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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老这部《日记摘钞》，有他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生存状态，行为准则以及他所处
时代的纪录（其中包括国家、社会、党派、民众、青年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
诸多层面或侧面，史料珍贵而丰富，仅有影响的知名人物就有上百人，如董必武、陈独秀、蒋介石、
李宗仁、张治中、张知本、熊十力、谭平山、顾维钧、胡适、胡风、聂绀弩、老舍等）。
杨老以自己“肝胆之剖析”、“心血之结晶”，供后来者品评，汲取营养。
即使在身后，他依然要为实现“牺牲个人之一切，献身民族国家，以文章经济，负当世之重任，开后
世之太平”的人生目标，继续克尽职守。
为这一天职，晚年杨老做了精心安排。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当杨老的健康每况愈下时，他把日记和未了的心愿一起托付给了“心心相印”的挚友毕朔望。
毕老于1994年4月9日把整理好的日记清单列表打印出来，“交给杨老二份此存”。
然后，毕老又多次亲自与杨老的子女商讨出版日记事宜，他提出的摘编原则，也曾得到杨老首肯。
不久，杨老驾鹤西去。
几年后，毕老也不幸辞世。
人生苦短，而日记却可长存。
这部《日记摘钞，又将多承载一份宝贵的人间真情——种无私而“知心”的友情。
现将毕老为《玉清诗存））写的《跋》及杨老的《附记》附后，以资永久的纪念。
杨老的子女亲属继续并即将完成全部日记的摘编工作。
友人刘海滨女士也参与了1949年前的日记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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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玉清（1906—1993）湖北孝感人，1926年10月参加董必武同志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湖北省党部，
从事文书、干事、秘书等项工作。
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民训会训练部干事。
1929年10月，东渡扶桑，考取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系，获政治学士学位。
1933年5月，回国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编译员，同时兼任《日本评论》月刊主编。
1934年春，被派往巴黎任国民政府驻法大使馆秘书。
工作之余，勤奋苦读，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巴黎大学法学研究生，后继续攻读法学专业，获博士学
位。
抗日战争爆发，回国曾任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文化事业科科长、中央政治学校训导教授、中央训练委员
会编审处长、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等职。
同时还担任了《三民主义半月刊》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1943年起，先后在重庆、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评事。
1948年5月，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教授。
1949年初，在广州被李宗仁先生委任为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于1952年8月，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研究员。
1954年8月，任《政法研究》杂志社副总编。
1957年4月，任国务院参事。
1958年8月，被错化为右派下放到湖北，任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1962年当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会委员。
1978年10月平反后，奉调回京，被恢复国务院参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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