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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怀着由衷的崇敬，终于在2011年初，中国农历辛丑年新春来临之际，撰写完成了中国著名哲学史家、
哲学家汤一介先生的传记《汤一介传》。
今年是汤一介先生的84岁诞辰，谨以此书对汤一介先生表示庆贺！
作为中国一代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经历了童年时期举家迁移、辗转漂泊的战争年代，度过孜孜不
倦求学的青年时期后，又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而沉寂的岁月。
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汤一介先生终于焕发出学术的青春，并成为对中国当代哲学作出卓越贡
献的一代哲学家。
本书即以“长江岸边黄梅县的汤氏家族”为引言，从汤一介的太祖父正谊公开始，简要介绍汤氏家史
后，全面讲述了中国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汤一介从出生到童年、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在哲学研究
的道路上，其承续家风的成长及生活与学思历程。
汤一介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
，后执教北京大学，并任北大副校长，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一代国学大师。
受家庭和父亲的影响，汤一介虽度过了一个“调皮淘气”又“快乐无忧”的童年，走过了“充满幻想
”与近乎“离经叛道”并“经历了战争动乱”的中学岁月，但受“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家风影响颇
深的汤一介，仍自中学时期即开始自觉大量阅读中外小说等文学作品及有关哲学、宗教、历史的书籍
，这让他不仅理解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更让他由文学理论、美学而渐人哲学、历史以及宗教的学习
，并为实现“哲学家”的梦想而勤奋努力。
进入北大哲学系后，汤一介的读书范围愈加广泛，读书愈加刻苦。
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及父亲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在把兴趣投人到西方哲
学的同时，汤一介又选学了包括朱光潜的“英诗”，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等大量外系的课。
在学习了胡世华的“数理逻辑”、  “演绎科学方法论”及其父汤用彤先生的两门近代西方哲学课程
后，他更深刻地体会到思维工具的重要性和哲学范式与方法论的特别价值。
新中国成立前夕，汤一介已成长为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
他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在1949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汤一介很快投人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中，由于成绩突出，还没有毕业，汤一介就
被留在北京市委党校做教学工作。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从夫人乐黛云被打成右派到“文革”中他本人受冲
击被批斗，汤一介也经历了坎坷和磨难。
终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汤一介开始焕发出学术活力。
他先后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在非有非无之间》等多部著作
；主编了《中国文化书院文库》、《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等大型丛书；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深
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参加诸多国际大型学术会议和文化活动，为中外哲学交流积极奔走贡
献力量。
2003年，76岁的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首席科学家，总编纂。
对于这项预计需耗时十六年（现在看得几十年）、集录中国历代儒家思想文化经典的浩大工程，领头
挂帅的汤一介不仅是最早的倡导者，而且制定了完整的《儒藏》编纂计划。
汤一介认为，这一伟大工程必须由中国人完成，同时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编纂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前和后世都十分必要，特别是对使中国文化成
为世界文明新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儒藏》的编纂工作还在继续，汤一介又制定了10年的研究工作计划，他还在为儒家研究院的工作奔
波，84岁的汤一介仍然在为中国哲学呕心沥血。
北大未名湖畔燕南园的温馨氛围中，有汤一介沉思中对岁月的追寻，记忆中，他永远忘不了的是抚育
自己成长的父母，教导过自己的北大教授，曾经一起成长的“小朋友”⋯⋯他的生活和工作依然斑斓
多彩，不尽的回忆中，有和夫人乐黛云甘苦相随共同走过的岁月，也有走过金婚之旅的“儒道互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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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他为事业有成的子女骄傲，也为子孙成了美国人而心中慨叹。
他为自己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外学术交流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感到幸福。
他即将迎来84周岁，可是他仍然在工作，仍然在忙碌，他的人生交响乐仍然在奏响，他的生命仍然在
熠熠闪光。
《汤一介传》讲述了哲学家汤一介成长和学思的历程，更为中国一代哲学家汤一介的生命与学术事业
书写了一部华彩乐章。
从范畴研究到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的思考和深入分析，从关注建构中国解释学到国际学术交流，从创
办中国文化书院到耄耋之年挑起编纂《儒藏》重担、成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中国当代哲学研究
的道路上，处处留下了汤一介先生坚实的脚印，更让我们看到一代哲学大家生命与学思的闪光。
正如景海峰先生说的那样：“作为年届八旬的老人，汤一介先生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也不以含饴弄孙
为乐，更不以金钱、名誉、地位等为意，而是汲汲遑遑地为中国文化的千秋大业和中华文明的传诸永
世而恪尽一介书生之绵薄微力，兢兢业业地为当代的中国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其志永固，其情可感，
其愿撼天！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首先得到了本书策划编辑刘志宏先生的大力支持和指导，谨在此对刘志宏先
生表示由衷感谢！
另外，为使读者更详尽了解汤一介先生的生活与学术研究历程，除参考大量有关资料外，亦曾多次采
访汤一介先生及其亲属、朋友、同事、学生及身边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大量第一手
真实资料。
谨在此，对汤一介先生和夫人乐黛云先生、女儿汤丹、儿子汤双博士及刘美珍女士表示由衷感谢！
对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雷原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深圳大学
景海峰教授、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宁可教授及北京大学哲学系胡军
教授表示由衷感谢！
李娟娟2011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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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汤一介传》是国学大师汤一介的传记。
汤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和动荡漂泊的中学时代。
上中学时他曾留过级，甚至想过放弃读书，所幸在父亲的鼓励下坚持下来。
后来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北大的岁月不仅给了汤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更让他结识了妻子乐黛云。
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即将迎来钻石婚。

汤先生在满怀深情地对自己的好友和师长进行深切怀念的同时，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治学也进行了深
刻的思考。
他提倡学术自由、全面研究国学，创建“中国解释学”，并且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
问题，使中国哲学在二十一世纪的。
“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
作为中国杰出的哲学家，汤一介先生更希望中国哲学对人类文化和世界哲学做出贡献。

《汤一介传》文风流畅，语言平实自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让读者在行云流水之中感受大师的治学
精神和人格魅力。

 本书由李娟娟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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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娟娟，生于1947年，曾任教师、业务员等工作。
已在《北京晚报》《中国妇女报》《北京纪事》等报纸、杂志之“名家”、“名人专访”等栏目发表
作品近20万字。

主要作品：《张少华：我就是一个爱演戏的老太太》《于洋电影花絮》《陈爱莲：红颜不老的黛玉》
《戴娇倩：爸妈心中的一盏灯》《陶玉玲：从零开始》《中圈围产保健之母》《胡同里的大人物和小
人物》《从豫王坟到中央CBD商务区》《英国勋爵威廉姆》《科尔沁之花》《不该凋零的玫瑰》《协
和巾帼》《石维坚：小角色磨练的大演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汤一介传>>

书籍目录

前言
引言：长江岸边黄梅县的汤氏家族
第一章  平淡而快乐的童年
  一、伟大的母爱
  二、父亲为他取名“一介”
  三、童年时的家
  四、北平东华门的孔德幼儿园
  五、表现“平平”的小学生
  六、对“生”和“死”的发问
第二章  战争年代的中学时光
  一、到云南与父亲团聚
  二、西去延安幻想曲
  三、到重庆南开中学读书
  四、《文拓》在南开中学的“闪光”
  五、战争年代在云南的最后岁月
第三章  在阅读中走入哲学
  一、阅读中国古典哲学的开端
  二、开始感悟“生死”
  三、在阅读中成长
第四章  北大岁月
  一、进入北大先修班
  二、从对政治不感兴趣到参加反美游行
  三、在北大哲学系
  四、彷徨的青年
  五、在北大三院城东沙滩的日子
第五章  寻求通往真理的路
  一、接受马克思主义
  二、真实的生活
  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第六章  难忘的岁月
  一、妻子乐黛云遭受第一次人生冲击
  二、从不与右派妻子划清界限
  三、“学术研究”与“学术讨论”
  四、从“四清”到“文革”
  五、夫妻患难相随
第七章  迎来学术研究的春天
  一、开设“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
  二、完成《郭象与魏晋玄学》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的出版
  四、《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与《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善关问题》
  五、对当代儒学的反思与“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
  六、探索中国解释学
  七、国际间的“文明对话”与“新轴心时代”的展望
  八、国际学术交流之旅
  九、创办中国文化书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汤一介传>>

  十、“学术领袖”的风范
  十一、带头挂帅编纂《儒藏》
  十二、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长的脚步
  十三、儒学研究院的10年规划
  十四、对中国教育的感慨
  十五、反对称自己为大师
第八章  岁月追寻
  一、祖父汤霖雨三公
  二、父亲汤用彤
  三、母亲张敬平
  四、大哥汤一雄和大妹汤一平
  五、难忘的北大老师
  六、东厂胡同大院里的“大孩子”和“小孩子”
  七、与“小孩子”邓可蕴的友谊
第九章  “交响乐”依然在奏响
  一、走过金婚之旅的“儒道互补”
  二、与书结缘之不解情
  三、身兼“数职”的小刘
  四、子孙成了美国人
  五、“交响乐”依然在奏响
后记：《儒藏》编纂工程的最新进展和成果
著作目录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汤一介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伟大的母爱汤一介出生前，他的母亲遭遇了一次黄包车的意外翻车，为了保护腹
中还没有来到人世的孩子，母亲用双手撑在地上，虽然不幸造成了手臂骨折，却幸运地保住了腹中的
胎儿，也让哲学家汤一介在未出生前就享受到了伟大的母爱⋯⋯1926年，是汤用彤教授从美国留学归
来的第4个年头，此时他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
这一年，汤教授的夫人张敬平又怀孕有喜。
在这之前，汤夫人已育有一子汤一雄和一女汤一梅，只可惜，在汤用彤教授留学美国期间，他们的女
儿汤一梅不幸患病在北平早逝。
因而对于喜爱孩子的教授和夫人来说，添丁进口乃是汤家的一件喜事。
于是在汤用彤教授忙于教学工作和汤夫人精心操持家务的日子里，夫妇俩怀着喜悦与期盼的心情，为
一个即将来到人世间的小生命静静等待着。
也许教授和夫人都没有想过，他们这个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会在几十年后像他的父亲一样出色地成
长为长江岸边黄梅县汤氏家族的优秀子孙，也许他们更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会成为中华大地的一代著名
教授和哲学家。
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关怀、照顾这个孩子，让他快乐、幸福地成长。
这个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还不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道路或许就已不那么平坦，而最终把他平
安领到人生道路上的，正是对他献出无私母爱的母亲。
那是在一个白天，已经身怀六甲的汤夫人正坐在黄包车上行进在出门的途中。
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大多有身份的妇女出门时的交通方式一般都是乘坐黄包车，既可平稳代步
又不失身份，尤其对于怀孕的教授夫人来说，应该说是既省力又安全。
只是汤夫人没有想到，她的这一次出行似乎远没有那么顺利。
或许是那一天的黄包车出了毛病，亦或许是当时看似宽敞的道路其实并不平坦，似乎只是前行中瞬间
的那么一刻，汤夫人坐的黄包车就翻倒在地。
黄包车中稳坐的汤夫人虽猝不及防，却很冷静地最先想到要保护自己腹中正在发育成长的胎儿。
情急之下，她用双手撑在了地上，一刹那间，汤夫人感觉到了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与此同时，她却
长长喘了口气，似乎忘记了突然骨折的手臂为她带来的痛苦。
腹中的胎儿安然无恙，汤夫人有惊无险，她把伟大的母爱献给了还没有出世的孩子。
这个被汤夫人不惜以手臂骨折为代价保住了的孩子，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哲学家的汤一介。
这一次黄包车的意外翻车，让遭遇手臂骨折的汤夫人原本就不强壮的身体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1927年1月15日（阴历）汤一介出生后，由于之前的手臂骨折一直恢复得不好，汤夫人始终是体弱多病
，在为了她的儿子献出伟大母爱的那一刻，汤夫人也献出了自己的健康。
汤家因此在汤一介出生不久后即雇用了一个奶妈，以帮助汤夫人共同照顾幼年的汤一介，一直到5岁
。
虽然自幼吃奶妈的乳汁长大，但汤一介一直对母亲怀有深厚的感情。
特别是后来他听母亲说，母亲在怀着他时突然遇到了黄包车翻车，为了保住他，母亲用手撑住地造成
手臂骨折时，心中更是感念母亲把他平安带到这个世界。
对于这些情况，汤一介也曾作过回忆：“听我的母亲说，在她怀着我的时候，有一次坐黄包车时，突
然翻了车。
为了保住我，她用手撑住地，一下使手骨折断。
幸运的是把我保了下来，要不然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了。
”二、父亲为他取名“一介”“一介”的名字包含了父亲对他的希望，汤用彤教授希望他的儿子一生
读书做学问，传承汤氏家族“视读书为本分”的家风。
这个被母亲挺身用手臂骨折为代价幸运保下来的男孩平安降临人世后，成为当年汤家的第二个男孩。
汤用彤教授为他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一介”。
之所以取名“一介”，除了是按黄梅汤氏家族这一代子孙的名字全部为“一”字排序外，更多的或许
还是汤教授对孩子寄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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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书生”对于现在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而对于早在20世纪初就考人清华学堂后又远渡
重洋赴美留学的汤用彤教授来说，似乎更是有意择取“一介书生”的含义而为他的儿子取名“一介”
。
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因此汤教授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一生读书做学问，以
传承汤氏家族的家风。
而汤氏家族的家风就是“视读书为本分”。
幼年的汤一介虽然尚不知父亲对自己寄予传承汤氏家族家风的希望，身体里却天生流淌着爱读书的血
液。
汤一介小时候贪玩淘气、快乐无忧，从不知努力学习。
唯独喜爱读一些古诗，这无疑是继承了汤家以读书为重的家风。
有一天，当汤一介正自己一个人读他喜爱的古诗时被父亲看到了，一向不过问孩子读书和衣食住行，
只是埋头做学问的汤用彤教授似乎知道自己应该对儿子做些什么了。
他回过身来到书房，回来时手中拿着庾信的《哀江南赋》，对汤一介说：“你既然爱读古典，可以读
一读庾信的《哀江南赋》。
”汤一介从此按父亲的要求开始阅读《哀江南赋》，而父亲则要求他的儿子必须把这篇文章熟读。
当汤一介慢慢长大后，遂理解当年父亲要求他熟读《哀江南赋》的良苦用心。
在《哀江南赋》中，大致讲的是一个家族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家族也就衰落了
。
汤用彤要求他的儿子汤一介一定要熟读《哀江南赋》，就是希望汤一介知道：我们汤家是读书人家，
读书是我们汤家人的本分。
汤一介无愧于父亲对他寄予的希望，更无愧于父亲为他取的“一介”之名，因为他不仅非常喜爱读书
，而且喜爱藏书，几十年后，在北京大学的藏书人中可以排名第二，除了季羡林先生外，大概要数汤
一介最多，有三四万册。
远在天国的汤用彤先生若有知，想必一定会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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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汤一介传》已经完成并在校对排版之时，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又传来了最新消息：
《儒藏》（精华编）已正式出版了40册近3000万字，并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向国务
院参事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暨孔子研究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文
化书院暨三智道商国学院同学会等单位赠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藏》（精华编）赠书仪式。
自2003年汤一介挑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儒藏》的编纂与研究”之重担以来
，这是继2010年完成出版《儒藏》（精华编）36册后，《儒藏》编纂工作取得的最新进展和成果。
这无疑离不开海内外几十家学术机构和数百位专家学者几年来的共同努力，离不开汤一介的倾情奉献
和呕心沥血。
2011年3月30日下午3时30分，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儒藏》（精华编）赠书仪式在北
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202会议室隆重举行。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扬河、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兼主任陈进玉、中国人民大
学副校长杨慧林、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曹凤泉、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等出席了此次《儒藏》（
精华编）赠书仪式。
作为《儒藏》总编纂和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汤一介分别向国务院参事室、中国人
民大学国学研究院暨孔子研究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文化书院暨三智道商
国学院同学会等单位赠送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藏》（精华编）部分分册和孔子像。
汤一介同时在捐赠仪式上表示，加强学术文化交流和得到更多对《儒藏》（精华编）的批评、建议和
帮助，是举办这次赠书仪式的希望和目的。
《儒藏》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由中外学者在人文社科领域进行实质性合作的学术文化工程，
正如日本学者岛田谦次所说：“孔子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也是东亚的精神文明。
”中、日、韩、越在学术文化上的合作将有益于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在赠书仪式上，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兼主任陈进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
慧林以及北京大学国学院导师邓小南等分别作了发言，他们在发言中共同表示，热烈祝贺北京大学《
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取得的成果，并将全力支持《儒藏》的编纂和研究工作。
在汤一介的带领下，《儒藏》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
如今，《儒藏》编纂的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
然而未来的道路依然漫长和艰辛，包括收录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400余种、收
录历史上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以汉文撰写的重要儒学文献100余种的《儒藏
》（精华编），还有290册约2亿的文字尚待完成。
而进一步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5000余种，大约15亿字的《儒藏》大全本已经被完整列在计
划中。
汤一介也已步入84周岁，为《儒藏》，他已献出了太多太多。
然而这些都不能阻挡汤一介奋力前行的脚步，他依然在执著地拼搏，依然在前进。
无论是气势磅礴的《儒藏》，还是构建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又具有世界普世价值意义的理论体系，都是
一代国学大师心中永远的热爱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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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汤一介传》作为中国一代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经历了童年时期举家迁移、辗转漂泊的战争年代
，度过孜孜不倦求学的青年时期后，又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而沉寂的岁月。
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汤一介先生终于焕发出学术的青春，并成为对中国当代哲学作出卓越贡
献的一代哲学家。
李娟娟的这本《汤一介传》即以“长江岸边黄梅县的汤氏家族”为引言，从汤一介的太祖父正谊公开
始，简要介绍汤氏家史后，全面讲述了中国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汤一介从出生到童年、小学、中学
、大学以及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其承续家风的成长及生活与学思历程。
他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少年时期受禁书《西行漫记》的影响尝试偷偷去延安，中学时留过级，甚至想
过放弃读书，没有拿到过小学和中学的毕业文凭，甚至大学文凭也是补发的，他为什么选择北大哲学
系，是源于他从小就有一个做哲学家的梦想，对子孙成了美国人，有自己的悲情和思考，他就是《儒
藏》编纂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激授、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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