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维 

 

人物简介 

王国维（1877 年—1927 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

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

学术巨子，国学大师；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与其俱为同乡。甲骨四堂之一。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

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

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

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

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

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

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

公传》。  

  王国维娶莫氏，生潜明、高明、贞明。莫氏故世，继室潘氏，生子纪明、慈明、登明，

生女东明、松明、通明（早殇）。长子王潜明于 1926 年早逝。1949 年以后，3 子女留在了大

陆，2 子 2 女去了台湾。现在世的有台湾的长女王东明、成都的五子王慈明。而二子王仲闻

最为知名，从事诗词校注，但被诬陷为特务，最后服药自尽。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

科举。  

  1898 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

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 1901 年赴日本

留学。  

  1902 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

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 年随罗振玉入京，

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 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 3 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

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 年，

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1922 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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