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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日记（全四十四册）》

内容概要

王伯祥是现当代著名的出版人和文化学者，本书是他1924-1975年半个多世纪140余册日记的完整影印
出版。王伯祥日记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家国大事、社会生活、学术活动、亲朋往来、家庭细事等等
。其中尤以抗日战争时期最为详尽，当年伯祥先生困守“上海孤岛”，所记录下的种种事项，是研究
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日记中还大量记录了伯祥先生商务十年，开明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和切身感受，
也是研究这段文化史和出版史的第一手资料。王伯祥与文化界人士交游颇广，日记中对朋友间的迎来
送往都做了记录，这些文人学者们的言谈举止，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从日记中得到考证。文如
其人，日记尤甚。 王伯祥先生一生喜怒形于色，爱憎溢于言表的性格，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均可感受到
，至于其严谨治学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更可从数十年如一日的笔端流露出来。而整部日记书写之
精美，行款之得当，笔墨之流利，也堪称书法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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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日记（全四十四册）》

精彩短评

1、太贵了，也没有电子版或kindle的，只有到学校读了。此类书应出kindle版。
    影印版让人有点望而却步，不过呢，日记严格上说就应影印。实在不愿见人，可以贴起来再影印。
顾颉刚日记挺有意思，他于不同时期读自己日记，还加注。对鲁迅诚可谓愤愤不平，终生不平。
2、　　    王伯祥日记  推荐给学校图书馆，获准购买，自己陆陆续续阅读有一年了。平心而论，读的
很辛苦，这儿的几点总结可能约带吐槽，但只希望如果出版社以后要再版能够参考下，并且希望其他
有志于出日记的 出版社 能够获知一二，加以考虑如下因素。
　　    （一）价格奇高，这个价格基本上决定了只能是馆藏。王伯祥日记价格之高，超过了 顾颉刚日
记，姑且不论顾颉刚的意义和地位远超王伯祥，单就这个定价，就是要与有点兴趣的人绝缘。对于日
记类，不似畅销书，不可能要求销量，但仍然是存在一定阅读群的，定价奇高，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二）排版严重不合理。因为是原本影印，所以不可能会有什么人名索引。日记原文 竖排毛笔
草书加不句读，对谁都是很大的考验。我看得时候，曾经先后请了专业是古代文学练过书法的朋友，
以及图书馆的两位文字学的老师，他们对一些字词都难以判断，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一点上，王氏
好友顾颉刚、叶圣陶的日记可谓很好的例子。特别是顾颉刚日记，加上了人名页码索引，对研究者是
大大的福音。据闻，叶氏日记全编 正打算重印（要收入 叶圣陶集  中删减部分），顾氏日记 是一个很
好的标本。
　　    （三）史料价值其实不大，这一点纯是个人观感。虽然王伯祥民国时期先后在商务、开明供职
，解放后供职中华书局，得便与其时文人过从甚密，但由于严格意义上他并不是一个作家，他首先是
一个编辑，所以在他的日记中不可能看到 太多 文学史 上的秘闻档案 或者消息的。如果抱着此类目的
去看这日记，那大可不必了。这套书如果是为了做商务或开明（笔者就是为了做开明 才建议学校购买
的），抑或文人交游用的（商金林老师的 叶圣陶年谱长编 参考此书甚多）或许有所参考。加之日记
流于日常琐事，价值更见其小。
　　
　　     民国文人日记出版逾盛，但一方面对日记的出版方式，另一方面研究者对日记的采信，都是尚
待规范的过程，其路漫漫。
3、是啊，近幾年出版的幾十部文人日記我幾乎都收藏了，讀了。唯獨這一部沒有，太貴了。而且，
從編輯手段來說，我也很難明白他們出版這些私人文獻的意圖 ：）
4、帮书局整理 看了7  看过别人一年 颇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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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日记（全四十四册）》

精彩书评

1、開明書店不考慮出個整理本么？記的事情大多和開明有關。影印本質量不佳，有的地方看起來不
清晰。開明書店不考慮出個整理本么？記的事情大多和開明有關。影印本質量不佳，有的地方看起來
不清晰。
2、王伯祥日记  推荐给学校图书馆，获准购买，自己陆陆续续阅读有一年了。平心而论，读的很辛苦
，这儿的几点总结可能约带吐槽，但只希望如果出版社以后要再版能够参考下，并且希望其他有志于
出日记的 出版社 能够获知一二，加以考虑如下因素。（一）价格奇高，这个价格基本上决定了只能
是馆藏。王伯祥日记价格之高，超过了 顾颉刚日记，姑且不论顾颉刚的意义和地位远超王伯祥，单就
这个定价，就是要与有点兴趣的人绝缘。对于日记类，不似畅销书，不可能要求销量，但仍然是存在
一定阅读群的，定价奇高，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二）排版严重不合理。因为是原本影印，所以不可
能会有什么人名索引。日记原文 竖排毛笔草书加不句读，对谁都是很大的考验。我看得时候，曾经先
后请了专业是古代文学练过书法的朋友，以及图书馆的两位文字学的老师，他们对一些字词都难以判
断，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一点上，王氏好友顾颉刚、叶圣陶的日记可谓很好的例子。特别是顾颉刚
日记，加上了人名页码索引，对研究者是大大的福音。据闻，叶氏日记全编 正打算重印（要收入 叶
圣陶集  中删减部分），顾氏日记 是一个很好的标本。（三）史料价值其实不大，这一点纯是个人观
感。虽然王伯祥民国时期先后在商务、开明供职，解放后供职中华书局，得便与其时文人过从甚密，
但由于严格意义上他并不是一个作家，他首先是一个编辑，所以在他的日记中不可能看到 太多 文学
史 上的秘闻档案 或者消息的。如果抱着此类目的去看这日记，那大可不必了。这套书如果是为了做
商务或开明（笔者就是为了做开明 才建议学校购买的），抑或文人交游用的（商金林老师的 叶圣陶
年谱长编 参考此书甚多）或许有所参考。加之日记流于日常琐事，价值更见其小。民国文人日记出版
逾盛，但一方面对日记的出版方式，另一方面研究者对日记的采信，都是尚待规范的过程，其路漫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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