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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收文章有长有短，内容集中在感戴哺育过我的乡土，怀念教育过我的师长，关怀过我的学
长、我的学校，祝愿我的学友，感谢我的助手这几个方面。
　　我的师长不止这几位，我的学友海内外都有，我的助手也有好几位，有一位可能被暗箭所伤，不
幸短命早逝，将来要另写文章表达我的悼念。
这呈只选取我对他们的著作和为人发表过意见的少数几位。
　　自己在教育界及科学研究领域经历了几十年，得到同志、朋友们的鼓励或支持，也听到一些过分
的赞许。
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即使有一点成就，也不能记在自己的账上。
这不是谦虚，而是实话。
　　我回想起在读小学时，在班上不是拔尖的，有几个同学比我强，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升大学。
进了大学，我在班上也不是成绩最好的。
班上最好的一位同学韩裕文(字质如，山东莱芜县口子镇人)，他为人朴实，哲学理解的悟性、外语、
阅读能力比我强，他译书，铺开稿纸，一边对原书，一边笔译，不必进行改动，即可定稿，我做不到
。
　　我从事哲学研究，毕业后，给贺麟先生当了一年的助教，系统地读了一些书。
后来遇上机会，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学术空气十分浓厚的西南联大近十年。
我感谢这个环境，生活虽清苦，但人事问题少，民主空气较浓，国民党政治干扰少。
我所认识的赵纪彬同志、杨荣国同志，工作岗位经常变动，不遑宁处，自然会影响他们研究的时间，
也耗散了许多精力，我比他们幸运。
　　后来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我负责筹备，如果不是我，而换成别人，在宗教学方面做出的成绩也
许比我强。
　　我一岁时出过天花，未死；三岁时得过白喉，未死；八岁时得过猩红热，未死。
在昆明一次骑自行车，从一个小石桥上摔下去，桥高约一丈，河底为细沙，半干半湿(河内无水，如全
干会摔伤，有水会淹死)，未伤。
这些偶然的遭遇如果有一次过不了关，我这个人就不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中，大有死去的可能，幸未死。
双目先后都得过视网膜脱离，右眼手术失败，左眼手术成功了，如果左眼手术也失败，情况又是一样
。
这也是机会好。
　　总之，个人做出点成绩，主要在大环境，也看机遇，个人的作用微乎其微。
既然生为一个人，就要认真去做一个人，切不可贪天之功，自己膨胀起来，我深感很多成绩是机遇造
成的。
　　活到老，学到老。
活着，就要不失时机地为别人、为未来的社会尽力。
　　任继愈　　199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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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是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自述文章的汇编。
按照出生、童年、少年与青年、求学、生活经历、爱情与婚姻、师友忆往、学术主张等顺序，分类编
辑。
任先生辞世未久，留给世人的自述性文字少之又少。
《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穷搜广辑，终成一册，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以期读者能籍此进
一步了解任先生的学术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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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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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1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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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
1964年，负责筹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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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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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
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
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念旧企新>>

书籍目录

原版前言我的追求(增订版代前言)出生地《平原县志》序我的家庭中小学师长初小老师曾景黄高小老
师夏育轩初中时期的老师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大学抗日战争时期的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课余学术报告会北
大的“老”与“大”大学师长汤用彤先生和他的治学方法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贺麟先生吴宓先生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冯友兰学记》序忆金岳霖先生的一堂教学和两则轶事刘文典
先生闻一多、顾随先生沈兼士、魏建功先生钱穆先生张颐先生郑昕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马
一浮先生艾思奇同志大师云集的时代同学学长谈王叔岷李鲸石《望园三言两语诗文集》序刘禹昌《司
空图(诗品)义证》序陈克明《韩愈诗文系年》序评马学良等彝文《劝善经》译注《印度佛教史》汉译
本序青年学友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序韩敬《法言注》序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序赖永
海《中国佛性论》序方广锔《八一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序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序潘桂
明《智□评传》序金正耀《道教与科学》序悼张跃爱情与婚姻爱情与婚姻助手刘苏同志附：美学与宗
教学术主张关于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意义《道藏提要》序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中国的宗
教与传统文化淡继承中国传统道德问题从“书同文”到“语同音”禅学与儒学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
附录任继愈先生大事年表(1916—2009)编后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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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文化有没有好的方面)也不能说是好的方面，就是作为一种制度，维护它，总有一些规
矩，有些规章。
比方说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它必须让子弟念书。
这是重视教育，是传统。
不要有文盲，念书么，或多或少总要念一点，起码要考个秀才。
在科举时代吧，那是起码的一个要求。
然后就看机会看能力了。
这个⋯⋯是有这么个传统。
家里的人不能是游手好闲之辈，一般封建家庭要避免这个。
游手好闲，这个不行。
一定要有所为，士农工商吧，你不是士，你做个别的都可以。
四民之内总得干一行。
这是旧的传统形成的，你不能说是封建社会的优点。
这是要保证它的制度不垮。
⋯⋯从皇帝到一般家庭都有这个东西(教育)。
皇帝也要教太子，还安排有太子侍读、太傅什么的官员。
(我家的经济状况)还可以。
因为我父亲是个军官，国民党军官。
供我们几个孩子上学没问题。
爷爷以上的都是读书人。
我父亲是保定军校毕业的。
这个班出了不少人才。
蒋介石下边的什么刘峙呀，顾祝同呀，这些人都是他的同班或者同级的同学。
他(父亲)不行啊，他的性格也跟那些人不大一样，跟他们弄不到一起，倒喜欢写写字呀什么的。
这样的人官是做不大的，做个少将就到顶了。
后来么，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安徽打了一仗，打得很苦。
张自忠就是在那里牺牲的嘛。
抗日战争，不能不认真打，大概伤亡过半。
蒋介石就借这个机会，把不是属于自己嫡系部队的番号都给取消了。
至于军官什么的，你就当参议吧。
后来呢，解放以前日子就比较困难了。
自己种种地呀，养个牛呀。
回不了家。
日本鬼子还没走呢。
在西安租了个庙里的地，租了地，有房子，自己盖了几间房子，有块地，种种莱，养了几只奶羊，喂
奶羊，卖羊奶，雇了个小孩送羊奶。
这样嘛，解放以前，咱们地下党都知道他的情况。
虽然他算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知道他的具体情况，解放以后就吸收到民革，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成为民革成员。
大概就是这样。
(他对我)也有些影响。
作风正派这一点，我很尊重他。
再一个他不迁怒，就是在这个地方不痛快，他不会在另一个地方出气。
好的老师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
我的小学是在山东上的，有个小学老师我现在都很怀念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念旧企新>>

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他那种教学方法在现在来说都是很开明的。
比如说，对青少年的一些很容易犯的毛病，他就敢于提出来解决。
比方现在这些中学里面，性教育方面没有，几乎没有师资，不敢接触这些东西。
我的那个小学老师就给讲。
在六七十年以前很不简单，拿到现在也很先进。
再就是，他这个小学老师讲语文哪，讲那些基本训练哪，很认真。
对于字怎么写，他有一个讲法：你写字是为什么，你是表现出来给人看，既是让人看，你就要写规矩
，让人看得懂。
它这个教育我到现在都铭记在心。
我写的字不漂亮，可我注意让人看懂。
我的那个小学老师，他就一再反对那种说假话、吹吹拍拍、风吹两边倒的作风，这些他是看不起的。
正直，正派。
我那时候读《论语》，讲“巧言令色，鲜矣仁”。
讲到“巧言令色”，他就举了好多例子，指出这可耻，最可耻就是这个。
这给人很深的印象。
那时候小孩也不懂。
学校的功课，就学吧。
读经嘛，小学生记性也好，《论语》《孟子》，我就是小学时学的。
都能记得住。
当时山东有个头儿，叫张宗昌，是个大军阀。
他不识字，却很尊敬这些识字的。
看不懂嘛，就觉得莫测高深。
那时教育厅的厅长叫王寿彭。
王寿彭考试是在北京考场，本没什么特殊的。
但那一年正赶上慈禧六十大寿。
开科时，慈禧主持，要点个状元，点谁呢？
一看王寿彭三个字，乐了。
彭祖是高寿的。
王嘛，当然是君主。
她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第一名，竞中了状元。
这个人其实很一般。
他能参加这个状元考试还是不错的。
不过说他第一也未必。
名字起得好，碰巧了。
因为他是状元，状元，国家就一个嘛。
辛亥革命后他就没事情干了。
北洋军阀时代选教育厅长，就把他找去当教育厅长。
他也不懂什么，就提倡读经。
他挺保守的，认为读经是好事，可以抵制一下革命思潮，不容易犯上作乱，也有好处。
我在山东，整个山东都在提倡读经，小学读《论语》《孟子》，先读《论语》，然后读《孟子》。
当时还有别的课程，不是光读经，不像清朝的，没有新学以前的那个读经，以为一切都在经里头了，
那就不行。
我们那时还有数理化，也有英语。
(读经)这不是惟一的，只不过有这么一课，因此，我想这就没有什么坏处。
外国学生也念《圣经》嘛，他们没有不会背《圣经》的。
对小孩来说没什么负担，不会增加什么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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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效果不大。
只不过是碰巧了，我是搞哲学的，就接上了。
我要是搞工程或搞什么其他的就不一定能用上。
(我身上)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嘛，知道与不知道还是不一样的。
至于究竟起多大作用么，那因人而异，我在小学时就感觉到。
这也跟经历呀、机遇呀什么的有关。
比如说，我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最好。
有位经常考第一的同学，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没有升学，以后就在邮政部门工作，养家糊口。
看来，我的成就，并不是我本事大，而是这个机遇的关系。
一些比我强的嘛，没有机会得到深造，给耽误了。
如果他也继续学习，也许会比我强。
中学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我学习分数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学习的成绩比较扎实。
譬如说，。
我的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考试以后我有这么个习惯，看
过哪个地方没弄好，没弄对。
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一百分的得到的少。
我回想起来，好像事情都带些偶然性。
我自己自视不甚高，就是这个。
比如小学，我念书是水平线以上，但并不是很拔尖。
由于偶然性，别的人因为家庭等原因没有继续念，我不知怎么就念下来了，这是偶然性。
我得了几次重病也是偶然性。
从小开始说吧。
我一岁时得了天花。
就是偶然性。
(笑)天花很厉害，搞不好就死人的，要不就是脸上有麻子。
你看北大的任华，搞西方哲学史，已经生病在家多年，我教中国哲学史，他教外国哲学史，他脸上有
麻子，就是出天花得的。
我们那个时代，出天花是一劫。
中国当时种牛痘还少。
我的家在乡村，得天花是很危险的，不过还是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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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由湖南到云南，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
徒步旅行，走了两个多月，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
有机会看到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景象。
靠了他们承载着这个又穷又大的国家。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
题，无法解决。
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
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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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中华文化复兴方阵·人民日报名家自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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