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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绍宋日记》出版说明：qaE万圣书城

qaE万圣书城

余绍宋（一八八三——一九四九），字越园，号寒柯，浙江龙游人。著名学者、书画家。qaE万圣书城

越园先生早年赴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科。一九一○年回国，以法律科举人授外务部主事。辛亥后南归，就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兼教习。一九一二年北上赴京，先后任北京政府司法部佥事、参事、次长，修订法律馆顾问，善后会议法制专门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司法储才馆教育长（即副馆长，馆长为梁启超），龙游县修志局总纂。并任教于国立艺专、法政大学、师范大学等处。一九二八年辞去一切职务，南归定居杭州，以书画自娱、自给。抗战期间曾被选为省参议员、副议长，又被任命为浙江通志馆馆长。一九四九年元月被公推为浙江省人民促进和平委员会主任委员（生平详见《日记》后附余子安撰《余绍宋先生生平简介》（代后记）及余昊著，海峡文艺出版社二○○三年二月版《学者书画家余绍宋》）。qaE万圣书城

越园先生一生勤奋好学，涉猎广泛，著述颇丰。其著述流传至今的有《画法要录》初编及二编、《书画书录解题》、《中国画学源流之概观》、主编《东南日报》特种副刊《金石书画》共八十七期，（有合订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提要》、《寒柯堂诗》（四卷）、《寒柯堂宋诗集联》（四卷）、《龙游县志》（四十二卷）、主修《重修浙江通志稿》一二五册等等。并有数量可观的书画真迹传世。在方志学、书画理论、目录学、法学诸方面均有建树。qaE万圣书城

其为政，借用梁启超先生语，越园“虽在司法界屡历要职，曾不改其儒素。比来感北京空气恶浊，不可堪忍。毅然舍弃廿余年来之京华生活，挈书数百箧，大去其国，将南归奉母，且理名山之业。最近此间改组所谓京师大学者，当局以艺专学长相邀，坚辞勿就。其在法大、师大所任之课，亦一概谢绝。其不屑不洁之苦心，非我辈中人莫之能解也”。qaE万圣书城

其于方志，所编《龙游县志》，梁启超先生在序中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有十大长处。全志一百二十万字，取材详实，体例新颖，至今方志学界仍称之为民国时期浙江省四部优秀地方志之一。qaE万圣书城

其于书法，先生幼承庭训，习书法从颜鲁公入手。中年致力北碑，间习章草，几于无碑不临。南归后又倾心帖学，遍取各家之长，形成刚柔并济的书风。先生最擅行草及章草，篆、隶、楷各体也信手可成。一生所书碑刻、摩崖不下百种，且遍布大江南北。老一辈中康有为、陈宝琛等都十分赞赏其书法，甚至称之为“北方书法第一人”。qaE万圣书城

其于绘画， 先生既承家教，又广涉名家名作。中年在北京师从清代画家汤贻汾之孙汤定之，并与汤定之、陈师曾等人组织《宣南画社》，切磋艺事。回杭后首创组织“东皋雅集”等书画学术团体，与马叙伦等当时名流一起读书论文、吟诗作画。以山水、松石、梅兰竹菊等水墨画见长。近代著名金石学家、书画鉴赏家陈伯衡先生尝谓“以文人画而论，吴昌硕、余绍宋、陈师曾三鼎甲”。qaE万圣书城

…… ……qaE万圣书城

在一次座谈会上，著名学者吴战垒先生说：“余先生在学术上涉及的范围很广，不论方志学、书画、诗词，都是第一流的”。中国美术学院博导范景中教授说：“余先生在当时的书画界是领袖式的人物，而如今真正知道他的人却不多，应该加强宣传”。qaE万圣书城

我社此前曾影印出版余绍宋编撰《书画书录解题》（后附吴辟疆《书画书录解题补甲乙编》），年内还将出版余子安编著《余绍宋书画论丛》。qaE万圣书城

此次影印出版的《余绍宋日记》，包括余绍宋尚存日记两种：《余庐日记》及《春晖堂日记》，记民国六年（1917）元月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二月（余绍宋三十五岁至六十岁），前后共二十五年间事。日记原八十一册，约一百五十余万字，基本没有漏记现象。所记内容包括金石书画鉴赏、书画经眼、读书心得、朋友交往、山川记游及少许时事等，兼具近现代文史资料、书画史记要、书法艺术观赏等多方面价值。qaE万圣书城

诚如学者所言，研究历史人物，“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今年适逢余绍宋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将其珍贵的劫余日记手稿影印出版，无疑将为余绍宋生平建树及其相关史实的研究提供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qaE万圣书城

启功先生欣然为本书题签，盛情可感，特此致谢。《余绍宋日记》出版说明qaE万圣书城

qaE万圣书城

余绍宋(越园)先生(1883—1949)修纂《龙游县志》的功绩，二三十年前龙游县曾邀请专家学者们研究与论述过。笔者现在再来提此话题，似乎有点拾人牙慧。也许由于近来经常翻阅《余绍宋日记》的缘故，看到先生从政之余殚精竭虑，以个人之力耗四年光阴修成一部煌煌巨著，万分敬佩，又有所感。qaE万圣书城

　　梁启超先生在《龙游县志·序》中，将此志与乾隆年间进士、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实斋①先生修的志书相比较，褒扬此志“其长有十”，即余志有十个方面比章志高出一筹。并说：“无实斋，则不能有越园，吾信之，越园宜亦伏焉。然有实斋，不可无越园，吾信之，实斋有知，当亦颔首于地下矣。”民国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北大教授熊十力先生致函余绍宋，亦称赞“《龙游县志》体大思精，实不朽之业”。当代方志学家魏桥先生在《龙游县志·重印序》中，在肯定梁启超对《龙游县志》的高度评价的同时，认为“余绍宋撰编的《龙游县志》，公认为民国时期志苑佳作。”qaE万圣书城

　　龙游古代留下来的最后一部县志，还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修成的。距民国建国已近两个半世纪。修一部新的《龙游县志》，对龙游的有识之士来说，已迫在眉睫。qaE万圣书城

　　康熙《龙游县志》修成后的二百多年间，龙游“议修志而未成者，凡七次矣”②，第四次的修志发起者，是余绍宋的曾祖父镜波先生。因时任知县“无意于修志”，镜波先生虽与之“数商之，而事终不集”。其时镜波先生“几八十矣，自顾衰残，观无成日，虑孤本(向通县友人借来的康熙原志)一失，后益无证，因与从伯祖子春公各举私财先事重刻，即今通行本是也。”③余绍宋的曾祖修志之志未酬，却与家人出资重刻康熙县志以存史迹。余绍宋小时候曾在衢州老宅曾祖父膝下受教，潜移默化，“辄神往吾龙游故乡也”。余绍宋的父亲在龙游凤梧书院执教时，余绍宋曾随父在龙游住了半年，“渐通故乡俗语，渐知留心乡邦故事”，且了解父亲曾与友人言“志乘之年久失修，虑文献之散佚，议修者屡矣”④1903年，龙游办了新式学堂，余绍宋应聘在那里任教半年，“时先叔与九先生任学堂总理，亦曾议及修志，虽事未集而绍宋有感于中，已思有以自效”⑤，由此观之，修县志，乃余家家学。qaE万圣书城

　　余绍宋青年时代就有继承家学纂修县志的志向。他发奋读书，“遇有涉及县事者辄笔记之”，在研读康熙《龙游县志》时，发现其“所载殊多舛误”，即撰写《旧志订误》一编。此后在北洋政府司法部为官时，有条件博览群书，“乃积平日研究所得”，又撰《旧志补遗》《读方志札记》两编，为今后修志做准备工作。qaE万圣书城

　　余绍宋有志于修县志，除了家学渊源与完成先辈的遗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余绍宋曾受乡邦之恩而思报效桑梓。1906年他赴日本留学时，“县助束装费二百金，即出自修志余款。为数虽微，而私念今日地方以此款赠行，他日所以报之者别无他道，盖至是而修志之意遂决矣。”⑥qaE万圣书城

　　正因为如此，在民国十年十一月一日接受《龙游县志》总纂任务之前，余绍宋早就关注故乡的修志事了。请看他下列日记：qaE万圣书城

　　民国八年九月十二日：“作书致张诵先，论本邑修志书事甚详，因闻邑中请腐儒名汪荣封者任修纂，不得不反对也。”qaE万圣书城

　　民国九年八月三日：“朱晚香来辞行，与言修县志事，我不愿得薪金，如乡人必欲相强者，则应提存殷实铺户，他日由我指定用途，仍充公益之用可也。至修志应由我一人主持，他人不能持异议，亦不许他人改动一字，彼皆应允。”qaE万圣书城

　　民国十年七月十九日：“……又写信致吴子培论修志事，并保举方仲先作副手。”qaE万圣书城

　　民国十年余绍宋在衢州老宅为母亲祝寿期间，十一月一日：“张诵先表伯等十余人来商修志事，聘余为总编纂，余不获已，允之。约定数事，如体例酌定后他人不得变更，所收事迹截至宣统末年止，入民国后事不得阑入，又如不应修之件不得以捐款等缘由要求收入等事，悉承诸乡父老允许，至可感也。又向众声明不受报酬，众不许，乃声明应得酬劳悉为存储，将来积有成数，当悉以公益之用，决不以入私囊也。”qaE万圣书城

　　至此，余绍宋先生在宣示了他的“修志三原则”，正式允应邑中士绅之请，担当修志重任。其实，如何修县志，余绍宋早已胸有成竹，被乡绅邀请任编志总纂，水到渠成，遂了他的心愿。qaE万圣书城

　　从上述引文中可知，余绍宋的“修志三原则”，即：一，“修志应由我一人主持，他人不能持异议，亦不许他人改动一字”、“体例酌定后他人不得变更”。二，“不应修之件不得以捐款等缘由要求收入。”三，“向众声明不受报酬，众不许，乃声明应得酬劳悉为存储，将来积有成数，当悉以公益之用，决不以入私囊也。”qaE万圣书城

　　余绍宋这三条修志原则，也可以说是“约法三章”，观点鲜明，可以说是日后修成《龙游县志》的保障。尤其第一条，表明他独力修纂《龙游县志》的自信，既为了排除修志干扰，又封了多事者之口。qaE万圣书城

　　于是，龙游设立志局，余绍宋任总纂，祝劼庵(邑人，曾任河南新野、孟津知县)任副纂，由祝劼庵坐镇龙游志局负责局务，将志局所聘各地采访员所得资料核实汇总后寄给余绍宋选编。此前，余绍宋已“保举”同在司法部工作的淳安人方仲先作“副手”(编纂)。余绍宋有此左膀右臂，工作起来就顺手了。qaE万圣书城

　　志局成立后，“城乡各聘采访员一二人任其事”，有王树熙、唐贻谷、周之桢、邱君梁等十位，又“置名誉采访员一百人”，其中曾交稿者有杨振烈、方晋辰、徐允元、朱鹏飞等四十位。余绍宋与方仲先商定了采访员须采访的内容：一.民商事习惯。二.工业商业实况。三.乡贤遗著。四.公产详细情形。五.县署公牍档案。六.现行各种捐税。每项各分细目，并加以说明，洋洋四千余言。民国十一年三月十六日，“由仲先录副致祝劼丈”。qaE万圣书城

　　B修纂县志的第一步，当然是参阅有关资料。民国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阅章实斋《文史通义》第八卷，皆论修志事者。近日颇欲开手修《龙游县志》，故一涉猎……夜与仲先商定《龙游县志》编纂例，不依向来通例，亦不全用章说，姑志于此，他日常需考订也。”qaE万圣书城

　　由此日记可知，余绍宋修《龙游县志》采用了章实斋所论修志之法，但又“不全用章说”，有己主见。且看民国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阅《文史通义·外篇》章实斋谓修志有八忌……余意为尙有两忌，一为任意略美，即任意将邻县中先贤采入本邑志乘，如《龙游县志》人物中有徐徽言，徽言明明是西安人，《宋史》有本传可据，而妄为牵入；又如吾衍明明是开化人，至今开化吾族尙盛，且有衍故宅，龙游绝无吾族，岂不知之徒以吾衍大常署太末人，以为太末必属龙游，不知太末之地所属甚广(见志稿地理考)。况且元代已无太末之名，吾衍特喜用古地名也(余前撰艺文考曾收吾衍著述，当时未及深考也，他日当删除之)。二为不知考证，古书误传者甚多，善读书者要悉心考证，以求征信。今观各处志书，往往直录旧志，不加考察，致事实乖谬，其奚以信今而传后耶？即如《龙游县志》官师表中，自汉迄唐县令，其年代无一不误(余撰职官表曾大加考证)。”qaE万圣书城

　　因此，余绍宋编撰《龙游县志》时，特别重视辨史实之真伪，正旧志之谬误。qaE万圣书城

qaE万圣书城

qaE万圣书城

政治人物的日记可以看《蒋介石日记》《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王子壮日记》《唐纵日记》《周佛海日记》，《白坚武日记》也值得一看文人学者的日记首推《顾颉刚日记》《胡适日记》《吴宓日记》，也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叶圣陶日记》《静晤室日记》《周作人日记》《天风阁学词日记》《余绍宋日记》《黄侃日记》，或者其他名人比如郁达夫、郑振铎、郭沫若等。遗老的日记首推《郑孝胥日记》，其余有《许宝蘅日记》《艺风老人日记》。日据时期台湾人的日记可以看林献堂的《灌园先生日记》，以及《水竹居主人日记》《杨基振日记》等。还有几部普通人或者下级官员的日记，《退想斋日记》《北平日记》《张棡日记》《赵元成日记》，也很有趣。qaE万圣书城

仅从民国军事史的角度，徐永昌的《求己斋日记》价值最高。作者出身旧毅军，毕业于陆军大学，抗战期间长期担任实际上的总参谋部——军令部部长，参与过历次会战的决策，对研究抗战史和国军高层运作有极高的价值。qaE万圣书城

 qaE万圣书城

qaE万圣书城

书友对《余绍宋日记》的评价:qaE万圣书城

qaE万圣书城

对于乡贤余绍宋的传世著作一直较为关心，手中也收藏了几种：金石书画民国版及影印本、龙游县志影印本以及三个版本的《画法要录》。余氏著作中过眼最多的属《画法要录》，此书发行后版次尤多且内容、版刻均有较大变化，为此对此书一直存有疑惑期望能一探究竟。2012年10月由龙游史志办点校整理出版发行的《余绍宋日记》点校本为该书的版本考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qaE万圣书城

    该书的序作者林志钧（ 1878-1961，字宰平，号北云）对《画法要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之“为中国画学开系统研究之始”“为中国画学开忠实考据之始”，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qaE万圣书城

    著述缘起qaE万圣书城

    余氏认为“凡治一艺必通其学，乃可以善其术。书画之为学有其源流、派别及其法度，明乎此，而世俗凡近之见，无以易吾所自得，而奔赴腕下者，神明规矩始卓然有以树立”，所以他从33岁那年（1915年）开始学画起，便留心昔贤论画之书，见有精辟之论便笔录之。起先余氏想广辑古人画法，作绝句一百首，畅述其意趣，以便学画者诵习，于是每读一书便摘其要旨，日久积稿盈尺。宣南画友见了都说此为整理国故的一种方法，即此就可为学习者研习之楷模，于是他改变初衷，不再作韵语，而分门别类，使成条贯。    qaE万圣书城

    四易其名qaE万圣书城

    1922年5月16日有记“近日颇感画学凌夷，而邪魔外道之猖獗，颇思辑一书以便初学，将昔贤论画分类辑录，去其浮泛玄妙之言而加以解释，名曰《论画集释》，日内得暇当先定一例以期其成”。qaE万圣书城

   《论画集释》初定之后几易其名。22年5月18日“昨所辑之书改称《画法汇钞》，意欲述而不作，免受人讥评也。亦以余画学甚浅，不敢有所论列耳”。qaE万圣书城

    因县志的编撰期间有所搁置，25年8月龙游县志完成之后立即投入该书的编辑之中。 1925年8月19日“灯下编校《画法汇录》，一时始修”，8月22日“竟日校补《画法汇钞》”，9月7日“发奋编《画法录要》”，10月24日“原名《画法录要》，今名《要录》者，效张彦远《法书要录》例也”，至此书名始定。qaE万圣书城

    成书过程qaE万圣书城

    25年12月8日“修改《画法要录》完竣，此后当为付梓计矣”，26年2月11日“向大理院借《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画类，以校《画法要录》稿，将于旧历新春付梓也”，3月5日旧历正月二十一“《画法要录》校定，明日付梓”，4月8日“眼肿消十之七八矣，渐能看书，因将《画法要录》校毕”，4月18日“宰平为撰《画法要录》序，晦闻、定之为题签，书此志感”，4月25日“画法要录印成，分赠画社同人”，自此《画法要录》初编完成著录出版发行。qaE万圣书城

    书成之后着手《书画书录解题》的编订，但期间余氏仍旧随摘随录随校画法要录为二编做准备。1926年11月1日“阅钱泳《履园丛话》，取两则入画法要录”，1928年10月17日“终日读《画梅辨难》十二卷.....摘抄十数条入《画法要录续编》”。1929年3月27日“陵直支来书，询画法要录续编稿，作书告以年内可写定，彼盖欲代余编订，实则此非他人所能代为者”，4月24日“中华书局由高欣木绍介，愿为余重印画法要录，因发愤增补改订”，5月19日“以订定画法要录交野侯付梓”。1930年12月9日“检《王奉常书画题跋》，采录要语入画法要录”，本月多次检画法要录二编材料并暂定分类。1931年2月1日“编要录墨梅篇成，于是全部脱稿，但词尚是初稿，他日须更加一方审核方能成书也”，3月间多为校画法要录二编稿，5月1日“访丁辅之，以画录二编稿交其带沪付梓”。1932年7月10日“赴东皋社集遇辅之，以画法要录二编样本见示，又一书杀青矣”。 qaE万圣书城

        对于二编的成书，余绍宋在《画法要录》二编序例中也作了阐明“余前辑山水画法既成，原续辑人物、花木、鸟兽诸科画法以成完书，牵于他务，因循数年未果。而自前编问世后，来书督促续辑者不乏其人，乃检集旧录诸稿，裒辑以成兹编。惟历来论画法者，山水而外论者殊鲜，拣取资料极觉艰难。今虽成编，尚多缺憾，姑以塞督促诸君之责而已”。   qaE万圣书城

    版权之变qaE万圣书城

    1928年2月26日“寄售《画法要录》本在公慎书局，今托仲缵改在富晋书社”。qaE万圣书城

1931年9月12日“与中华书局订赠与版权契约，欣木为证人”，11月29日“高欣木来谈，持来中华书局契约一纸”。1933年3月2日“高鱼占为余画法要录二编作长跋，属为修改文句”，此后日记中未有涉及该书之版权印刷之事宜。qaE万圣书城

    版本之考qaE万圣书城

    从日记所载来看，画法要录的最早版本当在1926年的四月间，也就是“民国15年4月15日”版本为初版，为公慎书局所代售本（见图1），每部两册，定价二元四角。但从国图收录查询居然有民国14年且未署名为京城印书局发行之版本，不知做何解，待考。qaE万圣书城

    笔者手中有一套与“民国15年4月15日”版本半框大小、纸张、内容、印刷单位均一致的6册套版本，唯一不同的是每叶内均有黄色称纸但没有版权页、开本略高1CM，估计为“富晋书社”代售本。qaE万圣书城

    以上2种均为武进汤涤（1878-1948，字定之）与黄节（1873-1935，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题签。qaE万圣书城

 qaE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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