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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上海书店出版社据解放前版本影印。
全书共十册，包括了当时所能找到的王国维的全部学术著作。
几十年来，尽管新的材料时有发现，而对此书仅能起补遗作用，王国维一生学术精华全部已收录在本
书内。
对于文献、考古、边疆史地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来说，本书是无法绕过的学术高峰；对于从事近代以来
学术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来说，本书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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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国维生平年表
1877年，丁丑，光绪三年
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旧宅。
初名国桢，后改国维，字静庵（安），又字伯隅，号人间、礼堂、观堂、永观、东海愚公等。
海宁王氏乃当地书香世家。

1886年，丙戌，光绪十二年，十岁。

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
少年时代即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

1892年，壬辰，光绪十八年，十六岁。

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

1893年，癸巳，光绪十九年，十七岁。

3月赴省城杭州应乡试不中，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

1894年，甲午，光绪二十年，十八岁。

中日甲午战起，清军战败，极为震动。
始知世有"新学"。

1895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十九岁。

11月与莫氏成婚。

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一岁。

9月赴杭州再次参加乡试，不中。
从1895年至此，撰成《咏史》诗二十首。
1928年始发表于《学衡》第66期，吴宓称之"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正大"。
年底，与同乡张英甫等谋创海宁师范学堂，并上呈筹款缘由，未果。

1898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二岁。

2月，至上海任《时务报》书记。
此举为其一生行事之始。
26日罗振玉等创办的东文学社开课后，王氏入学学习，受业于藤田丰八等，渐为罗振玉所知。
7月因患脚气病，回籍治疗。
10月返沪，《时务报》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遭关闭，罗振玉引之入东文学社，负责庶务，免缴学费，半
工半读。
是年，撰《曲品新传奇品跋》、《杂诗》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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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三岁。

春，东文学社迁至江南制造局前之桂墅里，王氏学监，其与同学关系不洽，旋免职，但薪俸照拿。
学社除日文外，始兼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
王氏攻读甚勤。
从日本教员田冈文集中，始知汗德（即康德）、叔本华，并萌研治西洋哲学之念。
是年，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殷商甲骨文。
代罗振玉为日人那珂通世所撰、东文学社影印之《支那通史》撰序、为日人桑原隲骘藏《东洋史要》
撰序。

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二十四岁。

夏，庚子事变发生，东文学社因之而提前让学生毕业，秋即停办。
王氏毕业返里，自习英文。
秋，返沪，罗振玉请其译编《农学报》，自谓译才不如沈纮而荐其任之，自己则协助译日本农事指导
。
秋，罗振玉应张之洞之邀，至武昌任农务局总理兼农校监督，不久，召王国维等同至，任武昌农校日
籍教员翻译。
年底，由罗氏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数理。
是年撰《〈欧罗巴通史〉序》，译《势力不灭论》（The Theorg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农
事会要》。

1901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五岁。

春，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夏归国，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此后，其哲学及文学方面
的撰述常刊载于此。
是年，撰《崇正讲舍碑记略》，译《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法》。

1902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二十六岁。

春，始读社会学、心理学、论理学（即逻辑学）、哲学等书，尤关注人生问题。
夏，张謇在通州（今南通市）创办通州师范学堂，欲聘一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员。
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应其一年之聘。
是年译《教育学教科书》。

1903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二十七岁。

3月，应聘至通州师范学堂任教，通读叔本华、康德之书。
《铁云藏龟》影印刊行。
是年撰《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
译《西洋论理学史要》。

1904年，甲辰，光绪三十年，二十八岁。

代罗振玉为《教育世界》主编，进行刊物改革。
8月，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藤田丰八为总教习，王国维来校任教。
仍钻研叔本华思想，并深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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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撰《孔子之美育主义》、《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后易名为《论性》）、《尼采之教育观》、
《叔本华之遗传说》、《教育偶感二则》、《汗德之哲学说》、《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其
教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红楼梦评论》、《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
华与尼采》、《释理》。

1905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二十九岁。

致力于研读康德学说。
9月，汇编甲辰(1904)年以来刊于《教育世界》之文十二篇，为《静庵文集》。
附古今体诗五十首，名《静庵诗稿》。
11月，随罗振玉辞职，赋闲家中。
是年撰《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论近年之学术
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论平凡之教育主义》、《静庵文集自
序》。

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三十岁。

春，随罗振玉进京，暂住罗家。
4月，集数年间（1904-1906）所填词61阙成《人间词甲稿》刊行。
8月，其父王乃誉病故，奔丧归里，并为之守制。
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二则》、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即席勒）传》、《德国哲学大家汗
德传》、《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原命》、《去毒篇（鸦
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学说》、《纪言》
、《论普及教育之根本办法（条陈学部）》、《教育小言十则》、《文学小言十七则》、《屈子文学
之精神》。

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三十一岁。

4月，自海宁返京，住罗家。
不久，经罗振玉引荐，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甚为其赏识，未几，得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
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
6月发表《三十自序二》，言其由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之研究，这标志着他学术研究的一次
转折。
7、8月，因其夫人莫氏病亡而归省，事毕即返京。
11月，汇集1906年5月至1907年10月间所填词43阙，成《人间词乙稿》。
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三则》、《人间嗜好之研究》、《三十自序一、二》、《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
》、《教育小言十则》、《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孔子之学说》。

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三十二岁。

1、2月间，太夫人病故，奔丧返里。
3月，与继室潘夫人完婚。
5月，校《片玉词》。
4月，携眷北上返京，赁屋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
7月，辑《唐五代二十家词辑》二十卷，对每家词数及其出处，均以按语说明。
又辑《南唐二主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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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撰《词录》及《词录序例》，搜集词目，自宋迄元，存佚并录，且作考订。
撰《〈词林万选〉跋》。
9月，辑《曲录》初稿二卷，为其研究戏曲史提供了材料。
10月，译著《辨学》（即逻辑学）一书刊出。
11月，在《国粹学报》刊出《人间词话》前21则，提出"境界"说。
手录明抄本《录鬼薄》，并作《跋》。
作《古代名家画册叙》（1909年刊行时易名为《中国名画集》）。
12月，撰《曲品新传奇品跋》。

1909年，己酉，宣统元年，三十三岁。

1月，撰《罗懋登注拜月亭跋》，《国粹学报》第49期刊《人间词话》第23-39则。
2月，《国粹学报》第50期刊登《人间词话》第40-64则。
3月作《雍熙乐府跋》。
3、4月间，前后作《〈梅苑〉跋》、辑校《聊复集》并作《跋》、《〈碧鸡漫志〉跋》、《〈蜕岩词
〉跋》。
4、5月间，作《〈赤城词〉跋》、《南唐二主词补遗及校勘记》、《〈宁极斋乐府〉跋》、《〈欧梦
词〉跋》、《〈花溪志〉跋》。
6月，辑《后村别词补遗》一卷，并作《跋》；又校《后村别词》，并作《校记》。
又作《〈乐章集〉跋》。
修订《曲录》成六卷，又成《戏曲考源》一卷、《跋吴起敌秦挂帅印杂居》。
7月，校《寿域词》，作校记、跋。
9月，校《石林词》，从《梅苑》中录得《孤雁儿》并序，补入《漱玉词》，并对原附《易安居士事
辑》之讹进行辨误。
10月，校补《放翁词》，28日，与罗振玉、蒋黼、董康访法人伯希和（Pelliot）。
29日，学部奏设编定名词馆，严复任总纂，王国维任名词馆协修。
又校《片玉集》，并作跋。
11月，辑《优语录》一卷，搜集唐宋滑稽戏五十则，作《宋大曲考》、《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
》。

1910年，庚戌，宣统二年，三十四岁。

2月，校《录鬼簿》。
录《能改斋漫录》记杜安世一则，作《寿域词》补跋。
3月，读《元曲选》，并以《雍熙乐府》校之，作《〈元曲选〉跋》。
5月，所译《教育心理学》由学部图书编译局排印出版。
6月译作《世界图书馆小史》始陆续刊出。
9月，作《〈续墨客挥犀〉跋》、《盛明杂剧跋》、《录鬼簿》补跋。
将已刊《人间词话》64则进行修订，并加附记（此稿由俞平伯于1925年标点，次年朴社出版。
此为此书最早之单行本）。
12月，草《清真先生遗事》、《古剧脚色考》。

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三十五岁。

1月，为《百川学海》本《晁氏客语》题跋。
2月，为罗振玉创办之《国学丛刊》作《序》，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
校《梦溪笔谈》、《容斋随笔》，3月，校《酒边集》、《宾退录》，并分别作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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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大唐六典》，并作跋。
春，撰《隋唐兵符图录附说》，此为其治古器物学之始（1917年又订正之，成《隋虎符跋》、《伪周
二虎符跋》）。
7月，见唐写本《太公家教》，作跋将近几年所作校书题跋集成《庚辛之间读书记》，10月10日辛亥革
命爆发，12月，罗振玉、王国维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田中村，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
从此，其治学转而专攻经史小学。

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三十六岁。

罗振玉藏书运抵日本，存京都大学，王国维与其一同整理，并与日本学者相过从，专攻古史。
春，草《简牍检署考》，夏，作《双溪诗余跋》。
9月，撰成《古剧脚色考》，10月，《简牍检署考》撰成定稿。

1913年，癸丑，民国2年，三十七岁。

1月，撰成《宋元戏曲考》，并作序（后易名为《宋元戏曲史》）。
春，撰《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
5月，集1912年和1913年所作诗成《壬癸集》，着手草《明堂寝庙通考》。
作《译本琵琶记序》。
8、9月间，撰《释币》（原名《布帛通考》）、《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
9月辑《齐鲁封泥集存》，并作序。
10、11月间，撰《秦郡考》、《汉郡考》（上、下），又草《两汉魏晋乡亭考》二卷（稿本）。

1914年，甲寅，民国3年，三十八岁。

2月，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并为之作序，此为近代关于西北古地理的第一篇著作。
4月又作《流沙坠简后序》，又成《补遗》一卷，附于书后。
6月，代罗振玉撰《国学丛刊序》（后易名为《雪堂丛刊》）。
草《宋代金文著录表》，并作序。
7月，读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并作跋。
9月，撰《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并作序。
10月，为罗振玉校写《历代符牌图录》、《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
岁末，为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校写，并作序和后序。
是年又作《邸阁考》。

1915年，乙卯，民国4年，三十九岁。

2月，撰《殷虚书契前编》，一、二卷释文，作《洛诰解》。
3月，写成《鬼方昆夷〈犭严〉狁考》（初名《古代外族考》）。
中旬，携眷返国扫墓，4月13日罗振玉亦归国扫墓，二人会于上海。
中旬，经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于上海，多有往还，商磋古音韵之学。
下旬，携长子随罗振玉往日本。
撰《不期敦盖铭考释》、《三代地理小记》，其下包括《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
等数篇。
8月，撰成《胡服考》。
10月撰《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又撰《古礼器略说》，其总题下分《说俎》、《说盉》等数篇。
11月，作《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2月，撰《生霸死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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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丙辰，民国5年，四十岁。

1月，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
决定春节后返国，《国学丛刊》停刊。
王国维认为其寓居日本期间，乃"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2月，携长子回国，至上海，应哈同之聘，主持《学术丛编》。
3月，撰成《史籀篇疏证》及序、《流沙坠简考释补证》及序、《周书·顾命考》及序、《国学丛编
序》。
4月，撰《殷礼征文》、《释史》、《乐诗考略》（含《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
舞》、《说周颂》、《说商颂》。
《汉以后的传周乐考》），草《毛公鼎考释》。
5月，作《大元马政记跋》，校《水经注》，《毛公鼎考释》定稿，并作序。
下旬，始草《魏石经考》。
8月中旬，酝酿作《汉魏博士考》。
9月，《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写定。
10月，撰《周书·顾命后考》及序，重订《汉魏博士考》成三卷。
11月，撰《汉代古文考》、《彊村校词图序》、《元秘书监志跋》、《隋志跋》。
12月，草《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

1917年，丁巳，民国6年，四十一岁。

1月下旬，受罗振玉招至日本，2月归国，始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3月成《太史公年谱》，
并酝酿《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序。
4月，返海宁扫墓。
5月，撰《古要竹书纪年辑校》，并作《自序》，又撰《殷文存序》、《乡饮礼席次图》。
6月，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及序，编就《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及序，作《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
考释》、《释旬》、《释昱》。
7月1日，张勋复辟。
撰《周代金石文韵读》、《唐韵别考》。
8月作《南越黄肠木刻字跋》、《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9月，草成《殷周制度论》、《商三勾兵跋》、《〈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周代金石文韵读
〉序》。
入秋，检古书古器物，题跋甚多，如《楚公钟跋》、《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唐尺考》、《裴岑
纪功刻石跋》等。
10月，撰《韵学余说》、《江氏音学跋》、《五声说》。
11月，汇集近年间所撰文，成《永观堂海内外杂文》。
12月，撰成《古本尚书孔氏传汇校》（稿本），据《唐语林》以校《封氏闻见记》。

1918年，戊午，民国7年，四十二岁。

1月，校《尚书孔传》、《方言》等。
去年底，北京大学蔡元培托马衡与王国维联系，欲聘其往北大任教。
经与罗振玉商量，今拒绝之。
自本年起，任"仓圣明智大?quot;经学教授，并撰《经学概论讲义》。
2月，校《净土三部经音义》。
3月以大徐《说文》音校《唐韵》反切，乃拟重订《唐韵校记》，4月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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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校陈辑本《苍颉篇》，抄毕并校定《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并附录《唐韵佚文》，作《匈奴
相邦印跋》。
7月，为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作序。
再次辞谢北京大学邀任教授之聘。
9月，作《释环玦》、《释珏释朋》、《释礼》、《重辑苍颉篇》及自序、《释由》。
是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欲延其赴校任教，为其婉辞。
10月，撰《校松江本急就篇》及序。
11月草《随庵吉金图序》。
12月，改定前所撰《唐韵别考》、《音学余说》，合为《续声韵考》，以补戴氏《声韵考》。

1919年，己未，民国8年，四十三岁。

1月，撰《书郭注方言后》（一、二、三）、《书尔雅郭注后》。
2月，撰成《书契后编》上卷释文、《齐侯二壶跋》。
3月，校阅《徐俟斋先生年谱》，作《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4月，罗振玉携眷归国，与王国维会于上海。
伯希和在上海与罗、王会见，商谈学术。
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
7月，作《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跋》、《音学五书跋》。
8月，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重校定和林金石录》、《九姓回鹘可汗碑图记》、《摩尼教流行
中国考》、《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含《唐写本残职官书跋》）等十数篇跋，均为日人狩野直喜寄来
其游欧时所录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残卷而作。
9月，撰《西胡考》（上、下）及《续考》、《西域井渠考》、《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
公主供养地藏王菩萨画像跋》等。
10月，为乌程蒋汝藻编撰其藏书志。
是秋，因脚气病发作，赴天津罗振玉处养病，11月初始返沪，并接受《浙江通志》聘约，与张尔田共
同负责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封爵五门的撰述，并似作《宋元浙本考》。
作《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重辑仓颉篇自序》。

1920年，庚申，民国9年，四十四岁。

本年继续为蒋氏编藏书志，并校阅多种古籍，并作《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玄武之韵铨分
部考》、《周玉刀考》、《顾刻广韵跋》、《某君像赞》、《徐母太囗人像赞》、《敦煌发现唐朝之
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残宋本三国志跋》、《魏曹望憘造象跋》、《影宋本孟子音义跋》、《日本
宽永本〈孔子家语〉跋》。

1921年，辛酉，民国10年，四十五岁。

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
继续为蒋编藏书。
春，作《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二）。
5月，将数年间所写经史论文，删繁挹华，集成《观堂集林》二十卷，由乌程蒋氏出资刊行。
9月，去年撰述之《西胡考》刊出，12月，撰《唐写本切韵残卷跋》。

1922年，壬戌，民国八年，四十六岁。

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未受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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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作《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兮甲盘跋》、《汉南吕编磬跋》等。
2月，北京大学马衡集资影印王国维于上年所辑之《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
3月，撰《两淅古刊本考》及序，并校《水经注》。
5月，顾颉刚来访，后多有书信往还问业。
8月，草成《五代两宋监本考》，为乌程蒋氏撰《传书堂记》。
致书马衡，询以研究科章程、研究生人数、研究项目等事。
为罗振玉撰《库书楼记》。
12月，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拟就《研究发题》寄沈兼士。
不久，又致书马衡，建议大学开设"满蒙藏文讲座"并建议遣送有史学根基者出国深造。
致书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何之兼等同学，条陈所询事宜，是年校阅《蒙古秘史》、《龙龛手鉴》。

1923年，癸亥，民国12年，四十七岁。

2月，为南陵徐氏所藏古器拓本作跋数则，如《刺鼎跋》、《父乙卣跋》等，撰《肃忠亲王神道碑》
。
寒假，仓圣明智大学解散，王国维所任《学术丛刊》编辑及该校教授至此结束。
2月下旬一度返海宁故里。
作《商鞅量跋》、《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秦公敦跋》。
4月16日，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
为乌程蒋氏编藏书志基本结束，历时近四载，编成经、史、子三部，集部至元末，明则为草稿。
5月离沪取海道北上入京，6月1日，觐见溥仪。
7月初，撰《殷虚书契考释序》，同时，始校《淮南鸿烈》，历时三月余。
7月，作《梁伯戈跋》、《颂壶跋》、《唐贤力宓伽公主墓志跋》，校《抱朴子》。
始草《魏石经续考》。
夏曾至天津罗振玉处消夏。
11月，受溥仪命，清理景阳宫等处藏书，作《肃霜涤汤说》、《明钞本北磵集跋》。
12月初，《观堂集林》二十卷样本印成，文二百篇，诗67首。

1924年，甲子，民国13年，四十八岁。

3月，法人伯希和寄来《秦妇吟》全卷影印本，取与另本相校，作《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又跋》，撰《
论政学疏》，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4月，与蒋汝藻书，言及北京大学友人欲请其出任国学门研究室主任，而自己不愿就任。
5月，撰成《明内阁藏书目录跋》、《散氏盘考释》及跋。
6月，作《金文编序》、《吴王夫差监跋》。
9月，罗振玉入直南斋，至京，住王国维家，后又与罗氏共检理内府藏书。
近年，与胡适往还书信，商讨学问。
11月，冯玉祥部"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
王国维随驾前后，并因此而?quot;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

1925年，乙丑，民国14年，四十九岁。

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
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
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
4月18日，移居清华园之西院。
研究院同时还聘请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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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称"清华四大教授"。
另，聘李济为讲师。
4月23日梁启超到校，6月12日，赵元任到校，住清华园之南院。
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新生，正取30名，备取2名。
暑期，应学生会邀请向留校学生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学问》。
9月8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办第一次教务会议，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到会。
会上公布各教授普通演讲的讲题（即所开课程）与指导研究学科的范围。
王国维任经史小学导师，普通演讲讲题有：古史新证，每周1小时；《尚书》，每周2小时；《说文》
练习，每周1小时，指导学生研究范围有：《尚书》本经之比较研究（含句法比较、成语比较、助词
比较），《诗》中状词研究（含单字、连绵字、双字、双声字、叠韵字、其余），左礼器之研究，《
说文》部首之研究，卜辞及金文中地名或制度之研究，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元史中蒙古色目人名之
划一研究，慧琳《一切经音义》之反切与切韵反切之比较研究。
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
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
是月，草《鞑靼考》及年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
11月，撰《蒙文元朝秘史跋》。

1926年，丙寅，民国15年，五十岁。

2月，撰《黑鞑事跋》，校阅《亲征录》。
21日，赴天津，为溥仪祝寿。
4月，撰《圣武亲征录校注序》，26日，清华批准印其丛书，即《蒙古史料四种校注》，发表《耶律文
正年谱余记》、《黑鞑事略序》。
5月，写定《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及序，刊出《圣武亲征录校序》。
6月发表《鞑靼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序》。
7月26日，为燕京大学校讲演《中国历代之尺度》。
9月上旬，研究院新学年开学，王国维每周讲演《仪礼》2小时，《说文》1小时；指导研究学科范围为
：（1）经学（含《书》、《礼》、《诗》）；（2）小学（含训诂、古文字学、古音韵学）；（3）上
古史；（4）金石学；（5）中国文学。
10月，因其长子病逝，与罗振玉发生误会。
撰成《桐乡徐氏印谱序》。
11月下旬，为北京大学历史学会讲演《宋代之金石学》。

1927年，丁卯，民国16年，五十一岁。

1月，撰成《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
2月，撰《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
3月，撰《金长城考》（后易名为《金壕界考》）、《水经注笺跋》。
4月，编撰《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
5月12日，出席清华史学会成立会，并致辞。
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参加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午后访陈寅恪先生。
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
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背面书"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
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
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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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
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6月3日，入殓，停灵于成府街之刚秉庙，7日，罗振玉来京为其经营丧事，16日举办悼祭。
8月14日，安丧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
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
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
碑铭云：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
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
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
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失下后世。
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
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是年，编成《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1940年由赵万里、王国华合编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刊行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刊本影印，名为《王国维遗书》，1984年中华书局始出版《王国维全
集》，但仅出《书信》一册。
在台湾，1976年大通书局影行《王国维先生全集》，为目前收罗最为完备之本。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国维遗书>>

书籍目录

一、柳诒徵与柳诒徵的著作二、中国文化史1、中国文化史弁言2、中国文化史绪论三、国史要义1、国
史要义题辞2、史术四、柳诒徵史学论文集1、华化渐被史2、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五、劬堂题跋1、与
陈叔谅书2、与王驾吾书六、自由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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