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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阎锡山(1883年-1960年)，字伯川，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人。
他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并加入同盟会。
回国后，在山西太原任清军八十六标标统。
1911年武昌起义后，率军在山西推翻清廷统治，首任都督，统治山西达三十八年之久。
一九四九年，退居台湾，著述自保，直至去世。
    阎锡山是整个民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举凡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三年内战，他都
在核心圈中扮演过特别的角色。
因此，阎锡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能忽视，不能回避的人物。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尘封了五十馀年的《阎锡山日记》在大陆面向普通读者公开出版，不仅是进一
步认识阎锡山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民国史的重要文献。
    阎锡山的日记，始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17日，止于1950年，前后近30年。
1938年之前，基本为逐日记述，之后则时断时续。
他曾自述其记述经过，“其时余适居大连，二十一年(1932年)春，余出任晋绥事，事繁而日记未停。
多于晨起盥洗时间为之。
抗战军兴，作战、训练、穿衣、吃饭等事之策筹，已使人精疲力竭，故其日记亦不能按日记载。
”其记述方式，则是口授，由秘书抄成正副二本。
其正本由阎氏带到台湾，之后断续再记，止于1950年。
他去世后，由阎氏纪念会整理，并于1997年正式出版，此为本社出版所据之本。
    《阎锡山日记》副本现存太原，1986年，由曾经随侍阎锡山的李蓼源先生主持整理。
1991年10月26日，曾与阎锡山长期打交道的薄一波同志给整理日记的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来信说：
“总的印象，它不是历史资料，而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表达他的思想，可一读。
阎已是历史人物，看看他的日记，不难想到他的为人。
”2007年，山西文史月刊杂志社，将《阎锡山日记》以内部出版形式出版，仅印刷500部。
2010年，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及山西省档案馆联合影印出版了《阎锡山日记》，也用的是副本，由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惜印数极少。
    2010年9月，三晋出版社社长张继红先生赴台参加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在台北拜会了曾任阎锡山侍
从秘书的原馥庭先生等，原先生持日记相赠，并慨允可在大陆公开出版。
后又经原先生商请在美国居住的阎锡山之子阎志惠先生，取得先生书面授权。
为此，对阎志惠先生谨表感谢！
并感谢原馥庭先生及台北山西同乡会的先生们，以及在美国居住的另一位阎锡山的侍从秘书郝振笃先
生。
还要特别感谢李蓼源先生提供的指导与引荐。
    《阎锡山日记》的特点，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言，“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表达他的思想”，用阎自己
的话说，“不记事而记事之理”，“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
人类贡献作准绳”；“余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贡献，故记理不记事”。
所以，他的日记以总结事物之理见长。
了解山西历史乃至整个民国史的读者，或者可从其所记之理的背后，看出相关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
，看出阎氏对这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
    《阎锡山日记》的台湾印本，由“阎锡山先生纪念会”编，原作《阎锡山先生感想录》，是《阎锡
山日记》最全之编本。
其中1949年以后内容记录了阎锡山在台湾的行踪与思想，为大陆刊本所无，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于大陆本中阎锡山为父亲庐墓期间与赵戴文之通信，非日记体裁，台湾本日记出版时，已抽出另出
单行本，故本次出版，未收这部分内容。
台湾本与大陆本在行文顺序、内容多寡方面微有不同，不予一一对照统一，惟民国三十年七月后日记
及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日记为台湾本所无，此次出版，予以编入，并按其时间顺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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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排列，故此本可称《阎锡山日记》迄今为止之全编。
由于台湾本是繁体竖排，且在标点整理方面有不尽统一处，此次整理出版统一为简体横排，以方便大
陆读者阅读。
又台湾本对原文中提到的人物与事件偶有简注，在此一并保留。
对于在整理中的不周及错讹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整理者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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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阎锡山日记》的特点，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言，“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表达他的思想”，用阎自己的
话说，“不记事而记事之理”，“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
类贡献作准绳”；“余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贡献，故记理不记事”。
所以，他的日记以总结事物之理见长。
了解山西历史乃至整个民国史的读者，或者可从其所记之理的背后，看出相关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
，看出阎氏对这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

《阎锡山日记》的台湾印本，由“阎锡山先生纪念会”编，原作《阎锡山先生感想录》，是《阎锡山
日记》最全之编本。
其中1949年以后内容记录了阎锡山在台湾的行踪与思想，为大陆刊本所无，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于大陆本中阎锡山为父亲庐墓期间与赵戴文之通信，非日记体裁，台湾本日记出版时，已抽出另出
单行本，故本次出版，未收这部分内容。
台湾本与大陆本在行文顺序、内容多寡方面微有不同，不予一一对照统一，惟民国三十年七月后日记
及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日记为台湾本所无，此次出版，予以编入，并按其时间顺序重
新排列，故此本可称《阎锡山日记》迄今为止之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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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太原提早革命与全局关系：废清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光复太原时，我在被选为山西都督的大会上
说：今虽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大家不可认为成功。
革命如割疮，我们已过等于医学校的学生，今天我们才是临床的大夫，亦可以说今天才是革命工作的
开始。
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河南陕西动后山西再动，今不得已而早动，早动我们的困难甚多，但对全局的关
系甚大。
愿与诸同志，本革命的精神，与清军作战，先求固守。
    燕晋联军与吴禄贞：太原光复，吴禄贞将军愿联合晋省革命军，截断石庄堵袁世凯进京，并愿先会
面于石庄。
余欲往，众恐受骗，阻之。
余曰：革命党人，岂有骗人之吴绶青乎(绶青为吴将军之字)。
众坚阻，咸主先请其来，以观真象。
余遂即电话约吴在娘子关会面，吴绶青慨允而来。
初见面，吴先云：君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但今日之革命，不在山西一隅，而在阻袁入京。
盖袁人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愿晋军出石家庄，合组燕晋联军，君正我副，时已迫矣
，请将军速决之。
余曰：君谋极佩，机不可失，即开晋军全部到石，合组联军，君正我副。
遂决定吴为燕晋联军大都督余副之。
临别，吴问君何时开动。
余曰：第一列军车，随君车之后即发，惜吴将军返抵石家庄旋即被刺而计划未果(吴禄贞清军第六镇统
制)。
    祁县渠晓洲资助革命军：辛亥秋，太原光复之后，军饷无着，众议向富户百家捐银百万两。
余曰：光复之初，人心未定，与其找百家，莫如找一家，向祁县渠晓洲一户借银四十万两，指定委员
三人往借。
临行，余曰：须言词恳切，晓以大义，动以利害，事必须成功，切不可过伤人情。
委员归复命，以初难，经再三说明之后，慨然应允。
    光复包头，重光太原：太原光复，清军第三镇曹锟率全镇破娘子关，晋军决定分向南北退守。
我与诸同志言：初七晚(农历九月初八日即国历十月二十九日)决定起义之深夜，即得悉武汉大智门被
清军克复之讯，恐影响义军之情绪，始终未与诸将士言。
我敢断定，失政之清帝已为国人所厌弃，绝无再挽回人心之法。
今后革命军必随全国人心而蜂起，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们。
革命工作是以小敌大，以寡胜众，考之历史无不是经百败而后才能成功的，我们的同志，必须百折不
回，向国家的敌人奋斗到底。
今日之分退南北，即建将来合攻之基，愿共勉之。
乘马出太原北门之后，与总参议赵次陇说，如释重负之语今始知之，四十五日之未脱衣、未就床，亦
未感其苦痛，今则感到身轻，随马颠之势，跃跃欲飞也。
    到包头城外十五里地时，包头清守军欲以供给军饷为条件，希望不人包头城。
我令总司令孔庚答以，限两小时腾出包头，否则即攻。
其实实力不如包头清守军远甚，而包头守军，即在两小时内，撤退包头。
晋军人包城后，继攻归绥，中途折将，前敌总指挥王伯轩阵亡，士气颇馁，夜聚诸将，均言绥远守军
为第一镇，乃清帝近卫军之次要部队，且有绥远为清帝退路之说，进攻恐全军覆没。
我曰：胜败之机，不在敌人，在我们，转败为胜，正为好机。
诸将散后，赵公次陇说，观诸将之志气，进攻恐难有利，将如何？
我曰：回攻太原，绥远是我们的副目标，最后的目标是进攻太原，我亦知攻绥不利，绥远人多向绥远
，但不愿先告诸将，以防今夜即遭不测甚至回军时被敌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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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即下令进攻归绥，前进五里后停止待命。
后向东走五里转向南进，到山西神池县时，天主教外人言，已宣布共和，诸将兴奋。
我曰：共和既已宣布，回太原尚须奋斗，不宣布共和我不悲观，宣布了共和，我们倒不敢乐观，更要
整饬军纪，争取民心。
阴历除夕，赶至忻县，翌日，即接到段祺瑞电，请在忻县小住，勿攻太原，将令山西巡抚让防，和平
接收太原。
我于民国元年二月十七日即阳历四月四日二次光复太原。
    二月十八日    军国主义谭：民国二年进京，晚赴梁士诒宴，梁日。
总统决定打日本，我负财政之责，现在军事委员会正计划中。
至军事委员会，见主任唐质夫(名在礼)，乃问以袁计划打日本事。
唐日，有，但在二年以后。
我日，日本之军国主义，经过中日战争、日俄战争鼓励之下，已成一不可解之祸国祸世界疯狂而不可
自拔之团力，以我新造之民国，何堪与之挑衅。
唐曰：我们内部人不好进言，希望你们外间的大员建议。
我晋见曾力言日本不可轻视，袁命详呈之，回晋后作《军事问答》万余言，亦名《军国主义谭》，呈
之，阐说日本武力已成为政治性的侵略武力，待之犹恐不抵，攻之必不可犯。
    揽权跋扈与任劳任怨：梁士诒说，在我是任劳任怨，大家攻击我是揽权跋扈，如何是好。
答曰：揽权跋扈和任劳任怨，是说居心，从外边看是一样，周公尚有流言之惧，只要得到自谅，不难
求得人谅。
    无理谩骂可资警诫：太原大国民日报，每日对晋政指责，甚至于谩骂。
一日书一《袁世凯阎锡山厥罪维均》的标题诋毁之。
袁阅后，由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函嘱将该报馆封闭。
我答曰：革命初成，旧去新来，性未收敛，行未入轨，正当的批评固好，无理的谩骂亦可以资警诫，
若只骂总统，我必封之，连我并骂，则可留之，留之有利于晋，封之有碍于总统之大量。
袁乃许之。
    二月十九日    良药苦口利于病：孔庚为晋军总司令，病、不服药。
我晚睡于床，审其药方，翌日告之曰：此药可治汝病，应服之。
孔曰：服之太苦。
答曰：你向来和我说：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今可告你，良药苦口利于病。
孔笑而服之。
    为六政三事答徐世昌：山西兴办六政三事(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天足、剪发，谓之六政，种棉
、造林、牧畜，谓之三事)。
晋之老者惧致乱，进京告徐世昌。
徐乃派高级顾问田应璜持函到并传谕，政尚无为，应人民所求，来一事处理一事可耳；中国之吏役多
不良之徒，与人民接触等于蛇蝎，多一次人民受害多一次，举办各种兴利除弊的事，利难见而害易生
，力言勿多事，为为政之常道。
答曰：总统长久从政之经验指示后辈，自应加以审慎。
但我国自与世界交通以来，民智、民力、国家、财用、相形见绌，每战必败，割地赔款，几无存在之
余地，爱国之士是提倡改革；总统所言，如同服工者器不利，利器可耳，不能因器而废工。
且施政应适合人民之要求，舆论之希责，国识之指导，立国之需要，请令山西试试看，我当谨防流弊
，健全吏役，谨慎为之。
    田曰：总统力主之将如何？
    答曰：我想总统不会力主，况今日维新为国家之要求，国外之同情。
后果誉晋为模范省、为我授勋。
    鸣谦是吉鸣豫是凶：前对一般县长指示，以兑卦说服争取，以艮卦戒始求深大无功。
并曰：鸣谦是吉，鸣豫是凶，做官必须鸣谦。
况清末政疲多年，贪污成风，人民以为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今日吾人应当鸣谦，向人民公开宣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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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廉洁，如属吏诈索贪污者举发必究，对富庶县份多戒奢励勤，对贫瘠县份以勤劳利生活，多下乡，
少用文告。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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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剖析人情事理，记载民国风云！
    《阎锡山日记》最全备之出版物，阎锡山内心世界之独白！
    揭秘诸多民国史问题不可或缺的参考史料，走近国共政争与近代中国命运去向的历史真实。
阎锡山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如何“以治国之策治山西”，在西北筹建自己的王朝，最终成为民国风云人
物“山西王”？
阎锡山是国民革命军内战的焦点人物之一。
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如何处理他与其他军阀之间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曾积极促成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他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共产党和日
本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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