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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雲精舍日記》，是一套未出版的日記手

稿，清末民國初年江西學者歐陽成撰，現存江西

省圖書館。全套日記凡三十四冊，敘事起於 1907

年，止於 1 9 3 9 年。作者在日記中歷記其行事聞

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社會變遷，蘊含其

中。作者信仰心態，亦見於內。「其間民生之休

戚，朝野之治亂，一身之得失，友朋之合離，披

卷追稽，亦略可睹……」（第十六冊卷首序）。故

此書為研究民國史的寶貴資料，價值很高，今特

在此介紹，以饗同好。

一、歐陽成其人

　　歐陽成，字集甫，號南雲， 1878 年生，江西

廬陵（今江西吉水縣）人。歐陽成出生於清末的

一個鄉紳家庭，少時聰穎。 1897 年，年方 19 歲的

歐陽成鄉試中舉，一時名顯。 1906 年，歐陽成考

取官費留學生，負笈東瀛。

　　留日期間，歐陽成潛心西學，系統地研究了

西方的經濟法律之學，對西方文明加深了認識和

了解，視野大開，初具改良主義思想。 1907 年，

歐陽成開始撰寫日記，將域外的種種經歷、見

聞、感受一一記錄在日記本中。這些日記，忠實

地記錄了他的留學經歷，成為當時中國留日學生

生活的一個縮影和見證。從此以後，撰寫日記的

習慣伴隨了歐陽成的有生之年， 終留下了這套

極其寶貴的總名為《南雲精舍日記》的日記。

　　1912 年清室遜位，民國始創，歐陽成歸國。

歸國之初，歐陽成寄居南昌，在李烈鈞幕府中任

法律顧問。 1913 年，歐陽成以國民黨員身份當選

國會議員，赴京議政。「二次革命」軍興，李烈

鈞討袁。歐陽成謀求仕進，擁袁反李，欲附青

雲。時成弟歐陽武，任李烈鈞麾下第一師師長

（第一師為李之主力部隊），歐陽成遂為袁所重。

袁世凱一方面令北洋軍南下，步步進逼；一方面

委歐陽成以重任，命其勸弟易幟，答應事後加封

其弟為中將，取代李烈鈞掌贛。歐陽成感袁知遇

之恩，自 6 月 10 日至 7 月 3 日，經贛往返，暗通

消息，不遺餘力。歐陽武通電擁袁，但要求北洋

軍不入贛境，以方便其節制約束部下，保境安

民。然而袁軍節節進逼，歐陽武節節退守，部下

譁然，歐陽武無力約束，兵敗如山倒。李烈鈞流

亡海外，歐陽武被拘，囚於北京監獄。歐陽成如

夢初醒，方知為袁世凱所利用，成為袁分化瓦解

贛軍的一枚棋子。

　　「二次革命」煙消，經歷了由希望到失望的

歐陽成，寓居南昌，在豫章法政學校任教員，經

常以酒澆愁，情緒非常低落。「昔日馳逐京華之

士，今乃為牖下槁處之人……」（第 10 冊 2 月 13

日）。歐陽成在南昌講學一年有半，「糞除精

舍，再事靜修」，實際上是韜光養晦，以期恢復

元氣，重新開始。 1915 年 7 月 8 日，歐陽成赴京

謀職， 8 月 17 日開始在北京政府稅務處任事，從

此開始了長達 14 年的仕宦於京生涯（1915 年 8 月

17 日 -1928年 6月 18 日）。

　　民國初年，時局紛擾，變亂相陳。歐陽成仕

微官於京，勞神案牘之餘，已漸熄昔日的豪情，

「世事浮雲難自料，胸中激昂已自平」，開始將

主要精力用於研習經史。

　　1928 年，蔣介石南京政府建立，北京政府風

流雲散，歐陽成賦閑於家（1928-1933），心情鬱

鬱。除偶兼教職外，精力耗於子女撫養、家庭教

育方面，對國家和社會，興趣逐漸減退，而治研

國學未曾中綴，以隱學窮經自高，究覽典籍，並

事校勘著述。

　　1933 年，日本已陷東三省而窺視平津，歐陽

成乃於 7 月 26 日舉家南歸（留三兒經孫夫婦留守

京宅）。南旋之後，先任樟樹稽征所所長（1933

年 10 月 -1934 年 6 月），後任教南州國學專修院

（1935 年 -1937 年 7 月），並受聘為省政府簡言臨

川學會專任研究員（1935年 -1937年 11月）。「七

歐陽成和《南雲精舍日記》
李愛兵

南昌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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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事變之後，狼煙四起，歐陽成遂於 1937 年 9

月避亂返鄉，修建祖祠，以了夙願。戰爭日熾，

歐陽成安心鄉居，經理田宅，抄讀書自娛，平斷

鄉里糾紛，遠離外面風雨飄搖的世界，直到 1939

年病逝。

　　歐陽成一生著述甚豐，編著有《吉水先哲碑

傳集》（1929）、《前漢記》校注（1931）、《後

漢記》校注（1934）、《公司條例》講義、《國際

公法》講義、《商行為法》講義、《海商法》講

義、《繼承法》講義，以及《南雲精舍日記》（1907-

1939）等。

　　就日記所記，歐陽成一生經歷大體可分為三

個階段：留學時代思想激進時期；「二次革命」

時積極進取時期；「二次革命」後觀望與思想退

縮時期。癸酉「七月之亂」，實為作者一生運命

之轉捩點，此後思想日益保守落伍，對傳統經籍

版本的熱衷與執著取代了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和

救世意識，令人對於「社會轉型中的個人沉浮」

深思不已。

二、《南雲精舍日記》的內容

　　《南雲精舍日記》是一套多卷本日記手稿，

時間橫跨清末民初，敘事始於作者的留學時代，

止於抗戰時期，大體上反映了作者從青年到晚年

的真實人生和生動多彩的社會生活畫面。日記內

容以時間區分可分為四個部分：

其一，留學東洋時期。

　　日記第 1 至第 8 冊為作者留學東洋日記，自

1907年至1911年，分別為1907（上、下冊）、1908

（上、下冊）、1909（上、下冊）、1910、1911各

一冊。概括而言，主要記錄有學業情況、所研習

之課程、時事感評、留日學生組織的活動、同鄉

會的活動、革命與立憲、各種思想的衝突與交

鋒、作者的思想傾向。此外為日常生活的記述、

與親友書信往來、感懷詩作、天氣與心情、作息

與健康狀況等，皆有記錄。清末留學生已成為一

個不可忽視的社會群體，據統計，到 1905 年底，

留日學生人數大約有 8,000 至 10,000 人。 1 歐陽成

日記，成為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經歷與生活的真實

寫照。

其二，民初及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8年 6月）

　　日記第 9 冊至第 22 冊。 1912 年作者回國，日

記敘其歸國後的活動、遭際，真實再現亂世的社

會現實。此時日記側重於記敘戰爭活動、政黨謀

略、議會政爭等重大歷史事件。

其三，國民黨統治時期賦閑北京時期。（1928 年

6月 -1933年 7月）

　　日記第 22冊至第 27冊。此一時期為作者偶兼

教職的賦閑生涯時期。賦閑多暇，日記多敘治

學、校勘、編著事；亦多敘家事、婚喪風俗禮

節；此外亦多衣食住行、生活百用開銷之記錄。

可觀一時之經濟與社會風俗流變。

其四，返回江西後的生活（1933 年 7 月 -1939 年）

　　日記第 27冊至第 34冊。京華已成過眼煙雲，

作者晚年重返故土。日記敘述返回江西後的生

活、其任職經歷、其往來應酬、其家事、子女婚

嫁、入學事，仍多敘日用百貨物價和日常收支費

用。「七七」事變之後避亂返鄉，敘修建祖祠過

程與一應費用及鄉紳生活之怡然自得，所記直到

1939 年病逝。此一時期的記載則提供了民國時期

江西鄉村社會生活的 好藍本。

三、《南雲精舍日記》的價值

　　《南雲精舍日記》為日記體手稿，其體例結

構鬆散，形式自由，所載內容不拘，故全書敘述

面廣，記錄龐雜，涉及清末民國時期社會政治、

經濟、法律、人生百態、人物沉浮等諸多方面。

由此，《南雲精舍日記》的價值是多方面的。

1 、日記為我們瞭解清末士大夫階層提供了豐富

的第一手資料。

　　清末民初時期，社會正經歷滄桑巨變，傳統

社會階層正經歷分合重組時期，傳統社會價值觀

念亦經歷兼收中外，融合出新的過程。在這一變

化過程中，清末士大夫階層的演變尤應讓人加以

關注，這一階層曾是社會精英，遭逢亂世，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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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必然的。日記中作者之友人，有投筆從戎

者，有隱居不仕者，有混跡官場者，有任教謀生

者，有販書糊口者……，士人分化，種種際遇離

合，不一而足。如日記中提到作者的一個好友熊

繹元在清亡後就一直不出仕，以開書館為生，

後潦倒而終。除去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作祟之

外，我們看到的是傳統社會精英階層在社會轉型

巨變時期的調整適應或者不適應的過程，亦見社

會人生變遷之縮影。

　　日記中所反映的歐陽成之經歷、作為、思

想、社會生存方式，正如錢鍾書寫《圍城》描述

了三四十年代留洋歸國的一部分知識份子典型一

樣，也可以說是清末民初社會轉型時期一類人的

縮影和代表。這一類人，既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

熏陶，具有讀書、中舉、入仕為官的正統人生三

部曲的人生理念，又因其留洋多年，耳濡目染西

方文明，有改革政治的願望。因而，這類人往往

在變革的社會中常常要面對棘手的選擇，其心態

也是矛盾複雜的，正是這樣一種很難簡單地歸類

為「傳統」抑或「現代」的士人心態，使其一生

反覆曲折，有許多尚待探尋的隱密史實，是我們

瞭解民國社會的重要渠道。從日記看來，歐陽成

思想 終逐漸趨於保守。 2 但是，一個留學東洋

研習現代法律的學者， 終窮經皓首、隱歸家

鄉，選擇了傳統士大夫的道路，本身就值得後人

仔細研究和參悟。

2 、日記中記錄了當時的許多重要事件，可以作

為近代史史料的重要參考。

　　其 重要的體現之一是有關 1913 年「二次革

命」江西戰事的史料。「二次革命」前後時局演

變及江西戰事情形，牽涉到的相關人物，日記中

濃墨重彩，有詳細敘述。作者京贛奔波，親歷其

事，並有相關電文佐證，因而是第一手的史料，

具有相當高的價值。已見前述。

　　體現之二是作者身為1912-1918和1922-1924時

的國會議員，對國會開會情形、討論議案情形、

解散議會情形（指袁世凱時期）、毆打辱 議

員、賄賂議員、國會流會等不堪情形皆有言及，

從而真實反映了當時的國家政治、國家法律情狀

和社會生活現實，可作為民國政治制度、法律制

度的有力參考，為治研民國政治史、法制史者所

借鑒。

3 、從《南雲精舍日記》看清末民國時期的社會生

活。

　　就社會史研究而言，《南雲精舍日記》是研

究清末民國時期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極好資料。首

先，日記中反映出來複雜的人情鄉土關係網，值

得治社會史者好好研究。無論是留學東洋，寄居

京華，還是僦居章門、樟樹；也無論是在政治、

經濟，還是在社會生活等方面，歐陽成都處在鄉

土關係網之中，如熱心參與同鄉會活動 3 、編著

故鄉文獻 4 以及支援宗族建設 5 。小則為鄉人，親

朋排難解紛，大則介於中央與地方的政治和軍事

鬥爭，無不可見鄉土人情關係的影子。日記中記

錄了以下事例：吉水家中表兄經商失敗，來京避

債；債權人請警探追緝，歐陽成動用人際關係使

其脫困，表兄 後改交由吉安商會同人議處（日

記第 18 冊）。這件事至少從以下幾個方面給我們

以啟示：首先，就經商而言，法律是會保障債權

人的合法權益的；其次，案件本身 終由商會出

面議處，表明當時的商會組織已比較完善並且有

一定的權威進行有效的管理；第三，人情大於國

法的情況依然普遍盛行，事情發生在習研過法律

之學，且擔任過國會議員的歐陽成身上，尤具諷

刺意味。鄉土關係之偏執，良有以致之。

　　縱觀全書，作者的社會交際圈主要有三：其

一是江西同鄉，其二是舉人同年，其三是留日同

學同窗（日本中央大學同窗會）。作者熟諳人情

世故，出遠門則拜會友朋，返則書謝友朋之照

拂。正是這種社會交際圈的人際往來，作者才能

與時俯仰，得謀微職，仕宦於京、於贛，而這正

是傳統中國社會關係網的 好展現，這個網無處

不在，無孔不入，無時不顯。語云，「在家依父

母，出門靠朋友」正是這一現象的生動寫照。誠

如作者所言，「人生於世，少賴父母之教訓，長

資師友之輔相，二者皆無，欲卓爾自立，難

矣。」（第 7 冊 4 月 14 日）。綜觀日記，作者一生

無不與社會人情關係網纏繞在一起，這種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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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鄉土關係為基礎營構出來的關係網，將其人

生整個包裹起來，使其日記中呈現出濃厚的鄉土

人情，而這恰恰是治社會史者 感興趣的內容。

　　其次，日記橫跨三十餘年，對生活瑣屑之描

寫，於不經意中讓人透視當時的社會人生百態、

社會風俗之嬗變。如古書市場的衰落、賦詩風氣

之衰、古文向白話文的轉變、新式專門考試取代

科舉考試、安裝電話與電燈、由馬車而至腳踏車

的出現與並行；「女子皆天足，於是皆為把鋤

犁、能挑負之健婦矣……。」（第 31 冊）；而占

卜算卦之學的依然勃興，則顯示出古老風俗的頑

強生命力。可觀古老的社會生活在極緩慢地發生

變遷、演進，於社會史、民俗史研究不無裨益。

　　再次，由於作者晚年棲居家鄉，熱心於家鄉

的社會事務、宗族活動。因而，其晚年日記所記

事實當是研究民國江西鄉村社會生活史的極佳材

料，日記中對其本人的社會應酬、心路歷程的記

敘亦是管窺士紳與地方社會關係的重要文本。

　　 後必須說明的是，江西省圖書館目前所藏

的《南雲精舍日記》並不完整，缺 1912 年、 1914

年、 1917年和 1935年，所以感覺記事上有跳躍不

連貫之感，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另外，

日記中亦有所曲筆隱諱。以作者之身份，其親朋

摯友，基本上屬同一層次，即當時的士紳階層，

雖有經濟窘迫之時，對於當時底層民眾之艱苦，

並無深刻之理解。故對於民怨暴動，多持鄙夷，

甚或由於家仇，忿忿不已。這樣的曲筆研究者尚

可理解，但以其早年的政治經歷，其日記中對於

共產黨活動、長征結束、西安事變等諸多大事，

竟不提及。應該做何解釋？這就恐怕要等後來研

究者仔細研讀全套日記，並結合相關史料給出答

案了。

註釋：

1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章，第250頁。
2可參考如下日記：1915年 8月 14日，「籌安會六

君子」通電，欲變民主國體為君主國體，作者

寫道「……可謂雄雞一聲天下白者！！」則作者

思想可知。 1925 年 6 月 25 日，「……歸，見有

工人數百成群，持旗往赴天安門開會，為對於

滬案之示威舉動，臂結黑紗若赴喪然，見之令

人慘然不樂。國人若飲狂泉，未可以理喻也。」

1926 年 1 月 28 日，「督辦蔡公以何謂共產為題

懸賞徵文……共產乃近時流行之學說，余未之

究，不敢執筆也。」

3 第 2 冊 8 月 15 日日記記任江西省同鄉會幹事；12

月 9 日日記記任吉安同鄉會會長。第 8 冊 4 月 23

日則記「改選『江西法政經濟協會』會長一職，

余任事一年，今得息肩。」

4 第 23 冊 1 月 1日，「余以舊撰吉水先哲碑傳集已

繕錄四卷，曠廢者久而目力日昏，楷書為難，

恐後此遂成憾事，爰於今日繼續行之……。」

5 第 15 冊 5 月 19 日，作募修北京吉安二忠祠捐輸

啟。第 20 冊 1 月 21 日，重修楓江石橋募捐啟。

第 18 冊 3 月 13 日，「允於春夏匯千金歸里，購

材（以父大人有於今歲建築祠堂之意。）」。第

17冊10月25日，「大人有意重修村中三塘之壩，

囑輸金百元以助之，蓋善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