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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全集》

内容概要

王国维全集（全二十册），ISBN：9787533880514，作者：谢维扬，房鑫亮 主编，傅杰，邬国义 分卷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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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全集》

作者简介

　　王国维，是中国二十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他博学睿智、融会中西，在文学、哲学、教
育学、考古学、史学、文字学、经学、版本目录学等诸多领域均有研究，而且几乎都达到了或代表着
该领域同时代的最高水平。他著述宏富，声誉远播，对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开创和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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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全集》

书籍目录

第一卷
靜安文集
教育學
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
詞錄
人間詞話
人間詞話手稿
新編錄鬼簿校注
戲曲考源
第二卷
曲錄
錄曲餘談
優語錄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本
優語錄盛京時報本
唐宋大曲考
清真先生遺事
庚辛之間讀書記
故劇腳色考
簡牘檢署考
羅振玉藏書目錄
第三卷
宋元戲曲史
齊魯封泥集存
釋幣
東山雜記
二牖軒隨錄
閱古漫錄
第四卷
流沙墜簡
宋代金文著錄表
國朝金文著錄表
第五卷
史籀篇疏證
殷禮徵文
漢魏博士題名考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
古本竹書紀年集校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
第六卷
兩周金石文韻讀
唐寫本唐韻校記附唐韻佚文
經學概論
重輯倉頡篇
校松江本急就篇
聯綿字譜
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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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浙古刊本考
五代兩宋監本考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殘稿
乾隆浙江通志補
第八卷
觀堂集林
第九卷
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上
第十卷
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下
第十一卷
魏石經殘石考
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
古行記四種校錄
耶律文正公年譜附餘記
元朝秘史地名索引
古史新證
觀堂古金文考釋
蒙韃備錄箋證
黑韃事略箋證
聖武親征錄校注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
兩漢魏晉鄉亭考
第十二卷
水經注校上
第十三卷
水經注校下
第十四卷
詩文
第十五卷
書信日記
第十六卷
農事會要
日本地理志
教育學
算術條目及教授法
倫理學
第十七卷
法學通論
哲學概論
心理學
教育學教科書
勢力不滅論
第十八卷
西洋倫理學史要
動物學教科書
心理學概論
歐洲大學小史
第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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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學
論幼稚園之原理
法國之小學校制度
法國小學校修身教授之官定條例
教育心理學
世界圖書館小史
法蘭西之教育
觀堂譯稿
第二十卷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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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图书很好，王国维手迹及珍贵照片
2、对讲究图书品相的读者来说，在网络上买大部头的书简直就像在赌博。。。开箱后有好几本书的
书角都被磕得凹陷了，要换只能全换，万一再出这种状况。。。哎，真是博不起
3、半价购入的集子，各方面没的说，非常好。
4、六折最后一套，今日送到。包装已坏，幸书籍无损。向往多年终于如愿。
5、书的质量几乎无可挑剔，出版社确实下了功夫，搞活动半价买的，依旧让人感觉到了价格暴力。
6、神品！如果出各种版本影印，多者结合就更好了！尤其各类古籍，可以多了解原貌，再者期望价
位平民化。伤哉！出版；伤哉！文化；伤哉！国人。感谢当当！
7、你想读到什么呢？
8、怎么没有附赠王国维手迹及珍贵照片
9、这书这作者都这么好。我已经拥有，我是不是太幸福了?一本一本地去摸索安排它们的摆放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像是过去没有工资卡发钞票工资时一张一张数工资的感觉的那种幸福。书是淡淡的黄色
纸张，厚厚的，摸着非常舒服。作为一个曾经的穷的连饭也吃不饱的穷学生，如今能买得如此大部头
装订印刷都如此精良的好书，真的很满足。最近购书超狂，好多喜欢的都想占有为快。贪官们不知是
不是对金钱财物都有如此欲望才导致的呢?这个时候我感觉我肯定和贪官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占有了
就觉得莫大的幸福。而且这，欲望无止境呢，买了这么多，竟然还想买更多。
当当网是我非常满意的购书之处。它实在给读书人提供了太多的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支持这样的
媒介的发展？
祝愿我心仪的当当越办越好。
我非常感谢当当网过去的时间里为我提供的美好购书服务。
10、看了下目录，以后备查
11、收在手里，读了第一本。。
12、還是引這個吧影印的王國維遺書快把我眼睛找瞎了
13、很早希望得到王国维全集，终于实现了。还未读，版本设计都不错，符合当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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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的研究重点不是王国维，对这套书没有认真读过，但是这段时间一直帮导师整理资料，在这个
过程中翻了很多遍，觉得这本书的点校一般，同样的话，即使在王国维全集中，标点都是有很大出入
的，并且是在同一册，应该是同一个人点校的。两个地方，点校不一致，说明点校者也不是很拿得准
。还有就是原来王国维只是出版过一些单行本和集子，有一些集子的序言，明确就是什么什么的序言
，但是这次整理的时候是全集，直接就把序言收入其中的一册中，但是没有做相应的注释，比如该文
章是原来什么集子的序言，不方便研究使用。
2、静安著述丰厚，遗书及大通本遗珠甚多。学界精英有感于此，发掘故纸，上下求索，锱铢必较，
凡廿余年而成鸿篇，可谓功德至伟至大矣！惜世风浮动，尔曹欲追观堂往昔之风骨，岂可得哉？知音
寥寥，付梓之数，仅平装二千，精装二千，岂非无奈？静庵以文化而殉，吾等以文化而悲，唯祈大师
遗墨濡染国民而不绝版于世也！幸甚！
3、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从新书推荐的第一天开始读，几年来断断续续总算看完。然而读过一遍不过
看了后面忘记前面，全部读完不禁想问自己——确实还没等到思考在医学院里谁还会读到这套书而不
让他烂死在落满尘埃的书架上——究竟读到了什么？最初开读的动机不过是不想通过高中的教材限定
那短时期的历史。那段时期不仅仅有皇帝太后，不仅有八国联军，不仅仅有学潮。不仅仅有鲁迅。不
仅仅有变法。不仅仅有吃人。那些变革之后的背景。我看到的是王国维。不是新生。而是死亡。王国
维的自杀不过给死亡加了个最有力的注脚。对红楼的爱给封建家族的衰落做了注解甲骨研究为孔孟唐
宋八家的终结做了注解人间词话阅尽千年，诗韵终究不见了。就像他的一生，每一步都为死亡作了注
脚。无声的告别。
4、《王国维全集》出版后，我一直犹豫不决，买还是不买？这是个问题。想买，那是绝对的，下不
了决心，一是因为书价的关系，一套要２８００元；二是作为非专业人员有没有必要买，买来会去看
吗？能看懂吗？看了有用吗？当然第二个理由完全是书价引起的，如果书价不高，买就买了，哪会那
么理由，譬如花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　　因为是想买，所以对这套书值不值这价进行了番探究。
先是查资料，了解这套书的一般情况。首先在权威性方面，本书被列为国家多项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
重点或资助，编者是由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为骨干，集合了北京上海一批专家共同整理，由浙江
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王元化、傅璇琮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或直接参与或为学术顾
问。在资料性方面，这套书收集之全，是迄今为止两岸同类书籍中之最，不仅当年以罗振玉名发表的
，经考证为王的作品回归王的名下，一些在当年报刊上发表，从来没有收到集子中的作品也得以收集
整理编印，这也算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我手中已经有两种王国维的著作，也曾浏览过有关他的
一些传记和文章，王国维靠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浓厚的学术兴趣，在多个学术门类上都取得了开创性的
成就，涉猎之广研究之深，好像无人可以比拟。所以有人道：“在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是一个让人
尊敬的里程碑，他的学术贡献和地位是前无古人的，在一个地上地下材料大发现的时代，在一个方法
和思想创新的时代，王国维的严谨精到的研究使他后来居上，远远超越了同辈学者，也令所有的后来
者必须认真阅读王国维在学术之路上所树立的一个个路标，才能继续前进。” 我看连郭沫若说，“在
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和王国维”，称王国维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而鲁迅则称赞王国
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我就此问题也和一些朋友做了讨论，朋友说，
什么叫大师？王国维就是大师！所谓大师是能开创或指出一个新的领域，提出一个新的方法思路的学
者，王最大的建树在文字学、敦煌学、戏曲史、古民族史、历史地理几个方面。我说，从这点来说，
是否陈寅恪比王国维就要差一档。他的目标曾是将所学建成中国东方系，可是回国之后，这个限制那
个制约，他只能回到传统史学上来，虽然在史学方面他也借鉴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可是现在陈寅恪
却是显学，而王国维却有渐冷的感觉。朋友认为，所谓显学偏学并不是真正学术方面来确定的，其中
里面都有意识形态的原因。至少陈寅恪标榜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后落在了他自身
身上，成了人们形容他最后二十年学术之路的一个写照。　　细细回想起来，当年陈寅恪先生提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是从政治层面而言，而是从做学问的角度出发。王国维在这么多学术
领域取得成绩，和他的兴趣分不开，（那些领域的开创完全是随着他的兴趣的转移而转移）。也和他
学术方法有关，尽可能占有资料，从地上地下国外有关证据互相考证比较最后下得结论，这使他的学
术观点至今还站得住脚。而他对学术研究之深入也非一般人能做到，他只短暂到过日本留学，但是他
自学通晓英语等几种外语，并能翻译；在哲学领域，他在读康德碰到困难后，转而读叔本华，一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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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全集》

一遍，直到弄懂弄通，并发现他的学说不完善的地方为止，然后他再回过头来钻研康德。我们可以说
，王国维的研究一直是非常自由的，虽然也有情势所迫，为钱而给某些机构的人做些学术上的事，但
是他都能顺势而为水到渠成做出成果。更重要的是否王国维的政治倾向和他的学术研究基本不相联系
，桥归桥路归路，如西方自然科学家可以是宗教信仰者，有神论者，但不影响他们的科学研究，探索
无神的自然规律一样。王国维把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成为中国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学的开山鼻祖
。所以在做学问上有这种自由而独立的思想精神是何等的重要呵，这也是王元化先生愿意领衔主持《
王国维全集》这项工作的原因之一。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时，要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已经显得不易，（不一定是政治因素，还有学术专业开始细分），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就没有像王
国维那样自由和独立，他有强烈的主观意愿，却遭到各种制约。这不仅仅是他最后二十年，之前也是
一样，除了最初在清华国学院有一种自主的选择，之后就一直在非所愿，至少是非所全愿中从事学术
，于是他的选择越来越窄，既不可能跨越也没有可能穿透。这种情况在近三十年或有好转，至少我们
看到李泽厚、王元化等先生的研究领域的变化和集成。但是这也要建立在某种对学术的研究上，而不
是一种胡思乱想。有人借这个提法来抱怨和反对体制，还不如像王国维那样做自己的学问，现在不是
没有这种可能。　　拉回思路，有位朋友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非常坚定地说，如果财力许可就买，不
要犹豫。尽管你不做研究，尽管你现在不一定会去看，像这样经典的书现在人是写不出来的，与其看
现在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还不如读经典，如果有一天你想看什么，翻看这样的书总会有所得。我也
想确实是这样，现代学者中，我已经有了陈寅恪、钱钟书、夏承焘、丰子恺、朱自清、俞平伯、郁达
夫和鲁迅等人的全集，我应该再有一套王国维的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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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王国维全集》的笔记-第270页

        致羅振玉（一九一七年一月五日）
⋯⋯前日在乙座⋯⋯素存⋯⋯述康成見解，謂頗與之大同，然其學說實謬甚，乙頗與之作王肅之諍⋯
⋯素本長者，乙亦書生，康成則蒯通、伍被之流耳。乙前作絕句云：“亂世人才可易論，英多雄少浪
批根。轍窮漫墮驅車淚，地勝難招自古魂。”所恨方叔、吉甫不可作耳。⋯⋯編者注——康成⋯⋯此
借指鄭孝胥。檢《鄭孝胥日記》1917年1月4日（陽曆）有、“沈子培約夜飯，座中為吉甫、一山、叔
用、賦秋。”

2、《王国维全集》的笔记-第369页

        顧亭林先生《日知錄》中泛論多有為而發，如“自古以文辭欺人者莫如謝靈運”一節，為錢牧齋
發也；“稽紹不當仕晉”一則，為潘稼堂發也。

3、《王国维全集》的笔记-第615页

        致柯劭忞（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豬年之冬，匆匆去國。時聞旌從亦避地海濱，後諗廻駕春明，藏身入海。⋯⋯豬年什麽的、好可
怕。

4、《王国维全集》的笔记-分卷目錄及解題略

        主要標一下與《遺書》不同的地方。第一卷
靜安文集
教育學
唐五代二十一卷詞輯
詞錄【為詞集目錄書。據羅振玉後人所藏稿本整理。】
人間詞話
人間詞話手稿
新編錄鬼簿校注
戲曲考原

第二卷
曲錄
錄曲餘談
優語錄（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
優語錄（盛京時報本）
唐宋大曲考
清真先生遺事
庚辛之間讀書記
古劇腳色考
簡牘檢署考
羅振玉藏書目錄【大半承襲《大雲精舍藏書目錄》。考為王氏在日時為羅氏所作。據所存日人抄本與
《大雲精舍藏書目錄》整理。】

第三卷
宋元戲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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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全集》

齊魯封泥集存
釋幣
東山雜記
二牖軒隨錄
閱古漫錄
【最後三種為王氏在報紙上連載的學術筆記。】

第四卷
流沙墜簡【所收者僅此書王氏所作部分】
宋代金文著錄表
國朝金文著錄表

第五卷
史籀篇疏證
殷禮徵文
漢魏博士題名考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

第六卷
兩周金石文字韻讀
唐寫本唐韻校記（附唐韻佚文）
經學概論【王氏1918年在哈園倉聖明智大學講授經學的講義。】
重輯倉頡篇
校松江本急就篇
聯綿字譜

第七卷
兩浙古刊本考
五代兩宋監本考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殘稿
乾隆浙江通志補【與上三種均為分纂《浙江通志》的產物。此為未刊稿。據國圖所藏稿本整理。】

第八卷
觀堂集林
【以王氏手訂密韻樓二十卷刊本為底本。羅、趙所編《集林》中所增部份入第十四卷。】

第九卷
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上

第十卷
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下
【據國圖所藏稿本與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清抄本（後收入大通書局版《王國維先生全集》）整理。】

第十一卷
魏石經殘石考
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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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行記四種校錄
耶律文正公年譜（附餘記）
元朝秘史地名索引
古史新證
觀堂古金文考釋
蒙韃備錄箋證
黑韃事略箋證
聖武親征錄校注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
兩漢魏晉鄉亭考【此為未完稿。據國圖藏稿本整理。】

第十二卷
水經注校上

第十三卷
水經注校下
【據國圖所藏涵芬樓影殿本和吉林大學圖書館所藏明刊朱箋本上的批校整理。《水經注》原文用明刊
本整理斷句。】

第十四卷
詩文
【《遺書》中的《觀堂別集》、《靜安文集續編》、《苕華詞》及其他集外詩文。】

第十五卷
書信日記
【於中華書局《王国维全集书信卷》(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607681/)的基礎上增訂。日記即
為《丙辰日記》。】

第十六卷
農事會要
日本地理書志
教育學
算數條目及教授法
倫理學

第十七卷
法學通論
哲學概論
心理學
教育學教科書
勢力不滅論

第十八卷
西洋倫理學史要
動物學教科書
心理學概論
歐洲大學小史

第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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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學
論幼稚園之原理
法國之小學校制度
法國之小學校修身教授之官定條例
教育心理學
世界圖書館小史
法蘭西之教育
觀堂譯稿
【以上自第十六卷起皆為譯文集。除《觀堂譯稿》之外《遺書》均未收。】

第二十卷
附錄
【主要為他人所撰的王氏行狀、悼辭、追憶和趙萬里年譜等。】與《遺書》相比多了大約一倍以上、
主要為一卷書信日記、四卷左右的譯文集、《詞錄》、《羅振玉藏書目錄》、《經學概論》、《乾隆
浙江通志補》、《兩漢魏晉鄉亭考》、《東山雜記》、《二牖軒隨錄》、《閱古漫錄》、《齊魯封泥
集存》、《水經注校》、《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等。

5、《王国维全集》的笔记-第310页

        致羅振玉（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十八日）
⋯⋯報紙記北方情形惟在軍事一面，而寐叟等蹤跡均不一一記，惟一記陳、伊二師傅一投繯，一赴水
，不知信否。黃樓赴荷使署，報言係西人迎之，殆信。又言其志在必死，甚詳，此恰公道。三百年來
乃得此人，庶足飾此歷史。餘人亦無從得消息。此均須為之表章，否則天理人道均絕矣。⋯⋯編者注
“陳、伊二師傅”——陳，陳寶琛（1848-1935）⋯⋯
伊，伊克坦（1866-1922）⋯⋯請注意括號內。又、前一封信中言此些大佬不必南歸而此又言須為之表
章、怎麼聽著都是明人口吻。先前總以為美男子之類才會發刻薄惡毒之言、看來是我錯了。

6、《王国维全集》的笔记-第215页

        致羅振玉（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再後乃有袁克文到，攜來書畫數件，皆盜竊乾沒之物。⋯⋯有宋版三書，一《公羊傳》初印本，
上有黃子壽跋，乃知黃之被騙，即遭此人也；一宋小字《九經》，精甚，（與普通所見非一板。）筆
畫極粗挺；一小字《華嚴經》，共三種。寶玉大弓必有歸日，不知在何時耳。尤可惡者，書前有“上
第二子”、“臣克文”二印，又有屁跋，下書“——元年”，汙辱文物乃至此。西報載其與迎蔡鍔之
喪，其無狀尤可知矣。⋯⋯屁跋屁跋屁跋屁跋屁跋屁跋屁跋屁跋屁跋屁跋屁跋屁跋屁跋⋯⋯

7、《王国维全集》的笔记-第69页

        致沈曾植（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
⋯⋯每從蘊公處得讀書疏并及詩翰，讀“道窮詩亦盡，願在世無絕”之句，始知聖賢仙佛，去人不遠
。
⋯⋯
⋯⋯蘊公次子福萇⋯⋯能繼先生志事者，當在此人，此亦先生所云“願在世無絕”之一事也。
⋯⋯
尊翰謂劫運之來，肇於心理。往者士夫不計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舉世所爭，只有“新”、“舊”二
字。眾穉且狂，并為一談，遂收辛亥以後之結果。蜩螗羹沸，迭相為因，理喻情說，皆所不可。譬如
熱病，藥石無效，勢不能不聽其自退。然果能七日、十四日或二十一日而退乎？抑竟以發狂暴絕乎？
雖有知者，不能知其所屆，挽回此事，惟能文章者最為有力。
先生洞觀事變，盡知情偽，片語隻字，深饜人心。在高年碩德，固不宜文字自勞，但使間【疑為“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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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之間，心之所感，隨筆書之，自數字、數十字以至數百千字流傳世間，當有振發聾盲之效，此
亦“願在世無絕”之一事也。⋯⋯以上願與白首同歸者共勉。

8、《王国维全集》的笔记-第195页

        《五代两宋监本考》
P201至二《礼》、二《传》刊，于周初者。按，刊字后逗号似去掉为佳。
P231疑混声重叠字。按，声字后当加顿号。
P243请下两制礼院详定。按，两制后当加顿号。
P300《五代》史按，当作“《五代史》”，恐系误排。

9、《王国维全集》的笔记-第46页

        致繆荃孫（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近日作《蜀道難》一首，詠匋齋制府事。此公境遇可憐，其死後之慘，亦作詩大好題目。⋯⋯編
者注——匋齋，端方（1861-1911）⋯⋯不知道十五年後的大好題目是什麽。

10、《王国维全集》的笔记-第309页

        致羅振玉（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此次負責及受職諸公如再靦然南歸，真所謂不值一文錢矣。諸公中以橫渠為最可惜，素公、玉老
當能不忘久要，寐叟於前日已有傳其南歸者，此恐不確也。止庵乃無心肝，竟有電辨明心跡，與犬羊
為伍，豈不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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