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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Ⅰ    

序(一)
王令之

  奔腾教授最近告诉我,静安先生未刊来往书信集修订已经完

成。清华大学出版社马庆洲老师也相告,重版书稿目前即将付梓。
事先为写序的事,奔腾教授和我说了数次,盛情难却,只能恭敬不如

从命了。
静安先生未刊来往信手稿,真实反映了他和家人及当时学者之

间的联系。内容真实,信息丰富。记录了静安先生论学、日常生活、
与人往来、工作和社会活动等史实,是研究静安先生学术思想和生

平的珍贵资料。奔腾教授2004年就接触静安先生未刊来往书信,
是整理和研究静安先生这部分书信较早的青年学者。我获悉此事

缘起北大。我中文系毕业从事汉语教学和古籍整理研究,曾入北大

中文系教师进修班。此前父亲让我留意,祖父有手稿珍藏在北京图

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在京期间及后来,我多次为撰写论文

查阅资料,跑北图善本特藏部,先后得到赵前老师、冀淑英馆长及北

大一些老师的大力帮助。北大中文系前辈学者刘烜教授,他撰有

《王国维评传》。刘老师也是奔腾教授的导师。刘老师告知我他自

己的研究工作,还寄来他和陈杏珍老师整理选辑的十四封静安先生

书信(见《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父亲据此进行考证,撰有《关
于十四封家信写信时间的推算》,并与学者有交流。所以这些未刊

书信的辑注和出版,我一直关注着。
刘老师提及,奔腾有志投入静安先生未刊来往书信的整理工

作。在完成好教研任务的同时,接手这项一般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

活儿。年轻人肯下功夫整理和研究这些重要的书信手稿,愿意坐冷

板凳,我十分欣慰。当时这些资料的阅览还有些限制,我从中做了

一点协调,支持奔腾教授工作。整理过程中奔腾教授经常和我交流

整理成果和心得,我们也成了忘年挚友。



Ⅱ    ◉ 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修订版)

整理和研究静安先生未刊来往书信是艰巨的工作。仅就书信

资料阅读和标点来说,就有不少难题。奔腾教授最初用的是缩微资

料。往来书信手稿,写信者有很多人。各人书写习惯和字体特征不

同,不少内容还很难看清。从阅读器上逐字逐句抄录和辨识,并作

注释,要靠扎实的专业基础,而且必须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我曾在

学校古籍所工作,有用缩微阅读器阅读古籍的经历,对此我深有体

会。阅读器作为一般浏览尚可,而要精准辨识和标点手稿,尤其把

缩微的书信一封一封整理出来,确实很费事。奔腾教授坚持做了几

年,并且能啃硬骨头,足见功力。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他经常和我交

流,我分享到他的心得,了解不少细节。他这么多年甘坐冷板凳,解
决了一些难题,取得了可喜成果。先是北大编《立雪集》收入了部分

整理成果,后来又辑成这本《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奔腾教授在

完成繁忙的教研工作同时,时时关注有关动态,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这种精进不已的治学态度和刻苦精神令我感动。他整理的这部分

信件涉及写信人收信人近七十位。书信往来对象除了家人,还有许

多重要的学人和朋友。不仅家人读来亲切,于静安学术研究更是需

要。对我研究祖父也大有裨益。这个本子引用者不少,发挥了积极

作用。
据我所知,奔腾教授整理研究静安先生未刊来往书信,长期沉

浸其中,有探寻的辛苦,也有收获的欣慰。同时在文学理论研究方

面,他早有专著《禅境与诗境》等。这个题目和整理研究静安先生书

信,同样是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有益工作。我

认为,他长期对文化葆有敬意,不断进取,这种辛苦付出是很值

得的。

2023年11月10日于上海



序(二)◉ Ⅲ    

序(二)
刘 烜

  马奔腾博士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国家项目成果《禅境与诗境》,
又要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辑注的《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真
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这次约我写序,再难推辞了。

本书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集,辑注者所做的是历史文献

的整理研究工作,直白地说,目前愿意献身这项工作的学者甚少,想
从历史文献出发进行研究工作的学者也可谓凤毛麟角。究其原因,
经济的指挥棒和学术评价的指挥棒并不指向那里。常说的“甘坐冷

板凳”话语十分高雅,真要坐起来其实时时难受。本书是坐冷板凳

的产物,所以我先要说一下读这部书稿的感受。
清华大学是树立王国维纪念碑的地方,这座碑昭示后人的主要

有十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对王国维先生精神的发

扬。我们要具体地把握王国维先生真实的人生,必须了解他的广泛

复杂的社会交往。有位社会学家认为人与人的交往是形成社会的

基本细胞,这很有见地。现代人交往的途径很多,但王国维的时代

写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重要的手段。从这批书信中,可以知道孙

中山先生秘书处想了解退位后小朝廷组成人员的名号、住址,是通

过胡适向王国维先生打听的。现存的王国维遗物中有一份通讯录

记录了这些相关人士的通信处,只是我们还不能确定这就是王国维

向胡适提供的那份名单。这些书信材料增加了我们对历史的亲切

感。那时的胡适先生常带偏激,打倒旧文学、打倒文言文常挂在嘴

边,清华大学要办国学院,请他主持,他却认真地说:我不配,应该请

王静安先生。王国维交往的人很多,从这些交往中,我们才可能理

解王国维复杂的人生,以及当时复杂的社会情况。这批书信中包含

着大量的近代学术史、文化史上的信息,值得我们重视。即便是研

究清华大学的校史,也是极有价值的资料。



Ⅳ    ◉ 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修订版)

马奔腾博士开始整理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手稿,我记得是2004
年。2005年,王国维写给儿子王潜明的信整理完成后曾在北大中文

系编的论文集《立雪集》中予以公开。我作为整理者学术经历的见

证人以及这批资料的知情者,想提供一下背景材料。王国维先生是

认真的人,对来信认真保存、认真作答复。“文革”以后,据王先生的

女公子王东明女士回忆,她曾发现王国维先生自沉前在书房中烧掉

过一些书信,她还去看过。后来在大陆发现了大量的王国维来往书

信,可以说明没有全烧毁。王东明女士在台湾发表文章说及我发现

书信的事,大陆的《参考消息》曾予以转载。王国维是理性的自杀

者,既自杀必有偏执,但理性的自杀者是怀有冷静心的,因此他会留

有材料让后人评说。在大陆发现的大批材料中,在保存、整理方面

有功的学者是赵万里先生,他曾是王国维先生的助手,又是后来北

京图书馆的负责人。当时我和朋友曾想访问他,但他已病重不能言

语,留下憾事。但王国维所保存的材料哪些列入目录,哪些不列入

目录,赵万里先生处理得一清二楚。鉴于这批材料存在的学术价

值,王静安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也曾关注和参与整理。在1997
年于清华大学召开的王国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王国维先生的孙女

王令之女士曾作报告,提出整理王国维遗著的问题。所以对王国维

所存材料中这批书信的真实性与价值,王国维家属和学术界一直是

肯定和关注的。但是整理、注释这批资料,工作量非常大,这是很容

易理解的事情。
马奔腾博士的研究方向是文学理论,读了他的这部辑注,我颇

有感慨。眼下的中国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路越走越窄,社会似

乎在一定程度上忘记了它。究其根源,在于这门学科有脱离社会、
脱离文学本身材料的倾向。中国文学史料浩如烟海,面向文学的事

实我们就有广阔的道路。其实王国维先生到清华就任以后,第一次

发表报告,就是讲新发现的材料对推动学科发展的意义。从事实存

在的材料出发进行学术研究,应该是我们重要的学术规范。走这样

的路要付出很大的气力,但这对学术研究来说是必要的,真正的创

新必须有坚实的资料作为基础。从资料出发进行学术研究,对于端

正学风、培养新的学者也是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说到底需要诚实

和吃苦,不怕吃苦必有收获,而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八方钻营的行

为,则会损害学术事业。



序(二)◉ Ⅴ    

眼下不少人常说“不做历史的旁观者”,创造历史的热情如果成

为生活的动力,这是人生的幸运。但是重新发现历史,应该说也是

一种新的创造。因为我们为了理解现在,还应该更好地理解昨天。
直接从历史文献中品味历史,人们会有一种亲历其境的感受,会有

不少“原来如此”的新发现,我们对一个时代给予知识分子心理压力

的复杂性也会有真切的体会。这是历史文献的力量。我想本书的

读者会从自身的感受中体会到历史的亲切、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感

受到历史的真面目。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在发现历史文献、研究历

史文献方面点燃学术热情。
总的来说,本书为理解王国维及其时代提供了直接的有价值的

信息,在理解王国维思想及其生存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两者的复杂

联系方面提供了最基础的材料。不足处是整理工作尚有不完美的

地方。不过,马奔腾博士的学术道路还很长,希望他能坚实地走

下去。

2010年5月于北京大学





整理说明 ◉ Ⅶ    

整理说明

一、
 

这批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为王国维先生去世前有选择保留

下来的,现存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王国维手稿之中。本书信集辑录

了这批书信的绝大部分内容,涉及六十余人。所涉及之人多为近现

代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或政治人物,甚至有些曾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

程产生过深远影响。
二、

  

书信涉及人物众多,且大量信件日期标注并不清晰,辑注过

程中只对部分信件进行了日期考证。
三、

 

手迹原件行间有许多补笔,辑注时根据内容分别作了格式

上的处理,有的加()号置于句后,有的作为相对独立的单元在文中

以小字显示。阅读者需要注意的是,对这批信件整理时所作的格式

转换必然会影响到原信某些具体信息的传达(如信中表示对收信人

敬意时的另起一行等)。
四、

 

辑注时为便于读者阅读,对文字按照当前语言规范进行了

简化。但对一些特定称谓、名称及语境中的异体字,则予以保留。
辑注以忠实于手稿为原则,对于疑似用错的字,除个别注明外,并未

予以改正;对疑似漏掉的字,以加[]号的方式进行处理。
五、

 

整理时根据内容对书信进行了标点和分段。对所涉及的书

刊,添加了书名号。对金石铭文、刻辞等均未特别标注。
六、

 

为方便读者阅读时更好地理解信件,整理时对可考的作者

简注了生平信息,对信中涉及的一些人物、作品、事件等也作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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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致王潜明①

(97封)

一

潜儿入目:
 

我昨晨行后,于今日午后五时抵津,有君羽在车站相接②,即至

张庄。汝岳③适至北京,约明日还津。我途中一切平善,脚气在途中

差愈,昨日走路较平日稍多,然腿上(弯后)却不发麻,睡后觉骨节间

酸痛,此前日所无也。不麻而痠乃脚气渐愈之象,恐不数日即可告

愈矣。望告知汝母等。汝明日入关④办事后即写一详禀来。关上办

事之人即有不合,万不可发脾气,至要,至要!
罗宅均安。君美⑤在日界未见也。

八月十九日⑥午后九时 父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潜明(1899—1926):
 

王国维长子,1926年病逝。
君羽:

 

即罗福葆(1899—1976),字君羽,罗振玉第四子,为古文字学家。王国维

在南方脚气常发,故来北方。
汝岳:

 

指罗振玉,此时为王国维亲家。罗振玉(1866—1940),字式如,又字叔

言、叔蕴、叔韫,号雪堂,别号仇亭老人、松翁等。原籍浙江上虞,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

藏家。晚清时曾任学部的二 等 咨 议 官,1909年 补 参 事 官,兼 京 师 大 学 堂 农 科 监 督。
“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制造“满洲国”活动,曾任伪满监察院长。著有《殷墟书契》《三代吉

金文存》等。
入关:

 

1919年10月潜明考取上海江海关。
君美:

 

即罗福成(1885—1960),字君美,罗振玉长子。中国民族文字研究专家,
著有《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等。

王国维信末署农历日期,八月十九系1919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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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潜儿入目:
 

十九日抵津后即寄一函,想已收到。脚气在途中已大好,至津

后又稍好。然足尚无力,因此病令腿肉消瘦,故病虽愈,欲健步尚需

时日也。家中想均好。纪明渐好,惟不可听其行动。此间天已寒,
今早仅五十二度①,已御之棉矣。丁辅之②处来稿,俟我来再校。汝

至海关后情形望详禀。汝母分娩否? 我在此甚好。下月或至京一

次亦未可知。此谕。

八月廿六日 父字

三

潜儿览:
 

前日致汝一谕并汝母一函,谅早收到。我早[来]此已半月,现
脚气已大愈,升降一切如常,行路亦不觉疲倦,盖病已全去矣。现拟

于初七八后乘轮船返沪。家中一切想如常。此间前十日甚寒,今已

稍回温暖,想沪上亦然也。轮船尚未定,俟定后再行谕知。

九月初三日 父字

四

潜儿入目:
 

前日与汝及汝弟一谕,想已收到。我现已定由新铭船反沪,于
明日或后日开行,大约十一日可以抵沪,有冯友③同行,可以不必往

船埠相接也。我脚气已愈,唯濒行尚有应酬,此为苦耳。

初六日午后 父字

①

②

③

五十二度:
 

此指华氏52度。等于摄氏11.1度。
丁辅之:

 

即丁仁(1879—1949),原名仁友,字子修、辅之,号鹤庐。西泠印社创办

人之一,书画家。
冯友:

 

老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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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潜儿入目:
 

昨接汝初六日信,具悉一切。今日为阳历月初,想已至关办事。
午饭想关中亦有厨役可包,不烦外出购食也。汝三弟①于初六日得

信,调往镇江东面之下蜀车站学习,已于昨晨赴彼。故置办行装甚

为局促,唯每月可回沪一次,故有做不及者俟下次带往。下蜀即冯

友家所住处,适冯友回彼,即令随往为之铺设行李等。房屋车站必

有之,伙食只可帮在站长处。想今明必有信到也。此间天气亦寒,
闻汝已购一皮袍,如寒即须穿之,其面俟明年改作不迟。家中均好,
餘俟后谕。

十月十日 父字

外致汝岳一函即面交。

六

潜儿览:
 

昨接一禀,已悉。汝三弟处已三次来禀,冯友亦已来,言其情形

尚为安适,惟饭食包在站侧公司,午晚两膳,早晨须另购点心耳。站

长日班夜班共二人,其一年廿五六,其一年二十,与汝弟共三人。其

电报等即就站长学习。下月初十左右当还家一次也。汝新妇罗宅

邀往住数日。家中均安,餘后谕。

十月十九日 父字

七

潜儿览:
 

今日接来禀,具悉一切。汝岳赴京,想已归津,所延师已定否?

① 汝三弟:
 

王贞明,时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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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前数日已结冰,近复稍暖,昨冬至雨,今日稍有微雪,恐将近下

雪矣。汝二弟于初十日往考邮政①,不知结果如何。汝在津尚须考

试一次,此殆海关常例,因此落第者决甚少也。一切宜安心,不可怀

厌恶失望之心;
 

若一事无恒,则他事亦难为矣。汝三弟昨有信来,云
此月不能来,须年底回家,亦不言其所以然。殆因年底回或能多留

几日也。家中一切如常。汝之罩袍已好,闻日内君美当来此,当令其

带津。如不来则邮寄可也。哈园②仍日往,下月便须停课也。汝母

今日不适未起,殆因劳故,非他病也。
致汝岳一函即转交。

十一月初三夕 父字

八

潜儿入目:
 

前日寄一谕,想已收到。此间天气骤寒,冰冻数日不解。想津

地更甚。闻汝在津皮袍内只穿夹袄,即棉袄亦未上身,罗宅劝汝加

衣,汝皆不听,不独人家好意不可孤负,即此天气温度在三十度以下

岂竟不知冷暖耶? 望速穿,不可违拗。汝二弟已于昨日往考邮政,
约半月后可以揭晓。汝母前日病已愈,家中均安。餘后谕。

十一月初十夜 父字

罗宅两书即交付。

九

潜儿览:
 

今日接来禀,具悉。前日郭寿臣赴津,托带罩袍、文明饼等,想
当收到矣。汝二弟考邮政至今已廿餘日,尚未出案。汝三弟则年假

①

②

王国维次子高明在中学参加学生运动,罢课,被学校当局开除,于是决定考邮政。
哈园:

 

上海哈同花园。哈同出身于犹太人家庭,只身到上海从事商业冒险,成为富

商。他在园中办有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应邀在此任教授,并任《学术丛编》主撰,原定每月

出一期,出过24期。许多奠定王国维学术地位的力作皆发表于此。该校于1922年冬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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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反沪。汝妹在宁,今年不来,须明春来也。家中用度本可稍

省,而汝三弟赴镇治装等共六十餘元,又高明衣服亦须略须预备,故
此数月用度仍多。幸浙江通志局送八十元,故得还汝岳五十元,已
交季英①矣。年底略可敷衍,然须透用正月中薪数十元耳。汝照相

收到。戴一皮帽自可以御寒,出外时可将两耳放下则亦可代风帽

矣。汝小妹之疖已出脓,即收功矣。
致汝岳父一书望交去。此间今日暖至五十六度,恐天气须变矣。

十二月初三夜 父字

十

潜儿入目:
 

我伤风数日,今稍愈,而左眼皮生一偷针,乃大肿,恐须出脓乃

愈耳。沪地今晨得雪约二寸,顷已晴矣。致汝岳一书望转交。餘无

别语。

十二月十二日 父字

津地闹事情形如何? 其实,以后各国皆将自顾不暇,外交上不

致有吃亏之事。彼等鼓噪,其里面实为过激运动,其附和者皆不自

知。汝等前此主张,皆系为虎作伥,助其声势。前见汝与汝弟书,似
已知一二,汝须我之观察不误也。又字。

十一

潜儿入目:
 

晨接禀,已悉。汝三弟已于今晨反沪,一切安善,身材又稍增

长,惟稍黑耳。哈园帐房娄某亏空各处三四万元,此次逃走,谅无可

踪迹。其学堂尚无更动,至编辑处则裁人极多,唯存章、邹②及我三

四人。然我则明年学校功课须加增,势不能为编辑事矣。外间亦有

①

②

季英:
 

即刘大绅(1887—1954),字季缨、季英,刘鄂第四子,后成为罗振玉长婿,
时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学问精于考订,1954年卒于杭州。

章:
 

章梫,字一山,清末曾任翰林院检讨。邹:
 

邹寿祺,字景叔,浙江海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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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君①地位摇动之说,但不知真否耳。自中旬以后此地连雨,今日似

有放晴之意,不知元旦如何。

除夕 父字

致汝岳丈信二纸即转交。

十二

潜儿入目:
 

我新年初五六日复患一偷针,下眼肿甚,不能用眼者几一星期,
甚为沉闷。新年酬应等亦颇栗六②。

汝母开岁后四肢皮肤时或肿起作痛,林洞省③谓血液不洁所致,
故用清血之药,实则恐犹是痛风旧证也。今月本拟汝莫外祖母及潘

外祖母④来申,然皆不能来。汝岳有信来,于二月接汝妇归宁。本系

君楚夫妇同行,而君楚新接哈校教习⑤事,故二月中或由津遣人来

接,或由冯友送津,已函商汝岳矣。此次汝妇归宁,似有留津之说,
汝岳书中自未便言及,而汝亦未有禀言此事。若数月后即返沪上,
此间自不寂寞,而汝夫妇若意在同居,亦属情理之中,惟留津久暂须

先行定计禀知,则汝妇动身带物多寡方有标准。又至津后自住汝岳

父处,若欲稍久留津,则别居自不相宜。至如何津贴房膳之处,汝亦

宜定一法,望详细禀知,我再当作函托汝岳也。
汝二弟考邮务员未取,而前日有函来,言如愿作邮务生者可以

前往(月廿四元),仍可应第二届邮务员考试。现无学堂可进,仍令

前往,惟尚须经过试验身体等手续,赴局办事不知在何日耳。此次

①

②

③

④

⑤

姬君:
 

指姬觉弥(1885前后—1964),本姓潘,名林,佛号佛陀,江苏睢宁人。潘某

偶然发现与仓颉同姓,于是改姓姬,名为姬佛陀,字觉弥。少时勤奋,后考取犹太地产商哈

同洋行的收租员,并提充为哈同洋行大班。被哈同之妇罗迦陵招进哈同花园后,又成为大

总管、哈同洋行经理、仓圣明智大学校长等。他与哈同妻罗迦陵相识后,遂以姐弟相称,被
称为“罗门弟子”。1949年移居香港。王国维称他们“皆谓系下等人”。

栗六:
 

俗称忙碌为“栗六”。
林洞省:

 

经常为王国维及他周围朋友看病的医师。
王国维原配莫夫人1907年逝世,遗潜明、高明、贞明。后由莫太夫人主持介绍王

国维与潘夫人结婚。
哈校教习:

 

王国维介绍君楚到此教授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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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威来时,汝姑母与俱至嘉兴汝叔父寓中,因汝叔母下月当生产耳。
致汝岳一函望即交。

正月二十日 父谕

十三

潜儿览:
 

前日接一禀并汇票,今日复接一禀,均悉。
汇票尚未去取。今年家用当比去年稍少,而所入较丰。浙江通

志局月送四十元,作志中《杂记》一门,此事不过年半之局,然足资贴

补。然欲稍行储蓄以为汝二弟婚费并海宁修屋之用,恐尚不能多

储,而现在却比去年岁夏秋间较宽裕。汝寄来之钱当储之银行不动

用矣。汝弟婚事明冬或后年春季亦不能不办。次则汝三弟定婚亦

一难事。汝妇归宁后不久留津。是正办汝荣母舅新年曾为之托蒋

孟 ①荐事,蒋允于两月后报命。现适沈荡镇有开小绸缎京杂货铺,
其经手系钱映阶之兄,其家欲令往彼,而渠意欲待蒋事。然蒋事却

亦未必两月后即有。故令其先行来沪一见,蒋必有切实答语,然后

定就沈荡事与否。不知渠意如何? 观此可见谋事之难,视汝辈如登

天矣! 海关储金养老办法亦非不善。此事汝可随多数人进退,不必

自作主见也。餘俟后谕。

正月廿六日 父字

汝妇现定于下月初九动身,与三少奶奶②同行。现已托人向定

新铭大官舱两间矣。行时如尚缺资当付之。又及。
致汝岳一函望即交。

①

②

蒋孟 :
 

即蒋汝藻(1877—1954),字元采、孟平、孟 、孟频,号乐庵,浙江乌程

(今湖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著名实业家、藏书家,为吴兴三大藏书家之一

(另两家是张钧衡、刘承干)。王国维与他同岁,同籍浙西。为给藏书楼藏书编书目事与王

国维相识,后交往密切。他是王国维1916年到上海后的重要朋友,对王国维的事业、生活

影响甚大,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即是由蒋汝藻主持出版的。蒋汝藻的书库名“密韵楼”,蒋
氏先辈名之曰“传书堂”。王国维应邀为蒋汝藻写《密韵楼藏书》,或称《传书堂藏书志》,蒋
每月致薪50元。

三少奶奶:
 

罗君楚夫人汪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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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潜儿览:
 

昨日媳妇①与三少奶奶同坐新铭船赴津,于今晨七点钟开行,十
二日可抵津。想君楚已有信报告罗宅矣。此间一切如常,远威忽病

疟,前日来势甚猛,发热谵语,急延林洞省,方知是疟。现疟即止,热
亦退,然尚未能饭且起也。哈园钟点仍加,因君楚所寄但一班之功

课单,此外尚有一班也。此次媳妇赴津带致汝岳函中有洋五十元,
乃还去岁所借百元者(餘五十元去岁已还刘季英处)。又恐媳妇不

肯持去,故但告以要件,未告以其中有钱,路上想不至有遗失也。

二月初九日 父字

十五

潜儿览:
 

顷接来禀,具悉。上海近渐暖,昨亦至七十度。前次因天寒多

雨,顷已大温,殆可见晴已。远威疟疾病十数日始起,殆亦春温之

类。咳已愈而复发胃病,闻亦须一礼拜始愈也。汝母足疾近十日,
已大愈,前媳妇有信问及未答,望告之。现冯友之妻已回家,冯友亦

送之往家中,唯钱妈②婆媳二人,故颇忙也。汝此次关上考试结果如

何? 家中一切如常。餘俟再谕。

三月三日 父字

致汝岳父一信望交去。汝大妹尚在宁。小弟此次伤风发热一

日,愈后渐欲抱矣。荣母舅生意尚未有,上月十二日还宁,近为达衢

售布处帮忙。

①

②

媳妇:
 

江浙一带称儿媳妇为媳妇。此处指王潜明夫人罗曼华(字孝纯),罗振玉

第三女。1919年5月王国维在上海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后王潜明从上海海关调至天津

海关,寓罗振玉宅。
钱妈:

 

莫夫人生前所用的女佣。莫夫人辞世后,钱妈一直留在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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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潜儿入目:
 

前日接汝禀,昨又接媳妇禀及汝所钞书一页,已悉。家中现冯

友送其妻还家尚未来,五姑娘亦至布厂工作,故人手甚少,唯不做针

线则亦不甚忙也。远威病后又发胃病,故汝姑母在嘉兴欲来看之。
而远已愈,即令其往嘉兴接之,大约礼拜日可到也。家中无甚事,餘
候后谕。

三月十二日 父字

致汝岳一函即转交,汝母言汝若无暇不能多作信,可令媳妇常

写信来。

十七

潜儿入目:
 

前禀已悉,媳妇禀亦已收到。汝姑母尚未到,大约日内可来。
汝三弟于二十日返沪,廿二早即行。闻其电报已将学成,再两三月

可望派为电报生也。此次季英至津,汝岳所要之龟板书已由君楚处

书箱中装去。汝母言此次寄刘处带津之物,有甘蔗十节、麻糕廿小

包、榨菜一包、饼干两罐送罗宅。又文明饼廿四个、瓜子两罐与汝妇,
想已收到。此间今日又雨,并多时气,皆与肠胃有关,却不似流行性感

冒之专入肺部,然往往不易骤愈,此亦一新病也,不知天津有否?

三月廿三日 父谕

十八

潜儿入目:
 

前日接来禀,具悉一是。此次汝姑母于上月廿四五来沪,我本拟

日内趁哈校考试有六日假,即往海宁扫墓,而天气又雨。又潘宅现无

用人,招待为难,是以未果。汝母拟于初八日至海宁一次(坐二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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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携下人,令荣母舅至长安①一接,来时亦如之),但携汝五弟往,十餘

日即返也。汝二弟此次欲考邮务员,而其室中主任谓照章不可考,至
闻他室中有考者则已不及,故须俟下届乃可考也。津地至今已得雨

否? 米价如何? 此间米一石须十元左右,尚须看贵,故人心颇恐慌也。
有致汝岳一函望即交。

四月初五日 父字

十九

潜儿入目:
 

前接来禀,具悉一切。汝母初八还海宁,因做夏布衣服等,大约

于廿四五返沪。汝姑母大约在此过夏,于七月初还宁也。汝三弟于

阳历六月初一调至龙潭站,即由下蜀往南京第一站,现升为电报生,
惟至龙潭已五六日,尚无信来,大约情形与下蜀无甚异也。汝叔父

今年患头眩等证②,现已愈,拟于今年末或明年往美一次,叔母等月

底闻须迁往海宁也。汝与媳妇想均好。范大先生已动身否? 天津

已得雨否? 今年南方恐不甚安好。我夏间赴北之说,或中止也。

四月二十日 父字

致汝岳父一函即转交。

二十

潜儿入目:
 

前接来禀,今又接贺节柬,并悉。此间已入梅节,雨水殊足。汝

母在宁③,因西门屋事,欲催赵姓出屋或令立租契租与彼住,因事未

了,故尚未来。昨令冯友往接,想日内必当来沪矣。君羽带来各物

均收到。家中无事。夏间因有学生来,或须搬家,现白克路池浜桥

①

②

③

长安:
 

指海宁长安镇。
证:

 

通“症”。
宁:

 

浙江海宁市。王国维故居位于浙江海宁盐官镇西南隅,坐北朝南,面对钱塘

江潮。故居529平方米。1989年恢复原貌,正厅立王国维铜像。当时王国维南北任职奔

走,一家人仍心系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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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东路南有新造未成之屋若干幢,蒋孟频为我先挂号,俟造成看后

再定搬否也。上海现觅屋甚难,恐天津更甚。君羽今年完娶否? 媳

妇何时可来? 望先禀知。

五月初九日 父谕

致汝岳一函即转交。

二十一

潜儿入目:
 

久不接来禀,甚念。近津地情形何似? 上海米价飞涨,至每石

十六元,近公议限价石十四元,不知尚能低下否。近日正在梅雨中,
晴雨相间,不知北方雨水足否? 汝母于初五日返沪,海宁西门老屋

已出租,略行修理亦须费六十元左右矣。汝姑母①月底须返宁,远
威②同往。汝叔父本拟出洋,嗣因购船票不得而其身体亦未全愈,大
约此事已中止,又思改商业则恐未易也。致汝岳父一函望即交去。
孙二不日返津,带有麻纱一段,肥皂廿块,系汝母赠罗宅,又洋纱一

段、花露水两瓶给媳妇,想不误也。

五月十八日 父字

此间觅屋甚难,白克路池浜桥畔所造新屋索价六十六元,故已

决定不迁,其从学之学生须再与商改办法。即将其束脩作房金贴补

亦不足也。又字。

二十二

潜儿览:
 

前日接一禀并媳妇禀,具悉一切。我于初一日发痧、发热泄泻,
二日而愈。然迄今体尚疲倦,饮食亦未复原,谅再二三日必全愈也。
汝六弟③亦患泄泻,夜中至二三时即不睡欲起,故餘人亦为之不得

①

②

③

汝姑母:
 

王国维长姊蕴玉。
远威:

 

王国维的外甥。
汝六弟:

 

王登明(1919—1997),王国维幼子,后为上海医科大学药剂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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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然数日后当渐复常也。
北方兵事想已了,津地米价现如何? 上海米价虽稍减,然以后

恐总在十二元以上也。汝在海关既无甚事,无论中学与西学可以自

择一门习之,每日读书亦不在多,苟能日以一二小时习一事,积久成

绩自有可观。此事一面可以修养身心,若遇有用时亦可以为治生之

助。若自己怠忽,则数年以后诚如汝禀所云,只能记住阿剌伯数及

地名、船名等,则于自己亦甚危险也。现梅雨期已过,而天尚不甚

热,月初数日稍凉,故病者颇多也。

六月七日 父字

致汝岳一函即转交。

二十三

潜儿入目:
 

前寄一谕,想已收到。多日未接来禀,顷接汝岳书,知媳妇又发

热一次,医者言有肋膜炎嫌疑。然前次病已愈,或不至有此,当是外

感为病。现已全愈否? 望即禀知。沪上自入中旬每日九十餘度,今
日尤甚。殆不能作事,每一拈笔,汗下如雨。我泄泻等早愈,汝六弟

前患泄泻,后发痧疹,前数日有十许夜,夜辄醒不睡,须人抱持,故他

人亦因不能安睡,现已全愈矣。汝姑母尚在此,大约六七月间须归

海宁。汝三弟七月中当返沪一次。餘候续谕。致汝岳一函即转交。

六月十七日 父字

二十四

潜儿览:
 

前日寄一谕,想已收到。阅报知天津热至百十度左右。现上海

每日九十四五度已极难受,津地如此当更甚也。汝每日赴关,往反

须携伞为佳,每出门时须饮茶一杯,则不至罹日射病也。媳妇前身

热,近想愈。金家花园能比热闹处稍凉否? 寓中俱安,汝三弟云七

月中当返沪一次也。

六月廿三日 父字



王国维致王潜明(97封)◉ 13   

二十五

潜儿入目:
 

前接来禀,具悉一切。此间天气又热至九十一二度,不知津地

如何? 媳妇所患疖想已全好,身热已退尽否? 汝姑母于初七日返

宁,潘宅三母舅患外症甚久,中医治之不甚见效,昨日至沪,今日往

林洞省处诊视,谓一时不易愈,大约须一二月方有效也。汝三弟于

初十日来此,十二早赴龙潭。现已为电报生,月薪廿二元,每月可来

沪三日,现令其每月储蓄八元,前此则所餘无几也。哈园二十日开

学,媳妇今年既不能归,则冬天之被当由君羽带津也。

七月十六日 父字

二十六

潜儿入目:
 

前日接媳妇禀,并由新铭船带来洋纱、玫瑰饼,已经收到。罗宅

赠物亦一并收到,望令媳妇先行致谢。津地情形如何? 北方灾情究

竟如报纸所言之重大否? 流民到津者尚安静否? 又近已得雨否?
望禀及。寓中一切如常,惟五姑娘患喉痛,医生谓系喉痧,已打血

清,必无妨碍(然体不甚热,疑是医生误诊)。家中小孩已行隔离,想
不致传染也。汝三母舅已大愈,可不致成脓。汝六弟热疖其大者至

昨始溃,后想可不再患矣。

八月十日 父字

致汝岳父一函即转交。

二十七

潜儿入目:
 

久未接来禀,不知近如何? 家中上旬因五姑娘喉症颇为戒惧,
然其愈甚速,恐未必是真喉痧,今已十餘日,可无事矣。汝弟昨受邮

局通知调往昆山,今晨即行,故昨夜赶做帐子、被等,甚为忙迫。今

晨令冯友送往,旁晚冯友归,可知彼处情形矣。汝三弟以十二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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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晨赴龙潭。家中人俱安。汝三母舅病亦渐好矣。
致汝岳父一函即交去。

八月廿日 父字

二十八

潜儿鉴:
 

前日接一禀,具悉一切。汝二弟到昆山一礼拜,昨晚因今日放

假来此,在彼起居颇不如贞明在龙潭之便,然内地皆如是,不独昆山

一处。今晚即行,以后恐须阳历年底考试时再来矣。汝三舅患处已略愈,
今晨还海宁。汝妇呕吐等以头眩言似系胃病,否则怀孕亦有此象。
如胃药与胎孕者无碍者可服,否则须谨慎也。沪上近日流行小感冒

甚多,大都一二日即愈。天气已凉,已可御薄棉矣。致汝岳父一函

即交。

九月廿七日 父字

罗宅迁居要送一礼,如何送法可视情形或所喜者送之。又字。

二十九

潜儿览:
 

汝前禀及媳妇一禀,均早收到。现罗宅迁屋想已毕。新居亮较

前稍宽也。此间一切如常。惟汝母食少便秘发小热,与前年略同。
此次至中医名刘佐泉处诊治,据云肝阳太盛,肝阴不足。用药三剂,
小热已退。又开药四剂,云饮后可勿药矣。荣母舅仍在宁布厂批发

所,沪事仍未有。即寓此之钱君初云一月后即至哈尔宾,至今仍无

动身消息,可见上海谋事之难。
汝弟在昆不能多回家,汝三弟此月未归,有信来云至南京请稽

查等用去二十元左右,已有信切责之。此人用钱素无节度,又虑其

荒唐,汝有信可切劝之。汝弟姻事本拟明年下半年,而闻陈宅姑娘

又入海宁学堂,恐沾染习气,故汝母意欲于上半年办喜事。现已嘱

海宁择日,不知择定何时也。吕姓学生仍来。今年稍宽裕,近购商

务所出《四部丛刊》,用去约四百元。汝弟姻事在明年秋冬可以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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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若改春间又须促迫矣。致汝岳一函即转交。

九月廿九日 父谕

有絮被、衣料另物托君羽带津,恐十日内即行也。

三十

潜儿入目:
 

今日接来禀,具悉一切。媳妇小产后身体尚佳,甚慰。惟小产

伤身甚于大产,之后宜一切谨慎。此次小产想不由外因,恐由身体

不健之故。以后仍宜于身体加意,则将来不致再有此事耳。
此数日内情形如何? 仍望禀知为盼。汝海关考试事已定,甚

慰。汝弟来禀,云及今年如邮务员考取则明年春间正在学习期内,
不能请假,好在前所择期尚未通知坤宅,故决以明年秋冬间办此事

矣。汝岳父昨有信来,并致沈培老一函①,今日已交去矣。望告知为

荷。此间天气前数日甚寒,顷又转暖,大有雨意。津地想必甚寒矣。
汝母服药七剂,顷已大愈。汝弟姻事改在明年,则经济上亦较舒也。

十月初六日夕 父字

三十一

前日接来禀,具悉一切。红绣花枕及手套等已带津矣。汝二弟

十六日有暇可以来沪,汝三弟上月反沪,此月想亦来,但差早一日

耳。汝二弟姻事因今年邮局考试邮务员与否而定。如今冬不考则

明年无须练习,或用前择之期亦不定,月内当先以此意通知坤宅也。
媳妇明春南归与否,望告一确信,因欲作迁屋计。若迁屋而不来则

甚不合算也。又媳妇若不南来,则汝二人在罗宅须作津贴之计。如

欲行此,则由我作书亦可,想汝岳亦无从固辞。汝薪水足以办此,则

① 沈培老:
 

指沈曾植(1850—1922),又名增植,字子佩、子培,号寐叟、乙庵等,浙江

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清朝末年曾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曾主讲两湖书院。
学识渊博,著有《晋书刑法志》《蒙古源流笺注》《西北舆地考》《海日楼诗集》等。著名诗人、
音韵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他曾寓上海海日楼,海日楼当时是进行文化研究和遗老聚

集的地方。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授学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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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津贴则随手用去,亦非汝修身之利也。媳妇身体想已如常,此后

恐仍宜服调经之药,亦当稍事活动,则身体可复日健矣。

十一月初八日 父字

三十二

潜儿览:
 

前日接来禀,又接媳妇禀,均悉。汝二弟因替人未到,至廿七日

始还上海,现调在文案处,每日九时往五时归,别无夜班,较前为舒

服矣。邮务员考试明年正月举行,闻此次不招外生,惟邮务生可考,
而汝弟由昆调沪之际,将报名期错过,尚须向邮局长言明此事,不知

能许否。喜期仍定明年二月十八日,因即能应考,发表总须在三月

中,于婚期仍无碍也。此间现觅屋极难(沪屋均加租,新迁竟不能觅

屋),而北面邻居闻有造屋之举(购地在丁福囗家之地,闻明春开

工),恐将迁徙,惟不能知其在何时。若将北屋并租,则甚宽舒,价亦

不贵,否则总须移居,因现屋即汝妇明春不能来亦觉偏仄也。
远威有学贾之意,并自致信与美孚洋行。如明年不住我处,则

令钱妈等移住楼下,尚可敷住,惟不知如何。钱君即南通富前之钱

栎□,现已不往哈尔滨,在此间某洋行,明年此君当然移寓也。媳妇

若来则同往海宁(喜事定在宁办理),尚可一见汝外祖母等。且观热闹

亦媳妇所喜,惟现因房屋关系,则来须俟觅屋或并租后屋之后,恐须在

明年夏间。若不来,则津贴饭膳事不可再缓。另有函致汝岳望转交。
汝弟婚费今年底或可有五百元,其所短者无多,明年在蒋处支

三百元便可了之耳。媳妇禀中言令其致信海宁,此事不然。前汝母

谕令汝致书问候汝外祖母,非令媳妇致书。恐远威代写信时致误

耳。餘俟后谕。

十一月廿九日 父字

三十三

潜儿览:
 

前日接来禀并媳妇禀,均悉。汝明春能南归,甚善。但不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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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年,请假得准否? 汝三弟今日来此。汝母明正二十左右即须赴

宁料理衣服及一切他事。我则须二月十五六往也。哈园明岁大约

仍旧。我功课今年已每日二时,不能再增矣。汝明年拟请假四礼

拜,则大约于二月中旬到沪,即不迟。媳妇与三少奶奶同来,亦想在

此时也。家中均安。媳妇近想健壮矣。有致汝岳一书即转交。

十二月十五夜 父字①

三十四

潜儿入目:
 

前日来禀及媳妇禀,均已收悉。此间廿四五又得雪一次,天气

稍正。汝弟患颊肿(俗名吐哺风),给假一礼拜,顷已将愈矣。汝三

弟已于廿七日由龙潭调至丹阳站,今日有信来。汝六弟自十四五起

发热,医者云是肺胞发炎,其病颇似疟疾,后热虽退,尚屡发小热,
今已稍愈。钱妈终日看护,不能作他事。故今年年底,家中殊忙

耳。有致汝岳处之书即转交。汝母明春正月中旬还海宁。餘候

后谕。

除夕 父字②

三十五

潜儿览:
 

前日接一禀及媳妇禀,今又接媳妇一禀,具悉一切。
汝请四星期之假不准,不知两星期之假能准否? 已否揭晓? 望

即禀知。汝三弟于年杪调丹阳车站,至丹之后仅有一禀,昨日应来

不来,想丹阳休息之期与龙潭不同也。汝六弟至今尚未全愈,似疟

非疟,现已渐轻,殆可告愈。冯友因小奎娶妇回去,现阿五在此替

工。汝母于今晨回海宁,携纪纪与松松同去。慈明与汝六弟均留

①

②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十二月十八日”“10.1.20”(即1921年1月20
日)。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正月初四日”“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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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钱妈因看护汝六弟不能作他事也。我约下月望间赴海宁,喜事

后尚须扫墓,须留一礼拜也。现在汝能来与否尚未能定。三少奶奶

是否南来? 君楚①去年杪将一间之底屋租出。我今年闻之,劝其不

租,则已租出矣。恐其已有所闻,预为抵制之计(我处向守秘密)。
而租屋者入室后乃死一人,故渠又欲退此一幢之屋,而电灯局不肯

移电表,因此而止。
不知三少奶奶以何时来? 如汝不能来,媳妇即与之同来,总之,

汝能请假与否? 如不允假,则媳妇以何时行? 定后即禀知为荷。此

次在海宁办喜事,有省处亦有增处,大约所用恐亦不下于前年也。

十八日午刻 父字②

三十六

潜儿入目:
 

顷见汝岳母致汝母函,知媳妇有孕四五十日。前此既患小产则

长途甚不相宜,而汝请假四星期之说又不允,只可俟产儿后再来。
汝此时在海关满二年,亦可有一月之例假,此时南来甚好。因此次

沪屋逼仄,来亦有二月餘不宽舒也。不过失一至海宁机会,后次无

便,至宁亦不易也。汝母已于十一日三时抵海宁,汝六弟热已退尽,
可以渐次恢复矣。

正月廿一日 父谕③

汝请假二星期事如何?

三十七

潜儿览:
 

前接来禀,具悉一切。此间汝母还宁后已十餘日,汝六弟自廿

①

②

③

君楚:
 

罗福苌(1896—1921),字君楚,号梦轩,浙江上虞人。罗振玉第三子。长

于英文、德文,通梵文、西夏文,著有《西夏图书略说》等。罗福苌逝世后,王国维先生作《罗
君楚传》,其中云:

 

“余作西胡考,君楚为余征内典中故事。”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信到拾年正月贰拾日”。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拾年正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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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后又复发热(又颈间核肿),延林洞省视之,谓系又肺病,观其情

形,胃口尚佳而精神甚委顿,又前此退热十餘日,理应恢复而卒未恢

复者,由内部有病故也。林洞省谓大人患此殆已不治,小儿生活力

强或有希冀。现服药已四五日,稍见转机,不知能 幸告愈否也。
汝岳闻有来沪之信,确否? 君楚之屋现止存一幢,恐住不下。我屋

现有新房尚空可住。我近栗六不能写信,望转告之。

二月朔日灯下 父字①

我拟十五日赴宁,汝二弟以十六日与远威同反,贞明十三四反

沪,或与我同行也。汝请假不易,亦不必固请,因假期短而盘费所花

亦不少也。父字。

三十八

潜儿览:
 

前寄一谕,想已收到。昨见汝与汝弟书,言及作一信请假事,此
却不可,此次为喜事来,何必为此不祥之言? 且此次海关既忙,则以

后俟人手稍多时请假或可多请数日。他日或托言财产事请假可耳。
汝六弟近日稍愈,而颈间肿处甚大,即须出脓。现其肺病可以告愈,
性命可无妨矣。致汝岳一书望转交。

二月初二日 父字②

三十九

潜儿览:
 

前接来禀并媳妇禀,均悉。此间天气多雨,中旬放晴不过一星

期,昨今又雨矣。家中近颇忙碌,汝三弟早愈,患处亦收功,已于昨

日赴丹阳矣。汝母于十三日酉初生一女,此次生产尚快,大小均安。
君楚闻又病,又闻其病中仍间出至外人家。我因忙未往看之,不知

①

②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二月初四日”“10.3.13”。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二月初八日”“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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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如何也。致汝岳一书望即交去。此谕。

四月十九日 父字①

四十

潜儿览:
 

前日来禀并媳妇禀,均悉。媳妇近体佳,甚慰。汝弟妇近饭

减,亦似有孕。汝母产后尚健,然亦发热二次,又似汝二妹生后之

病,此证林洞省不能治。将来或请中医调理耳。君楚热本已减退,
近日又有时稍高,康科又谓非肠窒扶斯②,故已许稍食蛋黄等矣。
此次病中却不出。前信所言乃闻之哈园者,不确也。渠谓家中不

念其病,而戒其不出,意甚不平。后此君羽有信可以慰之。致汝岳

一函即转交。

初九日 父字③

四十一

潜儿览:
 

前日一谕想已收到。君楚之病,前日康科另约一医看之,亦不

知其为何病。惟热已退,但有时发作,故仅与以葡萄酒等,未曾与

药,盖其心中亦多不宁,精神上事医生不能知,亦不能治也。汝岳已

有半年不与之信,又君羽信为渠病语不甚着急,故渠前日颇牢骚。
前日与顾君谈及,顾君深谓以返津为是。而现在情形,渠决不肯返;

 

若加以强力,则渠精神异常,一切激烈之事皆做得到。故宜先回复

家庭感情,再好请汝岳作书慰问其病,此次病即可告愈。将来再以

父母思子之言令其愈后赴津一次。俟其至津后,为辟一静室处之,
再劝其久住。则此间书籍等运送亦甚易也。望与君羽商之。我思

此外亦实无他法。即以此信呈汝岳亦可。顾君人甚佳,此次渠常住

①

②

③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四月廿三日”“10.5.30”。
肠窒扶斯:

 

伤寒温病为一症,西医统名曰肠窒扶斯。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五月拾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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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楚处,甚得其益也。

十三日灯下 父字①

四十二

潜儿览:
 

前禀具悉。此间雨水甚多,近又苦炎热,甚以为苦。汝母因无

乳,故将新生小妹携还海宁,附于西门外一人家乳养,每月费三元

许,已于上月廿五还宁,大约十日左右可返沪也。郭妈欲回家一次,
故与汝母同去同来。故现寓中人甚少也。潘外祖母上月吐血甚剧,
故汝母亦往看之。荣母舅已入华丰面粉厂做跑公会事,闻月薪可得

八元,加以麦厘与薪略同,花红在外,尚为佳事也。汝三弟上月来

过。餘候后谕。
致汝岳一函即交。

六月初一日 父字②

四十三

潜儿览:
 

昨接媳妇禀,具悉[一]切。汝母于十四日返沪,小妹已附养于

小东门外一家,闻尚妥帖。此间热至百度以上,近日几不得喘息。
汝母及慈明均有发热,皆因暑热之故,闻津地亦热至百〇八度,信
否? 上海今年之热为十餘年来所未有。此刻尚在午前十时,写信时

汗犹涔涔下也。致汝岳一函即转交。

六月廿六日 父字③

四十四

潜儿入目:
 

昨接汝及媳妇两禀,具悉一切。此间酷热以六月下旬为最,入

①

②

③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五月拾六日”“10.6.21”。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六月初四日”“10.7.8”。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六月贰八日”“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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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后稍减,至昨日得雨,乃大凉快,夜间可盖薄被矣。汝母自上月

廿四起发小热,少食,亦有时热盛,然每日皆起。出月后服药六剂,

热已退而胃尚钝。汝五弟疟疾则已愈矣。君楚拟于(乘)此次新铭

船赴津,此次出于自动,真始意所不及。君羽于下次新铭携行李等

行。汝三弟此日尚未还沪(计假期,前昨当返),不知何故。前媳妇

所要夹被已检出,当属君楚带津。餘俟后谕。

七月十二日 父字①

四十五

潜儿览:
 

久不接来禀,颇念。前有谕嘱君羽带津,因君羽被窃,信亦窃

去,以无他语,逐不复作。惟属君羽告汝第三妹在海宁殇去事②。此

次之殇实因乳母喉症,因之发热成惊,于初七日送回潘宅,于十二日

殇去,恐送回已病数日矣。家中俱安,汝母伏邪,已于七月二十左右

告愈,饮食起居即如常矣。此次可大③从美国回,已就嘉兴中校事,

月薪百元。远威拟入沪江大学,此款恐亦不敷开销也。媳妇近体想

佳,汝弟媳胎气近亦愈矣。致汝岳书即转交。

八月朔日夕 父字④

四十六

潜儿览:
 

前日接来禀并媳妇禀,具悉一切。寓中近无事,钱妈因阿五病

回宁二十日,今日已来。此际稍忙。汝三弟七月未回,日上想当来

沪。汝六弟之照乃可大所拍,闻已晒出候寄,来即寄津。长春分关

①

②

③

④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七月廿贰日”“10.8.25”。
王国维四女通明5月生,8月殇。
可大:

 

王国维长姊蕴玉的儿子。可大去美国留学,王国维资助了400块大洋。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八月初五日”“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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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调人,已定否? 此付。

八月十一日 父字①

致汝岳一函即交。

四十七

潜儿入目:
 

前日接来禀,具悉一切。君楚在沈处一书名目忘却(因失去来

禀),望再问之。又沈培老亦有一书在君楚,前亦托我索回,其名亦

忘之。乞询君楚此书在否? 君羽亦知之。须并复之也。
此间自中秋开晴,而天气甚凉,今日又有雨意,然气候尚燥,亮②

无大雨。寓中均安,汝三弟此次回家四日,却值中秋节,于十八日回

丹阳矣。有致汝岳一书即转交。

八月廿二日 父字③

四十八

潜儿览:
 

前付一谕,想已收到。前日媳妇一禀,欲购铁床一事,此物不知

不报关径交孙贵,可做得到否? 现在尚未购(已问价,洋约二十五

元,比上半年又增二元),望即问明孙贵,如货物能不报关上船否,即
行通知再购,尚能赶及封河口前也。此间天气尚好,寓中平安。汝

二弟归,今日赴宁,大约一月后再来。我近来为写《切韵》颇忙,哈校

将近秋祭,却有十数日停课也。

九月初六日谕④

致汝岳一函即交。媳妇何时可免身,望禀知。

①

②

③

④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八月拾四日”“10.9.15”。
亮:

 

通“谅”。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八月廿五日”“10.9.26”。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九月初十日”“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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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潜儿入目:
 

前禀已悉。后接君楚所寄一书,即交还培老处。其沈所借一书

已将书名告之,尚未检出,恐检出不易,当再催之。铁床已买好,计
廿四元五角,藤棚亦做好,计七元。闻新铭三四日后当来,仍拟令冯

友送去。因蟫隐庐无地可容此物也。媳妇即将分娩,天津产婆系用

何种人? 顷未接禀,想尚未分娩。寓中均安。汝三弟于十六日返沪

一次,钱妈亦已来沪矣。

九月廿二日 父字①

致汝岳一函即交。

五十

潜儿入目:
 

前日寄一谕,想已收到。顷新铭船已抵沪,于明日赴津。铁床、
藤棚等即于今日午后令冯友送交孙贵。据孙贵云,渠此次赴津极

忙,不能送交罗宅,乞津于船到后着人往船上去取,特先通知。媳妇

仍未分娩,谅总在近日。汝弟妇归宁,尚未返沪也。

九月廿八日 父字②

此次孙贵未赏与钱,因不知赏多少为当也。望取床时并赏之。
又冯友送往新铭时孙贵不在船,因交与他茶房内。铁床二件,藤棚

一张(五尺宽,两层,极坚固。因恐与他家相混,望知之),又包一个,
内有铁床小件并文明饼、海蜇二包。新铭须三十日开。并及。次日

又书。

①

②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九月廿六日”“10.10.26”。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拾月初壹日”“1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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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潜儿入目:
 

今日接来禀,具悉。媳妇于廿七日生一女,大小俱安,甚慰,以
后想均平顺,起居一切自可有汝岳母等招呼,此间亦甚放心也。昨

交新铭轮铁床、藤棚二件,并文明饼、海蜇头等,已有谕付邮,想已收

到。其船今日开行,此信到后船已即可到津矣。现在媳妇乳汁足

否? 一切起居饮食当小心。此间拟分红蛋三四处,海宁无此俗例,
即不分矣。产后身体如何,望时禀闻。君楚入院后当渐有起色,此
间康科友人对人谓,君楚肺不佳,恐康科亦如此看法也。

九月晦日 父字①

五十二

潜儿览:
 

顷接来禀并罗宅报条,乃知君楚之变,甚为惊悼。不知伊家惨

痛情形现稍减否? 媳妇产后明日,罗宅即出此变,汝想可请假数日,
帮助内外之事,否则伊家实忙不了也。媳妇产后大小俱安,乳汁亦

多,甚慰。兹有致汝岳父书望转交,实无法可以慰藉之也。

十月初二日 父字②

五十三

潜儿览:
 

前日寄一谕,想已收到。媳妇产后想大小平安,甚念。罗宅遭

此变后,现哀思能稍减否? 三少奶奶情形何如? 此间闻君楚耗,无
人不为痛惜。其所撰论梵文诸书,想君羽等必能为之保存。其所编

译巴黎、伦敦二种敦煌书目,蒋君孟 拟印入其所刊丛书(我之文集

①

②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拾月初四日”。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拾月初四日”“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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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卷现亦由彼印),如汝岳一时不印,付蒋印亦甚佳。恐一时并不能印

出,须一二年方成。我之文集于八月付印,至今仅成二卷,看来总须明年春夏间

方成。我当为之作序并纪其大概也。汝母有函致汝岳母,望转交。
媳妇产后如何,亦望禀及。

八月五日 父字①

罗四先生送来小孩弥月礼及产汤共三元,暂存。
君楚丧礼望代送六元,上写准楮,下写我名可也。

五十四

潜儿览:
 

前后各禀及媳妇禀,俱悉。媳妇产后大小俱健,又乳汁充足,甚
以为慰。此次樊宅送有礼物(小绣花衣等);

 

罗四先生处送洋三元。
海宁叔父等处因我甚忙尚未写信通知,将来恐亦有礼物也。罗宅目

汝岳父母以下哀思近当稍减。
汝三弟十六日曾来沪,明年拟令其入沪江大学,因其中文、英文

程度浅极,若将来铁路有差跌,则谋生极难也。沪寓平安。惟汝六

弟近患感冒,现已愈矣。家中他人亦多患此,但为甚轻耳。小孩命名,渠
生于嘉乐里,即名令嘉可耳。

十月廿三日灯下 父字②

致汝岳父一函即转交。

五十五

潜儿入目:
 

昨日接来禀,具悉一切。此间天气尚不甚冷,家中亦皆好。此

次令嘉弥月,各处送礼者,计罗四先生共三元(又鞋帽),潘外祖二

元,潘三母舅并莫氏二母舅各一元(又汝弟妇二元),樊老伯处送衣

①

②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拾月初九日”“10.11.8”。本信所署日期有误,
“八月”应为“十月”。

信末署名后空白处盖有收到日戳“拾月廿六日”“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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