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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岱年先生是我们当代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今天是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逝世五周年，我们大
家聚在一起纪念这位哲学大师，是有其特殊的意义。
这是因为，除了领导和亲友外我们许多人都是张先生的学生，或者是张先生的学生的学生。
学生对先生——他们的老师总是怀着一种亲切的感恩的感情，他的为人为学是我们学生辈的楷模。
    张先生的学问广且深，我没有能力作深入地研究，但我听过张先生的课，看过他的著作，有一点心
得体会。
    我们大家都知道，张先生提倡哲学的“综合创新”。
对哲学说，必须“创新”，但“创新”必是在前人的哲学理论上的“创新”。
但中外古今哲学派别众多，很难把所有的哲学派别综合起来，所以“综合”就必有选择，特别应注意
选择对我们国家民族最有影响，最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问题的哲学学说。
我认为，张先生的哲学也许是和张申府先生一样，是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孔子的哲学思想和罗
素的分析哲学三者综合在一起，创造新的中国哲学。
我们能不能说，张先生所创造的新中国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作为理论基础，孔子的儒家思
想作为民族精神的动力，罗素的分析哲学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这样构成了张岱年哲学，而贡献于现
代中国哲学。
    张先生1937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的“自序”中说：“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颇盛。
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书，似乎还没有。
”确实如此，此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如谢无量、胡适、冯友兰等的“哲学史”都是以历史的论
述为主，而张先生是把“中国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分门别类，按照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结构，构
成一个整体的中国哲学体系。
这样研究哲学的模式虽然在西方也有，但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模式无论如何是张先生首创的，为
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样式。
    张先生特别关注“唯物论”的问题。
通常对宋明哲学的研究大多注意程朱的“理学”和陆王的“心学”，然而张先生除关注“理学”和“
心学”之外，特别关注“气学”。
在《中国哲学大纲》的“本根论”中有两章是讲“气论”的。
我有一个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在西方哲学中的唯物论虽也有多种多样，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哲学如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都
有重要的唯物论哲学家。
但中国的“气论”却是和西方唯物论的一种不同的特殊的“唯物论”。
在“中国哲学”中的“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生生不息的有机体。
因而，张先生指出张载的“气论”可以说是“唯气的根本论之大成者”，并对此作出了多方面的分析
。
就此，我想也许“中国哲学”不一定都要按照西方哲学模式来把中国哲学的不同派别都分“唯心论”
或“唯物论”，而也可以考虑用“仁学”、“理学”、“心学”、“气学”等等来考察中国哲学派别
分野。
    张先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表现了一种为人师表的风范。
我常常想到，张载《西铭》中的两段：一段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先生正是一位有着广
阔“爱人”、“爱物”大胸怀的哲人。
另一段是：“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人生在世必须尽伦尽职，也就是说对社会人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平静安宁地离开人世时，将
是无愧于心的。
张先生的一生虽历经不少苦难，但他始终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即古代的君子儒)的高尚人格。
    我们纪念张先生就是要很好地学习、继承他为我们树立的做人做事的风范。
    200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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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传统的演进通常是在承前中启后、在返本中开新，亦即所谓“薪火相传”。
这部文集是以“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会议的论文为基础而编成的，内容主要由回忆张
岱年先生生平事迹的随笔部分和学术论文两部分构成，它既反映了研究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和生平的
新成果，也反映了中国哲学+些领域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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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号宇同，原籍河北献县，世界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
师。
张先生于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任私立中国大学讲师、副教授，清
华大学副教授、教授。
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1980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著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
，以及《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等“天人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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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周年而作
学习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与品格
张岱年先生论“和谐
张岱年先生“兼和”思想研究
——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文化哲学研究的伟大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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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从1978年6月起做张先生的学生，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不可能一次全部写出来。
所以张先生去世后，我写了《张岱年先生与我的求学时代》，其中回忆了我在念研究生和博士生期间
跟张先生的个人交往，因为当学生的这一时期是我跟张先生往来最频繁的时期，也最值得回忆。
1986年我出国访学，1988年返国，然后从北太平庄搬住城里，离学校渐行渐远；1989年小孩开始上学
，每天早中晚都要接送小孩，所以我到学校的时间大大减少。
又因为常常出国，所以到张先生家的次数，比起80年代当学生的时候，也明显少了。
当然，这种减少也是正常的，因为随着我们自己由学生变成老师，随着学问的成长，学术上面的许多
问题我们可以经过自己的研究来解决，不必像初学时碰到问题就问老师，或写了文章就请老师阅改。
反而，我们自己要逐渐多花一些时间回答学生的问题，阅改学生的文章。
同时，由于科研和教学工作繁重，时间总是不够用。
于是，除了在开会的场合跟张先生见面外，一年里头，去张先生家不过三两次。
当然，张先生有事会给我写信。
现就有关张先生和我的个人交往，再写一些回忆。
 “戒穿凿，也要戒肤浅” 1979年夏“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结束，大家交了作业后，张先生召集我们
十个同学一起谈话。
他对每个人的作业都作了简要的评点，其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上来先评李中华的作业
，说“李中华同志很会写文章”。
在这次谈话的前一堂课，张先生把我考研究生前寄给他的文章还给了我。
1980年6月12日张先生就大家的论文选题召集大家谈过一次话，讲了做学问的一些方法。
这次谈话我留有简要记录，记录了主要的意思，他说： 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此可谓好学也矣
，这是子夏的话，顾炎武因有《日知录》，做学问也要这样。
 作论文，对重要问题要有新见解，选择题目，要考虑客观需要、主观水平，再三考虑，做出选择。
 作学术工作，应当学有中心，一专多能，荀子《解蔽》说“未有两而能精者也”。
代表著作要细读，才能事半功倍。
 也要注意学术界的争论问题，看看《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各种学报。
班固说“司马可谓勤矣”，勤还是重要的。
要常写文章。
 写论文要谨严，没有充分根据不下结论，结论不超过材料证明的限度。
戒穿凿，也要戒肤浅。
 关于修养问题，从前儒家讲修心养性，老子讲修道养寿，修即是改，养即是培新，提高精神境界还是
重要的。
陶渊明的诗“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望云惭高鸟，临水羡游鱼”，唐裴行俭“先器识后文艺
”，这些古人的境界都很高。
子张“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
，这都要注意。
以上是我的简单记录，这个记录我是在张先生去世后才发现。
张先生这次谈话是讲写论文和做学问的方法，但其中还说：“新实在论说‘客体实在，共相也实在’
。
”为什么扯到新实在论，已经记不起了。
张先生习惯说“谨严”，少说“严谨”，他曾经在课上对我们说，他自己治学的特点就是“比较谨严
”。
从张先生的这次谈话也可看出张先生主张的治学方法，这就是“好学”和“谨严”，也就是张先生常
讲的，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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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尽管在哲学越来越专门化的过程中，人们所从事的哲学领域同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信仰之间的关系变
得越来越疏远，这使我们很难想象，再会出现古希腊苏格拉底或东周时代孔子那样的把哲学同他们的
生活和信仰统一起来的哲学家了。
但即使是这样，在从事中国哲学或广义的哲学、史学、文学等各种学术共同体中，人们仍然常常把“
为学”和“为人”、“做学问”和“做人”两方面的一同升华作为心向往之的目标。
同其他的话语一样，这句话同样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但我敢说，张岱年先生在为学和为人两方面都令人敬仰。
作为张先生的弟子之一，我对先生的风范也略有感受。
曾承蒙张先生之大公子张尊操先生和诸位师友的厚爱，在张先生的骨函安放天寿园的仪式上(2005年10
月)，我诵读了《祭岱年张先生文》，其中称颂先生云：    如先生之享九五之仁寿者，盖已稀矣。
然吾辈仍嘘欷、嗟叹而情不自禁者，岂非痛失先生亲临祝贺盛会之机缘、而先生亦抱憾而别哉？
国家多难，人生不济。
先生时运多乖而终不可掩者，端赖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之浩气。
板桥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可谓先生之写照。
    穷则善其身，潜默而思大道；达则善天下，言传而著华章。
先生困踬，厥有“大纲”；期于邦兴，乃有“六论”。
晚岁争时光，笔耕尤为勤；陋室写新篇，综合而创新。
    好学而深湛之思，先生治学之法门；儒雅而君子之风，先生为人之境界。
先生之智，大智也；先生之仁，大仁也；先生之勇，大勇也。
大智，故道通天地，学贯古今中西而不惑；大仁，故悲天悯人，厚德载物而不忧；大勇，故忍辱负重
，寡怨从命，直行其道而不惧。
呜呼，先生之逝也！
    欲言而词穷，欲述而文拙。
志道立言，驰播一纪之弘声，创哲学和文化之典式，垂恒久之盛业，可为先生颂矣；据德从善，操守
百年之独行，树人格和精神之风范，建不朽之表仪，可为先生赞矣。
    高山仰，景行行。
弟子不敏，然心向往之。
先生之愿，乃吾辈之愿；先生之念，乃吾辈之念。
斯文薪传，前哲后哲一脉承；大德川流，希圣希贤代有人。
      为纪念这位我们十分敬仰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泰斗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扩展对张先生
哲学思想的研究，光大张先生的风范和精神，助推我国哲学和文化的新发展，2009年5月，北京大学哲
学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孑L子学会和张岱年
学术研究会等单位和机构共同主办，在北京达园宾馆隆重地召开了“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
术研讨会”。
光临盛会的各位先生、同仁和同道在“张岱年先生与中国哲学”这一主题之下，就“张岱年先生的哲
学和文化思想”、“张岱年先生的哲学研究”、“哲学家思想与生命”、“百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反思
”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并从各个方面回顾了张先生的治学和人格境界。
这本纪念文集就是这次盛会所收论文的结集，内容包括回忆张岱年先生生平事迹的随笔部分和学术论
文部分，既展现了研究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和学术的新成果，也展现了对中国哲学一些问题的新认识
。
题名为“学思之境，人格魅力”，旨在反映张先生在为学和为人两方面的大家风范。
    由我来主编这本文集，我深感荣幸。
对北大哲学系王博主任鼎力支持这部文集的出版，对张尊操夫妇对这部文集的关心，对北大哲学系李
少华女士、博士后匡钊等的费心联络，对北京大学出版社田炜女士的辛苦编辑，我深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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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中江    2012年1月2日于北京集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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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强不息，厚德载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言有物而行有恒。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思之境  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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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