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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日记》PDF电子书共43册（全44册暂缺第23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出版。RX8万圣书城

王伯祥是现当代著名的出版人和文化学者，本书是他1924-1975年半个多世纪140余册日记的完整影印出版。王伯祥日记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家国大事、社会生活、学术活动、亲朋往来、家庭细事等等。其中尤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详尽，当年伯祥先生困守“上海孤岛”，所记录下的种种事项，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日记中还大量记录了伯祥先生商务十年，开明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和切身感受，也是研究这段文化史和出版史的第一手资料。王伯祥与文化界人士交游颇广，日记中对朋友间的迎来送往都做了记录，这些文人学者们的言谈举止，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从日记中得到考证。文如其人，日记尤甚。王伯祥先生一生喜怒形于色，爱憎溢于言表的性格，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均可感受到，至于其严谨治学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更可从数十年如一日的笔端流露出来。而整部日记书写之精美，行款之得当，笔墨之流利，也堪称书法之佳作。RX8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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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2011-8RX8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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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王伯祥日记》的评价：RX8万圣书城

RX8万圣书城

 王伯祥日记 推荐给学校图书馆，获准购买，自己陆陆续续阅读有一年了。平心而论，读的很辛苦，这儿的几点总结可能约带吐槽，但只希望如果出版社以后要再版能够参考下，并且希望其他有志于出日记的 出版社 能够获知一二，加以考虑如下因素。RX8万圣书城

    （一）价格奇高，这个价格基本上决定了只能是馆藏。王伯祥日记价格之高，超过了 顾颉刚日记，姑且不论顾颉刚的意义和地位远超王伯祥，单就这个定价，就是要与有点兴趣的人绝缘。对于日记类，不似畅销书，不可能要求销量，但仍然是存在一定阅读群的，定价奇高，显然不是明智之举。RX8万圣书城

    （二）排版严重不合理。因为是原本影印，所以不可能会有什么人名索引。日记原文 竖排毛笔草书加不句读，对谁都是很大的考验。我看得时候，曾经先后请了专业是古代文学练过书法的朋友，以及图书馆的两位文字学的老师，他们对一些字词都难以判断，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一点上，王氏好友顾颉刚、叶圣陶的日记可谓很好的例子。特别是顾颉刚日记，加上了人名页码索引，对研究者是大大的福音。据闻，叶氏日记全编 正打算重印（要收入 叶圣陶集 中删减部分），顾氏日记 是一个很好的标本。RX8万圣书城

    （三）史料价值其实不大，这一点纯属个人观点。虽然王伯祥民国时期先后在商务、开明供职，解放后供职中华书局，得便与其时文人过从甚密，但由于严格意义上他并不是一个作家，他首先是一个编辑，所以在他的日记中不可能看到 太多 文学史 上的秘闻档案 或者消息的。如果抱着此类目的去看这日记，那大可不必了。这套书如果是为了做商务或开明（笔者就是为了做开明 才建议学校购买的），抑或文人交游用的（商金林老师的 叶圣陶年谱长编 参考此书甚多）或许有所参考。加之日记流于日常琐事，价值更见其小。RX8万圣书城

     民国文人日记出版逾盛，但一方面对日记的出版方式，另一方面研究者对日记的采信，都是尚待规范的过程，其路漫漫。RX8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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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近幾年出版的幾十部文人日記我幾乎都收藏了，讀了。唯獨這一部沒有，太貴了。而且，從編輯手段來說，我也很難明白他們出版這些私人文獻的意圖 ：）RX8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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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贵了，也没有PDF电子版或kindle的，只有到学校读了。此类书应出kindle版。 RX8万圣书城

影印版让人有点望而却步，不过呢，日记严格上说就应影印。实在不愿见人，可以贴起来再影印。顾颉刚日记挺有意思，他于不同时期读自己日记，还加注。对鲁迅诚可谓愤愤不平，终生不平。RX8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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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文献，是个人对当日见闻、感想的选择性记録。这种自我叙述的个性化文本曾在历史上以多种形式和名目出现，并成为人们日常创作的应用文。我国传世的历代日记内容丰富，承载了中华文化的灿烂岁月，记録了风云变幻的时代变迁，描写了大江南北的无限风光，倾吐了各色人等的心中秘语，留下了文人墨客的诗词华章……每一天的阴晴圆缺，每一页的字里行间，均是人们生存状态的写照。日记，既书写了个人的经历，也反映了社会的历史踪迹，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这种以“非公共性写作”为主的文字，是一种个人的私密性记録与交流形式，一般不作公开发表的预设。所以，日记这种编年逐日书写的独特体裁，是文献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其价值历来深受人们重视。RX8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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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之起源，目前尚无定论。综合前贤研究，主要说法有：一为张荫桓的西汉说，即西汉时陆贾、苏武、张骞等人的出使日记。二为俞樾的东汉说，以东汉马第伯所作《封禅仪记》为例。三为源于唐代说，戴祚的《西征记》，僧法盛的《奉使高丽记》和李翱的《来南録》可为证。此外，考古发现中的甲骨与木牍片断也为人们考察日记的早期历史提供了研究材料。从汉代刘向《新序·杂事》“思君之过书之，日有记也”可见日记一词产生的端倪，而在实际写作时，历代对此类文献的标注称名纷然杂呈。如日録、日历、日谱、日注、日谈、日志、计日、纪略、纪事、纪实、偶记、余记、述略，还有纪游、纪程、行记、游録、行程记、纪程记、驿程记、旅行记、随笔、杂録、札记、侍行记、扈从记等不一而足，皆因作者身份不同致使所记内容和重点的差异而形成了各种异称。所以，日记作为个人经历与生活的实録，内容丰富多彩、无所不包，由此也呈现出从形式到内容作划分的多种日记类别，但日记类别的标准至今未形成共识，仍有待文献学者继续讨论。日记之作，自宋元以来逐渐盛行，明清时达到高峰，是现存古代日记的主要遗产，至近现代则更为流行，写作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各色人等，其数量不可胜数。RX8万圣书城

 RX8万圣书城

历代日记是一座内容丰富而庞大的文献宝库，但由于这种私密性写作，愿意主动公开的人较少，得到整理刊布者只占很小一部分，与庞大的写作群体相比具有很大反差，以致大量日记稿本在流传中或散失，或匿藏，幸而得以传世者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中国日记文献的传播形成了一个显著特点，是刊本少，稿本多。直至清代，日记的刊刻虽然数量明显增加，但也只是清代日记创作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历代日记的整理出版深受人们重视。RX8万圣书城

 RX8万圣书城

日记存世数量目前还未确知，尚未有人做过系统的馆藏调查，流于社会的公众日记更是无从统计，其文献的留存状态全有赖于公藏机构的登记和出版发布。古代日记作为一种文集类型，自唐以来的目録中着録了相当数量。虞坤林的《二十世纪日记知见録》收録近现代人物日记一千二百种。二十世纪以降，多种大型丛书颇为重视收録日记出版，如台北文海出版社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续辑，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初、续、三编和《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中均有日记收入。专门的日记丛书主要有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其他还有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近现代名人日记丛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近世学人日记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民国名人日记丛书》、山西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等。规模最大的日记专书是学苑出版社的《历代日记丛钞》二百卷，收编宋至民国时期的各类日记五百种。该《丛钞》取材于国家图书馆所藏历代刻本、民国时期的排印本和部分稿本，是我国图书馆界集中整理出版馆藏日记文献的示范项目。RX8万圣书城

RX8万圣书城

《博览群书》2008年第７期上刊登了陈福康先生的文章《一段鲜活的文学往事——巴金与鲁迅首次见面时间考》，竟然因商金林先生披露的家父王伯祥日记而确考了这一见面的日子。记得在我紧张抄录日记时，商金林先生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来我家，翻阅家父日记，并摘抄了他所需要的大量内容。今陈福康先生辗转引用，解决了重大 RX8万圣书城

问题。对此我甚觉欣慰，益感家父日记出版问世之必要。现仅就粗浅所知，略述家父日记。 RX8万圣书城

　　家父是位史学家，精擅目录版本，勤于笔耕。家父在学生时代即开始记日记，直到“文革”时，不得不辍笔，但却变换形式，将日记以读书札记的形式，简要地记于书之卷后或眉上。我写《王伯祥传》之前，将我出生前的家父日记抄录了十余年，其后的日记，因赶于写传，未能得暇全抄，只是约略翻读了解放前后的部分。简单介绍如下。 RX8万圣书城

　　我家在日寇侵华的“一二八之役”中，全部毁于战火。因家父特别重视日记，特请我舅舅冒战火去抢出日记，结果慌乱中，只抢出了几本精装本日记，而以前的其他本册一时未能找到，结果与其他书物一并毁于战火。所以家父的日记之“头”，仅仅始于1924年。 RX8万圣书城

　　1924年时，家父已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所以记日记所用的本子即商务印书馆正式发行的精装本《民国日记》。一连用了十四年。这十四年的日记我已全部抄录。 RX8万圣书城

　　家父日记的特点之一是较为详尽，虽不无“流水账”之诮，却内容翔实。尤其朋友间的交往，总是记之更详而很少臧否品骘。所以作为史料，其价值尤高。 RX8万圣书城

　　家父日记的特点之二是言为心声，但又很少大段内心独白，不似小说家等兜圈子，蓝蓝的，白白的，颇似史家的秉笔直书。而不同历史时期则往往有不同的侧重，例如抗战时期，他每天必记大量的国内国际新闻，不但详记战况，还特记锄奸，并为之叫好，团结抗敌的立场十分鲜明。 RX8万圣书城

　　家父日记的特点之三是时间跨度大，虽然日记真正的头已亡佚，而从1924年到1975年，这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有这么一份完整而翔实私人日记存世，对这一巨大变革时代而言，真是十分可贵的史料。 RX8万圣书城

《王伯祥日记》已影印出版，但苦于王伯祥先生记日记时用的是毛笔，且擅长书法写作，在日记中有大量呈现，使我们这些研究者也很痛苦，不得不开始临摹书法，试图看懂王先生日记的内容。王先生日记涉及开明书店诸多问题，值得研究者认真来看，不过看完四十四册日记，恐怕也得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倒计时。RX8万圣书城

RX8万圣书城

 记得前些年，上海曾经出版过陈左高先生的《中国日记略史》一书。现在我想，如果陈先生要修订这部书，或者今后有别人再写类似的书的话，那么，2011年的7月是肯定应该大写一笔的。因为，就在这个火热的月份，京沪两地分别出版了分量特别重的两部日记巨著——《王伯祥日记》和《夏鼐日记》。RX8万圣书城

    因工作专业和个人爱好的缘故，我一直对近代人物的日记极感兴趣，对日记在文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深有体会。我本人也整理出版过《郑振铎日记》和整理发表过赵南公日记、贾进者日记等，对日记整理工作的苦甘冷暖也有所了解。据我所知，近年来国内（包括海峡对岸）出版了很多种日记，其中字数最多、篇幅最巨的当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日记》，到现在也还没有最后出完。《竺可桢日记》对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尤其是浙江大学史）、中国自然科学史等等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只是对我这样的文学、史学研究者来说，用处就不是太大。相对说来，近年出版的、也特别厚重的《顾颉刚日记》、《胡适日记》，我派的用场就多一点。RX8万圣书城

    此次问世的《夏鼐日记》和《王伯祥日记》，对我而言，喜欢的程度绝不下于《顾颉刚日记》和《胡适日记》。因我专门研究郑振铎、钱钟书等人，而夏、王二位正是郑振铎、钱钟书的好友和同事啊！RX8万圣书城

RX8万圣书城

 而《王伯祥日记》的出版，我还出过一点“微力”（真正微不足道的）：多年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下问于我有何好的出版选题，我即提出最好能出王伯祥日记，并向她介绍了我所知道的该日记的珍贵价值。此事后来一谈就成，因为王先生的长子就正是国家图书馆的老研究馆员。RX8万圣书城

    我因研究郑振铎，早就知道王是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王比郑年长约八岁，王称郑“铎兄”，但郑却一直不叫王为“兄”，而笑称“伯翁”。又是“伯”又是“翁”的，在朋友中叫出了名，大家都这样叫。他俩从1921年开始，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亲密同事、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王在郑的介绍下又进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科院文研所，郑为第一任所长）工作。两人情谊久经考验。在日寇占领上海的恐怖年头，郑随时准备献身，曾将密封的遗嘱亲手交给王保存。抗战胜利后搞民主运动时，郑常到王家，并派王的子女请同住在弄堂中的鲁迅夫人许广平过来密谈要事。1958年闻知郑牺牲时，王声泪俱下，写了建国后唯一的一篇白话文章《悼念铎兄》。这些，在王的日记中都有记载。RX8万圣书城

    我怎会知道王伯祥有日记，并知道它的重要价值的呢？那是因为我的好友、北大商金林教授修订《叶圣陶年谱》时，在王先生后人的支持下查看了王的日记，从中摘录了大量极其珍贵的记事，在这些记事中往往也写到郑振铎，彼时我也正在修订《郑振铎年谱》，便从已出版的《叶圣陶年谱》修订本中转录有关史料。当然，王的日记中如果只写到郑而没写到叶，商兄也就不会记，那我也就没办法。所以，我是特别希望也看看王先生日记的。可惜我人不在北京，也没法去王家看。但我仅仅根据《叶圣陶年谱》中看来的王先生日记的部分摘录，就一举解开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长期悬置的两个重要的疑团。RX8万圣书城

    一个疑团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郑振铎流亡欧洲，后来他是什么时候回国的？此事又牵涉到郑何时恢复主编《小说月报》，和巴金的成名作《灭亡》（1929年1至4月连载发表）究竟是谁当《小说月报》编辑给予发表的问题。叶圣陶晚年回忆（许是别人代写的），说郑是1929年2月回上海的，而恢复《小说月报》主编则是5月间。而巴金还特地写了《我的责任编辑》一文，认定发表其《灭亡》小说的责任编辑就是代理主编《小说月报》的叶。我以前根据一些资料推断，郑至迟在1928年10月就已回沪了，1929年的第一期《小说月报》肯定已是郑所编的。今见王伯祥日记明载：1928年6月8日下午2时，郑回到上海；同年9月3日，郑恢复编《小说月报》，叶即调回国文部。事实于是完全清楚。但有人竟还想维护巴金讲的“佳话”，硬说1928年9月直至第二年4月仍可能还是叶在代郑编杂志。他是不是以为，当年资本家管理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也是像现在他所在的“事业单位”一样人浮于事呢？RX8万圣书城

    我解开的另一个疑团是，巴金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巴金自己记不清楚。查了《鲁迅日记》后，巴金一会儿说是1933年4月6日，一会儿说是1933年秋天，一会儿又说是1934年8月5日，而有人居然还称赞说这“极可反映他态度的认真严谨”。一些研究者对此也各有各的说法，有人则干脆说这件事是考证不出来的。而巴金提到的1933年4月6日，《鲁迅日记》只有极简略的记载:“三弟偕西谛来，即被邀至会宾楼晚饭，同席十五人。”这15个人，除了鲁迅日记中明确可知的鲁迅、郑振铎(西谛)、周建人(“三弟”)外，黄源后来说还有茅盾、叶圣陶、陈望道、郁达夫、洪深、谢六逸、夏丏尊、徐调孚、傅东华、胡愈之，即共写出13人，还有2人未明。黄源而且还特别写了一句:“巴金当时不在上海，没有被邀”（黄没说自己参加了这次宴会）。而茅盾后来也写出一个12人的名单，即比黄源所说的少了谢六逸、夏丏尊，却加上了黄源，还有3人未明。由于这次聚会是研究讨论1930年代著名的大型文学月刊《文学》杂志的创刊之事，这是一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大事，因此这个会议名单也是非常值得搞清楚的。RX8万圣书城

    极其幸运的是，这一天王伯祥也有日记:“散班后赴会宾楼振铎、东华、愈之之宴，到十五人，挤一大圆桌，亦殊有趣也。计主人之外，有乔峰、鲁迅、仲云、达夫、蛰存、巴金、六逸、调孚、雁冰、望道、圣陶及予十二客。纵谈办《文学》杂志事，兼涉谐谑，至十时三刻乃散。”于是，我们终于确切无疑地知道了：一、巴金第一次见鲁迅，是在1933年4月6日。二、那天关于创办《文学》的会，参加的十五个人是:鲁迅、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王伯祥、陈望道、郁达夫、谢六逸、徐调孚、傅东华、周建人、巴金、施蛰存、樊仲云。茅盾、黄源都记错了好多。RX8万圣书城

    出席的人中，不仅有当时初出茅庐的巴金（有研究者曾断言巴金没资格出席创刊《文学》的会），而且居然还有施蛰存，这是后人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连亲自参加此会的茅盾后来也没能提到施，施本人后来也从未提起过。须知，这是一个讨论将在上海新创刊《文学》月刊的会，而施当时则正在同地主编着一个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可见，郑振铎等人的胸襟是何等坦诚，毫无文坛上常见的“文人相轻”“同行相妒”的所谓“竞争意识”“保密观念”。王伯祥日记说这次会“兼涉谐谑”，巴金也曾回忆说那天鲁迅非常愉快，话说得最多。但时过不久，10月间，鲁迅与施蛰存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笔仗，鲁迅甚至痛骂施为“洋场恶少”。以前，我一直觉得鲁迅的态度也不好，反击好像有点过度。但看到王伯祥这则日记，想到不久前鲁迅、施蛰存（他们也应该是第一次见面）曾经杯盏交错，鲁迅曾经那样心情愉快，就有所憬悟。又看到同年11月18日《朱自清日记》记：“振铎谓施蛰存有告《文学》密说，其事甚奇。”就更引起深思了。RX8万圣书城

    仅从上述数事，即可知王伯祥日记的价值又何等珍贵了，也可知研究文化名人的日记对于我们的文史研究是多么必要了！RX8万圣书城

    王先生一生为人处事低调。在而今“大师”帽子满天飞的年头，年轻人知道王先生的却很少。其实他治学严谨，著述丰富，对历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文学发展、名物训诂和版本目录等学问，造诣很深。1930年代，他在开明书店主编的《二十五史》，郑振铎称颂为“扛鼎之作”；随后他又主编了《二十五史补编》，茅盾也称颂为“扛鼎之作”。其他都不说，仅举这两个“扛鼎之作”，王先生即为不朽矣！他还有不少遗著生前一直没有问世，如近年影印出版的他批注的《书目答问补正》，北大教授朱天俊即赞叹道：“先生用娟秀而流畅的行书写成眉批、校注题记、跋语文字，宛若繁星洒落在字里行间，朱墨交替，潇洒自如，于细微处见精神。伯祥先生读书之认真，做学问之刻苦，令人崇敬。”出版这样的文化老人的日记，谁曰不宜？RX8万圣书城

    起先，国图出版社郭社长说，书出来后可送我一部。其实当时他并不清楚王伯祥日记的篇幅之巨，原来竟有141册又3附册之多！从1924年到1975年，除了“文革”期间停记了几年外，基本完整。（而1924年以前的日记，可恨毁于日军侵略炮火，不然就将保存文学研究会早期几年极珍贵的史料！）由于整理誊抄校对的工作量实在太大，而且也容易出错，家属和出版社最后商定采用全部影印的办法。对于研究者而言，影印也确实是最好的。不过，影印本精装有44巨册之多，而印数又不到百套，定价便每部要二三万元。（那就连社长、责编自己也得不到样书了。）这对一般的研究者来说，是买不起的。近时，我赴台湾开会，与彼岸的研究者谈到《王伯祥日记》的出版，他们也十分兴奋，但听到售价，也不免咂舌。他们正商量着几个单位合买呢。但无论如何，《王伯祥日记》的问世，是大有利于学术研究的！RX8万圣书城

    夏鼐先生和王伯祥先生家属将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公诸于世，华东师大出版社和国图出版社不惜花费巨金精心出版，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感谢的！RX8万圣书城

RX8万圣书城

王伯祥先生对子女的教诲，是“决不强不知以为知”。大道理都很浅显，王伯祥有许多小孩子，前面的都是女孩，直到老九才是儿子。苏州人唤子女通常阿拉伯数目后面加个“官”，王伯祥是我祖父中学时代就结交的好友，“九官”与我父亲同岁，在九官之后，好像还有好几位，我常听父亲说王家的故事。　　 RX8万圣书城

最早知道王伯祥的著作，是《史记选》。刚开始，也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年青，见到这样的书，记住的是《史记》中的人物，如陈胜、吴广，如项羽、刘备，还有就是作者司马迁。王伯祥只是选注，这是替人作嫁，默默地躲在书本背后。对我来说，《史记选》不过是一本古文入门的书，中间的故事很精彩，遇到不懂之处，查一下后面的注就行。我只知道写书才是了不起的事，不知道“注”也是大学问。RX8万圣书城

王伯祥仅注《项羽本记》一篇，就有622条。以详尽而言，恐怕没有再超过这个数目的。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以精深取胜，王伯祥的《史记选》以博大见长，相形之下，《史记选》照顾面更广，更实用。对于一般中学水平的人来说，这种逐词逐句详注，一句一句串讲，能够帮助进一步学习古代汉语，又能够很好地提高古典文化知识。既是普及读物，同时也可以登堂入室，经过反复研读，直抵中国古文化的纵深。王伯祥选定的底本是张文虎本，然后将宋蜀大字本、百纳宋本、南宋黄善夫本、汲古阁本以及日本的泷川资言的会注考证本，一一校于底本之上，结果凡是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几乎没地方可以写字。RX8万圣书城

《史记选》是深入浅出的一个好例子，自五十年代出版以后，立刻成为大家热烈欢迎的一本书。它非常适合作为自学教材，在工厂，在农村，在边防哨所，落难的右派，插队的知青，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大中小学的教员，很自然都成为这本书的受益者。文化大革命中，相当数量的书遭禁，禁书面之广，创造了中国历史之最，偏偏《史记选》不仅没禁，而且还几次再版。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本书因为印得太多，纸型已不能再用，不得不重新排版。RX8万圣书城

王伯祥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在北京大学做过讲师，教过的学生中有游国恩，有冯至，还有至今仍健在的季羡林先生。做讲师的时间不是很长，当时的北大屡屡欠薪，他有很重的家累，耽误不起，因此又回到上海做编辑。他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好编辑，先在商务印书馆，后来是开明书店。当年的编辑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编辑的重要史学著作有《四库全书述略》《清史稿述臆》《古史辩与经今古文学》《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没有大学问，编不了这些书籍。１９５０年，已六十岁的王伯祥应郑振铎之邀，成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也就是后来的社科院文研所。RX8万圣书城

在祖父的老朋友中，我有幸见得最多听得最多的，大约就是王伯祥。他众多的子女中，１９５７年打右派，有好几位不幸挨上，数量之多，用父亲的话说，王家差不多出了一打右派，这当然包括女婿和媳妇，老先生因此心里非常不痛快，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教育子女方面，王伯祥从来不敢有一丝放松马虎，虽然著作等身，历经战乱，把这么多的子女抚养成人不是件容易事，经济窘困时，孩子太多，吃香蕉要用小刀切成一小段分配。《颜氏家训·教子篇》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能被打成右派，这或许还是件光荣的事情，然而在严酷的五十年代，真所谓刻骨铭心。RX8万圣书城

文革中后期，祖父每周都去看望王伯祥。当时订阅大字《参考消息》是一种行政待遇，祖父必带上最近一周的报纸，在王家坐两小时，谈天说地，然后带着上一周的旧报纸回家。我在北京，曾经好几次陪祖父去，一位八十岁的老翁，去看望另一位八十多岁老者，而且挤公共汽车，如今回想起来，实在值得品味。现在的人再也不会有这种闲情，不要说挤公共汽车，就算有小汽车，有专职司机，也白搭。RX8万圣书城

顾颉刚先生谈到王伯祥，曾说：“七十年来推大哥，我狂君狷久相和。”王伯祥和顾颉刚与祖父是中学同学，王最大，年长祖父四岁，同年考进刚创建的苏州草桥中学，因为刚创建，考生按成绩排队，程度好的读二年级，差的读一年级，于是王直升二年级，比祖父高一级。顾颉刚比祖父大一岁，却晚入学一年，比祖父还低一级。这三个人的友谊历史悠久，从中学时代的结社，直到生命最后时刻，几乎可比桃园三结义。RX8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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