇葩秀草——这也正是我们选编刊
印这套“书脉日记文丛”的初衷和目的。
    自牧    2011年11月21日于历下东山居之百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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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同作者从多角度谈论日记，诸如倡导日记文化、建立日记学等，均有所涉猎，还传授了许多相
关知识，如日记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及其作用。
《日记漫谈》同样是名家荟萃：陈左高、黄裳、孙梨、葛剑雄、邓云乡、郑逸梅、叶兆言、周国平、
李辉、于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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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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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年来的习惯，临睡之前，枕侧一定要摆几本书，好像不翻看几页，总不肯安然入梦。
有时白天有什么事，当天的报纸有重要的文章来不及看，想在枕上补课，但效果往往不好。
不是失眠就是弄得头脑发胀，引人人胜的小说也要不得，它会使你不能掩卷，就算下决心熄灯，也还
是辗转反侧⋯⋯我的经验，枕上读书，最好是短篇的散文、杂文，郁达夫的日记尤佳，简直是找不到
更好代替物的了。
    达夫的《日记九种》和后来的《达夫日记集》我都是多次读过的。
说来可笑，二十多年前要写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文章，缺少参考资料，达夫日记就曾帮了大
忙。
这怕是无论谁也想不到的。
    不久前遇见刚从富春江上归来的苗子，闲谈中听他说起，达夫的日记手稿还安然保存在富阳的老屋
里，由他的儿子珍藏着。
最近这日记曾整理了一些陆续发表在浙江的刊物上，我曾草草翻阅过一点，说不出什么。
据说，这日记的原稿和《日记九种》中所载，颇有不同。
原来，达夫在发表之前，是曾加过工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仿佛摸到了从“日记”到“日记文学”的途径。
达夫先生在《再谈日记》一文中说起他发表自己日记的经过时，也没有透露这一节，这就使我非常高
兴，因为又学到了一点过去所不知道的知识了。
    日记，大抵总是写了给自己看的，不过当然也有例外。
有些作者，当下笔之初，就已经打定了传世的主意了。
如李慈铭，当写好了半年或一年日记，就装订起来，准备旁人来借抄。
不过《越缦堂日记》里常常会遇到大片大片用墨笔涂得一塌糊涂的地方，使人看了气闷。
可见他老先生在借出以前，曾经仔细地检查过一番。
这可不是我心目中日记的正宗。
此外，如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翁同铄的《翁文恭公日记》⋯⋯大抵都有类似的气味，不过这些
到底都是名人，他们日记的手迹，也都早已影印出来，而且研经治史，朝章国故，以至封建教条的种
种内容也各已辑印行世，当然也都有其参考价值的。
但这毕竟不是我所向往的读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竟成了一种危险的恶习。
特别是过去十年，不少人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往往只不过是在日记里被发现了什么把柄。
因为是白纸黑字，是定罪的头等证物，因此也更为某种人物所重视与欢迎。
如此这般，我发现，一门崭新的学问，姑且名之为“日记侦察学”吧，已经产生。
这确实不是我的耸人听闻，而是有确凿的事实根据的。
    我是有写日记的“恶习”的，而且也已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解放前写日记，虽然因为年轻，阅世未深，不知此中利害，但到底心存顾虑。
即使如此，今天看来，违碍之处着实还是不少。
但上帝保佑，竟平安地保存下来了，没有出什么乱子。
解放以后，放心大胆地记日记了，每年总有一本或几本。
除了日常活动，书信往来，也记些读书笔记，创作意图，山川风物，文物图书。
在我，是记得津津有味的，自然做梦也想不到有出版或辑录成书的好运。
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怪，这些日记，十年前的一天，一股脑儿被拿去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英雄”们发现它们时得意的神色。
当时我还奇怪地想，这又不是银行存折，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
可证执迷不悟之深。
    不久以前，这些日记又回到了我的手中了，足足装了一麻袋。
有趣的是，每本日记中，都有几十条夹签，上有红笔批注；在日记里面，又划满了红杠子，也就是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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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指出的要害所在。
每本日记的封面上，都贴上一张纸，上写编号、年月、“已抄”等等字样。
这实在不能不使我惊异、佩服，而且感激了。
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竞变成了如此伟大的人物。
在“四人帮”的爪牙们看来，我大抵是有被“宣付国史馆立传”的资格的，不知道到底应该放进“黑
帮传”还是什么传里，反正是一展卷而材料皆备矣，真是不胜其惶悚之至！
    至今我还不敢擅自整理，夹签也一张都不敢抽去，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
现在只能举几个例在这里。
如日记中记与友人吃饭，就被归人“腐化生活”类；有记买书事就归入“进书”类(按，这是执行那个
所谓“理论权威”的“指示”，搜集我“以伪乱真”的“罪证”的)；记写了什么文章，就归入“炮制
毒草”类；记采访荣德生、郭棣活事，就归人“吹捧资本家”类；出版了一册新书分送朋友，就批“
从赠书名单看黄的关系人”⋯⋯我只不过多少翻了一下，就发现我的平凡生活竟是如此丰富多彩！
真使我开了眼界，重新发现了自己。
    从一个角度看，这正是新兴的“日记侦察学”的发展与实践的一个好例。
那用心之细密，分类之严谨，着实使人吃惊；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四人帮”的道德观、是非观⋯
⋯总之是世界观的极丰富、全面的展览。
我想什么时候稍有闲空，就要加以整理、研究，这是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的，这可
实在并非什么笑话。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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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真正热爱上日记并付诸实践，天天记日记，是从1993年冬天开始的。
当时的语文老师在作文课上，给我们推荐了一本书——《人生品录——百味斋日记》。
语文老师介绍说，这是一本作家写的日记，所记全是文人雅事。
我立即被那雅致的透着书卷气的封面所吸引，表现得有些迫不及待，第一个要求借看这本书。
那天下午和整个夜晚，我都沉浸在这本书中不能自拔。
我仿佛顿悟一般：原来日记可以这么写！
多么有趣，而又多么有价值啊！
第二天，语文老师告诉我，那本书可以送给我。
我当时的心情，如获至宝，感激、感动、振奋。
此后这本书有好几年跟随着我，一直放在枕边，我时不时地翻看，读了足有七八遍。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作家自牧。
1994年夏天我到济南上大学，那年的冬天有幸见到了自牧先生。
    1999年，我与自牧先生商议，创办一份日记内容的报纸或杂志。
提了几次，他均未置可否。
但因为喜爱，我没有放弃。
利用手头仅有的一点材料，把《日记报》创刊号编了出来。
山东诸城市的民办教师管炳圣也提供了一些稿件，并出了一些主意，自牧先生题写了报名。
不管怎样，创刊号出来了。
现在看来，那张四开四版黑白印刷的小报是何等幼稚和粗糙，但毕竟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尽管幼稚，可是真诚；尽管粗糙，但却用心。
此后的几年里，我节衣缩食，四处筹款，侍弄着这张小报。
从约稿、编辑、画版、排版、校对、跑印刷厂、通联寄赠，整个办报的流程，都是我一个人在张罗，
虽然苦累，但极其充实。
那些烈日炎炎的夏日，我铺张草席，打着赤膊，一边闻着报纸的油墨芳香，一边装信封、写信封、粘
信封，报纸、信封铺满了小小的居室，满屋子飘满了纸墨的味道。
那些寒风呼号的凛凛冬日，我裹紧单薄的大衣，手提报纸，一捆一捆搬运到狭窄的居室。
装好封好以后，再一包一包地搬运到离住所有四五里地的邮局寄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年复一年，顾不上寻思赚钱的营生，顾不上考虑如何给女友一个稳定的住所——所谓成家立业，也顾
不上远在乡下的父母双亲。
在一家企业打工赚的工资全部花在了印刷、邮寄和房租上。
当然远远不够，便找家人借，从银行贷款，就像着了魔，生活的全部，仿佛只是《日记报》了。
在物质生活上，当时不是一般的清贫，简直可谓一无所有；但在精神上，却是充满了阳光，充实、快
乐且欣慰。
我想，即便一个真正的富翁，也难有我那样的精神愉悦吧。
    这张小小的报纸，因为其独特性和可读性，受到了几乎所有读者的喜爱和好评。
上到九十多岁的老人，下到不足十岁的孩童；上到学富五车的学者教授，下到偏僻农村的村夫村妇；
上到国内外著名的鸿儒名流，下到默默无闻的凡夫俗子。
但凡所见《日记报》，无不赞叹惊奇，嘉言勉励。
而我，就像一个老农，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大家肯定，对大家有益，是何其幸福复叉充满动力！
每天读到朋友们的来信，我是那么欢欣鼓舞，那么感动和振奋，于是抖擞精神信心百倍地投入到下一
期报纸的编校工作中。
有了这样的生命支撑，生活的清贫和坎坷实在微不足道了。
那几年我一直居无定所，但内心却是深有所依的。
    除了这些纸面的关誉之词，我实实在在从来稿中受益匪浅。
就像一个富矿，越往下深挖，收获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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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不起眼的日记，背后竟然掩藏着如许动人的故事——不，是学问。
《中国日记史略》的出版，“日记学”的提出，“日记代替作文训练”的主张，都是空前的，也都是
大有文章可做的。
无论“我与日记”的现身说法，还是“日记论坛”的各抒己见；无论“日记原版”的轶事钩沉，还是
“日记品读”的精彩点评；无论“日记书影”的书香流韵，还是“日记序跋”的画龙点睛⋯⋯无不令
我深深地陶醉其中，如饮甘泉。
    就这样，一晃就是五年，直到我离开济南。
    2004年，我回到淄博故里。
实在没有能力继续维持这张小报了，心里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我心有不甘，而且倍觉惋惜；而继续下去，资金从哪里来？
正踌躇之间，自牧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把这一工作接了过去。
实际上，自从这张小报创刊后，他一直在关注着它的成长，而且身体力行，多次给与力所能及的帮助
。
著名老报人车辐先生曾开玩笑说，《日记报》是“一个半人”在办。
看到报纸的窘况，自牧先生毫不犹豫地接了过去，由顾问而为主编，从幕后走到前台。
从第三十一期开始，变报纸为杂志开本，容量有所增加，工作量也大大增加。
    一晃，又是五年过去了。
《日记杂志》已经整整出满了五十卷(期)。
前五年的三十期装订起来是薄薄的一册，后五年的二十本，则是非常厚重的一排。
在这二十卷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厚厚的五卷“日记接力”的《日记杂志》专号，分别是：《半月日
谱》(收录四十八人的2005年1月1日～1月15日的同期日记，每人半月)、《半月日。
影》(收录二十四人的2005年1月1～12月31日的日记，每人半月接力而成)、《半月日注》(收录二十四
人的2006年1月1日～12月31日的日记，每人半月接力而成)、《半月日志》(收录二十四人的2006年12
月16日～12月31日的同期日记，每人半月)、《半月日识》(收录二十四人的2008年1月1日～12月31日的
日记，每人半月接力而成)。
总起来看，是七十二组“同期”半月日记，七十二组“接力”半月日记，其一百二十多万字，并配有
数百幅插图。
一百多位作者，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名家，也有普通人，其职业、风格、情趣各不相同。
更有何满子、徐北文、钟叔河、来新夏、王稼句、止庵、徐雁、龚明德、徐明祥等书话名家的序跋文
章，和峻青、黄裳、流沙河、王学仲、谷林、陈忠实、侯井天等名作家的题签，可谓锦上添花。
每期卷末，主编自牧均撰有万言长跋，对入选作者一一作散点式介绍。
作家徐明祥说，“半月日记”系列可以看做是当今爱书人、日记人之“联络图”。
“但范围更广、人数更多，且内容原汁原味，全是自己写自己。
这样一卷长长的原生态的当代读书生活图，色彩斑斓，五味杂陈，读起来别有意趣。
如果从史的角度看，其价值也不可小觑。
在当代日记史上，应该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了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乃至当代社会，也提供了别
致而真实的个人视角。
对未来的研究者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挖掘的民间富矿。
”诚哉斯言。
    办过杂志的人或许都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组稿、编校、通联等工作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还要
自筹经费，其困难可想而知。
盘点目下国内所谓的“民间报刊”，世纪之初曾雨后春笋般一个一个冒出来，但没有几年，便又一家
一家偃旗息鼓了无声息。
这当中除了体制因素外，更多的恐怕还是经费不足的掣肘。
因为办这些杂志的人，大多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也就是说都是业余时间凭一己喜好而侍弄。
他们都不是很有钱的人，而是靠个人影响力张罗经费，所以就注定了民刊的不稳定性和良莠不齐。
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书香一脉的传承。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记漫谈>>

    《日记报》(《日记杂志》)走过十年，积累了大量有关“日记”的美文佳作，或夫子自道写日记的
甘苦荣辱，或各抒己见品评某人日记的是非得失，或现身说法议论日记作用于人的种种奇效，或原汁
原味展示自己数十年前的老日记⋯⋯这些篇什无不精彩纷呈。
别有情趣和滋味。
为了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些别具一格的文字，我花了半年多时间，分门别类，因循原来的栏目，分别编
成《日记闲话》《日记序跋》《日记品读》《日记漫谈》《日记自述》《日记书影》《日记语丝》等
卷，人民日报出版社不计市场风险，力促日记丛书出版，显示了独到的眼光和魄力；正是这份眼光和
魄力，使得这些散珠碎玉得以贯穿起来，更加赏心悦目。
    由于时间仓促和学识所限，难免挂一漏万，瑕瑜互见，敬请读者方家不吝指正。
    古农    2011年4月10日干北京大溪地寓所之静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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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写日记，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来看，有时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有一
种真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峨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
我爱上了这些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东西&hellip;&hellip;这一爱不打紧，它动摇了我原来的想法。
我原来是想用现在的笔，把清华四年求学的经历，连同感情和牢骚，有头有尾地，前后一贯地，精雕
细琢地，像《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那样，写成一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算是我的《自传》的又
一段。
现在我改变了主意，我不想再写了。
我想就把我的日记原文奉献给读者，让读者看一看我写文章的另一面。
这样会更能加深读者对我的了解，对读者，甚至对我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mdash;&mdash;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引言》　　日记是岁月的保险柜。
如果你热爱人生，就一定会无比珍惜自己的经历&hellip;&hellip;如果有日记作为依凭，即使许多年前的
细节，也比较容易在记忆中唤醒。
在这个意义上，日记使人拥有了一个更丰富的人生。
　　日记是灵魂的密室。
人活在世上，不但要过外部生活，比如上学，和同学交往，而且要过内心生活。
内心生活并不神秘，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与自己进行交谈&hellip;&hellip;有的人只习惯于与别人共处，
和别人说话，对自己却无话可说，一旦独处就难受得要命，这样的人终究是肤浅的。
　　日记是忠实的朋友&hellip;&hellip;别的朋友总有忙于自己的事情而不能关心你的时候，而日记却随
时听从你的召唤，永远不会拒绝倾听你的诉说。
一个人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仍会有寂寞的时光，但不会无法忍受，因为有日记陪伴他。
　　&mdash;&mdash;周国平《写日记的习惯》　　我喜欢我这块家园，我在此散步，我在此沉思，我
在此独语，我在此休憩。
每当在大雾弥天的阴冷气候中迷失了路途，我总要回到我这个温暖的家园擦试我的双眼；每当从世俗
的战场厮杀归来，我便在这块干净的家园舔干身上的血迹；我可能从不会在大庭广众中皱一丝眉头，
可我完全有可能在自己的家园里失声痛哭；我假如在人生的旅途中尝到一盏美酒，我也一定要留下一
两口让我在自己的家园里独斟独酌。
因为这是我的家园，是我的，仅仅是属于我的。
　　&mdash;&mdash;沙叶新《日记，我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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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记报》(《日记杂志》)走过十年，积累了大量有关“日记”的美文佳作，或夫子自道写日记的甘
苦荣辱，或各抒己见品评某人日记的是非得失，或现身说法议论日记作用于人的种种奇效，或原汁原
味展示自己数十年前的老日记⋯⋯这些篇什无不精彩纷呈，别有情趣和滋味。
为了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些别具一格的文字，主编古农花了半年多时间，分门别类，因循原来的栏目，
分别编成《日记闲话》《日记序跋》《日记品读》《日记漫谈》《日记自述》《日记书影》《日记语
丝》等卷，本卷为《日记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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