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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国维堪称近代中国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大师。
他早年爱好西方文学与哲学，中年以后转而研究宋词和宋元戏抽，晚岁专治殷墟龟甲文字。
他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精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
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
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他从三方面总结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
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认为据此在考古
、上古史、边疆史地、文艺评论等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
王国维虽然离开我们已80年了，但他在各种考释、校注、跋论、专文中阐发的真知灼见，经过长期的
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主要活动集中于学术领域。
他平日深居简出，生活俭朴，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
他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了与罗振玉、缪荃孙、沈曾植等人交往较密
外，他还与国内外数十位知名学者通信沦学，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崇高的国际盛誉。
王国维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国维自沉之后，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就高度评价说：“静安先生在廿余年前治哲学，文学，
心理学，法学等，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
自从跟了罗氏到日本，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专力于考古学及史学。
他对于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都要研究，他
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
。
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做经书(圣道)看而当做史料看，圣贤不当做圣贤(超人)看而
当做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
神秘拆穿了许多。
”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称赞“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当代大文豪郭沫若认为他的论著“领着百万后学”。
国学大师吴文祺指出：他是以西洋的文学原理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无疑，在黑暗的中国文
学批评界，王国维是一盏引路的明灯”。
历史学家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中高度称赞说：“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
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
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
论其某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采之情洁，一人而兼具数矣，求诸近三百年，殆罕
其匹。
”王国维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剧、美学、史学
、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一生的学术活动及其思想，大体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77～1894)，18岁以前的少年对代
。
他接受了传统的教育，主要是通过私塾和课外自学打下了经史小学基础。
第二个时期(1894～1911)，从家乡海宁到上每，追求新学的时期。
他学习并研究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力图用自己掌握的新思想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
验，并在文学创作、美学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是他研究文学和美学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1911～1923)，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退避到日本作寓公，开始钻研中国古代经史的时期。
他前半段在日本研究，长于古代史、甲骨文、考古、音韵之学；后半段回到上海，在英国人哈同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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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中教书，编辑学术杂志，并自编《观堂集林》，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著成绩。
第四个时期(1924～1927)，从上海到北京，虽然一度担任逊清皇帝溥仪的文学侍从，但主要精力仍在
学术研究上。
1925年后，他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在学术上做了多方面的开拓。
这是他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顶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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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
近代中国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
蒙元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
他28岁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念来分析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之先河
；33岁发表《人间词话》，首倡“境界”说，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
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36岁发表《宋元戏曲史》，成为戏曲史研究的开拓者。
他以二重证据法系统地考明商代的先公先王的名号、世系和称谓，立论精确，为学者所叹服。
梁启超称他是“学界重镇”，郭沫若誉之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金字塔”，连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也认
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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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左玉河，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文化史研究室副主任，兼
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及社会文化史研究。
出版有《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张东荪传》、《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
学》、《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近代中国婚丧嫁娶》、《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
建立》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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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第1章 旧学新知　一、颇为自豪的忠烈之后　二、性情忧郁的小秀才　三、秉性耿介的海宁才子
　四、在人生的十字街头　五、到上海研求西学　六、结识罗振玉第2章 辗转独学　一、进步神速的
独学时代　二、数次研读康德著作　三、可信与可爱之间的烦恼　四、学术“三无”说　五、红学研
究的新境界　六、创造崭新的美学天地　七、提出“美育”的第一人第3章 京华初度　一、情感与理
性的张力　二、填词的意外成功　三、首倡词之境界说　四、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第4章 避居日本
　一、转向古史研究　二、名重学界的考证力作　三、合作攻关的《流沙坠简》　四、金文研究的新
突破　五、步入甲骨研究的殿堂　六、一场学术公案第5章 扬名学界　一、委蛇遗考群中的操守　二
、甲骨文字的缜密考释　三、轰动学界的《殷周制度论》　四、走向证古的大师　五、北京大学通信
导师　六、数拒薪金传佳话第6章 京都际运　一、南书房行走　二、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三、平生
佳运在斯时　四、书成自谓绝代无　五、为人称道的二重证据法　六、二重证据法的特色　七、兴亡
原非一姓事　八、蒙元史研究的新贡献第7章 孤僻性情　一、喝大缸酒的“高阳酒徒”　二、为溥仪
与北大决裂　三、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四、爱吃甜食和红烧肉　五、老实得像条火腿　六、长子潜明
之死　七、金石之交破裂　八、误会究竟在哪里第8章 大师之死　一、枪毙叶德辉引起的惶恐　二、
从容自沉昆明湖　三、自沉之举惊宇内　四、流传最广的殉清说　五、文化殉节说　六、罗振玉逼迫
说　七、悲观厌世说结语：鲜明的治学特色附　年谱　主要著作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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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旧学新知一、颇为自豪的忠烈之后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
堂，又号永观。
1877年（光绪三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海宁州盐官镇双仁巷，十岁时全家迁到盐官西南隅周家兜。
海宁州，即今浙江省海宁市，位居浙江北部，钱塘江口北岸。
其州城当时在盐官，修建于钱塘江边。
其地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清代盐官陈氏有“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之誉。
王国维旧宅地“双仁巷”，原有“双仁祠”，为纪念曾任浙西节度使的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及其从兄颜
杲卿两兑弟的忠节而立祠名巷。
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给幼年的王国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盐官最扬名于世的，是被称作“天下奇观”的钱塘江大潮。
王国维故居南面几百米远处，便是举世闻名的钱江一线潮汇合处。
从南北两岸卷起的白浪，呼啸而来，神奇地汇合在一起，咆哮着西去，就像传说中伍子胥统御的千军
万马齐头狂奔，天地为之震撼。
差不多12小时后，夜潮一样汹涌而至。
年年月月，观潮听潮，潮来潮又往，多年之后，王国维以一首《虞美人》这样追忆钱江夜潮：“海门
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用“素车白马”来比拟钱江夜潮，足见王国维心中寄托了对伍子胥的追念。
他所要表达的，或许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见识：国破家亡之际，就算自己身死了，灵魂也要守着家园，
也要与山河同在。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在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
《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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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结语：鲜明的治学特色王国维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大师，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举凡文学、哲学
、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
地等都有所涉猎和研究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治学特色。
宋人朱熹咏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人们在艳羡王国维杰出成就的同时，必须对王氏之学的大本大原进行探究。
王国维治学的特色，体现为圆融中西学术而又为我所用。
乾嘉学派从事历史研究时，更多的是“为考据而考据”，并不做史学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也不敢表白
他们对现实的关心，更谈不上文化上的终极关怀的追求。
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固守传统小学的研究路数，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
兼之他们囿于时代的局限，根本谈不上援引西学和圆融中西学术。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新旧史学交替嬗变的时代，是西学涌入中国国门的时代；就此而言，任何学术
研究上的故步自封者、驻足不前者，任何面对西学的闭关自守者、盲目拒斥排外者，都将是时代的落
伍者和残缺不全者。
王国维曾至日本游学，接触和研究过西学与新学，兼之他本人又通晓几门外语，而这些都是治学的利
器。
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很早就认识到“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
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
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
传统学术的发展。
因此主张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
王国维治学，注重微观层面的专深研究。
他学术个性倾向于从具体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局部的细节，因此，他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个别的
历史人物、个别的古代器物、几条独立的历史材料。
他着眼大处，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大家的素养，善于创新，而又极为严谨正直
，一丝不苟。
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受西方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之一，功力深厚，并且早年有乾嘉考据学素养。
他将两者有机地相结合起来，既注重扩大史料范围，又善于做严谨的考证；既从大处着眼，不流于繁
琐，又胜任于细致的个别研究。
这是王国维新考证学的基本特色。
王国维治学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重视发现新材料，由此研究新学问。
他自觉地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新发现的史料中，开辟出新的研究境界。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新材料，如殷契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
称流沙坠简)、敦煌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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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
夏文、蒙文等)。
这些材科发现之后，王国维全力投入了独立研究，以后发展为举世瞩目的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
王国维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开拓并建设了有关的学科领域，取得了学术上的领先地位。
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人才济济，国学西学兼通者并不止王国维一人，单以国学研究而论，王国维甚至
不占什么特殊地位。
但为什么是王国维完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新陈代谢？
如果将王国维与当时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大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等人相比较，或
许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出王国维的治学特点和突出贡献来。
康有为是晚清时期公认的今文学大师，影响近代政治学术数十年，但其学说以宣扬“张三世”为主，
罕及古文字学，因而不能研究新出土的甲骨文字。
当时更令学界瞩目的是康门高弟梁启超。
梁氏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多产的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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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其在经学上从属乃师，并无突出贡献，但在史学上却注重宏大会通，积极吸收近代西方新思想，开
创了一代史学研究新风气。
然而，梁启超虽天性聪明而事多骛博，难作细致深微的研究工作，对新出土的甲骨文未给予应有的关
注。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学司广博精深，不在王国维之下。
他师承晚清古文经学大师俞樾，学脉直承戴、段、二王，被誉为清代古文经学的殿军。
古文经学重视小学，章太炎在这方面造诣尤深，超迈前贤。
然而，作为一代古文经学大师，他囿于门户之见，痛斥今文经学，这使得他很难接纳学术新知，更不
能忍受《说文解字》系统外的甲骨文字。
章太炎具有如此卓越的国学及西学乃至梵学修养，却遗憾地与新出土的甲骨文错肩而过，未能依据地
下出土的新史料推进精深的学术研究。
罗振玉是王国维的学术引路人，对王氏学术影响极大。
他本人学问也相当精博，精通小学，有相当深厚的考据学根基，但缺乏沉稳持恒的精神，对学术以外
的东西显得更感兴趣，如政治、商业，因而为时人所鄙视。
由于多方面因素所限，罗振玉成就显然不及王国维，难以达到王国维那样的研究深度。
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及罗振玉相较，王国维不仅精通国学，而且通晓西学，并有意识地开辟现
代学术的新途径。
其古史研究，实际上是西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乾嘉考据学相结合的产物。
对此，顾颉刚曾中肯地说：“我对于他的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
他在古史学上，和崔东壁康长素诸家的不同之点，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的古史。
”在国学方面，王国维根基深厚，继承并发展了清代考据学，在经史小学诸方面均有突出成就。
他治经兼取今古文，治小学兼顾《说文》与甲骨文金文，治史涉及辽金蒙元，治文学不废俚俗文学，
学术视野之广，分析问题之精，研究考据之密，当时学界几乎无人可比。
在西学方面，王国维对哲学、文学乃至理学均有深入研究，是当时中国西学修养最高深的学者，为人
激赏。
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注重从纯学理上吸收新知，又用力最勤，所以成就自然突
出。
钱钟书曾称赞说：“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
”王国维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
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等，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
曾植、柯劭态、张尔田等，与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使他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得到了极高声誉。
在此，我们可以用日本著名学者狩野直喜对王国维的评价，作为结束语。
他说：“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卓越之处，我想是凡中国的老一辈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得到。
晚年他绝对不提自己会外文，可是因为他研究过外国学问，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加
可靠。
也就是说，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卓
越之处。
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
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
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
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述不太好领会。
而王君既没这二者的毛病，又兼有两者的优点，这确实是罕见。
”这样的评价，是全面而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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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适用于广大青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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