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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年7月

这是一部略带悬疑因素的现
实主义小说，通过多线交错的方
式，讲述了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
妹因为父亲留下的不知是否真实
存在的存折而反目成仇的故事，
给读者留下了一道复杂的人性思
考题。

《元素与人类健康》
作 者：徐格林
出 版 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22年5月

本书精选 50 种与健康密切
相关的元素，阐述了它们在人体
中的生理作用，便于读者了解食
物的营养价值，构建均衡的膳食
结构，进而提升食品安全和环境
保护意识。

励开刚 文

《雅宋词客》
作 者：白落梅
出 版 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本书通过词作来串联词人一
生的曲折经历，通过词人的起伏
人生来深刻解读每首传世词作背
后的故事。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一首首传世的经典、一段段曲折
的经历，映射出宋代波澜壮阔的
大历史。

《朱鄂生日记》（共 4 册），
作者是晚清的朱鄂基，由余姚
学者朱炯整理，凤凰出版社于
2021年9月出版，入选中国近
现 代 稀 见 史 料 丛 刊（第 八
辑）。作者朱鄂基，字鄂生，余
姚人。其祖父朱兰是清道光
年间的探花。朱鄂基是朱兰
次子朱逌然的第七子；而本书
的整理者朱炯，是朱兰长子朱
朗然之后。朱鄂基早年致力
于科举，民国后主要从事地方
事务，尤其是地方教育事业。

这 部 日 记 ，记 载 起 于
1894年，止于1932年，是朱鄂
基从十五岁到五十三岁的生
活记录，现收藏于上海图书
馆。日记时间跨度大，记录内
容集中，以余姚为中心，辐射
宁波、杭州、上海等地，是了解
这一时期浙江地方经济社会
的难得史料，具有很高的史料
价值。

日记所载内容涉及国家
时事政见，可见作者的家国情
怀。作者订阅了许多报刊，如
《申报》《国民报》《新民丛报》
《四明报》以及梁启超创办的
《庸言报》等数十种。多次记
录当时的地方军阀混战不已，
为了各自利益，彼此联合或攻
战，根本不顾国家大局，给人
们带来无尽祸害。在这里，我
们看到了百年前的那段动荡
岁月，作者的沉痛可见一斑。
如其在十三日戊午(1925 年 6
月 3 日)记载了发生在上海的

“五卅惨案”，这是我首次见到
民间人士对这起惨案的记
录。日记中写明是“报载”，将
事情起因经过结果记得清清
楚楚。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
由一个书生在日记中叙述，就
有了其主观方面的感受，让我
感觉到了文字的温度。日记
最后两句，写他的侄子与南洋

同学因此事而出校避至陈宅，
也可间接得知部分学生当时
的避难情况。

在日记中处处可见红色
印迹。如1927年4月30日日
记中所记：“吾姚杨贤江亦为
此案通缉之人，近闻避居张
园。北京在俄使馆捕获之李
大钊等20人，已处绞刑。”杨
贤江（1895-1931），余姚人，马
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转入
了地下活动，“避居张园”。在
同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又有
一则记录：“闻北乡暴民又被
逮捕三人，内有一人系党部纠
察队长费德昭之子。”我搜索
了一下当时的事件后得知，
1927年6月29日，省防军到达
坎墩，大肆搜捕，凡盐(农)协干
部尽遭楚毒。费德昭在群众
掩护下虽免遭其难，然而家里
却被洗劫一空，三子费永余亦
被逮捕。看到这样的记录，让
我感到非常疼惜。透过文字，
我似乎回到了风雨如晦的岁
月，看到了革命志士为了砸碎
旧世界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日记有简有繁，涉及的内
容非常庞杂，读之可以了解以
余姚为中心涉及宁波、杭州等
地的清末民初时期生活状况
以及风俗习惯，对喜欢地方史
的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作
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的日常
生活，工作之余读书看报以及
各种人情往来。从日记中来
看，他家的生活还算富裕。而
他本人生性善良，记录了很多
下层人士的生活状态。如他
在1927年7月22日中一则关
于农工收支的日记，让我们了
解了当时底层人们的生活状
态。当日午后有雷声，“空中
飞雨丝即止”。作者纳凉时与
农工谈话，了解到农人虽然每
人约可种四十二、三亩地，每
亩收谷五六百斤，可收入25-
30元。但扣除工料、解租、秧
子等开支后，每亩实收约5元
至7元。农人一年如此辛苦，
就这点收入。

日常中还记录了许多余
姚地方风俗，如过年时的祭
祀，向祖宗汇报这一年来的收
成、人事。看到了红白喜事等
做法，让我了解到百年前的人
们生活。而一旦家族中有人
生病了，那时候的人就会去求
菩萨治病。

在日记中也可见到日食、

地震以及风暴、雨灾的记录。
而受灾的直接后果，往往是

“风雨竟日，木棉损失不小”。
木棉就是棉花，是当地农民主
要收入来源的依靠，受到台风
侵袭时，导致海水侵塘，对农
作物影响很大。

作者不单单记录了他生
活的日常，还附录多种资料，
见得较多的是各类药方。在
日记中，看病占了很大篇幅，
涉及全家男女老少，均要记上
一笔。这些中药方，若医者拿
来研究一番，说不定是笔难得
的中医学财富。还有书目，作
者在1926年10月8日至9日
载录了商务馆涵芬楼十一年
壬戌《四部丛刊》书录。这个
书目非常珍贵，极具参考性。
其按经史子集顺序，将我国重
要著作记录在此，让我大开了
眼界。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
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到 1924
年，涵芬楼藏有37000卷善本
书和珍贵抄本，其中包括十二
卷濒于失传的《永乐大典》，一
度成为中国的最大图书馆，可
惜在上世纪30年代统统毁于
日军炮火之下。

日记附载了大量的诗词，
读来还是蛮有趣味的，这也是
这部日记吸引我的地方之
一。从中可知，作者在忧国忧
民之余，生活压力不小，而诗
词，正好可以解愁。作者记录
了众多他认为较有意味的诗
词。除了当时与友人的诗词
往来外，还录了各类诗集，如
《吴诗集览》《兰当词》等。如
《湘糜阁诗》卷一中有一首《秋
夕答镇夫》：“判影朝朝耐瑟
居，镜溪风色已秋初。红菱廛
市新赊酒，黄叶溪山早著书。
鱼宕菰蒲风猎猎，虹桥烟雨晚
疏疏。纵然三径荒芜甚，一曲
犹回俗士车。”从这首七律答
谢诗中看出，镜溪风景正是秋
初，点明诗题中的“秋夕”。而
红菱黄叶，是秋景的代表，不
但有视觉上的色彩之美，还有
一种生活化的新鲜感。赊酒
与著书，可以看到一个落拓的
士子形象。

本书共有115万字，我只
是粗略一看，还有许多有意义
有价值的资料还没涉及，如他
记录了一个廿四节气的花信，
比如小寒节气的花信是：梅
花、山茶、水仙。我第一次看
到江南的花信解说，觉得非常
有资料价值。

记录的不单单是
——读《朱鄂生日记》

□黄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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