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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伯祥传》是王伯祥先生的幼子王湜华先生历时数年，在精心整理乃父日记、书信等珍贵资料的基
础上写成，分为青少年时代、教书生涯、商务时代、胜利以后、建国以后五篇。
伯祥先生曾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但他任编辑的时间更长，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任编辑，建
国后又成为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
伯祥先生是“姑苏五老”之一，与叶圣陶、顾颉刚、俞平伯、章元善、郑振铎、夏丏尊等诸位先生都
有深厚的交往，书中真实反映了王伯祥先生的工作和生活中的细节片断以及与诸人的真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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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浞华，字正甫，号音谷，江苏吴县人。
1935年1 0月生于上海，1958年北京大学毕业。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Ⅸ贞观胜慨》、《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元太祖帖木贞元世祖忽必烈》、《俞平伯的后
半生》、《弓弦殉情》、《无冕之王》、《努尔哈赤后妃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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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肉上市　九十九、题照自解　一〇〇、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一〇一、假和谈，清查户口 　一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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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跫然客至　一一七、老年丧偶　一一八、陪圣陶先生南游　一一九、反右前后　一二〇、悼念铎兄
　一二一、洞察入里　一二二、参与《唐诗选》编选　一二三、登山犹欲攀高巅　一二四、《不怕鬼
的故事》　一二五、图书搬所里——备战　一二六、《庋椋偶识》　一二七、《增订李太白年谱》　
一二八、《书目答问补正》补　一二九、两次点阅《四库提要》　一三〇、校点古籍　一三一、复点
《资治通鉴补》　一三二、抄书　一三三、《翩若惊鸿集》　一三四、《旧学辨》　一三五、平凡而
不凡的一生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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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先世在再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即公元1890年的2月27日，那时还是大清帝国，光绪皇帝载在位
的第十六个年头庚寅，农历是二月初九，我的父亲王伯祥出生于苏州城里。
王伯祥先生名钟麒，字伯祥，五十以后以字行。
伯祥先生的父亲名福泽，字沛田，谱名儒珍，生于同治五年丙寅岁八月十八，公元1866年9月26日，卒
于民国元年壬子三月十六，公元1912年5月2日，享年才四十六。
沛田公去世后一个星期，伯祥先生的大女儿溶华才出生，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也没见过祖父。
沛田公的职业是幕僚，即官府中的佐助人员，相当于现在的参谋、书记、秘书之类，但是没有编制，
亦没有品级，都是由有品级有实缺的官员私人聘请的。
但在前清，幕僚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官府中是不可或缺的。
他曾远幕到张家口，在职时多不能在家，也不能带家眷，一人在外工作，家中事务多由我祖母周氏来
操持。
她生于咸丰十年辛酉七月二十六，公元1860年9月11日，比我祖父大六岁。
晚年双目失明，卒于民国十四年乙丑六月二十二，公元1925年8月11日，享年六十五。
那时我家早已从苏州迁到了上海，我七姊漱华已诞生，而大哥润华尚未出生。
伯祥先生的祖父子芳公，名贤亨，出生于道光十七年丁酉六月十一，公元1837年7月13日，卒于光绪三
十年甲辰六月初八，公元1904年7月20日，那时伯祥先生才十四岁，而沛田公又正好远在张家口任幕僚
，又正好是夏季暑天，必须及时办丧事开吊人殓，根本等不得沛田公远道赶回再办，于是办丧事里里
外外的诸多事务，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伯祥先生的肩上。
旧时封建礼节十分繁琐，诸如拟讣闻，印发讣闻，定期择地开吊，买棺入殓，停柩等等，都有、一定
的程式，不容稍有差池。
而这些事情对一位年方十四的青少年来说，办起来就更不容易。
幸而伯祥先生从小就努力读书，事事留心，居然把祖父的丧事办得妥妥贴贴，不但任何亲友都无可挑
剔，而且交口夸赞，深许伯祥先生年轻有为。
等沛田公回到苏州，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办妥，自然对儿子的办事有方很感自豪，而家父伯祥先生在当
时就已享有一定的名气了。
伯祥先生一支的王氏属太原王，称西沙王氏。
有《三槐堂三沙王氏统谱》行世。
三沙即指东、中、西三沙。
伯祥先生属西沙陡门杨家桥支。
一世祖是“皇宋南渡太尉子高公讳皋”；第二十四世祖即是伯祥先生的高祖讳唯臣；第二十五世祖是
曾祖讳应仪；第二十六世祖即祖父讳亨，到伯祥先生已是第二十八世了。
家父的谱名是怀仁；我叔父的谱名是怀孝，讳钟麟，字仲瑞。
所以家父在日记中记及弟弟时，均称“仲弟”。
叔父比家父小两岁，生于光绪十八年壬辰十月初二，公元1892年11月20日，卒于民国33年甲申二月初
五，公元1944年2月28日，享年五十二。
二、童蒙我生也晚，家父生我时他已四十五岁。
我是他最小的儿子。
我家习惯统一排行，连幼年夭折的姊妹兄弟一起排行，我是第十三个，前面一至八都是姊姊，二、三
、八三位姊姊早亡，第九才是我大哥润华，第十是二哥滋华，十一、十二是双胞胎，十一是淑华姊，
十二是济华，不幸夭亡。
那年代不讲计划生育，也不采取避孕手段，所以多子多孙是一般家庭所常见的。
不过像我们家，一母所生共子女十三人的也不多。
当我出生时，已深感我是多余的了，所以给我取的小名叫“盈”，纯粹是多余之意。
因此已无余力来专门培育幼子，更无兴为我多讲他自己小时候如何启蒙，如何进学等等细节。
只是从读他一些书上的题记，偶有提及他童蒙识字背书等节中得知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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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0年，王伯祥先生的儿孙辈在上海漱华、淑华二位姊姊家大聚会，纪念先生诞辰110周年。
会上决定由我来执笔，写一本《王伯祥传》。
会后回京，即从大哥润华家分批借回先生的日记，准备动手写。
家父伯祥先生自幼即记日记，可谓一生基本没有间断过。
可惜，“一·二八”的战火毁去了全部藏书，仅抢救出了部分日记，是1924年以后的，早年的至少十
来年的日记则在劫火中毁去，永远无法追回了。
头一批日记，即1924年至1937年，一年一册，共十四册，多是在我出生之前的岁月，是只有些许耳闻
而没有经历过的岁月。
初读之下，只感内容翔实，若边读边写，是极难写得好的，必须极好地消化熟悉，连贯了解，才能动
笔写。
怎么办？
决定动手先抄一遍。
这也是家父与叶圣陶先生对抄书的好处深有体会给我的启发。
而量如此之大，仅头一批就有十四年，将抄到何年何月呢！
于是决定与文修二人一起抄，我从前面往后抄，她从后面往前抄，她抄好一年，我再校一年，⋯⋯结
果我抄了九年，她抄了五年。
这首批十四年日记抄毕校毕，已到了2003年的8月了。
第一批日记送回，第二批日记拿来一看，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因此时已到了日寇侵华之时，日记中记载时事新闻特详，篇幅大增，如再全文抄录，真不知要到何年
何月才能动笔写《传》。
于是决定立即动笔写，边写边查读日记，越往后写，内容越感丰富，而必须查阅日记才能写的内容渐
少，终于在2004年6月13日全部草毕。
在开始动笔写之时，又决定由我爬格子写，由文修用电脑打出，以便陆续传送给哥哥姊姊们看。
此时又在哥哥姊姊们的帮助下，购置了电脑。
文修便努力学拼音，学电脑，学打字。
我俩又从未接触过电脑，还需女儿绪杰下班回家来教，至于上网发送等等，至今仍未学会，都须绪杰
来完成。
我陆续写，文修就陆续打，陆续修改等等，也都须绪杰帮忙，⋯⋯终于在同年8月23日，她即将全《传
》打毕。
2006年，中华书局决定正式出版《王伯祥传》，我又再次通检了传记全文。
现在全文已经排校完毕，并配上了图版，出版在即，谨书写《传》的缘起与经过如上。
传记中肯定还存在许多不足与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初稿写完时，至善大哥尚健在，我求他审阅。
他拿到后，几乎连夜读完，并约我去面聆教益，仔细地指出初稿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我当然一一遵
照修改。
现在书将出版，而至善大哥却看不到了，也无从感谢了，谨此致憾。
张斌先生为本《传》图版的拍摄下了大功夫，谨此特别致谢。
王浞华2007年11月15日上午于北京三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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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伯祥传》由中华书局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伯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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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