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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学术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鼎盛期：春秋战国时的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两宋之际的理学勃兴；
清末以降至五四时期，欧风东渐，中西学术交汇。
在第三个时期，大批学者商量旧学，涵养新知，硕果累累，美不胜收。
与此同时，天予之便，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
、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相继发现，使学术研究别开生面，逐渐创立了甲骨
学、敦煌学、简牍学等多门新学科，学术领域大大拓宽，名家辈出。
其中有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冯友兰、熊十力
等大师，而在文学、艺术、史学等众多领域独步一时者，当属本书的主人公——王国维先生。
　　说王国维执学界之牛耳，其因有三：　　一、治学领域广且多为首创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声震
东瀛和欧洲的学术大家。
他一生的治学领域相当广泛，举凡哲学、美学、教育学、文学、史学、文献学都有精深研究，且多为
开创性工作。
其一生学术，概有三次重大转变。
他首治哲学和关学、伦理学等，较早地向国人介绍了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思想，并以叔本华哲学为基
础，撰写了“红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红楼梦)评论》，开创了近代文学批评的新范式。
后因人生苦闷等问题依旧没有解决，王国维开始转向文学，从事词曲创作，先后完成了《人间词话》
和《宋元戏曲史》等名作，为词曲一道提出了新的评价标准——“境界说”，并为通俗文学正名，为
元曲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引导了百万后学。
1911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后，王国维的学术兴趣开始转向古史研究，解决了一些前人未曾解决的重大
学术问题，树立了以甲骨证史的成功典范。
与先他成名的罗振玉一起开创了甲骨学史上的“罗王之学”，示后人以治学之津梁。
1925年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后，王国维在清华园中度过了相对安宁的“晚年”，治学领域转向西北史
地和蒙古史等方面。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是“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从不轻易赞许他人的鲁迅，也称王国维为“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郭沫若则将他们两人相提并论，“我要再说一遍，两位都是我所钦佩的，他们的影响都会永垂不朽”
。
　　二、“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及其应用　　近代学术研究多采用归纳、演绎等方法，所采用的材料
基本是文献记载，立论依据全在书面材料上。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问世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虽然在甲骨文字研究上，孙诒让和罗振玉都早于王国维，但将甲骨文字研究引入史学研究，并取得重
大成就的则是王国维。
王国维在史学研究中，注重将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字和文献材料互相参证，成功地廓清了古史迷雾，重
建了中国古史系统，进而证实了中国史籍记载之可信。
如其采用此方法撰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考证出殷商世系，证明了《史记》记载的
可信性，否定了一些人对《史记》记载真实性的怀疑。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学方法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并采用比较、分类、分析和综合的
研究方法，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种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提出以后，很快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并运用于史学研究。
　　三、弟子多为近现代各学科带头人　　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
”有深厚民族主义情感的王国维，早在中国尚未有师范教育的时候，就曾建议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一所
师范学堂，进行师资培训。
后来他亲临教育第一线，先后在通州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南洋公学、昌圣明智大学、清华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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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任教，其间还曾翻译和撰写了大量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著。
理论与实践双结合，培育了大批有用之才，尤其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
陈寅恪曾经这样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预流”者。
众多史料发现，王国维“得预”其中之三项，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在王国维的引导下，其弟子大都出入史门，得预潮流，成为中国20世纪学术史上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就连当时被傅斯年称为在史学界已经“称王”的顾颉刚，对王国维也执礼甚恭，想师事于王国维。
“称王”之人都对王国维“臣服”，王国维之学术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王国维的学术成果还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承认，并受到了高度重视，日本和德国的一
些大学及研究机构均拟礼聘王国维为研究员或通信员。
在王国维自沉以后，海外众多汉学家以各种方式表达哀悼之情，不少人留下了情真意切的追忆文章。
遗憾的是，旧中国是一个重仕宦而轻学术的国家，一个庸碌无为的显宦往往会因史籍的记载而广为人
知，而一位杰出的学者却往往由于多种原因而被淹没。
王国维投湖后，梁启超曾请北洋政府褒扬王国维，并往访当时的国务总理。
总理答允并提出阁议，最终由于与会的绝大多数阁员根本不知王国维为何许人而作罢。
本书撰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不世出的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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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术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鼎盛期：春秋战国时的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两宋之际的理学勃兴；清末
以降至五四时期，欧风东渐，中西学术交汇。
在第三个时期，大批学者商量旧学，涵养新知，硕果累累，美不胜收。
与此同时，天予之便，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
、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相继发现，使学术研究别开生面，逐渐创立了甲骨
学、敦煌学、简牍学等多门新学科，学术领域大大拓宽，名家辈出。
其中有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冯友兰、熊十力
等大师，而在文学、艺术、史学等众多领域独步一时者，当属本书的主人公——王国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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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部晚清史就政治层面而言，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但就文化层面而言，它又是一部大家辈出、异
彩纷呈的历史。
活跃于民国时期的许多大家出生于晚清，成长于晚清。
他们的传道、授业和解惑，培育了民国时期大批的文史哲人才，形成了民国文化学术史上一道亮丽的
风景。
本书的传主王国维，就是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学界享有崇高声誉的文史大家。
　　一、海宁才子首国维　　1877年12月3日，农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辰时，王国维诞生在海宁盐官镇
双仁巷。
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安，号礼堂、观堂、永观，又曾自署词山。
　　在中国历史上，海宁为人所熟知的很大原因是钱江潮，而盐官镇更是观潮的绝佳之地。
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七、十八、十九为观潮的最佳时节。
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写到：“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
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
势极雄豪。
”高伯时《海宁观潮》载：“观潮节数日内，远道者或乘观潮专车，或包汽车，或备汽艇，或雇客船
，近者或驾划子，或步行，水陆扰攘，四方云集。
河道则下河北起葫芦潭，经宓家桥而东迄大东门河头，船只拥挤不堪，上河塘之观音桥一带亦然，后
至者辄有排档为难之窘。
”“沿海滨东西三里一带塘上，为一年中最拥挤时期。
沪杭甬路局先期于镇海塔西，圈地设置观潮围场，投机者亦择地搭架台棚售座，小贩摊肆尤鳞次栉比
。
”对于钱江潮，王国维曾经写过一首《虞美人——夜潮》：“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
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应非故，恩怨须臾误。
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宁也可谓是人才辈出。
梁启超就说：“杭属诸县，自陈乾初而后，康熙问有海宁陈莲宇(世瑁)师事梨洲，亦颇提倡颜李学。
道咸同则海宁张叔未(廷济)、海宁蒋生沐(光煦)，颇以校勘名。
光绪间有海宁李壬叔(善兰)精算学，译西籍，徐文定后一人也。
最近则余杭章太炎(炳麟)治声音训诂之学，精核突过前人，学佛典亦有所发明。
而海宁王静安(国维)亦善能以新法治旧学。
”浓厚的文化积淀深深地影响着王国维。
前辈们的流风余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日后的王国维。
而且，王国维幼时生长的双仁巷也是大有来历的地方。
所谓“双仁”是指唐代颜真卿和从兄颜杲卿，两人都是名垂青史的人物。
颜真卿世称“颜鲁公”，是继书圣王羲之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书法家，是唐代新书体颜体的创造者，世
称“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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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国维是驰名中外的大学问家。
他的大批著述，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宝典，而且早已走向了世界学术之林。
《最是人间留不住》以严谨细致但不失激情飞扬的文字，对伟大的国学巨人王国维的短暂人生进行了
理性而客观的记述和解析，掩卷沉思，令人如沐惠雨，又似有钟吕之音震颤心鼓，共鸣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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