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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藏佚名《江南访古记》《己未八月入粤记》作者考 

 

 林才伟  山东大学文学院 

 

在清末民初，随着天津成为北方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得胜口马氏家族成员有不少融入

其中，参与天津各类文学活动。如光绪年间贡生马骧有五子，兄弟五人擅昆曲、工诗文。其

中尤以马钟琇之社会影响最为显著，其与长兄马钟琦共享名于津门文学界，被盛赞为“东安

高士”。马钟琇，字仲莹，号箸羲，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于 1949 年逝世。早年毕业

于北洋法政学堂，曾官刑部山东司、法部制勘司主事。民国二年（1913），当选为第一届国

会众议员，任总统黎元洪顾问。他嗜古工诗，关注和整理地方文献尤其是乡贤文集，编著有

《古燕诗纪》《清诗征》《味古堂集》《安次县志》等。主持征集国会同人诗作，编为《国

会同人诗钞》。笔者查阅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料时发现了马钟琇的日记手稿。此日记具有重要

的史料价值，但尚未得到学界发掘与关注。故笔者特撰文述马钟琇日记稿本发现之过程，并

略考其史料价值，以飨学界。 

一、马钟琇日记稿本的发现 

《历代日记丛钞》第 180 册收有国家图书馆所藏佚名日记稿本两册，分别题名为《江南

访古记》《己未八月入粤记》，《历代日记丛钞提要》皆云“佚名撰”①，二者之作者至今

不确。《江南访古记》实际上分为《江南访古记》《岭南游记》《南游记》《中华民国八年

南游日记》四个部分：《江南访古记》所记时间不详，记录了作者游历南京所见之古遗址建

筑；《岭南游记》是作者游历广州的诗文札记；《南游记》记载马钟琇某年十一月十五日至

二十三日之行历，年份未明说；第四部分《中华民国八年南游日记》所记时间为民国八年二

月十三日至四月十五日，可倒推《南游记》应作于民国七年。《己未八月入粤记》为作者民

国八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 

                                                        
① 俞冰：《历代日记丛钞提要》，学苑出版社，2006 年，第 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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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江南访古记》首页 图２ 《岭南游记》首页 

  

图３ 《南游记》首页 图４ 《中华民国八年南游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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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己未八月入粤记》首页 

《中华民国八年南游日记》和《己未八月入粤记》中作者两次入粤的主要路程是一致的。

《中华民国八年南游日记》中记二月十三日“由家启程赴津，即日搭津浦通车南下”①，十

五日“抵渡口”，十七日“搭沪宁车南行，晚七点抵申”，廿四日“乘小舟渡浦东，搭德安

轮船”，廿八日“船泊香港”，廿九日“抵粤”。《己未八月入粤记》略有不同，作者八月

二十日从家前往落垡（位于河北廊坊）寻好友一同南下，廿五日“搭早车南下，午前抵津”，

廿六日“晚抵浦口”，廿八日“下午抵上海”，廿九日搭轮船南下，九月初三和初四日分别

“抵厦门”、“抵香港”，初五日“抵广州”。可见，作者两次南下都是需要先前往天津，

在搭乘津浦通车前往浦口，途径上海等地，最后抵达广州。日记中涉及到之友朋大都不相异，

交游密切者有介吾（即郭颖，揭阳榕城人）、香孙（即严振，天津人）等。《中华民国八年

南游日记》中，三月初一日“寄家信及香孙、介吾、子久、敦文”，初三日“与马化封、王

颺迁、李逸岑、实甫南园修褉”，初七日“与化封、颺迁、实甫游大新公司”。《己未八月

入粤记》中，八月廿一日“化封来访，邀同五弟、敦文正易楼小酌”，廿八日“致敦文、香

弟各一函”。可以确定，《中华民国八年南游日记》《己未八月入粤记》之作者当为同一人。 

《中华民国八年南游日记》中多次全文记录了作者通过联合会所发联名通电。二月十九

日所发联名通电后附有姓名：王法勤、马钟琇、王乃昌、李燮阳、姚桐豫、陈家鼎、方潜、

牟琳、杨铭源、唐宝锷、黄汝鉴、郑衡之、李锜、陈九韶、周震鳞、彭介石、陈荣广、傅梦

豪、丁象谦、褚辅成、何陶、曾昭斌、温世霖、许森、冯振骥、刘成禺、茅祖权，此电文亦

见于是年三月二十日《申报》。四月初九日，作者闻北京学生被捕，发联名通电，后附有姓

名：马钟琇、李宗鲁、王鹤林、李广濂、庄怀广、王田、孙品璋、魏笑涛、沈鸣诗。此两份

                                                        
① 本文所引马钟琇日记，皆出自学苑出版社 2006 年《历代日记丛钞》，为避繁琐，皆随文标注日记名称和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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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所附姓名中的重合者惟马钟琇一人。至此基本可以确定，《中华民国八年南游日记》《己

未八月入粤记》之作者皆为马钟琇。 

那么为何马钟琇的日记会藏于国家图书馆呢？据刘化田《廊坊最早大学的创始人马钟琇

的传奇人生》①记载，马钟琇于 1949 年逝世后，他的数十万卷藏书与字画均捐献给北平图书

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很有可能，马钟琇日记稿本正是于此时与藏书一同入藏国家图书馆，

但因未明确署名，亦无钤印，故被遗忘至今。 

二、马钟琇日记稿本的史料价值初探 

马钟琇在清朝末年曾官至刑部山东司、法部制勘司主事。中华民国二年，马钟琇被选为

民国政府国会众议院议员，并受聘为总统府顾问。民国四年，袁世凯窃国称帝，马钟琇在国

内率先反对，著文给予驳斥“一呼万岁滇云颠，二呼黔中将士变，三呼粤西动干戈，齐向中

央欲挑战，警闻天子已下殿，此时不复歌受禅。万民涂炭今可怜，三呼万岁贻臭讵止三万年！”

后来，北洋军阀非法解散国会，马钟琇联合避居上海的国会议员通电反对，他便南下广州参

加国会护法运动。《中华民国八年南游日记》《己未八月入粤记》即作于此时，其中保留了

马氏参与广州两院联合会、宪法会议的相关史料，无疑是研究马钟琇生平行历的第一手档案

材料，亦是马钟琇与友交游的实录。 

马钟琇编有《清诗征》，惜《清诗征》一书现已不存或尚未得以出版，笔者难识其全貌。

但考民国报刊中的相关记录，发现马钟琇曾作《清诗征序》载于 1916 年 1 月 8 日的《大公

报》，序言中说“书分三编：前集、正集、余集”，序后附《〈清诗征〉前、正集姓名附见

诗人从略》，马氏作此序时《清诗征》的前集和正集可能已经完成。《中华民国八年南游日

记》中，马钟琇于三月廿九日记：“函致吴蔼林索《清诗征序》，收蔼林回函。”吴蔼林，

即吴宗慈（1879—1951），字蔼林，号哀灵子，江西南丰人，现代著名历史学、方志学家。

1917 年，赴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受孙中山之命任川滇劳军使，前往调停川、滇两军。随后，

任军政府列席政治会议秘书兼交通部主任秘书，参谋部秘书长。《己未八月入粤记》中，作

者在十一月十九日作《致伍秩老总裁乞<清诗征>检题书》。伍秩，即伍廷芳（1842—1922），

本名叙，字文爵，又名伍才，号秩庸，后改名廷芳,广东广州人，清末民初杰出的政治家、

外交家、法学家。民国六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兼广东

省长。马钟琇专门邀请了当时社会地位很高的吴宗慈和伍廷芳为《清诗征》作序，可见其对

《清诗征》之重视。 

日记中还保存了马钟琇购书藏书之过程。马钟琇自幼受教于刘钟英（字紫山）先生，少

时喜读古文，博览群书。马钟琇喜欢藏书，数量达数十万卷。严修（字范孙）称其“收藏丰

富备至，可与张之洞齐驱”。南游于粤半年以来，马氏常访书局或书摊广罗书籍，八月廿二

日，购得《枕碧楼丛书》《杨诚斋集》《洪盤州集》《燕石集》《玉函山房诗》《石林遗事》；

九月廿四日访四处购书，在广雅书局购得《范石湖诗注》，在府学东街购得《武侯集》，在

登云阁购得《王注冯注苏诗》，在林记书庄购得《荀子集解》《青邜集注》；十月十八日购

                                                        

① 刘化田：《廊坊最早大学的创始人马钟琇的传奇人生》，《廊坊都市报》2010 年 6 月 29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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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周子全书》《二程全书》《宝纶堂诗文钞》《赏雨茅屋外集》《说文问答疏证》等。仅

此三例便可见马氏所读之书涵及诗词、小学等诸多方面，涉猎颇广。仅此半年，马钟琇便在

客旅程中收购书籍千卷有余，严修所言不虚。 

收录马钟琇诗词的集子今大多已难以得见，而这一份日记中恰恰保留了马钟琇所作诗文

百首有余，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可与马钟琇的所见所闻相结合，窥得其写诗之时的心

态。与李洲等好友游花田诸家园林时，作诗曰“半身梦想不到处，胜侣相携欣遇之。野水争

流新雨后，群芳竞秀莫春时。”日记中不乏游玩赏乐之诗，马氏畅游山水，与友相携，不理

乐乎。但值此国家危难之际，马氏亦难掩忧患之思。比如三月初六日，马钟琇赴公祭二望岡

滇军将士墓，见扫墓者络绎不绝，几至断绝交通，后作诗以寄哀思。《清明公祭二望岡滇军

将士墓和友人韵》：“踏青二望岡前路，剪纸难招旅客魂。壮士裹尸还马革，国殇埋骨傍沙

墩。直将热血培元气，独对青山拭泪痕。八载神州堪浩叹，生民憔悴复何论。”马氏后感叹

国家危难、生民憔悴，不禁悲从中来，拳拳爱国赤子之心可见一斑。《岭南清明次李芷州韵》：

“无端客里度清明，懊恼樱花触别情。万里松楸忆燕国，残春留滞在羊城。飘零自笑同苏季，

落魄何人似长卿。赖有吟朋相慰藉，敲诗不厌到深更。”此可见其四处流离奔忙的思乡之苦。

三月廿三日，作《思归》（自注：实甫弟同客岭南），诗曰：“万里思归客，寻诗趁晚春。

樱花齐作态，兄弟自为邻。报国丹心壮，忧天白发新。何由洗兵马，寰海靖烟尘。”马氏借

思乡之情抒爱国之感。三月廿九日，马钟琇曾写下《公祭黄花岗七十二位烈士墓》：“清季

失真政，国土洒碧血。壮气塞两间，不与身俱灭。藏形青山阿，黄华耀高节。后世仰仪型，

千秋表芳烈……同室忍操戈，八载悲复辙。山河破碎余，何日变建设。英灵如不昧，泉下皆

应裂。我来崇岗前，再拜声呜咽。” 

《江南访古记》《己未八月入粤记》等日记文献是研究马钟琇生平行历的重要材料，当

引起一定的重视。笔者揣测，马钟琇的日记绝不仅此寥寥七十余页，是一座值得继续深入挖

掘的富矿，但因其日记既不署名又无钤印，今可能已经散见于国图，整理的难度不言而喻。

此外，马钟琇无论在诗文创作、地方文献整理等方面的贡献都有目共睹，然到目前为止，仅

有少量著述得到整理出版（如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清人诗文集稿

本丛书》第 5 辑收入马钟琇所撰《味古堂诗草》一册），剩下大量的著述成果都尚未得到重

视。倘若未来马钟琇的著述能够得到全面整理与出版，对于马钟琇本人及其家族文化之研究，

乃至于京畿文化之研究都将有一定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