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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朱峙三日记》的说明(代序)    章开沅    朱峙三先生是与我交往较多的辛亥老人之一，擅长书画，
勤于治学，日记终身不辍。
1955年自行整理汇集，日记已有一百零四册之多。
朱老热心近代史事研讨，曾多次邀我前往阅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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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日记一直未能问世。
幸好其子胡香生同志珍惜先人手泽，历经“十年动乱”，保存完好无缺。
现由香生先将癸巳(1893)至己未(1919)27年日记择要辑录，以供研究此段史事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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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辛亥革
命、赣宁之役、讨袁战争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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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抄文告，凡可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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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到诸如宫廷秘闻、政党内幕之类的奇特记载。
在上述那些重大事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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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了不少普通老百姓当年的原始议论，这些倒是在一般官方文献和显赫人物回忆
录中所难以见到的。
    作者曾担任过《中西日报》、《公论新报》的主笔(即社论撰稿人)和编辑，他具有新闻记者的社会
视野和采访的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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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为止，作者长期僻处鄂城(清末原称武昌，民初曾一度改为寿昌)家乡，行踪所至无
非是武汉、黄安(今红安)、大冶数地，至于开封、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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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观察社会的细致深入则又多少弥补了地区局限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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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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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湖北县城的风土人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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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南洋劝业会的
盛况空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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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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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的选编，有意识地较多保留了这方面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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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程序与教学方法，学费的数额与交纳方式，以及塾师、学生的课余生活等等，均有
详尽的叙述。
更为难得的是在武昌县师范和两湖总师范学堂期间的日记，对学习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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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了许多相当具体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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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过删节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早期中等教育的原始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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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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作者生长于清寒之家，成年后又常为家庭经济困难所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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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有助于了解各个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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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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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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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期习惯于清油灯柔和而又暗淡的光线，所以开始用煤油灯便
觉得非常刺眼，熄灭时气味又很难闻，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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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半殖民地半封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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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密切相关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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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式的变革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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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注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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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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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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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作者的真率感到由衷的敬佩。
他整理自已五十多年的日记，分明是企盼“当道采集”、“代为印行”，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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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病交加、丧父失子等等，虽有自
我怜悯的弱点，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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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张肖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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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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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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未能投身武昌首义，也未
能在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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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享有81岁的高龄
。
    朱峙三先生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善良愿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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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问文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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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家，无不小补也
。
”我想，日记的选辑出版，正是尊重这样一位爱国老人的遗愿。
    日记由于作者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文字未经修饰，错字、重复以至语句不够通顺之处常有出
现。
编选过程中，除作必要的不损害原意的删节以外，一般保持原貌。
少数明显的错字、漏字，则在[  ]号内加以改正增补。
日记各页脚注均系作者自己所加，其中有些对今天的读者已无必要者则加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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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
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
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
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来收文库，丽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
，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丽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
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
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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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峙三（1886-1967），辛亥革命志士。
一生日记颇丰，严昌洪编录的《朱峙三日记(1893-1919)》选录其辛亥革命前后日记，反映作者从旧式
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革命志士的历程，并有关于当时社会生活之记载，颇具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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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朱峙三日记》的说明(代序)
日记自序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日记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日记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日记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日记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日记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日记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己亥日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日记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日记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日记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日记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日记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乙巳日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日记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日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日记
清宣统元年(1909年)己酉日记
清代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日记
清末宣统三年(1911)辛亥日记
民国元年(1912年)壬子日记
民国二年(1913年)癸丑日记
⋯⋯
辑录者的话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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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日记    小引  此为予初期日记，系检旧藏童年所读《三字经》、《论语》、
《孝经》，父亲所书方块字六百余枚(原有一千四百余字，壬子迁居失去)，查看程师于字旁所列月日
，推想癸巳年情况，回忆祖父冠群公与同屋洪、朱二叟所谈朝野掌故，触类旁通而成者也。
    民国丙辰，予年三十一，记忆力尚强，故能于童稚事得十之六七。
今夕阅竣，恍若垂髫受业时。
以干支推计，则已六十五年矣。
    戊戌花朝，寿昌老人朱峙三，时年七十有三。
    正月朔雪小建    鄂城旧名武昌。
钟极为朱姓谱名，重录仍之，此有历史性者也。
    武昌朱钟权记，民国丙辰年追录起。
    三更时，约丑初刻，父亲进香行紧门礼。
今夕，南门当铺更楼上不报更点，记时未能准确也。
四更时，祖父、父亲带同予及大姊持灯出方毕，祖父率父亲及予依次向家中祖宗位前拜年。
予依次向祖父、父母、大姊拜年毕，母亲具茶点，说吉语，祝一年顺利。
小憩片刻。
    父亲呼后宅姚三叔、王大伯，同往大南门岳王庙进香，此予家元旦常例。
父亲云：本城岳王最灵验。
王在南宋时，为秦桧贼所害。
卒时系宋代某年腊月二十九日，即该年代除夕也，后人永远不忘。
王冤白后，受敕封为武昌县主，血食已久。
故邑中每值除夕，天未明时，城内住户及距城三四里人家，均于三更时即到庙进香，向王祝福，烛光
如画。
大约祀至天明止，人数总在数万计也。
予随祖父、父亲敬谨行礼毕，出庙；随祖父、父亲至太平桥仁寿宫祀药王。
王即孙真人思邈，父亲行医久，例须进香也。
    出宫后，父亲时时目注地下，并命予留意，寻地有收账所遗零钱，盖藉以上一年财运耳。
父亲拾得三文，予亦得其一，喜甚。
归家后，天渐明，予倦欲寝。
    辰刻，父亲出门拜年，命予起，在前座应门。
来宾均系到予家者，前重朱益舟、皖人，洪大爹、周必元、鲁大叔，均系下等人家，与外人交情少。
予与洪元恺、周大生戏于庭中，兼放炮竹。
午后，叔父自鱼行回家，与祖父、父亲拜年。
叔父为予及大姊买玩具后方去。
叔父与婶母王夫人向不睦，归时并不交一言也。
表兄刘朝兴、朝金先后来拜年。
    初二日  今日雨水    拜年客较昨日少来，祖父带同予，时时在前重应门。
    初三日    大舅父吴瑞松公来拜年。
傍晚五时方开门。
今夕为祖母忌日，亥初具酒肴祀之。
    初四日    今日来客多，有系初一拜年未开门之至友也。
各家均开门，街上卖玩具者多。
    初五日    今日，祖父与姚三叔带同予由小西门上城，城上游人极多，约一时许归。
    初八日    今日父亲请年客，系女宾，俗谓之亲家过路。
程、邓二家，父亲因诊其子病愈，均结拜为义亲者也。
午刻，程亲娘带其子名贤智来，文雅秀气，父亲母亲均爱之，谓此子将来必出人头地者。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峙三日记>>

邓亲娘带其子名爹送者来，年六岁，烦扰不堪，手足不停，父亲谓此儿必无成。
    十一日    邓大亲爷送来一精巧龙头灯，赠予玩者。
邓森发纸马店为本县有名第一家，四亲爷人极聪明，号心田，喜交游，即与父亲订为亲家者也。
午后，祖父带予持龙灯立楼门外，街上观者甚众。
    十三日    今夕县中八街均有灯，热闹异常，祖父时抱予往四眼井古楼看灯。
    十四日    今夕父亲引予至东门看灯，见王宅灯烛辉煌，父亲谓此东门巨室，曾做奉天学台者也。
    十五日    予今已识字渐多。
戌初，予随父亲至东门看灯。
父抱予至肩，命认字。
万、长、庆、花、行五字，仅庚字不甚了了。
    十七日  今日惊蛰    元宵已过，看灯者犹未止，四门灯更热闹，县官亦不禁止。
祖父抱予看灯曰：此夕为亚元宵也。
    二十五日    去年二月，同屋周大生入塾读书，予心羡焉，屡请于父亲要上学。
父谓年尚稚，许以今正上学。
今夕亥初于堂中教予学习三跪九叩谒圣礼，并购得《三字经》。
为予命名日钟权，因予小字汝衡也。
用钟字派，故从朱姓；在胡姓，予则邦字派也。
    二十六日    父亲准备香烛，午初带予至古楼王福堂世伯家上学。
予穿马褂，父亲着公服。
予先行三跪九叩礼无误，程师松年大喜，含笑曰：“昨夕在家所教耶？
”向师行礼毕，父亲又向程师行拜跪礼。
隆师重道，读书人家应该如此。
父亲引予见王福堂阖家，作揖。
此次程师系就王宅停馆。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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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11年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100周年了。
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尽管距今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不仅未因此而被人们忽略，相
反还越来越受到重视。
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演变，乃至在亚洲与整个世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一直
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
但在百年之后，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和探讨，当会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获取许
多新的认识，取得更多新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原名历史研究所)，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的首批中国近现代史专
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国家级重点学科，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多年以来，研究所在首任所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现为本所名誉所长)的率领下，在辛亥革命
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荣获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
界的高度重视与好评，由此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之一。
2009年，研究所又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和湖北省
人文社会科学专项重大项目“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的研究任务，此外还承担了多项有关辛亥革命的省
部级课题。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与出版社通力合作，决定
倾全力推出这套30种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文库所收之书籍主要分为两大系列，一为学术研究系列，包括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和部分以前出版经修
订的专著，还有曾任研究所所长的刘望龄教授的80万字遗稿《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二为人物
文集系列，包括新编和原已出版的两类。
由于操作方面的困难，本研究所研究人员主持编写的近50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章开沅先生
主持修订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以及另外几本相关学术著作，均未收录在本文库之内，而是由其
他出版社出版。
因此，这套文库虽然已达30余册，但仍不能体现近30年来研究所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全部成果。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出版仍十分不易，除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以及特邀之校外
学者全力以赴的共同努力之外，还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否
则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将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能够得以出版，应该感谢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鼎力支持与鼓励。
2009年，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经数次开会讨论之后，确定以“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为题，撰
写一部多卷本学术著作，作为向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献礼。
当年11月，我赴京参加社会科学司组织的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专门向
张东刚副司长介绍这一研究计划，希望得到社会科学司的支持，张东刚副司长对该选题当即给予充分
肯定。
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被列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除此之外，张东刚副司长当时还建议我们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将正在编撰的系列新著与资料，
与先前已出版但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著作与史料书籍修订之后，汇集在一起共同出版，
此乃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最早动议。
    随后，我将这一计划向章开沅先生作了汇报，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于是即与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社长范军先生商议出版事宜。
我校出版社的范军社长和段维总编辑都是颇具学术眼光的出版人，多年来一直十分支持研究所辛亥革
命研究著述的出版。
此次虽在出版社进行改制面临较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两位出版社领导仍是一拍即合，决定克服重重
困难承担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任务。
在确定出版这套文库而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之后，其间还曾出现过一些先前未曾预料到的变故，几乎使
早先设想的计划难以按时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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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依然是范军社长与段维总编辑勇于担当，严定友副总编辑、冯会平主任以及出版社全体编辑共
同努力，才使原定计划得以继续实施。
因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于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首义之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也一直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省市领导当然会更加重视。
尤其是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先生，对我们研究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计划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
文库”的出版尤其关注。
研究所向湖北省政府专题报告研究设想与文库的出版计划，得到了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经费上的宝贵
资助。
    此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对这套文库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2010年，经过专家评审通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列入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由此不仅提高了文库的出版档次，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版社面临的经济压力。
    这套文库最终能够顺利出版，使我近两年始终处于不安状态的一颗心得以平安踏实下来。
两年来，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有的问题甚至非常棘手，一度使人丧
失了信心，所以我一直都担心这套文库不能如期顺利出版。
个人为之付出的心血尚不足道，更为担心的是有负于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对不起我所在的研究所
多年来在国内外享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的声誉。
现在，这套文库虽然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终于顺利出版了，值得庆贺。
在此需要感谢的单位与个人太多，难以～一列举，只能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收入该文库的部分早期出版的学术著作，现虽经修订补充，但由于当时在注释的完整性要求
上，与现今相比较并不十分严格，甚至可以说不完全合乎学术规范。
对于这种情况，各书作者尽量进行了补充，力图按照现在的规范要求，使注释达到完整的程度，但因
客观条件所限，仍有少数注释没有达到这一要求，敬请读者谅解。
    第二，现在重新修订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些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结论已有所变化，有的甚至
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大多对此并没有作明显的改动。
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张来不及作更多的修改，另一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从事相关学术探索的发展
历程，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具体地体现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深入和不断进步。
    第三，各书所收录的时人文章、演说词、诗词等各类文字作品，都具有史料性质与价值，其中也难
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与痕迹，用字用词习惯、数字用法与现今的著录和编校规范(如2010年出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995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有些不同，有的甚至
存在某些“政治性”的问题，但为了尊重历史原貌，保持史料的完整性，便于学术研究，一般都未予
以删改，请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和使用时注意鉴别。
    第四，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所谓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而是包含更为广泛的范围。
对于那些中间流派的甚至是旧营垒人物的诗文，只要是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者对于史事与社
会情况记载较为翔实而确有参考价值者，也在这套丛书收容之列。
因为革命运动决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
的，所以也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种营垒与各种类型的人物，才能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刻
的理解。
    朱英    2011年5月16日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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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峙三（1886-1967），辛亥革命志士。
一生日记颇丰，严昌洪编录的《朱峙三日记(1893-1919)》选录其辛亥革命前后日记，反映作者从旧式
知识分子转变为民主革命志士的历程，并有关于当时社会生活之记载，颇具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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