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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尘封多年、记录民国复杂多变又颇具代表性的人物阎锡山的感触感悟、所思所虑的日记。
日记始于1931年2月17日，止于1944年12月27日，主要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
那时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共御外侮的合作者。
日记反映了他对内对外、对战对和、对人对事的复杂心境，是一部具有珍贵价值的研究阎锡山本人思
想和抗战史的档案资料。
    关于日记的记写经过，阎锡山曾介绍说：“此日记之作，始于民国二十年。
其时余适旅居大连。
二十一年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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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余精疲力竭，故此日记亦遂不能按日记载。
”    阎锡山为何要写感想式日记，到台湾后他说：“此乃因感而有想，感以事物，发以情理。
”在大陆时他曾作过说明：“此日记不记事而记事之理。
”他认为：“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类贡献准绳。
”他说：“余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所贡献，故记理不记事。
”阎锡山虽说不记“事”，但日记中也有一些条文是记“事”，而且从其“理”中可看出一些“事”
，当然从其“事”中也可感受到他的一些“理”。
    日记曾由秘书誊抄两套，其中一套留在太原，另一套阎锡山带到了台湾。
留太原的1952年被发现后，由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保管。
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王世英批示：“作个注释，以为以后研究历史者之佐证。
”但注释迟未进行。
改革开放后，1986年，时任山西省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李蓼源，就注释日记一事
请示省委书记李立功，得到了李立功的支持。
此后，由李蓼源主持，由文史办公室副主任刘存善召集熟悉民国史的翟品三、徐崇寿和吴尚仁先生，
开始对日记进行标点和注释。
经过两年努力，于1988年11月完成。
1991年10月26日，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致信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议印送，并说：“阎已是
历史人物，看看他的日记，不难想到他的为人。
”    鉴此，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与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协商，决定正式报请出版该日记，并
于2010年获中央统战部和中国新闻出版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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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日记”始写于1931年（民国20年）2月17日，到1944年12月27日停笔，前后约15年。
据当时任阎锡山秘书的人士说，写日记时阎锡山并不动笔，而是口授，由秘书记录和整理，并誊抄成
正、副本各一套。

阎锡山将“日记”的正本于太原解放前带到了台湾，其副本则在解放后由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收藏，
后于1952年被发现，并在1986年8月经陕西省政府相关领导批示，由山西省政协文史委聘请相关专家对
其进行标点与注释，到1988年11月大体完成。

这部尘封多年的语录体式的《阎锡山日记》，记录了民国复杂多变而又颇具代表性的人物阎锡山的感
触感悟、所思所虑，是他从政、治军、用人、处世经验的梳理和总结。

日记始于1931年，止于1944年，主要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是与
中共共御外侮的合作者。
日记反映了他对内对外、对战对和、对人对事的复杂心境，是一部具有珍贵价值的研究阎锡山本人思
想和抗战史的档案资料。

薄一波曾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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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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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阎锡山日记》是根据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录入整理而成，因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要求先出版线装版本
，所以影印线装书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11年1月出版发行，现出版简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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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凡　例
民国二十年(辛未　阳历二月十七日　农历元旦)
　第一段至五百五十五段
民国二十一年
　第五百五十六段至一千零六十六段
民国二十二年
　第一千零六十七段至一千五百五十一段
民国二十三年
　第一千五百五十二段至一千九百五十三段
民国二十四年
　第一千九百五十四段至二千四百零九段
民国二十五年
　第二千四百一十段至二千八百五十段
民国二十六年
　第二千八百五十一段至三千三百三十五段
民国二十七年
　第三千三百三十六段至三千七百四十二段
民国二十八年
　第三千七百四十三段至三千八百一十七段
民国二十九年
　第三千八百一十八段至三千八百六十二段
民国三十年
　第三千八百六十三段至三千八百九十七段
民国三十一年
　第三千八百九十八段至三千九百二十七段
民国三十二年
　第三千九百二十八段至三千九百三十段
民国三十三年
　第三千九百三十一段至三千九百三十九段
附录一
　民国三十年至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二日誊清本部分日记．
附录二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四日起口授笔录草本部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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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至封面所云，借钱者亦有人格。
此非借钱人出利与否之问题，乃是制度之问题。
井田时代，农夫未有将所获无故分出三分之二与人者，今之佃农则必须分所获三分之二与地主。
古之农夫不与，无碍于人格；今之佃农不与，非特有碍人格，且有碍于法律。
此无他，私产制度有以致之也。
古之农养八口之家而有余，今之佃农四口之家而不足，其劳苦，古今未尝有异也。
古之农，今之佃，劳苦同而所得不同。
古之农，八口之家可以全生，今之仅凭佃而养家者，果有八口之家，必须制死四口余四口，始能不饥
不寒而生。
故今之纯佃，过四口之家则不易生。
此无他，养不足也，亦即私产制度继续的普遍的盗去佃农家家三分二之粟，亦即继续的普遍的杀死佃
农家家之四口人。
人盗人，盗也；制度盗人，亦盗也。
人杀人，杀人犯也；制度杀人，亦杀人犯也。
人盗人，其盗也小；制度盗人，其盗也大。
人杀人，被杀者少；制度杀人，被杀者多。
人盗人，皆欲除之；制度盗人，反护之。
杀人之人，人皆欲去之；杀人之制度，人反欲存之。
此无他，人群欲之政治势力使然也。
实则人盗当除，制度盗更当除，杀人之人当去，杀人之制度更当去。
果有圣人出焉，其于杀人之制度必不能一日容也。
谓为尚非其时而不必言则可，谓为不合乎我国人之心理，则不然也。
惟此理，在中国埋没将三千年矣！
若于埋没此理以后之历史中求此理，不可得也。
即于现在私产制度下之社会中求此理，更属为难。
只好从吾人心头求之。
余到连以来，身心俱好，惟忆及偕冯公即冯玉祥。
出洋之志未能遂，是失自身、社会、国家之一良机耳！
此外无动心者，特复。
山手再，若以地主虽获三分之二，其养牲畜、补农具、储籽种、制肥料，所费不赀，更加之以负担过
重之今日，地主并无大益，为此则不当也。
负担重为偶然之现象，非制度之事实。
至其开支，亦正为资本。
井田时之农人，亦均会养牲畜、补农具、储籽种、制肥料，且其为种田地之开支与国家之负担，按之
光绪年间亦不过仅合全收获之三分一。
故今之佃农以所得三分之一可养四口之家，井田时之农及私产制下之自耕农，尽其一人之能力亦只能
使八口之家不饥不寒也。
此正所以证明全收获之三分之一为农田之开支与负担一为平常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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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阎锡山日记》：绝版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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