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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父许宝蘅先生，字季湘，号巢云、公诚、觉庵、央庐，晚号耋斋，别署咏篱仙馆、寿閒堂。
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仁和许氏为浙江世家，自清乾隆后科第蝉联，颇得盛誉。
清光绪元年乙亥十一月二十三日（1875年12月29日），先生出生于湖北汉口郭家巷。
先祖父秦兆公（讳之琎）时任湖北候补知县，兼江汉关大关委员。
先祖母张太夫人先已育有三子、三女，先生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最幼。
先生四岁丧母，由继母夏太夫人抚育成人。
光绪六年（1880年）先祖父任湖北东湖县知县，至二十三年（1897年）始卸任回武昌（其间曾调署建
始县、应山县），同年七月病逝。
故先生虽然籍隶浙江，实则在湖北长大，所以朋友中颇多鄂人。
先生五岁入私塾，因先祖父频繁易地为官，只好辗转相随，先后从师多人学习举业。
光绪十八年（1892年），回到原籍杭州应童子试，入仁和县学。
二十八年（1902年）由附生应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本省乡试，中第七十八名举人，时年二十八岁。
次年以举人报捐内阁中书。
经由陕甘总督崧蕃保举经济特科，考取一等第三十名（后全部取消）。
三十二年（1906年）到内阁后，学部咨调派学制调查局行走。
不久，巡警部又调署外城巡警总厅六品警官，后经学部奏留，以主事用。
次年考取军机章京。
军机大臣张之洞等因先生文笔敏捷，立言得体，深加倚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病逝，所颁帝后遗诏及部分上谕，皆先生草拟。
宣统元年（1909年），丁继母夏太夫人忧，调充宪政编查馆科员，兼大清银行差事。
稍后，清廷因官制改革，撤销军机处，设内阁承宣厅。
故宣统三年（1911年）先生服满后，经内阁总理奏派充承宣厅行走，在总务厅办事。
是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十二月，清帝退位。
1912年民国建立，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先生任大总统府秘书，兼国务院秘书，后调铨叙
局局长。
1913年，任临时稽勋局局长。
1914年，临时稽勋局撤销，内务部增设考绩司，先生任司长，其间一度代理内务部次长，并任办理知
事实验处处长，四次主持文官考试。
1916年，考绩司裁撤，先生遂辞职家居。
1917年，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先生任大总统府秘书。
当时任内务总长的钱能训，为先生族姑丈，遂召为内务部秘书。
1918年，一度代理内务次长。
1919年后，先生两度任国务院参议，两度任国务院铨叙局局长，一度任国务院秘书长，又兼国务院法
制局局长，直至北洋政府解体。
1927年11月，应傅增湘之约，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兼管掌故部，主编《掌故丛编》。
1928年7月，应省长翟文选的邀请，任奉天省（后改称辽宁省）政府秘书长。
次年底，翟文选辞职，先生回京。
1930年2月，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聘先生为顾问。
1931年2月，又应万福麟之子万国宾之聘为洮昂铁路局顾问。
7月，回京料理家事。
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变，关内外交通阻隔，先生遂赋闲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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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宝蘅日记（套装共5册）》作者许宝蘅一生经历了清代、北洋及国民党政府、社会主义新中
国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目睹了历史的更迭与动荡，他的日记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沧桑剧变的真实写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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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廿八日（7月22日）晨偕叔通至小馆吃点心，即归。
朴生来谈，时许去。
申正偕令之、叔通至琉璃厂、大栅栏各处一观。
夜同馆中有以言语小故，争相哄者。
伯明来，适外出未遇。
廿九日（7月23日）申刻伯明来，约至国兴堂吃饭，同座为宝子年、宝子孚、梁典五、李仲平、李春谷
、陈伯凡，酒醉，丑初方散，偕伯明至其馆内宿。
闻子年谈及渠曾告诉南皮宫保，余取特科一等，迟日只得往谒。
酉初大雨，颇凉。
六月初一日（7月24日）在伯明馆内早饭，饭后同到仁钱会馆。
履平来谈，劝余往谒朱艾师、李柳溪两座师，伯纲、叔通亦力言不去之非，遂定明日往谒。
酉初典五来，小坐，遂同出门。
典五赴国兴堂之局，余偕伯明至长福堂，小坐，无聊之极，适仲平、春谷昆仲来，因而同至万仙堂打
牌，子初方散。
初二日（7月25日）已初入顺治门，至西单牌楼兴隆谒李柳溪师，未见。
又至西四牌楼羊肉胡同访豫少亭，晤谈良久。
出城至达子营谒朱艾师，遇高廷梅、邵启贤两同年，遂归，知覆试仅取一等九人，二等十八人，余与
令之、梦惺皆被黜，前取诸人大为翻案，前三名皆斥落，同人有为抱屈者。
余甚坦然，觉得失不足以为荣辱。
申刻出门，访履平、典五，皆未遇，后至宁乡馆晤程子大，知其病疝，遇王代功、杨通谟仲谦，复试
列取一等。
酉正归，知履平、笙叔均来，候久不归，方行。
念白来谈，知朱、李两师约明日宴于嵩云草堂。
初三日（7月26日）作俟斋、翼如书。
巳刻往谒徐花农琪侍郎，谈良久。
午初至嵩云草堂，李师已到，同年至者亦不少，朱师后至，共集同年二十二人，宴散，未初回馆。
次珊来，酉正同至同和居小饮，令之所约。
又至长福堂访王伯荃、张彦云、夏履平诸同年，均在。
饭后又至李铁拐斜街谢寓，访黄伯明、仲平昆季、茀君昆仲，均在，直至寅初方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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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许宝蘅日记(套装共5册)》：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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