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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进程中，日记文学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少新文学大家都提倡日记文学，都对日记文学发表过精辟的意见。
夏丐尊认为“日记文学，是实际生活的记录，可以打破一切文字上的陈套”（《文章作法》）；郁达
夫认为日记文学“能使真实性确立”，并强调爱读文学书的人，首先爱读名家的日记（《日记文学》
）；周作人也认为日记文学“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种文章更显明的表现出作者的个
性（《日记与尺牍》）”；阿英更进一步把新文学中的日记文学划分为记游日记、社会观察日记、私
生活日记和情书日记四大类，并加以讨论（《日记文学丛选》序记）。
当然，在众多关于日记文学的论述中，鲁迅的看法是最值得注意的：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
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
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
》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
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马上日记之一》）　　其实，研究新文学作家的日记文学，我们必须厘清这一点：日记与日记文
学员有关联却不能等同，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日记文学虽然取的是日记体裁，但仍属于文学的范畴，如郁达夫的《日记九种》；而日记则大都是纯
粹的记事，如《鲁迅日记》。
前者在作者生前即已公开发表，且已成为新文学散文中的名著，影响甚大；后者虽然也极为重要，于
研究鲁迅的生平行状不可或缺，严格来讲，毕竟不能算是文学作品。
前者当然也是真实的，但并不排除艺术加工和艺术渲染的成分；后者由于作者生前不打算发表，所以
“备遗忘，录时事，志感想”（郁达夫语）可能更具真实。
事实也确是如此，鲁迅、周作人、吴宓、朱自清等名家的日记都是在他们身后由其后人或研究者整理
才公之于世的。
　　如果以此观点考察现有的徐志摩日记，我们就会惊喜的发现，徐志摩的日记既是这位中国新诗坛
祭酒毫不作假的生活真录，即真实的日记，同时也是优美隽永的散文作品，即上乘的日记文学，两者
合而为一，这是十分难得的。
　　徐志摩只在人世存留了短暂的三十五个年头，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可谓“潇洒走一回”。
在他生前发表的丰富多彩的诗文中，除了在冷僻的光华大学校刊上刊登过四页英文的《翡冷翠日记》
片段外，并没有日记在内。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山东党家庄上空驾鹤西去，不久由他创办的新月书店就预告出版《徐
志摩日记》以为纪念，但迟迟未见问世。
倒是他的学生赵家壁在其所编“徐志摩遗作”《秋》中重刊了《翡冷翠日记》，井称徐志摩“用心血
织成的日记”，“怕要比他所有的著作更值得宝贵”（《〈秋〉篇前》）。
到了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徐志摩好友邵询美在他主编的《时代画报》第三卷第六期上揭载徐志摩的《
眉轩琐语》，这是徐志摩日记在他身后首次公开，尽管只有短短的两则和序语，却已引起文坛的关注
，阿英就把它编入《日记文学丛选》，作为“私生活日记”的一种向读者推荐，并指出“量的方面虽
不多，但读者同样可以看到志摩日记写作的体例与方法的”（《（日记文学丛选）序记》）。
　　此后的徐志摩日记出版史，今天的读者可能都已比较熟悉了，那就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爱眉
小札》“真迹手写本”问世；同年三月，《爱眉小札》铅排精装本问世；一九四七年三月，《志摩日
记》问世。
这三种不同版本的徐志摩日记虽然互有重复，但却是现有徐志摩日记的基本组成部分，今天各种版本
的徐志摩全集、文集、选集的日记卷无不采用之。
如果它们当年也遭到意外，像那只神秘的“八宝箱”中所存的徐志摩“剑桥日记”那样至今下落不明
，那么今天所见的《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是无从编起的。
　　虞坤林先生编这部《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所花费的时间和心血是可以想见的，不仅因为
这部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徐志摩日记的汇编，还因为他发掘考证了连载于一九三四年《论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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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和四十三期上的《爱眉小札》初刊本，还《爱眉小札》（部分）以历
史的本来面目，这在徐志摩日记版本研究上是一个颇为重大的发现。
此外，这部日记还首次公开了一度被弄得扑朔迷离的徐志摩的《府中日记》和《留美日记》。
这两部徐志摩青少年时期的珍贵日记从日本到中国到美国再回到中国，本应在却最后未能在香港商务
印书馆版《徐志摩全集》中问世，而今终于“失而复得”，实在值得庆幸。
回想八年前，徐积锴先生当面向我提起这部日记下落时的痛心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
现在这两册日记的全貌已披露在海内外读者面前，终于可以接受徐志摩的爱好者和研究者的评说了。
　　据陆小曼回忆，徐志摩生前对她说过：“不要轻看了这两部小小的书（指《爱眉小札》——作者
注），其中哪一字哪一句不是从我们热血里流出来的。
将来我们年纪老了，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发表，你不要怕羞，这种爱的吐露是人生不易轻得的。
”（《（爱眉小札）序》）这固然是缘于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那段刻骨铭心的爱，同样也说明了徐志
摩对日记的重视。
他曾一再要求陆小曼也每天记日记，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记载下来，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对日记和日记文学如此情有独钟，除了郁达夫，恐怕就数徐志摩了，而徐、郁
两人本是中学同窗好友，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徐志摩日记记载，他当天送给陆小曼的“年礼”是一部“曼殊斐儿
的日记”，徐志摩特别引用了该书前面的题词：“一本纯粹性灵所产生，亦是为纯粹性灵而产生的书
。
”对徐志摩自己的这些日记，完全也应作如是观。
徐志摩的“纯粹性灵”，徐志摩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散文笔调，在他这些
日记中全部真实呈现，坦露无遗。
在我看来，徐志摩的日记，在中国新文学作家的日记和日记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应有其独特的重要性，相信认真的读者自会细细咀嚼体会。
　　坤林先生长期致力于浙江海宁籍文人学者生平史料的整理，成绩斐然。
继《红尘冷眼——宋云彬日记》之后，又费时二载，锐意穷搜，仔细校勘，精心编排，完成这部《徐
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付梓，对徐志摩作品的整理和研究，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一件令人
欣慰的大事。
承他不弃，嘱为作序，拉杂写来，不当之处，谨请坤林先生和广大读者指教。
　　陈子善　　二○○二年十二月八日　　于上海华东师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徐志摩未刊日记>>

内容概要

　　《徐志摩未刊日记（外4种）》收录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于1911年-1919年求学时所写日记，真实
反映了他学习、社交，从事文艺创作的经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日记原稿数十年间辗
转日本、美国，此次为第一次发表。
此外，书中还收入徐志摩已刊日记四种，都经过重新校勘。
因此《徐志摩未刊日记（外4种）》成为已出版的徐志摩日记中收录最为完整，也最忠实于原作的一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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