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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神话传说及佛教化时代、封建统治时期的朱子学之一、国学者的“日本精神”哲学、明治
时期的唯物主义与夫神论、日本型资产阶段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论争和成长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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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谦之(1899—1972年)，字情牵，福建福州人。
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
生于世代业医家庭，幼时父母双亡，由姑母抚养成人。
民国初，入省立第一中学学习，熟读经史，曾自编《中国上古史》，并发表《英雄祟拜论》等小册子
，因而知名于乡里。
17岁中学毕业，以全省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
朱谚之到京后，改入北京大学法预科学习，凡二年，又转入北大哲学系攻读，直至毕业。
当时北京大学由蔡元培主持，学术气氛比较自由，朱谦之深受熏陶。
他思想活跃，关心国家前途，勤奋学习．打下深厚功底。
他听名师授课外，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以至当时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心馆内的杜科书籍会被朱谦
之椟完。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说到：’我常常和一个北大学生，
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朱在法预料的发表《周秦诸子学统述》、 《太极新图说》等。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朱谦之满怀搬情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并参加当时重要影响的《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宣传无政府思想的《奋斗》杂志的编辑工作。
他撰文抨击时弊，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
他认为，读书为求学问，不想要文凭，连毕业考试都不参加。
他在北大第一次贴出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等。
1920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时，朱谦之在〈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劳动节的祝
辞》，首次提出“劳动人民神圣口号，主张“一切收回社会公有”，“劳动者要直接管理工场。
”1920年U月。
朱谦之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后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才获释
。
出狱后，著有《革命哲学》 (创造社丛书之二)一书，充满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青年人理想。

　　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多次碰壁后，设想通过改造人心的途径改造社会，因而求助于佛教。
1921年朱谦之离京南下，至杭州兜串寺从太虚大师出家；以后又去南京支那内学院，向著名名佛学家
欧阳竟天求教。
经过出家体验后，他认为僧伽佛门不能实现自己的凤愿，遂发表《反教》诗，宣布与佛门断绝关系。
以后他往返于京、沪、杭各地，遁迹于江湖之间，过着“飘零身世托轻飘，浪漫生涯亦自豪”的生活
。
此时他发表了《无元哲学》和《周易哲学》等，抛弃过去虚无主义思想，宣称宇宙人生都是浑—的真
情之流，真生命在人世间即可实现。

　　1934年，朱谦之应厦门大学之邀．出任教职。
他在厦大撰写了《音乐的文学小史》，后扩充为《中国音乐文学史》，获祖国内外好评；此书出版后
，日本中村嗣次把它译成日文(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此书)。
1925年，朱谦之辞去厦大教职，隐居于西湖葛岭山下：门对宋代诗人林甫(和靖)故居，潜心著书立说
。
他发表了著名的《历史哲学》；撰写了《大同共产主义》、 《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 《到大同之
路》等等，以托古改制方式，宣扬儒教乌托邦式的政治和社会理想，寄希望于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
派身上。
他赴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又从事工农革命运动，多次发表讲演，号召“农工大联合”，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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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革命。

　　1928年，朱回杭州不久，妻子杨没累病逝，对他打击沉重，再赴广州、上海，与胡也頻、丁玲、
沈从文等谈诗论赋，寄情笔墨．1929年．朱谦之获中央研究院资助赴日本进修两年，潜心于历史哲学
的研究。
在日本，他首次接触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难物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说加以研究。
1931年归国后任暨南大学教授。
他在暨大主编《历史哲学》丛书，并为丛书撰写了《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历史哲学大纲》等文
。
1932年起至广州解放止．朱谦之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部主任等职。
这一时期是其学术生涯的高峰期，撰写了大量著作，重要的有： 《历史哲学大纲》、 《文化哲学》
、《孔德的历史哲学》、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 《扶桑国考
证》、 《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等等。
1935年，他与学生何绛云结婚。
抗日时期，他历尽艰险．始终勤于职守。
为适应抗战需要，他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运动’；自己出资筹办《现代史学》，
推动历史研究中的“考今”工作。

　　1949年l0月广州解放。
他在中山大学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和教学活动。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回到母校北大哲学系任教授，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2年至1964年，他先后完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难物论教学大纲)、《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
学史史科学》、《老子哲学》、 《老于校释》、《李贺》、《中国哲郸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
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王充著作考》、《新辑本职确镶＞》等一大批专著以及论文数十篇。

　　1958年后．转入东方哲学的研究，培养研究生和青年学者。
此后陆续发表《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及阳明学》、 《新编朱舜水集》、日
本哲学史资料选编(古代和德川之部)》等著作，另外．还发表了《空海与汉文学》等重要论文多用。
1964—1970年，朱谦之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所研究员，致力于宗教学研究，这时
他已得重病，卧床不起，但仍奋力完成《中国景教》一书，并翻译了《中国掸学思想史》和《韩国禅
教史》等。
1972年，他突发脑溢血症逝世，享年73岁。

　　宋谦之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100余篇。
他的论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宗教、政治、经济、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
，有些研究领域在我国还是开创性的(如日本哲学、中西哲学交流、文化社会学等)，因此，人们称赞
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考。
著名学者王亚南曾称誊：“朱先生时代感非常强烈，而且搜集之富，钻研之精，涉猎之广，读其书，
知其生平考，均交口称道。
”朱谦之读书极其认真，钻研极其刻苦，治学十分谨严。
他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善于用脑和用手，读书时常用朱笔勾画圈点、摘录。
在着手写一著作时，必先列出阅读和参考书目，如在写作《日本哲学史》时所列书目竞达30多个印张
；在《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一书的“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一章中竟有190处引文和注释。
可见其用力之勤！
他所写《老于校释〉序言，辞藻之华丽，章句之对仗，用典之贴切，虽词章学家犹不能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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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谦之在学术上的造诣学术界早有定评。
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和东方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为突出，贡献最大。
对中国哲学史的各个阶段都有系统知识．对先秦诸子和近代启蒙思想家有深入的研究。
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系统认识慨括在他所著《中国哲学史简编》 (合订稿本6册，约200万字)和《中国哲
学史史料学》 (通论三部9册)中。
他是治中围哲学史中最早注意少数民族的哲学宝藏之一：他也重视中国哲学在汉文字圈中的传播和西
方的影响。
他在1918年就发表《周秦诺子学统述》，这是最早用新观点整理的我国早期哲学史，有着重要的历史
意义。
他对孔子、老于和庄子等部有专门的著作。
《老于校释》在各种版本中招集资料员丰，因之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汉学家会议上被一致推荐为最佳
研究，给予荣誉奖赏：他的《李贽》一书在国内学术界也获得好评。
朱谦之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作出特殊贡献，取得国标性荣誉。
郭沫若曾说朱谦之和向达教授是我国治中外交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
他的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中国古代乐律对希腊之影响》、《扶桑国考》、《哥
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中国景教》等。
1958年以后，朱谦之转入对东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带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和朝鲜、捷克的研究生
，先后发表了《日本哲学史》、 《日本的朱子学》、 《日本古学阳明学》、《日本哲学史资科选》 (
古代之部和德川之部)。
另外，还协助朝鲜留学生完成《朝鲜哲学史》中“程朱理学对朝鲜的影响”、翻译《朝鲜禅学恩想史
》等。
在上述研究中，他发掘了不少在日本、朝鲜已经散失但仍在我国保存的珍贵文献和资料。
他的开拓性研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前苏联和日本都曾提出要与我国合编日本哲学史资料，越
南科学院要派人向朱谦之学习，希望协助他们完成《越南哲学史》等。
他的研究成果是突出的，为我国东方哲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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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重来但愿成霖雨，世世生生更益人第一章  神话传说及佛教化时代  第一节  古代神话传说   第二节  日本
佛教第二章  封建统治时期的朱子学之一  第一节  室鸠巢、贝原益轩  第二节  中井履轩、富永仲基第三
章  封建统治时期的朱子学之一  第一节  雨森芳洲、山畸暗斋  第二节  会泽正志、藤田东湖第四章  儒
学的分化之一：古学派  第一节  伊藤仁斋、伊藤东涯  第二节  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第五章  儒学的分化
之二：阳明学派  第一节  中江藤树、佐藤一斋  第二节  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第六章  国学者的“日本精
神”哲学  第一节  贺茂真渊    第二节  本居宣长  第三节  平田笃胤第七章  封建制解体过程中新世纪观的
萌芽之一  第一节  安藤昌益  第二节  司马江汉第八章  封建制解体过程中新世界观的萌芽之二  第一节  
三浦梅园  第二节  皆川淇园  第三节  山片蟠桃  第四节  镰田柳泓第九章  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  第一节  
西周  第二节  福泽谕吉第十章  明治时期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  第一节  加藤弘之  第二节  中江兆民  第三
节  植木枝盛第十一章  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哲学  第一节  片山潜  第二节  幸德秋水  第三节  堺利彦第十二
章  日本型资产阶级哲学  第一节  西田几多郎  第二节  田边元第十三章  战前日本型修正主义思想：三
木清第十四章  法西斯思想及其批评者  第一节  北一辉、大川周明  第二节  高坂正显、高山岩男  第三
节  河合荣治郎第十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论争和成长  第一节  山川均、福本和夫、河上肇  第
二节  户润  第三节  永田广志原始资料要目《日本哲学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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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尽管如此，日莲所谓“立正安国”，所主张的护国主义，还是以宗教、为主、国家为从，“广
披众经，专重滂法”；现世利益主义的国家究竟敌不住他的宗教的热忱，这是很明显的《法华经》至
上主义，即宗教至上主义，是荒唐透顶的宗教迷信，是唯物主义最大的敌人。
固然镰仓时代的新佛教，均能反映一部分民众主义，如净土、往生极乐，乃至观心等说教，均带民众
的虚幻的幸福的特征，但正如列宁所说，那是贱价出售升入天堂享乐的门票，如净土真宗、时宗、日
莲宗皆如此。
总之，奈良、平安以至锋仓时代日本思想的特征，一贯地是以佛教的世界观为主，陷于宗教迷信，还
谈不上纯粹的哲学形式的世界观。
纯粹的哲学形式的世界观的开始，则要到佛教中禅宗与儒家哲学结合的时代，即以五山禅僧为媒介而
输入中国的儒家哲学之时。
    日本大化革新以后，从中国传播而来的哲学各派别，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其中也包含
着唯物主义思想因素。
日本哲学是日本的特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有它独特的前后相承的发展规律；但亦同时通过其自
身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内部的各种阶级斗争而接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尤以中国宋、明哲学中的唯
物主义思想因素对于日本哲学发生特殊的作用。
中国哲学传到日本，起初是儒教经典，以汉、唐注疏为主，其后才是宋学。
宋学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2世纪镰仓时代至16世纪室町时代，当时武士以好禅僧而并接受掸学与宋儒之学。
镰仓时代是以武士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幕府的成立，标志着以新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确立。
此时统治者需要带有封建性的宗教哲学思想，又以其不文之故，对于不立文字直指单传的掸学特为欢
迎。
禅宗直截简明，颇与武士的性格相合；武士驰驱于矢石之中，于生死不能无念，禅僧以主观唯心主义
的说教，提供武士以信佛即可得救的虚伪观点。
禅与武士道相联系，而宋学又与禅相联系，武士欢迎禅，也就一并欢迎宋学，这是第一个时期。
第二时期是17世纪德川时代，这时是日本封建社会再编组，旧的庄园制度的土地所有关系崩溃了，统
一的“幕藩制度”由封建统治者的实力建立了起来。
这时代的特征，是以最大的封建领主即幕府为中心，重新编组各“大名”领地以及天皇、公卿领地，
全部的管辖权则属于江户幕府。
因为这时君临全国的是德川氏的“大君”，所以叫做“德川时代”。
幕府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组织——一个军事专制的帝国，就需要有一种统制的力量，这就是适应封建社
会要求的武力和文化。
当时享有特权的最高等级的封建贵族和武士贵族代表着武力，而极盛的朱子学则是维护这种封建身份
制度的文化力量。
即在这个关键的时代，日本和中国文化再度接触，中国传来的儒教，尤其是朱子学说，成为官学。
    日本法西斯思想的产生，谓为出于讲坛哲学之中，不如说是在讲哲学之外。
讲坛哲学固然也接受欧洲法西斯思想，把它转化来拥护日本的天皇制专制主义，但和那与军部势力合
抱的纯粹日本主义——皇国主义尚有距离。
如那可称为学匪的右派御用学者蓑田胸喜，在他的《学术维新》(1941)中就更加公开仇视马克思主义
。
由蓑田看来，“现今日本万恶的本源，毕竟出于可以目为思想参谋本部之帝国大学之违宪反国体学风
”；尤其法学部、经济学部之“民主共产学风”，那是和文学部、哲学部的“康德、黑格尔学风”不
可分开的；而西田、田边哲学也是“西欧崇拜思想”—“侮日思想”—“危险思想”。
日本的讲坛哲学依据西欧资产阶级哲学，纯粹日本法西斯思想则依据“现人神”之天皇的“诏勅”或
“御制”的权威；日本的讲坛哲学宣扬理论，蓑田之流则宁重实行，而首先即以军阀为靠山，打击他
们认为有危险思想的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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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著《刑法讲义》的泷川教授，主张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博士，东大的河合教授，乃至以西田几多
郎为首的京都哲学派，都成为蓑田之流的眼中钉，一个又一个地遭其迫害，日本法西斯“理论”的薄
弱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分成这样那样的派别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有其共同的所谓“纯粹日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意识
形态。
举其重要的思想系谱，有犹存社的北一辉所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和大川周明所著《日本及日本人
之道》、《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等可为代表。
余如权蘑成卿(1868--1938)的《自治民范》(1919)提倡农本的自治主义，纪平正美的《国体与哲学
》(1940)提倡“日本主义”，安冈正笃的《日本精神研究》(1924)、《日本精神通义》(1942)提倡东洋
王道主义，虽都各有一套所谓理论，但均遥不及北、大川的重要，这里也就表过不提。
    北一辉(明治十七年——昭和十二年，即1884—1937)本名辉次郎，生于佐渡的富裕的造酒之家。
中学时代曾作诗批评天皇。
后从父亲经营航海业失败以后，通过《平民新闻》对社会主义感着兴趣。
十九岁上京为早稻田大学听讲生，不久患眼病归乡。
明治三十八年(1905)一家没落，乃举家上京。
翌年二十三岁，自费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
此书第一编《社会主义之经济的正义》，论社会主义之物质的幸福；第二编《社会主义之伦理的理想
》，论社会主义之精神的满足；第三编《生物进化论与社会哲学》，论社会进化的法则与理想，以及
社会主义哲学、社会诸科学的根本思想；第四编《所谓国体论之复古的革命主义》，论述国家的本质
及宪法原理与作为历史哲学的日本史；第五编《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及其实现手段》。
其中第四编指出社会主义是在日本生长，攻击社会主义有和所谓“国体”抵触的绝大错误。
    以“纯正社会主义者”自命的北一辉，指出“国体论中的天皇矗由迷信所捏造的土偶，并非天皇”
。
国体论者有的是法律学者。
例如东大宪法学教授穗积八束的《宪法大意》，主张“国家主体在于万世一系的皇位，以永不他移为
我国体”；又如有贺长榷的《国法学》，主张“主权之用虽委任之于幕府，主权的主体则在万世一系
的天皇”。
北认为，“可笑的不但法律学者，即伦理学者、哲学者，叩其头盖骨所横万世一系的一语，悉为白痴
”。
他以为“真正历史哲学”的日本史，可分三个时期，即君主国、贵族国、民主国之三个阶段。
第一期，“无疑以天皇为惟一之君主，惟一之政权者”。
第二期，在日本一直继续到维新革命。
但“到了‘万机出于公论’的所谓民主主义，这就进入第三期的进化了”。
在他看来，“今日之国体已非国家为君主之所有物，为其利益而存的时代的国体，而是国家的实在的
人格已作为法律上的人格而被认识之公民国家的国体，天皇已不是以土地、人民之二要素作为国家所
有的天皇，而是如美浓部博士所云，包含于广义的国民中，作为国家一分子与其他分子的国民同等、
在国家机关里有大特权那样意味的天皇。
”“故只君主不是统治者，只国民也非统治者，最高机关是作为统治者为国家的利益而运用国家的统
治权者。
这是法律所示现今之国体，又即现今之政体。
”因此，那时北站在所谓“纯正社会主义”立场反对国体论者所谓天皇主权、万世一系、君臣一家、
忠孝一致的主张，认为都是把日本民族移往当时的原始生活时代来讲皇室和国民的关系，是犯了时代
错误，是对历史哲学一窍不通的缘故。
      历史哲学是包含于社会哲学之社会进化论。
然而在万世一系的铁锤下打碎了头盖骨的白  痴的日本国民，何曾尝试日本史之进化的研究。
政治史与伦理史只是把日本民族置之于进化  律之外，而惟从事顺逆论之遭进的批判。
    北看不起把天皇的权威安置在一切空中楼阁之上的论调，对于所谓顺逆论者“妄想日本民族悉为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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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忠臣义士而乱臣贼子则其例外”也表示不满。
他认为日本国体决非万古不易，历史上实则乱臣贼予横行，所谓皇室的忠臣义士乃是二三仅少的例外
。
相反地，他主张“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义”不但不与国体相违，而且意味着是在“革命主义”的名义下
为国家主权之国体的拥护者。
北所鼓吹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真正反对国体论者的主张，相反地乃是在“社会主义”名义的幌
子下，给日本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
然而由于《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的出版，当时某些有名学者也曾为其欺惑而另眼相看，他也
因此被官厅认为危险人物。
他在失望之下，乃参加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团体“同盟会”，与宋教仁、谭人风等结交，浪迹中国
。
明治四十四年(1911)参加武汉的革命，嗣后听从大川周明的劝告，认为“日本比中国更需要革命”，
乃于大正八年(1919)返日，根据在中国的经验，深信欲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军队，以
有组织的暴力为主力，依靠下级军官发动，实行军事独裁。
这个观点，使他较之其他日本法西斯更具特色，给昭和十一年(1936)军部青年将校发动的“二二六事
件”以实际影响的意义。
尤其是北在临归国时在四十日断食生活中，起草了作为日本法西斯运动圣典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
此书最初在日本秘密发行，公刊后即被禁止，但右翼反动团体则均奉为法西斯运动、极端国家主义运
动的准绳。
此书是日本法西斯思想体系之一中心，其内容具有显著的蛊惑性。
    理想主义的第二敌人，是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
因为各人均认物质的利益为最高价值，那么各人均以自己的物质利益为目的时，由于物质在宇宙间是
有限的存在，势必形成多数者的角逐斗争，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正是这斗争的原因，是许多罪恶
的源泉。
代替它的应该是与物质主义相反的精神主义，即理想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可注意的，就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攻击。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他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有三点不同：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辩证法
，和他的理想主义对立。
他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否定价值，否定理想，没有目的的存在，是一种宿命论，其结果使人怠
于社会改革，导致各个人的道德的颓废，再进而腐蚀社会运动。
第二，他攻击共产主义以暴力革命为实现的方法，政权夺取后无产者的独裁即以少数者的独裁剥夺个
人的思想自由。
第三，他说“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形式上的自由之外，包含实质上的自由(经济上的自由除外)，
形成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的综合体；反之，马克思主义在政纲里面虽宣称实质上的自由，而实缺乏自
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机的联系。
因此，河合主张社会主义要以理想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将议会主义代替暴力革命
；将言论自由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独裁；将地租论代替劳动价值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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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重来但愿成霖雨，世世生生更益人——纪念朱谦之诞辰一百周  戴康生重来但愿成霖雨，世世生生更
益人                                 --纪念朱谦之诞辰一百周年        纪念学界老前辈，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宗
教学家朱谦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是我们学术界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我有幸在朱先生生前能不断得到他的教诲，从我一开始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第一天起，就由他直接指
导、带领入门，及又共事十余年，缅怀良师益友，心情格外激动!    朱先生出生在19世纪末，历经中国
现代史上三个重大的历史时期，大半生在旧社会度过，生活道路坎坷不平。
他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发展历程反映了一个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重压下爱国知识分子探寻真理和追求
自由与光明所走过的道路。
他的一生奋发努力，自强不息，总是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不断进行总结，不断前进，跟上时代发展的道
路发展。
他一生辛勤耕耘，孜孜不倦，用他的全部才智，为文化学术事业作贡献。
朱谦之先生有百科全书式学者之称，其究活动广泛，涉猎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戏剧、政
治、经济、考古和中外交通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著作等身，其中专著40余部，译著2部，重要论文百
余篇，许多方面均有独到之处，新意不绝，建树颇丰，在国内外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为后人留下了
珍贵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
    与朱先生相处过的人对朱先生总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双眼炯炯有神，才思敏捷，学识渊博，真诚
坦直，为人宽厚，情纯心善。
我们今天纪念他，不仅崇敬他的学术贡献，也要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和做人的品格。
    首先，他始终抱有爱国赤子之心，勇于追求真理，紧跟时代步伐。
朱先生出身于喉医世家，母亲颇通诗书，但双亲早逝，生活清贫。
自幼胸怀大志，发愤读书，追求真理，报国心切。
中学时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并不满教会学校的教学体制。
中学毕业后投考当时蔡元培任校长，取"兼容并包"方针、学术思想比较自由的北京大学。
五四运动时，满怀革命激情，积极参加示威集会，并写文章抨击时政，提出改革社会的主张。
1920年"五一"节，他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文，在我国首次提出"劳动人民神圣"等口号。
10月，与北大学生在城内散发传单，当听到有三位同学被捕后，他决计以自己承担责任的办法换回被
捕者，遂入狱历百日。
在狱中与审讯官唇枪舌剑，坚持抗暴，后经各方援救出狱。
嗣后著书《革命哲学》以明志，从"革命的真义"谈起直到"宇宙革命宣言"，反映了他反对旧制度、追求
民主与自由、要求革命的强烈愿望。
但在小资产阶级世界观驱使下，又走向极端，转向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流行的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要求否定一切，打破偶像，扫除迷信，废除任何制度。
此路不通，在碰壁与失望之际，他又想在宗教中进行革命，而且还想"组织一种宗教新村"，不久，发
现僧门的虚伪和袈裟下苟且偷安的空虚与他这样一个奋发而要有所作为的青年格格不入，随后与佛门
决裂。
在探索真理的征途上，从"虚无"境界又转回现实中来，在周易哲学的影响下，提倡人生浑一的"真情之
流"的"唯情哲学"。
在过一段"飘零身世任轻帆"、浪游无定的生活后，处境困苦，又使他的思想从虚无到唯情，从唯情转
向尘治之途。
抗日战争爆发后，目睹日寇大军入侵中国，他痛心疾首，认为民族之不能复兴，乃由于文化之不能振
兴，欲救中国，须从文化建设着手，于是在中大任教期间，大力提倡"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史学运动"
，组织研究会，自费出版有关刊物，敦促校方改革教务，提高教学质量，活跃学术空气。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他不仅探索本国文化的价值，努力使史学研究与当时现实问题结合起来，
把研究工作从考证、考古转到对抗战史料和社会经济的研究上来，提出为抗战建国的需要，应开辟历
史研究的新途径，加强科学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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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战后期，在科学飞速发展、德日法西斯战败的时代背景下，他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列宁的《唯物
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进行了研究，深受启迪，这促使他的世界观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
解放前夕，他暗中读了不少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从对旧哲学的批判中学会新的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
面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以蔑视和不合作的态度表示反抗。
蒋介石到广东巡行时曾邀请包括朱谦之先生在内的数位中大教授谈话，他不予理会，拒绝赴会。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朱先生深为自己终究找到了人生道路的归宿而感到欢欣鼓舞，他以满腔热情投
身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认真钻研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组织发起学习会，开出新的课程，并
发表了《实践论--马克思主义辩证认识论新发展》等论文。
1952年后，他调入北大哲学系任教，先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1960年主持东方哲学史教研组工作
，1964年后至宗教所任研究员。
晚年壮心不已，著书立说，笔耕不辍，直至1970年11月突患脑溢血卧床不起，两年后终因不治而逝世
。
追忆朱先生一生的业绩，可贵之处在于他追求真理，矢志不渝，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不断总结中，
勇于解剖自己，不断修正人生坐标。
正如他在"七十自述"中所言："自我批评须及早，煌煌真理有依归。
"一位有成就的老知识分子，在晚年还能冷静而谦虚地总结自己，不停步地前进，真是难能可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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