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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总序华中师范大学是中国真正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少数知名大学之一。
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批又一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为现今华师的奠基与成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丰功伟绩。
现今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从规模、设施、师资与教学科研水平哪一方面来看，都远远超过自己历史
上的那些前身。
但这些前身毕竟为今天学校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
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为学校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一种无可取代的宝贵资产，其中包含的有些重要无形资产甚至远远高于其相
关联的有形资产。
由于这方面的感悟日深，许多精明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
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旧有的典籍、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迟至今日只能说是亡羊补牢。
但更重要的工作恐怕还是要数延续学脉与传承精神。
高校不是一般的教育机构，乃是学术文化延续的载体。
学脉是学科孳生繁衍的谱系，精神是众多学科群共生互动焕发的校园神韵，而兼任两重载体且流光溢
彩于百年岁月之间的则是那一代又一代的杰出学者。
王缁尘撰《汉学师承记评序》云：“《汉学师承记》者，清乾嘉时江氏藩之所著也。
盖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人物，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思想。
以此学术思想，由此人物而流衍支配于社会政治间，而此民族文化遂发生变动而或以之衍进焉。
准是以言，则学术思想实民族文化最重要之因素。
”宋元明清学案之作勃兴，佳构巨制比比皆是，而王氏高明之处则在于突出探究学术思想，而非停留
于仅仅陈述“经师之事迹与授受之源流”。
其评论最精彩之处是阐析各个时代学术思想之关联：“且此时代之学术思想，与前一时代、后一时代
之学术思想，皆有密切之关联。
或为反对前之学术思想而产生，而其时尚扬前时代之余波；或为启导后之学术思想而僵死，而其时已
露后一时代之萌蘖，此其不能划然分割者也。
”王氏此处讲的虽是影响覆盖整个社会的宏大学派，但类似的现象在校园学科之间也不胜枚举。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对学者业绩及其思想，大体上都可以作如是观。
华师百年，才人辈出。
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获得学界的高度评价。
这其中有中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恽代英，他36岁慷慨就义，留下遗著300万言，为中国革
命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给后人
留下了几十部厚重著作；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他的著作不断再版，在学界影响甚大
，许多已经成为研究历史、文学的学者的必读书；逻辑学家、哲学家詹剑峰先生，他在西方哲学研究
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尤其是墨子和老子研究方面浸淫很深。
还有杨东莼、包鹭宾、韦卓民、黄溥等，这些都是华师历史上灿若群星的名字。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华师历史上也曾留下过足迹，如冯友兰、王亚南、吴宓、游国恩、傅懋劫等，
他们也是我们这所老校的骄傲和财富。
出版社已推出的“桂岳书系”(8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年来优秀学人的探索轨迹和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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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韦卓民，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老校长，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
家和宗教学家。
他学贯中西，一生潜心学术，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近百种著作或译著。
本年谱以时间为序，较详细地记录了韦卓民先生的生平，全书分八编对应几个不同时期：青少年时代
、留学美欧前后、重建华中大学、喜洲办学、武昌复校、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文革”蒙难岁月等，重
点突出了韦先生办学与治学的经历。
附录有关于韦先生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韦先生的著述、译著目录，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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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韦卓民，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老校长，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宗
教学家。
他学贯中西，一生潜心学术，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近百种著作或译著。
本年谱以时间为序，较详细地记录了韦卓民先生的生平，全书分八编对应几个不同时期：青少年时代
、留学美欧前后、重建华中大学、喜洲办学、武昌复校、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文革”蒙难岁月等，重
点突出了韦先生办学与治学的经历。
附录有关于韦先生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韦先生的著述、译著目录，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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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总序第一编  青少年时代(1888年12月—1915年秋)第二编  留学美欧前后(1916年
—1929年9月)第三编  重建华大(1929年9月—1937年7月)第四编  喜洲办学(1937年7月—1945年8月)第五编
武昌复校(1945年8月—1949年)第六编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1956年)第七编  蒙难岁月(1957年—1976
年3月)余编  去世以后(1976年10月后)附录武昌文华书院及其后身华中大学关于韦卓民生平的一点资料
抗战时期迁滇的华中大学与韦卓民纪事德高望重、正气凛然的爱国教育家、哲学家——记韦卓民校长
在解放前夕二、三事韦卓民哲学遗著片谈一代人师治学表率——韦卓民先生的做人与治学深切怀念我
的逻辑学老师——敬爱的韦卓民老校长韦卓民：杰出教育家和西方哲学研究专家韦卓民著述、译著目
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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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国教育已经普遍到了什么程度，迄今尚无确实统计，根据初步的调查结果：我国有四千一百
万儿童，应该承受小学教育，但是现在实际入学的儿童不过一千一百余万，竞有三千多万儿童失学，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而待解决的问题。
就教员而言，这三千多万失学儿童，应该需要一百多万才够分配，而求这样巨量的师资，目前决难办
到。
中学教育更不堪言，我国现时中学生不过五十余万，美国人口仅及我国四分之一，尚有七百多万中学
生，我们与之比拟，相差实在太远。
至于大学和专科学校学生数目更少。
据抗战前之统计，全国人数尚不能超过四万，由此可知我国教育程度，距理想目标实在太远，至此又
令我想到大学生与出路的问题上来：大学生人数既少到这样，尚有人整日价地闹喊着“无出路”，时
在今日，正值国家遭逢厄难，社会情形也变动得比较厉害，在这种时代要一个比较适意的职业，的确
不甚容易，惟可怪者，许多大学毕业学生有事竞不能做，甚或不肯做，学生不能干，学校应该负责研
究其不能干的理由，质言之，教育，社会也非没有工作，而多是毕业学生不肯去干。
大学生若求享乐，定难找到出路，若求真实服务，则到处都是机会。
其次我要谈到华中本身上来，华中究竞是哪一种学校呢？
大家都知道，在国内高中以上的学校有两种：一为大学与独立学院，一为专门学校，依教育部规定，
后者以二年或三年为修业期，所施教育，是应用某种事业之一种技能(农科、图专皆属其列)。
至于大学，则有文，法，商，教育，理，工，医，农等八院。
文学院分中外文学，史地，音乐等系；法学院分法律，政治，经济等系；商学院分理财，会计，银行
等系；教育学院分心理，教育，行政等系；理学院分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质等系；工学院分
机械，土木，工程，矿冶等系，医学院则有医生，看护，公共卫生等训练；农学院则有农林、畜牧等
科。
据教育部规定，大学至多分设以止所述八院，不能再有第九之设立；若只办三院，则需设有理，工，
医，农中之任何一院，方得称为大学。
我们设有文理教育三院，所以也称大学，某生在某学院毕业即授以某种学士，惟经济学系虽属文学院
，却授以商学士，故共有四种学位的授予。
教育部对于大学课程，正在规定，我们学校前两年的课程仍旧一样，也无多大限制，不过四年之中非
修满一百四十六学分，不能毕业，本来课程之名称，学分之数目，院系之多少，无需多事规定，其要
者乃在于如何健全学生学术头脑，以及养成特殊技能。
我国大学普通可以分为两种：一为欧洲大陆式，一为美国式。
就一般而言，国省立大学多近于大陆式(大陆学生如德国，须经过十二年学历，方可升入大学，我国亦
然；其不同者是我国大学修业期为四年，德国大学只二年)。
德国大学教育与其他国家确有不同，凡学生毕业考试及格，论文合格者，即授以哲学博士学位(柏林大
学神学院例外)，但德国教育确能造就许多专门人才，德国的九年中等教育，全为准备升大学之阶梯。
中学毕业学生对于求学工具以及基本知识均已获得，故能进入大学领受专门教育而不感觉半点困难，
我国中学既未臻完善，大学若采用这种教育方式，必属难能；观乎我国之中等教育，对于一切基本学
科，尚未筑成相当之基础，就中文程度而言，至大学仍需学习，外国语言能力，更属不够。
这种情形在德绝对没有，他们高出我们的程度，实在惊人。
据我校英文系教员多年研究的结果，以湘鄂皖赣诸省中学校之学生平均程度为标准，年来投考华中之
英文入学考试，仅相当于美高中一年级程度，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现象。
今日中学生所习之数学，程度虽加紧提高，但成绩竞不如从前的了，其缘因在于中学课程太繁，时间
不充分，故以我国此种中学基础，去模仿欧洲大陆国家之大学制度，是只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我们正看出这种弊病，所以特求极力补救。
课程一项，不在于繁多。
盖世上一切知识，绝非在这四年中，即可以研究得精通的，其要者乃在于此四年修业期中，打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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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使学生以后能继续研究学习。
我国大学亦有仿效美国制度者，这大都以教会大学为多。
美国大学教育制度，十余年来，日求改善，我国竞模仿其陈旧不适用的制度，殊属失计。
观乎美国大学生多无专门技能，苟进一步从事专门研究，作学术上之贡献，至少尚需受三年研究院教
育。
美国一般人最珍视时间，而于教育上，则确不免过于浪费，德国中学毕业生，入美国大学只需两年，
便可卒业，由此可知美国十六年的教育，仅相当于德国十四年的程度，其时间值浪费可见。
直到前几年感受了经济不景气，推进教育才注重节省光阴。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韦卓民年谱>>

后记

2006年10月16日至18日，我应邀去广东省中山市和珠海市参加“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发现出生于
香山地区的韦卓民，由于年轻时便离开了桑梓，家乡人对他了解和研究不够时，便即兴做了“要重视
韦卓民思想研究”的发言。
想不到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珠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晓东先生也非常重视。
12月21日，他委托珠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胡的清女士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写《韦卓民传》，作为“珠海
历史名人丛书”第二批图书之一出版。
2008年5月，由我和我的博士研究生张运洪、徐大兵合著的《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爱国基督教徒韦
卓民》由珠海出版社出版。
该书出版后，受到不少华中大学校友的好评。
深圳《晶报》编辑部总编室的侯晓清先生，还专门约请我为该报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化岭南百杰纪念
改革开放30周年”专栏写稿，评介韦卓民教授为中国近现代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这就进一步促使我们继续关注韦卓民教授生平事迹和思想相关史料的收集和研究。
近两年来，又有了不少新的收获。
如抗战时期，韦卓民先生在美国宣传抗战的具体内容，在云南喜洲艰苦办学、抚恤包鹭宾家属的感人
故事，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和平运动、保护进步学生、抵制搬迁的详尽过程，以及1957年“鸣放”
和1958年被错误打成“极右分子”的始末等史料。
这些史料，在《韦卓民传》中大多未能用上，留下了些许遗憾。
鉴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华大学人研究书系”，已出版《钱基博年谱》、《恽代英年谱》
，于是，我们便产生了编写《韦卓民年谱》的念头，决定将所掌握的史料全部编写进去，为以后的韦
卓民研究者提供方便。
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出版社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经社委会研究讨论，同意将《韦卓民年谱》列入
出版计划。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说：“我历来主张，年谱就应该把原始资料放进去，也
要注明出处，也要注清出处，用以证明所写的内容是有根有据的，让研究者放心引用⋯⋯从原则上说
，无论是哪个人或哪个单位编写的年谱，如果不在每一条下附上原始材料就不能为据。
”【张静如：《读(澎湃研究丛书>有感》，载《党史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
】我们完全赞成张静如教授的这一学术观点。
在编写《韦卓民年谱》时，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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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韦卓民年谱》是华大学人研究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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