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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经历了动荡的20世纪初期，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
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
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  《汉唐
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  《宗教大词典》、  《中国道教史》、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
分)、  《中华大典》等学术著作为他赢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广泛的敬意。
他同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他在学
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风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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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字义之，山东平原人。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
师从汤用彤、贺麟。
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
、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
1964年，负责筹建闼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
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尉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
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同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
教史》、《宗教渊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
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巾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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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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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书中自有天地    火热的高中生活　第三节  大学时代    北大哲学系　第四节　西南联大    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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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在路上第一节 小学时代多思的童年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原名任又之，1916年4月15日出生在山
东平原县的一个军官家庭。
任家虽非冠盖交接之族，也是富裕殷实之家。
自明朝以来，任家祖辈都是读书人，诗礼相传，家风颇佳，家教优良，读书都卓有成就。
任继愈的父亲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刘峙、顾祝同等皆为同班或同级同学。
后衔至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
尽管资格很老，但因他为人耿直，不屑吹吹拍拍，所以官也没做太大，官运没有亨通，最后在参议员
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任继愈的母亲本分、正直、善良，她常常教育孩子们不要有贪图享乐、坐享其成的思想。
细雨润万物，多情而无声。
可以说，母亲的早期教育深深地影响了任继愈。
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任继愈从四岁起入私塾识字，后来私塾换为小学。
“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老师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希望这
个学生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任继愈日后“走偏了道”，并未能让老师的愿望得到实现，也未能继承韩愈老夫
子的“衣钵”。
任家是一个大家族，四代同堂，有“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
家庭里头，表面上是和和气气，内心其实是勾心斗角；看起来是很统一，其实内部很不和睦。
几十口人在一起，利害关系很难统一起来。
下面一段话是任继愈对自己童年往事的回忆：我对巴金的《家》很有同感，就是那个样子。
在封建大家庭里，财产是共同的，收入都交公，没有私人财产，然后统一分配。
这种平均分配很不公平，好的坏的、勤的懒的都一个样！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就是个例子，亲近她的，待遇就好些，反之就差些，还要受歧视，这就不公平
，就会有很多私弊的地方。
封建家庭的突出特点就是封建家长制，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不能反驳，婚姻不能自主，等等。
我的父亲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很受气，于是就离开这个家，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这也是我们世代书
香的任家出的第一个行伍之士，但父亲仍然很喜欢读书。
由于热衷行伍而勇敢地走出封建大家庭的任继愈的父亲，不仅使他自己摆脱了太多的束缚，同时也给
他的小家带来了自由。
这样的前提下，小时候的任继愈就很幸运地吸收到了来自外界的“自由空气”。
在“自由”的呵护下，任继愈“茁壮”地长大。
后来，任继愈的两个弟弟也都成了学者，一个曾在首都经贸大学当教授，一个是工程院院士。
任继愈进私塾学认字以后，自由的家庭氛围使他思想开阔，无拘无束，凡事总喜欢刨根问底。
有这样的一件事，可作为任继愈打小就喜欢问问题的佐证。
有一次，小小的任继愈忽然看到一种小东西，这种小东西引起了他的兴趣。
方砖上，一个蚂蚁在爬着，它爬得很慢，似乎在边爬边思考的样子，又像是边跑边等谁。
任继愈在焦急地等待着，试图看看小蚂蚁要到什么地方去。
时间过得真慢——爬着爬着，任继愈开始为这小家伙担心起来，因为它拐向了冲下的路——它头朝下
爬起来！
任继愈担心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怕小蚂蚁一不小心掉下来会摔个粉身碎骨，和它小得可怜的身体比起
来，方砖多么大呀，距地面多么高呀！
二是怕小蚂蚁头晕。
他知道自己如果头朝下的话，一定会头晕的。
一旦小蚂蚁头晕，最后的结局同样必然是摔个粉身碎骨。
于是，他赶忙拉来了母亲，让母亲和他一起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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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蚂蚁会头晕吗？
”任继愈用小手牵着母亲的大手问，他的声音里透着浓浓的童真的担忧。
“不会的。
”母亲有点好笑，但还是耐心地回答心爱的儿子。
“那，我为什么头朝下的时候会头晕呢？
”任继愈忽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
“傻孩子，因为它是蚂蚁，你不是蚂蚁呀！
”母亲觉得自己的回答很巧妙：既掩饰了自己不明其理的尴尬，又“解答”了儿子的疑问。
可母亲没想到的是，她的回答让任继愈更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小家伙是蚂蚁而自己不是蚂蚁呢？
为什么蚂蚁头朝下就不会头晕而自己就会头晕呢？
母亲是不是也不知道呀？
任继愈不再往下追问了，因为他从小就是懂事的。
从那时起，每每遇到连父母都不能解答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别人不感兴趣的问题时，任继愈便到书中
去找答案。
事实上，书里神奇无比的那个世界已经深深地吸引了他。
孩童时代，任继愈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并且不满足于一个简单的答案。
这就已经显示了任继愈长大能够成为一个哲学大家的天赋。
因为哲学的特性恰恰在于寻根问底，就是要求你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
比如“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社会发展到哪里去？
”等抽象的问题，如果没有刨根问底的精神，作为一个孩子，是绝不会想到的，更不会设法去探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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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雨是最多情的，直到今天晚上我才真地相信了。
正值盛夏，白天正酷热袭人，到了晚上，雨就忽然落下来了！
窗上的雨篷发出清脆的响声，起先以为是谁家空调室外机滴下的水，但接着就忽然意识到——下雨了
！
手机没有收到过要下雨的短信呀，或者由于不知在忙些什么而没有看到？
对于这次不期而至的下雨我颇感意外。
雨篷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
我走过去，靠近窗台。
窗缝里竟然已透进来不少雨，把屋里的地面都浸湿了！
心情本来就不好的我，此刻更加沉重。
屋里有些闷，一如我的心情。
虽然外面在下雨，但原本蒸笼一般的屋内并没有稍微降温。
索性，我打开了窗子，“哗”的一声，雨的呼喊便豪不客气地欺身进屋，没有同我打任何招呼，就一
下子武断地充满了我已然显得拥挤的斗室，主人一般。
没有风。
雨道几乎是垂直落下来的，这又让我有勇气长久地立在窗前。
窗外，是一条街道，交通颇为繁忙，车似乎是无声的，在昏黄的路灯下，默默地流过，只亮着近光的
车灯。
仔细看去，车的雨刮器都调了最高档。
行人，被雨驱赶着，匆匆忙忙地赶路，雨打在他们的身上，衣服紧贴在身体上，我可以想见，他们的
身体是冷的。
女士们的刘海被雨淋湿，垂了下来，脸想必也沾满了混合着灰尘的水，但她们顾不得擦，似乎在赶赴
一个急切的约会。
有人挤在路边超市的檐下避雨。
没人说笑。
有伞的行人则慢了许多，步履既像从容，又像艰难。
有伞罩着，看不清伞下人的表情，只见伞在路灯下慢慢飘着，寂寞着。
我拿出手机，想留下一些雨中的景致，但无意间看到了有4条未读短信的提示，不知何时，它们已安
静而幽怨地蜷缩于收件箱里。
打开，阅读，我大吃一惊——我知道雨这么突然，又这么大的缘由了！
一条是：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
生因病于今天凌晨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面是任继愈先生的照片：黑色西服，斜纹领带，一丝不苟。
目光平和，笑容安详，视之亲切。
另一条：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季羡林教授，因心脏病发作，医治无效，于今天上午9时在北京301医院
辞世，享年九十八岁。
后面是一张季羡林教授含笑的照片，清癯的面容，笑得很慈祥。
另两条——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设在国图的任继愈灵堂送来了花圈花篮，国
图工作人员和来自全国各地图书馆的代表、各党政机构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任老。
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季羡林灵堂送来了花圈花篮，今天起，北大灵堂接受师
生和社会公众的吊唁，送别这位终生治学、德学双馨的慈祥老人。
每条后面照例是照片：庄严肃穆的灵堂，素白的花圈花篮，垂挂的挽幛，醒目的挽联。
想想时间，今天是2009年7月11日。
于是，深怪自己的迟钝，竟然忘了看如此重要的短信。
俗务繁缛，像我一般的人想必不在少数，他们在匆忙奔向生计的源泉之时，想必也如我一般忽略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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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忽略的事情。
我愈发明白雨的心意了。
《人民日报》7月13日用整版篇幅就任继愈、季羡林同日辞世写了一篇综述《让大师的智慧照亮未来》
，表达人们同敬两位大师的心声。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半个多世纪前，臧克家曾以诗歌道破生命的真谛。
今天，两位大儒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襟怀与器识，再次
印证了生命的力量和价值。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今天，任继愈、季羡林这两盏燃烧了九十多年的油灯终于耗尽了最后一滴膏油，顽强燃烧到最后一息
。
让我们从大师们手中接过余热尚存的灯盏，注入新的热血和信仰，点燃起新的光焰，照亮我们的社会
，照亮我们的心灵，照亮我们的未来！
大师逝去，就连他们清癯的背影也渐行渐远渐淡。
但大师的精神永远长存！
任继愈，以“继承韩愈”为初始坐标，以学术为国为人生良心，宠辱不惊，名利不计，恪守不辍，矢
志不渝。
他以他的治学态度为我们树立了高标，以他的劭美品德为我们确立了典范。
如今，大师逝矣，举国同伤。
他繁富的声誉之前，寂寞的身影之后，让我们将何以堪？
季羡林，一个遥远而亲近的名字，一个陌生却熟悉的大家。
在他漫长的有生之年，不惟致力于学术的研究，写出大量优美而真挚的散文，还笃守真、忍准则，以
博爱宽恕为襟怀，以善良诚悃为秉性，终身践行，不曾或忘。
曾几何时，他的邻家爷爷一样的行为还在被我们故事一样笑着挂在唇边，如今，就真地变成遥不可及
的梦境了。
他们是才华横溢的俊才，是风度翩翩的学者，是笔耕不辍的文化旗手，是高举道德大纛的领路人。
他们的辞世，如何不令天地动容，草木含悲！
雨是最多情的。
明白自己为何心情沉重的同时，我信了这句话。
雨还在下，越下越大。
但我的耳畔，雨篷的喧哗似乎已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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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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