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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学识渊博且洞察秋毫

李寅初

他是公认的“天才预言家”，所言之事大
多成真。他“负王佐之略，擅倚马之才”，深
受曾国藩、李鸿章的器重，却在仕途正劲之际
急流勇退，选择归隐山林。他才贯二酉、触类
旁通，不仅诗词上佳，更擅易经、卜卦，晓医
药、金石、佛学、盐政……而令后人所知晓的
偏偏是一本“售价 300银元”的日记。他，就
是武进人赵烈文。

道光十二年，赵烈文生于阳湖县一个官
宦世家。他的家族明清两朝先后出了 9 位进
士，其父曾官至湖北按察使，可惜在赵烈文
10岁时即病逝。赵烈文小时候很聪慧，4 岁
进私塾读书，但科举之路不太顺，3次赴考皆
落榜。22岁时索性断了仕途之心，专心在家
讲求经世之学。

放弃科举并不代表放弃求知，赵烈文学
识渊博，非常关心洋务、河工、盐政等事，
曾国藩多次称赞他“博览群书、洞达时务”。
他熟读史书， 《资治通鉴》等名著至少通读
了 5 遍。27 岁时，他“发愿句读 《二十四
史》”，此后，无论是在朝不保夕的逃难路上，
还是在繁忙的幕僚生活中，甚至病榻抱恙之
时，他都坚持读史，述写心得，终于实现了
通读《二十四史》的心愿。

赵烈文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咸丰十年 8
月，他分析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变迁，他认为，
历经数百年，八股的“变化升降”之道已然
穷尽，进而作出大胆预测：后来取士之方，
恐将易辙矣。历史果如他所料，1905年，经
张之洞、袁世凯奏请，清廷诏准自 1906年停
止科举，兴办学堂，延续了 1300多年的科举
制度彻底被废除。12月，赵烈文读到日本近
代汉学家赖襄所著的《日本外史》，粗略了解
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后，颇感慨日本近年来的
变化：“迩来泰西与之通商，炮火之精，舟
楫之利，以蕞尔小国，夷然处之而不惊。嗟
乎！安在地广人众始为强哉。”日本通过一系
列的改革增强了自己的实力，而大部分清廷
要人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
小国，不足为患”，这让赵烈文忧
时伤世，对大清帝国的命运产生了
深深的思索，最终得出了“不出五
十年矣”就要灭亡的判断。

辞官归隐后藏书万卷

赵烈文仕途不显，最高只在河北磁州、
易州两地做了知州。虽然宦海生涯短暂，他
却始终尽职尽责，坐堂理讼、下乡查案、兴
修水利……事事亲力亲为，官声颇佳。

在做官这件事上，曾国藩认为他“天分绝
顶”“再能勉力，便为全才”，曾国荃、李鸿章等
人也都十分器重他，多次上奏保举，为他谋差。
但赵烈文考虑家室负累，并且自身性格散诞，
不愿打着老师曾国藩的旗号升官发财，生平志
向不过是“求一技之安，得以安隐读书而已”。
于是，光绪元年，赵烈文主动辞官归隐。辞官之
际，他感到“如释重负，身心泰然”，终生未再出
仕。

退隐生活自在逍遥，除了偶尔外出访友、
寄情山水，赵烈文的生活日常主要就是在一座
花式园林里读书著述、把玩金石碑帖。这座花
式园林在常熟，赵烈文称之为“能静居”“静
圃”，当地人称“赵园”。他为这座宅子付出了不
少心血，同治四年他购买了四亩地后开始修建
园林，断断续续修了 22年，光绪十二年全园完
工之日，已有“楼堂榭亭为屋一百二十间，走廊
内外通共八十余间”，此外还有石山两堆，大小
桥六架，“果树、花卉以千记”。他还特别建了一
座藏书楼，命名为“天放楼”。十几年间他不停
地买书藏书，最终此楼藏书达数万卷，成为闻
名江南之所，近代藏书家章钰更有“天放楼金
石图书之富，标映南中”之说。

万字日记卖 银元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在遭逢“三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动荡年代，财富便是过眼云烟，一
不留神便消散殆尽。光绪二十年，赵烈文去世
后，家境迅速衰落，藏书也被陆续变卖。民国初
年，赵园被盛宣怀购得，此时距赵烈文去世还不
到 20年。其实，早在赵园建设将毕之际，赵烈文
就隐隐觉得“家况日落”，他直言 20多年建造
“力为之疲，神为之瘁”。

赵烈文一生著述颇丰，但除了留下了《能静
居日记》和《落花春雨巢日记》两部日记，其它诗
词文稿都失落了。《能静居日记》洋洋洒洒 200
万字，起自咸丰八年止于光绪十五年，首尾 30
余年，内容包罗万象，对晚清政治、经济大政，尤
其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李秀成等人都有
最直接真切的观察记录，学界公认其价值不在
“晚清四大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
《越缦堂日记》《缘督庐日记》）之下。

不过，《能静居日记》这部日记也是“命途多
舛”。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首
次选刊了日记中躲避洪杨之乱的内容。20世纪
40年代，学者陈乃乾在整理编辑赵烈文年谱时
虽大量引述日记原文，但始终未得日记全貌。
抗战爆发后，赵烈文的孙女困局孤岛上海，因生
活所迫，以 300银元的价格出售日记稿本（一
说是由其子赵宽以 500银元售出），后日记稿
本于 1949年随大批中央图书馆的善本图书运
往台湾。1964年，台湾首次将其影印出版，全貌
问世，引起学术界轰动。2013年，历经 3年标点
整理后，大陆也推出了简体横排版，大众才得以
一睹日记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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