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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蕙芳日记》初版于民国七年，为哀情小说，颇富闺怨之哀、闺情之趣、深闺之美。同时也语涉辛亥
革命，甚至晚清、民国名人俞曲园、盛宣怀、李鸿章、“彭刘杨”三烈士、张勋、康有为等都有提及
，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世风人情、市井风貌，体现了作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悲观情绪。作者假
借蕙芳之口，反对世人的“自由”结合，也反对包办婚姻，貌似体现出作者矛盾的婚姻思想，实则是
他对贞洁、崇高的自由爱情的歌颂与向往。蕙芳经过一番争斗，终与爱人保罗结婚，正是此种表现。
批语中有言：“不移情别注，今日滥说爱情之女学生，能有几人？”类似思想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似
亦可谓适用于当下社会。
《蕙芳日记》受《红楼梦》的影响至深，它一面同情于旧时女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另一面又歌颂
女子之美。在对蕙芳详细的心理描写中，写尽了旧时代女子的悲哀。作者无力拯救她们，却将之呈现
于世，值得世人思索。喻血轮没有刻意抨击封建礼教，但他笔下的蕙芳正是封建礼教社会深闺中的旧
女子，同时又有着新时代自由恋爱的诉求。这个形象置身于民国初年的社会中，从而具有了小说史的
意义。不久后，新文学运动爆发，不少闺秀女子才真正走向社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愁苦之音
以华贵出之”，这是朱光潜评价废名诗化小说《桥》的评语，移作此处来评价《蕙芳日记》，我想也
是中肯的。期待读者仔细体会小说语言的精美、诗情的温婉，并指出其不足之处。
从取材上讲，喻血轮与爱妻喻玉铎（蓝玉莲）夫妻情深、喻玉铎曾就学南昌、喻血轮民国五六年间游
历江浙沪等，在《蕙芳日记》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喻玉铎的《芸兰日记》则脱胎于喻血轮的传世
名著《芸兰泪史》，亦颇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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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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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蕙芳日记
序 002
元旦贺年 （正月元旦） 006
佯戏保罗 （正月二日） 007
开布道会 （正月六日） 008
温习旧课 （正月八日） 009
复素贞书 （正月十日） 009
元宵欢宴 （正月十五日） 010
姊妹调笑 （正月十六日） 012
代措学费 （正月十八日） 013
床头夜语 （正月二十日） 015
素贞来汉 （正月二十三日） 017
讥诮玉梅 （正月二十五日） 018
素贞涂背 （正月二十七日） 019
春宵偷欢 （正月三十日） 020
教员怪状 （二月七日） 021
窃听情谈 （二月九日） 022
保罗挟妓 （二月十一日） 023
箴戒保罗 （二月十二日） 024
戏弄秋千 （二月十四日） 025
研究洋文 （二月十六日） 026
兰谱订交 （二月十七日） 027
同辈学诗 （二月十九日） 029
雏莺弄舌 （二月二十一日） 029
绣衣憎短 （二月二十二日） 030
勤习算术 （二月二十四日） 031
红杏出墙 （二月二十六日） 032
校中月假 （二月二十八日） 033
保罗戏言 （二月二十九日） 033
戏拒清莲 （闰二月二日） 035
箴戒同学 （闰二月三日） 036
勘破情关 （闰二月五日） 037
鹊报喜音 （闰二月七日） 038
学作小诗 （闰二月八日） 039
观结婚礼 （闰二月九日） 042
函慰保罗 （闰二月十一日） 043
阅牡丹亭 （闰二月十三日） 044
秘密环指 （闰二月十四日） 044
畅叙幽情 （闰二月十五日） 045
烦恼琴音 （闰二月十七日） 049
美玉入校 （闰二月十九日） 049
谈论女红 （闰二月二十一日） 050
东施效颦 （闰二月二十二日） 051
情敌相逢 （闰二月二十四日） 051
论免费生 （闰二月二十六日） 052
观剧感言 （闰二月二十八日） 053
郊外踏青 （闰二月二十九日）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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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艳妆女 （三月二日） 058
结婚宜慎 （三月四日） 059
教员被辞 （三月五日） 060
闺人争友 （三月七日） 060
影片趣谈 （三月九日） 061
伤春心事 （三月十日） 062
伤风染疾 （三月十一日） 063
床头述病 （三月十三日病后补记） 064
病后补记 （三月十五日） 066
对镜自怜 （三月十七日） 066
寄书保罗 （三月十九日） 068
保罗复书 （三月二十日） 069
撕毁照片 （三月二十三日） 070
隔墙有耳 （三月二十四日） 071
怜惜落花 （三月二十六日） 073
春宵欢宴 （三月二十九日） 074
园内饯春 （三月三十日） 076
解释自由 （四月三日） 079
佩兰入校 （四月三日） 080
观画趣谈 （四月七日） 081
薄幸情郎 （四月八日） 082
偷阅禁书 （四月十日） 083
自思病状 （四月十二日） 084
偕游刘园 （四月十四日） 085
窃聆妙谈 （四月十五日） 088
共戏莲兰 （四月十六日） 088
论地理学 （四月十八日） 090
制红绣鞋 （四月十九日） 091
来宾参观 （四月二十二日） 092
金凤退学 （四月二十四日） 093
曲全友谊 （四月二十五日） 094
接得瑶函 （四月二十七日） 094
再会保罗 （四月二十八日） 095
掼碎醋瓶 （五月三日） 099
端午聚饮 （五月五日） 102
代人绘图 （五月六日） 103
温习课程 （五月十四日） 104
校中季考 （五月十五日） 105
争捉迷藏 （五月二十二日） 105
校中休假 （五月二十三日） 107
参观毕业 （五月二十五日） 108
耳鬓厮磨 （五月二十六日） 109
得素贞书 （五月二十八日） 110
琼仙定婚 （五月三十日） 110
红闺教弟 （六月一日） 112
撕裂影片 （六月三日） 112
盛暑曝衣 （六月六日） 113
纳凉相戏 （六月七日） 113
伴琼仙嫁 （六月九日）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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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仙出嫁 （六月十日） 116
调谑新娘 （六月十一日） 118
闻素贞病 （六月十四日） 120
论断爱情 （六月十六日） 126
绣阁联吟 （六月十八日） 127
游夜花园 （六月二十日） 129
传来恶札 （六月二十二日） 133
面斥紫宸 （六月二十三日） 136
江干散步 （六月二十六日） 137
春色撩人 （六月二十八日） 139
愧闻慈训 （七月一日） 140
刘姆戏语 （七月三日） 142
七夕观剧 （七月七日） 143
欢宴琼仙 （七月十日） 144
读村歌本 （七月十二日） 145
噩耗惊传 （七月十四日） 147
恸哭素贞 （七月十五日） 148
送别剑华 （七月十八日） 150
私赠指环 （七月二十日） 151
代郎检点 （七月二十一日） 151
自理行箧 （七月二十二日） 153
入校记事 （七月二十四日） 154
苦忆素贞 （七月二十五日） 155
校中上课 （七月二十八日） 155
琼仙伤别 （八月一日） 156
定婚趣谈 （八月三日） 157
缠胸之害 （八月五日） 159
自由之害 （八月七日） 159
微刺兰琼 （八月八日） 162
读断肠诗 （八月十日） 162
清莲得子 （八月十四日） 163
中秋玩月 （八月十五日） 164
偷阅情诗 （八月十七日） 166
秘密名片 （八月二十日） 167
偶婴小疾 （八月二十二日） 169
记双十节 （八月二十五日） 170
郊外清游 （八月二十七日） 171
决志游苏 （八月二十九日） 172
料理行囊 （九月二日） 173
途中记事 （九月三日） 174
过石头城 （九月五日） 174
达目的地 （九月六日） 175
偕游留园 （九月八日） 176
虎丘记胜 （九月九日） 180
寓书汉阜 （九月十一日） 185
佩兰赴沪 （九月十二日） 185
聂家宴会 （九月十三日） 186
论熓朋友 （九月十四日） 190
游元妙观 （九月十六日）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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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女校 （九月十九日） 192
寄书保罗 （九月二十一日） 192
游天平山 （九月二十三日） 193
久客思归 （九月二十六日） 197
旅馆话别 （九月二十八日） 198
临岐洒泪 （九月二十九日） 200
安抵乡关 （十月初二日） 201
母氏谈婚 （十月初三日） 203
姊妹视疾 （十月六日） 204
医来诊疾 （十月九日） 205
得保罗书 （十月十一日） 206
复保罗书 （十月十三日） 208
忽聆佳音 （十月十七日） 209
围炉絮语 （十月十九日） 210
喜极沾巾 （十月二十日） 211
猝遇狂且 （十月二十三日） 212
往晤清莲 （十月二十五日） 213
重会保罗 （十月二十七日） 215
病愈入校 （十一月一日） 216
论聂瑜华 （十一月二日） 218
草场拍球 （十一月五日） 219
琼仙假归 （十一月七日） 220
自织绒衣 （十一月九日） 221
预备圣诞 （十一月十一日） 222
圣诞佳节 （十一月十二日） 223
团雪作戏 （十一月十四日） 225
围炉夜饮 （十一月十六日） 226
家中送衣 （十一月十九日） 227
携赠绒衫 （十一月二十四日） 228
疯子笑史 （十一月二十七日） 229
婚事重提 （十一月二十九日） 230
旧病复发 （十一月三十日） 231
病榻自伤 （十二月三日） 232
与母争婚 （十二月五日） 233
姊妹对泣 （十二月六日） 235
知保罗病 （十二月八日） 235
感怀身世 （十二月九日） 237
撤去菱镜 （十二月十一日） 238
强余试衣 （十二月十二日） 239
婚事告成 （十二月十四日） 239
邀请冰人 （十二月十七日） 244
校中寒假 （十二月二十日） 245
吉日缠红 （十二月二十四日） 246
俯仰自羞 （十二月二十六日） 247
为鹃儿计 （十二月二十七日） 248
除夕忏情 （十二月二十九日） 249
芸兰日记
序 252
怀旧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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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 （九日） 256
忆郎 （九月十五日） 260
鄂会 （十月一日） 264
检箧 （十月五日） 268
赏菊 （十月十日） 269
索像 （十一月八日） 273
绣枕 （十一月二十日） 276
贺喜 （十二月二日） 278
得书 （十二月二十日） 280
除夕?答复 286
元旦?卜运 291
元宵?团聚 295
调笑 （正月十六） 297
花朝?春宴 300
复病 （二月十七日） 304
送花 （二月二十三日） 307
清明?踏青 310
观剧 （三月八日） 313
赠表 （三月十九日） 316
葬花 （四月十日） 319
却赠 （四月二十一日） 322
端午?贻链 324
议婚 （五月十日） 327
规劝 （五月十一日） 330
御婚 （五月十三日） 333
诊疾 （六月一日） 337
求婚 （六月十日） 340
视郎 （六月十七日） 345
哭友 （六月二十九） 347
七夕?庭训 348
郎归 （七月十五日） 350
送别 （七月十六日） 353
感旧 （八月二日） 355
缠红 （八月十五日） 357
述病 （八月二十六日） 360
噩耗 （九月七日） 361
自伤 （九月十一日） 365
索照 （九月十七日） 366
哭郎 （十月一日） 367
自述 （十月六日） 369
忏悔 （十月九日） 370
嘱弟 （十月十二日） 371
病剧 （十月十六日） 372
绝望 （十月十八日） 373
鬼影 （十月十九日） 373
病危 （十月二十一日） 374
后记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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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国最早的长篇日记体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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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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