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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学术的形式纪念一位学界老人的寿辰，无疑是最恰当不过事了。
潘富恩先生是“文革”后复旦大学中哲史学科的核心人物，蜚声海内外、桃李满天下。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编著的《潘富恩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精)》就是由其师友和弟子
辈各选自己的代表之作汇集而成，内容全属中哲史范围，撰写的跨度约近三十年，从某种程度上讲，
可以说她见证了“文革”以后大陆中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其学术价值是母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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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萧老师在给我们上“哲学史方法论”与“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程时，专门向我们推介了
潘老师当时发表的论文与著作。
因此，我们很关注潘老师的研究。
潘老师的学风严谨朴实，不尚空谈，强调原著经典的功夫与哲学分析的能力。
他的代表作《中国哲学论稿》、《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吕祖谦评传》、《范缜评传》、《
程颢、程颐评传》、《潘富恩自集》等，都是我的案头书。
　　潘先生时刻牢记张岱年先生的话：“学中国哲学史，有一条是头等重要的，这就是首先要学会做
人。
”潘老师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师长，是人师！
他把很多时间、精力奉献给了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与他的学生。
这在当前校风学风H见颓败，学术评价机制妨碍了老师们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更显难能可贵。
数十年来，潘先生始终在教学第一线，下工夫开过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中国古代辩证法、中国古
代认识论史、宋明理学及程朱思想专题研究等课程。
这些课程不是随便可以开出来的。
　　据报载，潘老师是复旦大学第一位带外国留学生的老师，至今他的国外留学生中不少人是著名汉
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总统远东政策顾问、远东所所长、全俄汉学研究会理事长季塔连科教
授，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主任钟鸣旦教授，日本新瀉大学常务副校长深泽助雄教授，德国汉学家瞿
开森教授等，都是潘老师的学生。
他真正是桃李满天下！
潘老师先后为国家培养了36位博士。
　　我曾于1997年至1998年间，接受了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的约请，为他们的一个会议提交一
篇报告，题目是《中国大陆地区近五年来（1993-1997）的儒学研究》，全文过三万字，后收入刘述先
先生主编、该所出版的《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中国大陆与台湾篇》一书（2000年）。
在此文中，我不仅介绍了潘老师的研究成果，而且评价了当时出版的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徐洪兴的《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徐仪明的《性理与岐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林宏星（东方朔）的《刘
蕺山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新著，恰好都是他们的博士论文，导师都是潘先生。
我还介绍了虞圣强的博土论文《荀子礼义之学研究》等。
我在本文中数处指出：“这是复旦大学潘富恩先生指导的博士论文”，“作者又是潘富恩先生的弟子
”云云。
1998年上半年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曾在该校该社就“近五年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作
过一场学术报告，还特别提到以上几位的博士论文，指出“潘门多俊彦”，并向杜维明先生谈起过，
得到杜先生的首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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