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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国维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不幸在八十五年前以英年早逝，而他的长女王东明女士，正以百岁人瑞
，撰写传奇，而这本《百年追忆》(台湾繁体版书名)正是两个传奇的交会。
去年台湾“清华大学”庆祝一百周年，历数奠定建校璀璨百年之基的清华人，国学院四大导师自是首
选之一。
今年有机缘自大陆邀请清华名师后裔参加校庆，适见台湾《中国时报》报道高龄逾百的王东明女士在
台北每周仍票戏的新闻。
经与王女士联络，得以面邀参加校庆活动，而当王女士于校庆日应邀出现于庆祝大会、午宴，并参与
下午座谈时，以健朗之姿、稳健台风、亲切温馨声调，侃侃而谈，立即风靡全场，成为活动焦点，并
赢得许多粉丝(fans)。
在与王女士的晤谈中，得知其正在写回忆录，当即表达希由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的愿望，王女士也
很爽快地应允，后来台湾商务印书馆也来邀约；基于王国维先生在身前身后与两个单位的深厚渊源以
及王女士的首肯，决定共同出版《百年追忆》。
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受任清华国学院导师。
清华在此前以留美预备学校著称，王先生与梁启超先生等受聘清华国学院，震动学术界，开启清华迅
速成为国内学术重镇之先河。
近一年来，我在台湾“清华大学”的活动中曾屡次引用他的“人生三境界说”以及对诗人的看法：“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入乎其内，故能写之。
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
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同时日本京都大学松本纮校长在台湾“清华大学”演说中也提到王先生对文化交流的见解，都可看
到王先生对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地区及日本文史思想界的影响，仍方兴未艾。
王先生身后，知友陈寅恪先生撰文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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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王女士所言，王先生学术是我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全球的文物遗产，我们有责任维护它
！
宣扬它！
本书分两部分，上编《记忆中的父亲》记述王先生之家世背景、为学历程、生平轶事、家庭与休闲生
活、清华园故事、亲子互动以及投湖经过等，引人入胜，并能使读者对王先生行谊有进一步了解。
下编《王东明的百岁自述》，包括一生回顾与生活杂记，可看出王女士平凡中之不平凡。
她在父亲身后，不足十四岁时无意中看到母亲遗书，能冷静地设法说服母亲打消死志；抗日战争爆发
先逃难至浙西一带，后随叔叔在上海英租界集资为流亡失学青年办建“浙光中学”。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入侵上海英租界，“浙光中学”被迫解散，再辗转到达后方。
1948年，由上海至台湾高雄任教师。
1950年秋与陈秉炎先生结婚并在私立泰北中学任教。
1953年春起，负责台北县永和镇消费合作社“中央”公教人员实物配给，工作了二十多年，一直
到1982年，年届七十岁，随消费合作社停办而离职。
退休后在家养老，除了整理父亲的遗物外，有时到各地旅游探亲访友；1994年开始迷上京剧，坚持学
唱了十多年，增进身心健康，延年益寿，顺利达成“唱到九十九”的愿望，可看出她刚毅进取、开朗
豁达的个性，行文亦庄亦谐，充满人生智慧，可读性甚高。
清华校友胡适之先生在晚年常阐述“交友以自大其身”，王女士可以称得上这句话的践行者，结识了
爱京剧又爱阅读、写作的“忘年交”李秋月女士。
李秋月女士愿意悉心采访整理王女士的记述，促成这本精彩的《百年追忆》早日问世，亦为王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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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添佳话。
最后也感谢台湾商务印书馆共襄盛举！
台湾“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谨识2012年10月于台湾“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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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国维家事》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推荐，为王国维长女、现居台湾的王东明撰写的首本王氏家
族回忆录。
作者多年一直默默收集王氏及其后人资料，并撰写文章回忆父亲王国维。
书中对于童年王家旧事、大师清华轶事、大师自杀之谜、以及王氏后人的百年飘零均作了深度的记述
。
王国维嫡孙王亮系王国维研究专家，也为《王国维家事》提供了《王国维全集》未收录的珍贵史料，
与王东明先生及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大师珍贵文献一道全景再现了王氏一族百年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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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东明，王国维长女，小时候曾与父亲一起度过了几年的清华岁月。
王国维去世后回到浙江老家，后辗转到抗战后方，最后隐居台湾。
多年来作者一直致力于收集有关王国维的史料和联谊散布各地的王氏后人，并撰文回忆纪念王国维。
近年来作者更是频繁出现在清华百年等诸多文化访谈现场，并于今年推出了首本王氏家族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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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 追忆先父王国维先生 1.家世背景 我的家乡是浙江省海宁县。
提起海宁，人们会想起钱塘潮。
海宁扼钱塘江口北岸，自古即是观潮胜地，享誉中外。
 我的远祖王禀，宋靖康中，金兵攻太原，禀公当时任河东路马步军副总管。
守太原二百五十日，城陷，率众巷战，壮烈牺牲。
宋高宗南渡后，追封安化郡王。
海宁城里有“安化王祠”，也有一条安化坊街，即是纪念远祖王禀公所设。
 王家传至我的祖父乃誉公，家道中落，于是他弃文从商。
但在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词、古文，文名扬于乡里。
后恰逢有亲戚任溧阳县令，就去当了十多年的幕僚。
1887年，我的曾祖父过世，祖父奔丧回里，守孝课子，并且在盐官镇西南隅建了新的住宅。
新宅北依小河，南邻城墙，隔城相望，便是钱塘江，离钱塘只有几百米，环境清幽。
这所住宅，是木结构庭院式建筑，宽三间，共两进；前为平房，后进为二层楼，两进房之间有天井和
两厢；前有台门，围墙从四周卫护着。
前进正厅，是待客、祭祀的公关场所，卧室在后进楼上。
这是一个小康家庭的居住格局。
 2.父亲王国维先生 我的父亲王国维先生，生于1877年农历10月29日（阳历12月3日）。
他的童年颇为孤独，四岁时，生母凌氏不幸病故。
当时他的姊姊蕴玉才九岁，本身还没有自主的能力，但已能照顾弟弟。
父亲十一岁前，祖父一直在外地谋生，因此，他自幼依赖祖姑母范氏及叔祖母抚养，形成他“寡言笑
”的个性。
 父亲七岁入私塾读书，十一岁时，祖父奔丧归，遂留在乡里，日夜课子就读。
家有藏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父亲儿时所不喜外，其余的书，每晚自塾归，祖父必口授指画
，深夜不辍，诗文时艺，皆能成诵。
祖父还教他骈文及古今体诗，为父亲日后研究金石、诗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父亲十六岁时考中秀才，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君，并称“海宁四才子”。
陈守谦比父亲年长五岁。
他后来在给父亲的祭文中曾说：“余长君五岁，学问之事自愧弗如。
时则有叶君宜春、褚君嘉猷者，皆朝夕过从，商量旧学，里人目为四才子，而推君为第一。
余最浅薄不足道，而君才之冠绝侪辈，叶褚二君亦迄无间言。
”足证父亲当时是他们公认的四才子之冠。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国维家事>>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    ——梁启超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
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    “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    ——伯希和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
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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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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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国维家事》编辑推荐：1.随书赠送手稿本《人间词话》精美小册子：附有珍贵的影印本手稿以及
简体版全文。
2.大陆独家授权。
大师唯一在世长女出品王氏家族首部家族传记，深度解读“王国维自杀之谜”。
3.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王氏后人珍藏图片48张。
4.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作序）、北京清华国学院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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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
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伯希和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
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国维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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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