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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吾乡查他山先生《敬业堂文集》二册，不分卷，后有吴槎翁跋，面叶隶书十二字，亦似槎翁手书，盖
源出拜经楼钞本，而吴本又传自海盐张沤舫者也。
先是，他山先生冢孙岩门（岐昌）辑此集，稿藏花溪倪氏六十四砚斋，陈简庄（鳢）首录一本，张沤
舫从之传录，吴氏又录张本，紫溪王氏（简可）复从吴本录之。
未几而倪本吴本、俱毁于火，槎翁又从紫溪传录，有跋见海昌艺文志中。
此则从吴氏第一次写本出，疑即王紫溪本也。
先生外曾孙陈半圭（敬璋），又从王氏录得一本，编为四卷，并撰年表冠其首。
今张、吴、二陈本俱不传，则是本益足贵矣。
此邑人张君渭渔藏书。
当吾之世，吾宁言收藏者推渭渔，宁固文献之邦也。
康、雍之际，他山先生得树楼，与马寒中（思赞）道古楼，并以藏书著闻东南。
至乾、嘉间，吴氏拜经楼，陈氏向山阁之藏，乃与吴、越诸大藏书家埒，而蒋氏生沐（光煦）之东湖
草堂，寅肪（光焴）之宝彝堂，为之后劲。
其馀如松霭周氏（春），耕崖周氏（广业），绿窗钱氏（馥），淳溪管氏（庭芬），皆有藏书。
马、吴、周、蒋诸家，亦颇旁搜金石书画，而陈受笙（均）、马古芸（锦）、胡帘石（荥）、释六舟
（达受）遂以之名其家。
其后诸家之藏，颇或散佚，至咸丰赭冠之乱，遂扫地以尽，其幸而存者，蒋氏宝彝堂一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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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学术研究以外的通俗文章，反映了他对人生、学问、生活等各方面的见解，也是他各个时期
思想复杂变化的记录。
对于了解一代学人的人生历程、人生追求，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人们的生活道路、人生路程，也会产
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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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维 (一八七七——一九二七)中国近代国学大师、杰出学者。
一九O一年赴日本留学，一九O二年回国后任教于江苏师范学校，一九O六年入京任职，一九二年逃居
日本，一九二八年回国任教，一九二二年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一九二五年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一九
二七年投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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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凡此皆欲生之心之所为也。
夫人之于生活也，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设计如此其周且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欤
？
吾人之忧患劳苦，固亦有所以偿之者欤？
则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质，熟思而审考之也。
生活之本质何？
“欲”而已矣。
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
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
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
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
一欲既终，他欲随之。
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
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
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
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
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日快乐。
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
且快乐之后，具感苦痛也弥深。
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
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
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
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
已矣。
吾人生活之性质，既如斯矣，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
。
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
常人之知识，止知我与物之关系，易言以明之，止知物之与我相关系者，而于此物中又不过知其与我
相关系之部分而已。
及人知渐进，于是始知欲知此物与我之关系，不可不研究此物与彼物之关系。
知愈大者，其研究逾远焉。
自是而生各种之科学：如欲知空间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不可不知空间全体之关系，于是几何学兴
焉。
（按西洋几何学Geometry之本义系量地之意，可知古代视为应用之科学，而不视为纯粹之科学也。
）欲知力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不可不知力之全体之关系，于是力学兴焉。
吾人既知一物之全体之关系，又知此物与彼物之全体之关系，而立一法则焉，以应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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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1日学城垒上，灿然放
开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作家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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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间闲话:王国维随笔》：大学者随笔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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