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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发达的自然科学。
也需要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一方面要全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学术文化
的大发展，思考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如何继续对世界作出精神贡献。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当历史的尘埃消散以后，能够使我们名垂青史的，不是政治上的胜利，不是
战争的胜利，而是对人类精神的贡献。
回首人类文明发展史，无论是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所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其凝聚的精神力量和散
发的精神魅力，形成一座座历史标志性东西，永远矗立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为全人类所共有。
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属于民族精神素质存有残障的民族，是不可能攀登上科学的高峰的，也是
不可能成为世界历史舞台主角的。
从历史和现实看，学术期刊是学术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重要链条和平台。
陈独秀在创办杂志的前一年，曾豪气干云地对朋友说过，“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新青年》杂志在五四时期对青年所产生的影响，对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作用，学界有高度的评价。
这是一个典型例证。
办好学术期刊，推动学术繁荣，起关键作用的当然是期刊的主编。
一本学术刊物办好了，就等于举起了一面学术的大旗，可以团结一批学人。
它在倡导一种理念，推动一种思潮，鼓励一种学风。
谁是举旗人？
毫无疑问就是期刊主编。
主编是刊物的主攻手，他应爱岗敬业，乐于奉献，躬行践履方面一点都不能少。
主编又是刊物的舵手，刊物的灵魂。
主编的学识、胸襟、眼光和对工作爱之、好之、乐之的思想境界，作者能看到，读者能感受到，同行
编辑能体会到。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讲过，当好一个编辑不见得比当好一个教授容易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更
困难些。
我常想，教授讲课讲砸了，愧对的是二三十个、四五十个学生，编辑如果编发了不好的稿件，或工作
中出了差错，受影响的则是千千万万的读者。
所以，对编辑的素质要求是，眼光和学识要博大如海，对文字的推敲校核又须心细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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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记录大师心迹的作品。
本书编者历四年之功，采访了学界诸多泰斗级人物，其中包括哲学名家朱伯崑教授、陈来教授、庞朴
教授、周辅成教授，杜维明教授，历史学名家李学勤教授，林甘泉研究员、熊铁基教授，文学名家陈
平原教授红学名，家周汝昌研究员，社会学名家丁学良教授数学名家林群院士，生物化学名家邹承鲁
院士，天文学名家王绶琯院士，科学史名家席泽宗院士环境化学名家王文兴院士等。
本书共收入长篇访谈录16篇，学术名家详细简介16篇，研究名家学术思想及成果等文章25篇。
本书可以让我们走进这些学界名人的内心，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并全面认识他们的学术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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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韩锁，1952年生，河北武安人。
研究生学历。
邯郸学院党委书记。
到任以来，完成了学院四校合并，新校区迁建，专升本，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这
是学院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在从事领导工作的同时，潜心钻研教育理论特别是高等教育理论。
撰写的《城区经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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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哲学史》的贡献　论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观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陈来教授　著名哲学家
陈来先生访谈录　新时期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陈来宋明理学研究介述  　“以哲学家的写法作古
史的研究”——陈来先生儒学及诸子学思想史前史研究述略　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记陈来先生的
现代中国哲学研究　庞朴先生　著名哲学思想家庞朴先生访谈录　庞朴先生的学术贡献　中国文化密
码的现代解读——庞朴先生“一分为三”思想述略　周辅成教授　伦理学大师周辅成先生访谈录　周
辅成先生人学思想管窥　周辅成伦理思想摄义　杜维明教授　新人文与新启蒙——访美国哈佛大学教
授杜维明院士  李学勤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访谈录——早期特殊的读书治学经历（少年
—1954）  追寻中国古代文明的踪迹——师从李学勤先生读书记      李学勤先生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古
史研究的当前趋向  林甘泉先生  著名历史学家林甘泉先生访谈录  林甘泉先生的学术经历及治学特点  
熊铁基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熊铁基先生访谈录  熊铁基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熊铁基先生与老庄学研究  陈
平原教授  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访谈录  鲜活的历史与有趣的学问——读《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当局
者的敏锐与旁观者的智慧——读《当代中国人文观察》  从文人与文事到文心与文脉　陈平原老师印
象　周汝昌先生　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访谈录　周汝昌与红学论争　《石头记会真》校勘纪　丁学良
博士　著名学者丁学良先生访谈录　对快速融人世界的中国的建言——丁学良公共管理思想研究自然
科学名家　林群院士　数学的方法、基础和继承——访数学家林群院士　邹承鲁院士　邹承鲁：大学
应重视最基础的课程　邹承鲁院士的学术贡献　王绶瑁院士　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院士访谈录　诺贝
尔科学奖离我们有多近？
　席泽宗院士　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访谈录　学者声名垂宇宙——席泽宗院士其人其事　王文兴
院士　著名环境化学家王文兴院士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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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科学名家哲学大师朱伯崑先生访谈录康香阁康香阁：朱先生，您从事哲学研究已近60年，这已成
为您生命中的一部分，请谈谈您对哲学的理解，例如什么是哲学？
朱伯岜：古希腊就有哲学，西方哲学史各家对哲学的概念理解也不一样。
我认为哲学的范畴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各个时代对哲学的理解不一样，哲学概念内涵是随着各个时代
的发展而不同。
就西方而言，什么是哲学？
philosophy说的就是爱智，是对智慧的爱，是智慧之学。
那个时候，智慧之学这个范围很广，不是指很具体的某个学科，总的讲是提高人的智慧，鉴别能力，
这个叫爱智。
但是，爱智的“智”是什么，各家理解也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照我的理解，有最大包容性的是古希腊说的“关于智慧的学问”，就是“爱智慧”。
古代中国的“哲”字就是智慧的意思，但没有“哲学”这个词，只有“哲人”，孔子就是哲人，也就
是智者的意思。
如此说来，中西方对“哲”这个字的意思还能达成一致看法。
当然另一个问题即智慧是什么内容，各家说法又不一样了。
什么是哲学？
我的理解是：哲学是一个时代的人对世界观的一个总的看法。
康香阁：“对智慧的爱”，意思是说哲学有很大的包容性吗？
朱伯岜：不是。
哲学也不能包容一切，那不成了大杂烩啦。
用现在的话来说，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是对整个世界有一个总的看法，是和具体的学科有区别的。
比如，对人生的看法或者对社会的看法就分门别类地属于各学科了。
古代哲学是什么都放在一起，后来这些学科都分出去了，比如，文学、艺术、心理学、伦理学等，现
在只剩下一个总的看法。
所以，只说哲学的内容是智慧还不够，哲学不能包容一切。
一般来说，哲学就是对周围世界观一个总的看法，这是哲学的理论和对象，我过去是这个意见，现在
也还是这个意见。
从思维方式来说，哲学对各学科有启发作用和指导作用。
各门学科形成后，哲学对它有反思的作用。
只是不能代替具体科学，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康香阁：您一直做中国哲学，您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和特色在什么地方？
朱伯岜：我的想法是，每一个民族理论思维上有共性，也有它的特性。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哲学没有理论思维，都是“感觉主义”，这个不对。
没有理论思维就谈不上哲学，各个民族的智者可以成为哲学家，首先一点是他有理论思维的成果。
每个民族因为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所以思维又有他的特征。
有的民族的思维突出某一方面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演绎和归纳，有的民族偏重归纳法，有的却偏重演
绎法，只是不能说某个民族没有演绎思维或者归纳思维，没有的话那叫什么哲学呢？
再以辩证思维为例，每一个民族的辩证思维不能完全一样，各有特征，偏重的也不一样。
西方人的辩证思维是对立面和斗争，他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先斗争，斗胜的一方成为主导，负的一方
被淘汰，这是创立对立面。
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一样，他讲对立，有斗争，但也讲对立面有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一面。
西方人不是不知道依存和互补，但他的重点不在这方面。
中国人的这种思维受《易传》的影响，强调相互依存、相互转换，阴阳互补。
阴阳互补是中国辩证思维的一个特征。
因此西方人解决矛盾的方式就是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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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是这样，整个西方都是这个思维。
美国小布什上台后一系列政策就是对抗思维，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发展的结果就是单边主义，是对
抗思维的结果，不管对方。
中国人讲互补，比如说在国际关系上就用多边主义。
多边互补、互动是维持一个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基本思路。
但我们也不是否定对抗，对抗只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必要时给予抗争是没问题的，但目的是追求
更高层次的和谐互补，这样人类才能共存共荣，而西方把抗争当成目的了。
至于为什么每个民族都会各有偏重，原因是生活环境不一样。
中国理论强调互补互助，这和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有关，中国以农立国，天时地利人和，要达到一个
和谐，五谷才能丰收。
从这方面就看重了互补。
一个民族的思维是和它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它赖以生存的环境有关系。
康香阁：冯友兰先生说过哲学的功用有两个，一是锻炼人的理论思维，另一个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朱伯岜：境界是人生修养、人生态度问题。
境界主要来自禅宗那些生活境界，比如禅宗追求“空”的境界。
一个人把事物都看空了，有这种境界，什么意思，就是到了这种境界后“不着念”，一个念头不能着
在上面，着在上面就烦恼了，你不着就能得到解脱。
比如说你吃肉，吃好的，觉得真香真香，天天想这个香，万一有一天吃不着肉就会苦恼，这就不行。
你可以享受它，但不应着念它，这就是禅宗讲的空。
不着念就是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就是在生活中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解脱。
康香阁：您特别注重理论思维这样一个方面，精神境界您谈得不多。
朱伯岜：对，我是注重理论思维方面。
关于精神境界问题我谈得不多，因为我觉得那是属于个人修养问题。
境界从个人受用、解脱，可以用。
宗教实际也是给一个境界，不过他是寄托在上帝，你碰到什么困难，有苦恼了，念叨念叨，求上帝宽
恕，心里就安静下来了，这个苦恼暂时得到缓和。
中国近代讲哲学讲“境界说”基本属于陆王心学，陆王心学就是搞一个境界，属于个人修养问题。
这一方面，我写了一本《先秦伦理学概论》，本来想继续写下去。
后来也没有兴趣了，因为写来写去都是道德修养问题。
道德问题各个民族都不一样，它没有普遍性。
中国儒家这一套就推广不到基督教徒那儿去，或者阿拉伯世界去，他们早有一套。
你很难接轨，自己享受可以。
理论思维不一样，理论思维你搞好了其他民族也可以用。
康香阁：《易学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巨著，毋庸讳言，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公认这部著作
是20世纪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易学作为研究的主要领域？
朱伯岜：我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大概是197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第一期，我有一篇论文《王夫
之论本体和现象》，讨论了本体论现象，王夫之是一个大家，易学对他的本体论影响很大，这样我从
这篇文章得到启发，想研究这个体系。
另一个启发是与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中国哲学史论》有关，著作里提到一些重要的哲学家，如王弼、
程颐，没有提他们的易学。
我与冯先生讨论了几次，我问他王和程的哲学范畴都是从《易传》里来的，为什么不提它？
冯先生认为我说得对，但冯先生说《周易》有一套术语，有一套概念，把它弄清楚要花很大的工夫，
太复杂，一般讲哲学史，就从中提出一两个范畴加以论述就行了。
冯先生并不是不知道王和程的哲学是依赖《周易》，只是没有专门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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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这两方面引起了我对易学的兴趣，兴趣还是重要的。
我研究后又发现，易学的确很重要，关乎到中国哲学的根儿。
过去讲中国哲学史、宇宙论和本体论这个题，都是脱离易学发展来讲的，这不行。
还有《太极》怎么成为中国哲学史的范畴？
与《周易》有关。
所以我就想研究《周易》的体系问题。
康香阁：《易学哲学史》中文第四版快出版了，这部近150万字的著作是您花了近10年工夫写成的，历
代也有很多人研究易学，您这套书与他们有什么不同，您最大的体会的是什么？
朱伯岜：与以前相比，这套书不同点一是从哲学角度，另一个是历史的角度，即经传分开。
《周易》经过几千年注，注的注，搞不清楚了，而且他们注释《周易》都是经传一体，没有把《周易
》本身那些内容搞清楚。
我这套书有突破的是，经传学分开，没有混为一谈，要不经也说不清楚，传也说不清楚。
不过经传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
体会应该是对传统重要经典的研究方法。
我是从《周易》来研究中国哲学发展，我这个思路可以研究其他各家。
比如道家《老子》，把他们的发展理清楚了，就是研究中国哲学重要的一部分。
这种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历代各家的诠释，看经典的发展，这样对于研究中国哲学还是相当必要的。
康香阁：您对未来易学有什么展望和期望？
朱伯岜：现在还从哪方面来研究？
我现在办易学研究院，就是想把易学和科学联系起来，如果我有一套西方的科学思维和传统的科技知
识的话，我的研究可以更丰富，不过现在来不及了，只有找国内科学史权威董光璧教授来一块儿做。
现在说中国东西多么好，多么伟大，外国人不信。
传统的东西要有价值的话，还是要和现代的人文精神和科学思维相结合，中国传统的东西才有价值，
才有生命力，我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关键。
比如说中国科技观有一个特点：无论如何发展，为人类造福的科学就有价值，否则就没有价值，和西
方工具主义不一样。
从工具理性来讲原子弹可以造，克隆人也可以做，但中国传统的科技观就反对发明出来毁灭自己的东
西。
至于具体到哪个点有突破，让中国哲学仍然有广阔的天地，我还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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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术名家访谈录》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这是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哲学名家朱伯昆、陈来、庞朴、周辅成、杜维明，历史学名家李学勤、
林甘泉、熊铁基，文学名家陈平原，红学名家周汝昌，社会学名家丁学良，还有数学名家林群、生物
化学名家邹承鲁、天文学名家王绶瑁、科学史名家席泽宗、环境化学名家王文兴；大师们娓娓道来，
正所谓宣秉铎之声，铸弘人之道，严楔其学，苍柏其人，展现出一派与众不同的功力和气象。
庄子云：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夫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名家的思想熏陶我们，名家的治学启示我们。
让我们重读大师，感悟他们何以能在学术上破浪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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