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和钦与王国维年龄相仿，同为浙东人士，均系“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

王国维辞世后的当年12月，虞和钦曾赋诗《哭王国维静庵》，以悼念昔日的同

窗、同僚。

虞和钦与王国维：

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
◎ 文/王细荣  严嘉慧

虞和钦在上海结识王国维

虞 和 钦 ， 字 自 勋 ， 又 名 铭 新 ，

1879 年出生在浙江宁波府镇海县海

晏乡柴桥澹园（位于柴桥老街协生

弄、三和弄南边，后称“虞书房”，

今属宁波北仑区柴桥街道芦南社区，

已拆除）的一个儒贾世家。他幼秉

庭训，诵经读史，工诗古文辞。

甲午战争后，外患日亟。虞和

钦始知仅靠旧学不足以御侮，先后

在家乡柴桥、鄞城（今宁波市鄞州

区 ）、 上 海 从 事 科 学 传 播 与 实 业 活

动。1899 年，虞和钦与钟观光一道

入上海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他也在

此处结识了王国维。1901 年春，虞

和钦与钟观光一道邀请林涤庵及实

学社社员张之铭等商办在沪设厂造

磷。1901 年 12 月，虞和钦与同志

在上海开办科学仪器馆，开国人专

门经营、制（仿）造科学仪器等教

学用品之先河。1902 年夏，虞和钦

参加由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的革命团

体—中国教育会。1903 年初，虞

和钦等在科学仪器馆主编中国最早

的以“科学”命名的综合性自然科学

期刊—《科学世界》，以介绍科学

新知。1904 年秋，虞和钦负笈东瀛，

先在东京清华学校学习日语，并在

校外预习德文，后在东京帝国大学

（今东京大学）专攻化学。1908 年学

成归国，通过部试和廷试后，虞和

钦任清廷学部编译图书局（后称“学

部图书局”）理科总编纂、游学毕业

生部试格致科襄校官，并以“硕学通

儒”资格钦选资政院候补议员。

民国时期，虞和钦担任过北洋

政 府 教 育 部 主 事 、 视 学 、 编 审 员 ，

山 西 省 、 热 河 特 别 行 政 区 教 育 厅

长，绥远特别行政区实业厅长等职。

1923 — 1929 年，应冯玉祥、宋哲元、

商 震 等 军 政 要 人 之 邀 ， 参 赞 莲 幕 。

1929 年 10 月，虞和钦因疲于军阀间

的争斗，主动离开军政界，次年 4

月返沪后重操旧业，先后创办开成

造酸厂、开明电器厂、建夏化学工

业社等实业公司，并均任首任经理，

系清末民初“过渡时代”游走科学、

教育、军政界、实业界的知识分子，

是中国近代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新

型文化人。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王 国 维 ， 初 名 国 桢 ， 字 静 安

（庵），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

观 堂 ， 又 号 永 观 ， 长 虞 和 钦 两 岁 ，

于 1877 年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府海宁

州盐官镇双仁巷（今属浙江海宁市），

系海宁安化王氏盐官安化坊支 29 世

孙。王氏家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

王国维父亲王乃誉是东周灵王太子

晋 57 世孙、北宋名将、南宋追封的

安化郡王王禀后裔，攻书画、篆刻、

诗 文 ， 对 王 国 维 的 教 育 十 分 严 格 ，

扮演着一个“严父”的角色。7 岁时，

王国维被送进私塾。白天，他在私

塾随陈寿田等先生学习，晚上还要

在父亲的严苛督导下温习功课，“每

深夜不辍”。1892 年，年仅 15 岁的王

国维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

RenWuShuLin人物述林

△  王 国 维 遗 像（ 刊 于《 史 学 与 地
学》1928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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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入州学、中秀才，并誉为“海宁四

才子”之首。

1894 年甲午战争以后，西方思

想文化向中国不断输入，王国维接

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萌生了追求

新学的强烈愿望，决心不再只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放眼世界，探

索学术上新的可能。1898 年 2 月 16

日，21 岁的王国维抵达上海，入时

务报馆任书记（校对）。在结识罗振

玉后，于是年 3 月，每天午后到上海

东文学社学习日文 3 个小时。戊戌政

变后，先后任东文学社学监、庶务，

并继续在东文学社学习。当时上海

有“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说

法，王国维在此期间积极学习日文

和数理知识，打算出国，在西学上

深造。1901 年 2 月，他赴日本东京物

理学校学习，次年 6 月 12 日因病回

国抵沪，不日返乡养病，后来在武

昌（武昌农学校）、南通（南通师范

学校）、苏州（江苏师范学堂）等地

任教。1898 — 1906 年，是王国维自

称为“兼通世界之学术”的“独学”

时期，王国维进行西方学术的翻译，

并在罗振玉主办的《教育世界》上发

表大量译作，其间大量接触与研究

西方学术思想。1908 年，王国维作

《人间词话》，是为结合中国古典文

学、西方美学理论的巅峰之作，其中

的人生“三境界”说，令人获益匪浅。

此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眼界渐开，

名气也越来越大，渐成大家之象。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

清 王 朝 轰 然 崩 塌 。 1 1 月 ， 王 国 维

携家眷随罗振玉东渡，寄居日本京

都。在侨居日本的四年多里，王国

维潜心研究经史、甲骨文字，专力

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从古器物到

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

1916 年春，王国维回国后就聘于上

海哈同花园，编辑《学术丛编》杂

志，1918 年起又任哈同创办的仓圣

明智大学经学教授，并从事甲骨文

字及商周历史研究。1921 年后，王

国维的生活基本以讲学为主。1923

年 5 月，王国维到北京充任溥仪的

“南书房行走”，恩准“在紫禁城骑

马”。1924 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

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把

这当作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

前 清 遗 老 相 约 投 金 水 河 以 示 反 抗 ，

因家人的全天监护而未能成功。

之后，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

王国维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学校国学

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

任教职。1925 年 2 月，清华委任吴

宓筹办国学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

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

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起号

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1927 年 6 月 2 日上午，王国维雇一

人 力 车 前 往 颐 和 园 。 一 支 烟 燃 尽

后，他从鱼藻轩外石栏缺处纵身扎

入昆明湖中，只留下一份遗嘱“五十

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

再辱……”

虞和钦为王国维写悼诗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

师”中，陈寅恪与王国维关系最近。

当日，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七律诗

《挽王静安先生》及挽联一副：“十七

年家国久魂销，犹余胜水残山，留

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

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但陈寅恪仍感“意有未尽”，遂于同

月赋成七古长篇史诗《王观堂先生

挽词》。

王国维去世后第二天下午在颐

和园西北角园门处的三间空房内入

殓，晚 9 时许，灵柩才启运至燕京大

学附近的成府村刚秉庙（位于今北大

燕东园南侧吉永庄院内）。5 日，被

溥仪赐谥号为“忠悫”。16 日（即旧

俗“二七”之日），文化学术界人士

及浙江同乡在北京南城下斜街全浙

会馆举办悼祭大会；19 日下午，罗振

玉、郑孝胥等前清遗老又在天津日

本公会堂（1961 年拆除，今天津市

和平区八一礼堂附近）举行“公祭”。

另外，6 月 25 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教授狩野内藤、铃木神田博士发起，

来自京都、大阪、神户等地的学者、

名士及王氏生前知交者约 500 人，集

聚 日 本 京 都 东 山 线 五 条 阪 袋 中 庵 ，

寄托哀思。7 月 7 日、8 日，上海的

《新闻报》、北京的《晨报》，以及天

津《大公报》《益世报》等先后刊载

有关“王国维灵柩运沪”“不日即转

运海宁原籍”等消息。

不过，根据其“藳葬于清华茔

地”的遗愿，8 月 14 日，王国维随着

其墓志铭碑石下葬于清华校外东向

西柳村七间房的麦垄中。王国维墓

志铭的撰写者、篆额并书丹者分别

是王国维生前在溥仪宫中任职时的

同僚杨钟羲和袁励准，刻石者为北

京琉璃厂文楷斋宋德裕。他们三人

分别是当时著名诗家、知名书法家

和名工，当时即椎拓传世，南北图

书馆、博物馆均有收藏，与王国维

△   1927 年 7 月 7 日《新
闻报》（左）、7 月 8 日

《晨报》先后刊载王
国维灵柩运沪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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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好的日本学者也有获致的（今墓志

铭原石已不知去向，只存拓片于中

国国家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图

书馆等处和民间）。

王国维下葬当天，大雨滂沱，扶

柩者皆跋涉泥泞中，清华学校校长曹

云祥及其他教职员十数人前来送葬。

时值暑假，清华研究院学生仅有留校

的何士骥、姜亮夫、王力、毕相辉、

刘节等参加了安葬仪式。是年 9 月 20

日，梁启超手持鲜花，率清华研究院

全体同学来王国维墓前拜奠，并发表

演说。此演说辞后经吴其昌、姚名

达据笔记整理以“王静安先生墓前悼

辞”为题发表在 1927 年第 2 卷第 8、

9、10 号合刊《国学月报（王静安先

生专号）》上。

当年王国维灵柩是否在京津沪间

转运过，目前未能查到其他相关的文

献记载。据笔者联系到的王国维曾孙

王亮说，未听说王国维灵柩抵达过上

海。1929 年夏，清华国学研究院停

办。该院师生为纪念昔日的导师，募

款修造，位于清华园工字厅东的“海

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落成。撰写碑

铭的是陈寅恪，书丹的是时任清华研

究院讲师的林志钧，篆额“海宁王先

生之碑铭”的是另一位研究院讲师马

衡，碑的设计者为时任东北大学建筑

系主任的梁思成。1960 年 1 月，因清

华大学扩建校舍，征得家属同意，王

国维的墓地迁至京西福田公墓。

王国维于 1907 年受命为清廷学

部总务司行走，实际充学部编译图书

局译书课英文股编纂。1909 年，虞

和钦通过廷试后钦授翰林院检讨分发

到学部就职，后由学部奏调为学部编

译图书局理科总编纂。自此，王、虞

两人又成为编译图书局同僚，直至

1909 年 11 月王国维奉调到学部编订

名词馆分纂（仍兼任学部编译图书局

编纂）。其间，虞和钦与王国维也都

同做过一些学部的其他工作。例如，

1909 年 10 月 10 日，虞和钦、王国维

等被学部遴选奏派为游学毕业生部试

襄校官，参加拟题、阅卷事务。1909

年 10 月 11 日的天津《大公报》曾刊

载“学部奏派考试游学毕业生襄校官

名单”： 

翰林院编修章宗元、黄德章、

程树德、洪镕，检讨虞铭新，庶吉

士王孝纲；外务部主事嵇镜；民政

部七品小京官汪与准；陆军部同正

参领陈榥；学部参事官林棨，主事

何燏时、路孝植、章毓兰、程良楷，

图书局行走王国维；农工商部主事

张奎、叶基桢、张锳绪；邮传部七

品小京官陆家鼐；大理院推事江庸；

粤汉铁路总局行走、湖南知县沈琨；

医科举人傅汝勤。

1909 年 10 月 24 日出版的第 103

期《学部官报》刊载《奏派考试游学

毕业各科襄校官折》，有上述类似的

叙述。

1927 年 12 月，虞和钦为悼念昔

日同窗、同僚，作七律诗《哭王国

维静庵》。诗云：“记曾簪笔伴枫宸，

邂逅无因十及春。蓬岛犹堪留舜水，

汨罗何事葬灵均。万缗素业空盈肭，

一纸遗言果赝真。独要玉泉山下路，

别添佳节吊词臣。”虞氏之作，概述

了王国维的生平事迹，将王国维同

屈原相提并论，与陈氏《王观堂先生

挽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1944 年 8 月 12 日，因病医治无 

效，虞和钦在上海租借的寓所逝世。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   天津《大公报》1909 年 10 月
11 日刊载的“学部奏派考试游
学毕业生襄校官名单”

第 1 0 3 期《 学 部 官
报 》 刊 载 的《 奏 派
考试游学毕业各科
襄校官折》

△

△  虞和钦诗作《哭王国维静庵》书影
△  杨钟羲撰写、袁励

准篆盖并书丹、宋
德裕刻石的王国维
墓志铭碑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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