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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张岱年的哲学睿识

方克立

【提 要 】 岁 的张洛年之所以 能写 出 典范性的 巨著 《 中 国哲 学大纲 》 ， 试 图创造一个
“

将唯物 、 理想 、 解析综合于一
”

的
“

天人新论
”

哲学体 系 ， 与 当 时的 大 多 数学 院派哲学 家

理论立场週异 ， 主要是 由 于他 已 经 明 确 坚定地接受 了
“

当 代最伟 大 的哲学
”

辩证唯物论 ，

深信它的真理性 。 青年张岱年及其一生的 学术道路 ， 给 了 我们 十分深刻 的 启 示 ：

一个有志

于学术事业的人 ， 在青年时代找准 自 己 的人生 坐标 ， 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非常重要 ， 这样他的 实干和创造精神才能发挥 出 正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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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讨论他的论文时 ， 很表现出一些质问 ， 可是他
—

和他们的问答 ， 简直像牛头不对马嘴 。 他很 口

年 月 ， 中 国哲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吃 ， 不能用爽利的 目语和人们辩论 ， 然而他的

第二届年会 ， 两天时间里 ， 共有 位学者宣读
态度是对的 。 他的思想是新颖的 ， 时代的 ， 在

论文 ， 其中包括胡适 、 冯友兰 、 汤用形 、 贺麟 、

巾 ’

、

—了 ①

金岳霖 、 汪奠基、 朱光潜 、 邓 以势 、 马叙伦 、

纪实和评论文章作者
“

聿飞
”

即张聿飞 ’

周叔迪等著名哲学家 。 时年 岁 的张 年也出
細榆次人 ， 曾在北平中 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和

席了这届年会 ， 他提交的论文是 《生活理想之
张岱年所讲的生活理想之 四原则 ， 具体是

聿飞在 《第二届 中 国哲学年会的纪实和批
胃 ： （

一

） 理生合一 ’ （二 ） 与群合— ’ 义

判 》 文中说 ：

“

在现代哲学上的第 大问题 ，

命 （ 四 ） 的天人 人生哲学上 ’

就是
‘

存在与思维
’

的 问题。

…”如果本此标
■ 了 巾 想 ’

准而分析大会 中各位哲学家的思想和立场 ， 大
購又克服了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弊端 ， 把它上

半是主张唯心论的 。 在大会 的 十八篇论文 中 ，

以及两天讨论的时 间里 ， 我 只看见一篇 ， 也就
曰 丄如：也 、八

本文是作者 年 月 日 在
“

古典中 国哲学 的通见 、

是一位新唯物论的主张者
一

张季 同先生
容智和精义

一

纪念雑年先生诞辰 周年
”

学术研讨

文 。

” “

张先生是一位少壮哲学家 ， 我认为是中

国哲学会 中特殊的一位 。 他的思想之 出 发点 ， ① 聿飞 ： 《第二届 中国哲学年会的纪实和批判 》 ， 《现代评论 》

不同于哲学会中任何一位哲学家 。 所以在大家 年第 卷第 期 、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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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 ， 提出 了一个适应新时 在哲学年会上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 ； 但是它却

代需要的人生理想 的新纲领 。 比如理生合一 ，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的欢迎 ， 张聿飞积极
“

理
”

是指 当然的准则或道德的规律 ，

“

生
”

就 评价它是新颖的 、 有生气 的 ， 也是符合时代精

是人的物质生命 、 现实生活 。 历史上许多儒家 神的思想 ， 在一定意义上说 ， 就是反映 了人民

学者
“

重理而轻生
”

， 做事只问
“

理
”

应该不应 群众和进步青年的看法 。 从这届哲学年会的讨

该 ， 而不管生活 的实际 ， 所谓
“

正其谊不谋其 论中可以看到 当时的哲学家们在哲学理论立场

利 ， 明其道不计其功
”

， 所谓
“

饿死事小 ， 失节 上的鲜明分歧和对立 。

事大
”

， 都是典型的
“

重理轻生
”

思想 。 张岱年
—

站在唯物论立场 ， 指 出 道德观念之
“

理
”

是离 二

青年賴年与 当时的大多数学院派哲学家
辩证法的精神 ， 指 出

“

生
”

也必须受
“

理
”

■

约 ， 好的生活就是合理的生活 ， 正是 由 于遵循
“

理
”

的规范 ， 才能得到生活的充实和圆满 。 另

外三个原则也是 样 ， 都是对传统道德理想主 产 ，
义的超越 ， 都体现 了唯物辩证法 的精神 。 张岱

年认为 ， 以前的哲学家喜欢讲
“

与天为一
”

二 丄

人生最高境界 ， 其实这种境界对于人群 、 肝
細 ， 但王要是他通过学习 、 心考和 比较研允

社会并无补益。 我们不必讲与天为 ， 而应该
后的 自 主选 择。 年 在 北 师 大 上 学 期 间

讲与群为 ， 并且实践与群为 。

“

与群为
”

—

很少去听课 ’ 大部分时间用

就是个人与国家 、 社会为一体 。

“

义命合一
”

是
学 ’ 《费尔 巴

借用张载的话 ， 来说明理想的 当然 （义 ） 与现
％ 》 、

实的必然 （命 ） 的对立统 ， 人与环境 的啦
判论 》 等著作 ， 并且广泛阅读古今 中外哲学名

统一 。

‘‘

动的天人合
”

是相对于静的天人合
著 。 经过比较 ’ 特别是与现代西方哲学 中 的实

一

， 即
“

与天为一
”

的神秘境界而言 的 ， 强调 用主义 、 新实在论 、 新黑格尔主义 、 生命哲学 、

要以行动 、 实践来改造 自然 ， 而又不毁伤 自 然 ，

，创进化论以及超人哲学等作 了 比较 ， 他认为

以达到天人之谐调 ， 戡天与乐天的统一 。

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符合实际 ， 是 当代最

在此之前 ， 张岱年还写过一篇 《辩证唯物 伟大的哲学 ， 最有价值的哲学 ， 最可信持的哲

论的人生哲学 》 （ ， 主要阐述马克思 、 恩 学 ， 真诚地接受 了辩证唯物论 （包括历史唯物

格斯的人生哲学思想 ， 包括对人的本质 、 人与 论 ） 的理论立场和基本观点 。 这种理论立场与

环境的相互作用 、 自 由 与必然 、 理想与现实 、
他一直倾向于肯定客观世界实在性的观点亦深

道德的本质 、 改善民生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等问 为契合 。 他虽然不相信将来的哲学可 以定于一

题的论述 。 他指 出 马恩的人生哲学实质上是唯 尊 ， 但认为将来的哲学必有一个重心或者中心 ，

物史观的人生哲学 、 是社会主义 的人生哲学 ，
他确信这个重心或 中心就是辩证唯物论。

是社会的 、 革命的 、 实践的人生哲学 ， 从根本 年代他写了 《关于新唯物论 》 、 《辩证唯物论的

上说是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 张岱年提 出 的 知识论 》 、 《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 》 等文章 ，

生活理想 四原则 ， 就是把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 系统介绍这种新哲学的基本观点 。

学与中 国 的实际结合起来 ， 在 国家民族存亡绝 青年张岱年在哲学年会上与大多数学院派

续之际 ， 提倡能够鼓舞人的精神 、 坚定人的意 哲学家理论立场不同 ， 评论者张聿飞实际上肯

志 、 使人面对逆境而无所畏惧的伟大人生理想 。 定他在 旧哲学阵营中是
“
一枝独秀

”

。 应该说 ，

这种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人生哲 张岱年的新唯物论思想 ， 在本质上是属于新哲

学思想 ， 在旧哲学阵营 中是不受欢迎的 ， 所以 学阵营的 。 但是当时的新哲学阵营 ， 情况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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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复杂 。 在一些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 ， 学者来说是最重要的 ， 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

以张申府 、 张岱年为代表的
“

解析的辩证唯物 应该这样 。 他说 ， 只要有求真理之诚心 ， 必能

论
”

哲学 ， 并不是正宗的 、 纯粹的马克思主义 ， 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确有胜过其他各派学说的

只不过是一种书斋里的哲学 ， 无益于中 国革命 地方 ； 现代其他各派哲学也不是一派胡言 ， 皆

的实际进程 ， 看不上这种哲学并且对它采取排 无所见 ， 就是古代哲学 ， 无论西洋的和 中 国的 ，

斥的态度 。 在他们看来 ， 二张主张 中 、 西 、 马 也不能完全排弃 。 他主张 以马克思 、 恩格斯的
“

三流合一
”

， 特别是主张吸收罗素一派的逻辑 新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 ， 同时吸纳 、 综合 中 国

分析方法 ， 不仅有折中主义之嫌 ， 甚至被批评 哲学的理想主义和西方哲学 的逻辑分析方法 ，

为向唯心主义妥协 。 比如陈伯达在 《致张 申府 以建立一种适合现在 中 国需要 的新综合哲学 。

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 中 ， 就不赞成把辩证唯物 为什么把新唯物论哲学现成地拿过来还不行呢 ？

论与罗素的实在论 、 逻辑经验论相提并论 ， 他 因为在他看来 ，

“

新唯物论虽颇注重理想 ， 而对

批评张 申 府的
“

三流合一
”

说是
“
一种毫无意 于理想之研讨 ， 实不为充分 ； 而其注重 （逻辑 ）

义的折中主义的企图 ， 而且实际上不过是唯心 分析 ， 不充分乃更甚
”

。

④ 也就是说 ， 新唯物论哲

主义的翻版而已
”

。 《读书生活 》 年第 卷 学也有不足之处 ， 需要补充 、 发展和完善 ， 中国

第 期发表了一篇题为 《论现在 中 国所需要的 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 ，

哲学
——

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 》 的 正好可以作为其不足或不充分之补充 。

文章 ， 作者署名
“

艾思奇
”

， 但从张岱年的 回应 在 年代的 中 国学术思想界 ，

“

唯物辩

文章 《关于文化与哲学 》
② 来看 ， 他是答复柳缇 证法风靡了全国

”

。 但在当时能像张岱年这样用

的 ， 这篇文章也收人了柳提的 《如何生活 》 小 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人还是不多的 。 张

册子中 ， 而没有收入人 民 出 版社 年版的 先生曾具体分析说 ： 今人对于新唯物论的态度 ，

《艾思奇全书 》 中 ， 可见它的实际作者可能不是 可分三种 ：

一是墨守的态度 ， 二是盲 目 反对的

艾思奇 ， 而是柳堤 。 这篇文章批评张岱年 （季 态度 ， 三是修正 的态度 。 他对这三种态度都不

同 ） 夸大了 中 国 的特殊性而忽视了新唯物论哲 赞成 ， 明确提出 ：

“

我的态度是发挥扩充 ： 对于

学的一般性 ， 他说你讲新哲学是
“

唯物的 、 对 已有之理论应更加 阐发 ， 而以前未及讨论之问

理的
”

是对的 ，

“

但为什么要加上理想的呢 ？ 这 题 ， 应补充讨论之 。

”⑤ 这就是一种坚持与发展

不是反把视线扰乱了么
”

他批评张岱年
“

明明 相结合的科学态度 。 在谈到怎样发展马克思主

是在半空中说话 ， 没有实践的基础
”

， 实际上是 义哲学时 ， 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学 习 、 吸收现代

把哲学变成了
“

会客室 内 的谈玄
”

。 张岱年的 回 各派哲学中有价值的合理内容 ， 反对那种对待

应也不含糊 ， 指 出 这种批评完全是误解 ， 是 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 、 宗派主义和关门 主义
“

完全不看实际情形只凭主观臆断的错误批评
”

， 的态度 。 他注意到 ， 当 时一些讲马克思主义的

只不过是柳君
“

头脑中的产物
”

而已 。 人 ， 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采取一种类似宗教

在新哲学阵营 中有认识分歧是正常的 ， 我 信仰的态度 ，

“

凡宗师所已言 ， 概不容批评 ， 宗

们应该从这些分歧 中 总结 出 有益的经验教训 。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 ， 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 ① 陈伯达 ： 《论
“

新哲学
”

问题及其他——致张 申府先生的

度问题 。 封公开信 》 ， 《中国文化 》 年第 卷第 期 。

张岱年从青年时代起 ， 就对马克思主义哲
②

：

醉 ： 《关于文化与哲学 》 ’ 《北平晨报 》 ■ 年 月

学采取一种既不
“

盲
”

也不
“

盲俳
”

的科学 ③ 张 《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 》 ， 《 张 年全集 》 第

理性态度 。 在他看来 ，

“

对于任何学说 ， 任何理 卷 ， 河北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论 ， 任何见解 ， 都不应盲信 ， 更不应盲诽 。 要 ④ 张 年 ： 《哲学上 个可能的综合 》 ’ 《张仿年全集 》 第

客观地细察其内容到底是些什么 ， 然后再客观
⑤ 张仿年 ： 《哲学上一个可細综合 》 ， 《张仿年全集 》 第

地加以估价
”

。

③ 批评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对于 卷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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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所未言及者 ， 不可有所创说
”

， 把马克思主 唯识论
”

体系和冯友兰 的
“

新理学
”

体系 。 青

义看成是没有任何不足之处 ， 不需要补充 、 发 年张岱年对他们 的学识和创造精神 十分钦佩 ，

展和完善的绝对真理 ；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外 但是不能认同他们 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 比如

的学说 ， 不论是 中 国古代哲学 ， 还是西方近现 在 《论外界的实在 》 、 《谭理 》 等文章中 ， 就批

代哲学 ， 则不 问 内 容 ， 不加分别 ，

一概藐视 ， 评了
“

物缘心而有
”

、

“

存在就是被感知
”

的主

一概排斥 ， 这样就堵塞了吸收各派哲学之长来 观唯心主义观点 ， 也批评了冯友兰
“

未有 甲物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 。 当时他还是一个 之先巳有 甲物之理
”

和理
“

超时空而有
”

的客

涉世不深的青年人 ， 但对思想舆论环境中 的这 观唯心主义观点 。 他试图效仿前辈 ， 把 自 己 的

种不正常现象已深有感触 ， 所以 明知人微言轻 哲学观点也系统地表达 出来 ， 于是在 《哲学上

也要负责任地把 自 己的看法讲出来 。

一个可能的综合 》
一文中大胆提出 ：

“

今后哲学

在旧哲学阵营 ， 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哲学不 之一个新路 ， 当是将唯物 、 理想 、 解析 ， 综合

受欢迎 ； 在新哲学阵营 ， 他也受到正统派的误 于一 。

” “

此所说综合 ， 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

解 。 另外还受到托派叶青等人的攻击 。 但是青 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 ， 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

年张岱年有 自 己 的哲学主见 ’ 有充分的理论 自
的唯物论 。

”③ 这里阐 明 了这种新哲学的性质和

信 ， 所以不受这些批评影响 ， 而是坚定不移地
建构原则 ， 所谓

“

广大深微的唯物论
”

， 就是一

走 自 己嶋。 也就是说 ， 他不但有追求真理之
了 巾 § 巾 入

热诚 ， 而且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 青年张岱年非
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的辩证唯物论哲学 。

常难得地表现出了 个战斗的唯物论者的姿态 ，

这种新哲学还有 个重要特点 ， 就
，
它是

这可能并非他之所愿 ， 但是为 了坚持真理 ， 他
接着中 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之学

”
的 ，

“

，
穷究

不得不回应各种挑战 。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
天人 故 ， 畅发体用之蕴 ， 以继往哲 ， 以开新

是科学真理 ， 它是否符合实际 、 最可信取 、 最

有价值的问题上 ， 他同 切有意诽谤和
“

盲诽
”

‘

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者 、 托派和机会主义者进

主

究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 ’ 在 中 国哲学 ’ 就是
“

究天人之际
”

的学问 ， 它的任务是要论明
“

天
待它 ， 要不要用其它各派哲学之优长来补充 、 、

首
，， ‘‘

人
、

首
，，

及 相 类 笨

发展 、 完耗 ， ■錢躲 克财义
人

” “

天人之道
”

；旅。 雑年为

，
学也不是

：
无所见 ， 不能兀全排斥 ，

写作
‘‘

天人新论
”

制定了一个大体纲领 ， 其主
“

且
，
举且抛弃 ， 且

〒
拔且擦除 ’ 且 吸纳且

翻容包括宇宙论、 人生论、 知识论和方法论
荡

”

二
的问题上 ’ 他圓鮮随 内部 的 些

几部分 ， 力随天人之学雌及嶋本问题作
“

盲信
” “

墨守
”

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有明显
雌证唯物论的解决和 回答。 因 为在他看来 ，

认识分歧 ’ 不得不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 “

新唯物论才可以说是完全的彻細唯物论 。 新
向作斗争 。 这说明青年张岱年并不是一个只知

闭 门读书思辨 、 不关心现头思想斗争的人 。

① 张仿年 ： 《哲学上 个可能的综合 》 ， 《张 年全集 》 第

卷 ， 第 页 。

—

② 张岱年 ： 《人与世界 》 ， 《张岱年全集 》 第 卷 ， 第 页 。

③ 张岱年 ： 《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 》 ， 《张岱年全集 》 第

上个世纪 年代 ，

一些前辈哲学家潜心研 卷 ， 第 页 。

究和著述 ， 创造 了几个 中西结合 的哲学体系 ，

④ 张 年 ： 《天人简论 》 自序 ， 《张仿年全集 》 第 卷 ， 河北

、

—

士 — 、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力图对振奋民族精神 、 改造 国人的心 方式有
⑤ 张游 ： 《 中国哲学大纲 》 序论 ， 《张鮮全集 》 第 卷 ，

所帮助 。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熊十力 的
“

新 河北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方克立 ： 青年张岱年的哲学睿识

唯物论的宇宙论是对理的 ， 注重历程与等级 。 个整体 ， 充分显示 了 青年张岱年 的哲学睿识 ，

新唯物论的知识论之基本观点是实践 ， 注重知 也确立了他在 世纪中 国哲学史上作为一个有

识之实践的基础 ， 及外界为知识之源泉 ， 更进 独创性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的地位 。

而阐明知识之社会性历史性 ， 由 以解决感觉经 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精研中 国传统的天人

验与概念知识之对立 ， 以及真知之相对与绝对 。 之学 ， 力图结合中 国现时代的需要 ， 创建一个

新唯物论的人生论之根本见地在认识人之社会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
“

天人新论
”

哲学体系 ，

性 ， 又注重人与环境 、 自 由 与规律之对理 ， 而 不仅是张岱年在青年时代的哲学追求 ， 而且也

最注重者是变革世界的实际道路
”

。 他的
“

天 是他牵挂终生 的事业 。 解放后他没有条件继续

人新论
”

正是顺着新唯物论的基本路向而更有 做这一工作 ， 只能将其
“

存而不论
”

， 但并不等

所扩充 。 所谓
“

扩充
”

是指
“

对于西洋哲学方 于他已放弃这一事业 ， 或对其方 向 、 意义 、 价

面说 ， 可以说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 引 申 ； 对于 值有所动摇和怀疑 ， 他在晚年还有撰写 《 自 然

中 国哲学方面说 ， 可 以说是王船 山 、 颜 习 斋 、 与人 》
一书的计划 ， 就说明他始终没有忘情于

戴东原的哲学之再度的发展 ； 在性质上则是唯
“

天人新论
”

哲学体系的创构 。

物论、 理想主义 、 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
”

。

② 同

年稍后 ， 他又在 《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

观 》 的哲学札记中 ， 对这种新哲学的 内容作了 我们来看看张岱年 《 中 国哲学大纲 》
一书 。

较为详细的展开 ， 其要点是 ： 在宇宙观 ， 他强 这本书从 年初开始撰写 ， 到 年

调
“

生生两一 ，

一本多极
”

； 在人生观 ， 他主张 月 完成初稿 ， 大约用 了一年半时间 。 他在
“

克服矛盾 ， 与群 为一
”

； 在知识论 ， 他注重 年 月 写成 、 月 发表的 《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
“

物为知基 ， 由感而思
”

。 张岱年的
“

天人新论
”

合 》
一文 ， 与该书的写作时间正好重合 ， 可见

哲学体系实际上雏形已现 。

“

将唯物 、 理想 、 解析综合于一
”

的新哲学构

按照 自 己的哲学思路 ， 青年张岱年做了两件 想 ， 也是他写作 《 中 国哲学大纲 》
一书 的指导

重要的工作 ：

一是以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为指 思想 ； 这篇文章中有关 中 国哲学的论述 ， 实际

导 ， 运用逻辑分析方法 ， 以问题和范畴为纲 ， 对 上正是 《大纲 》 思想的概括和总结 。

中国传统天人之学的主要内容 、 理论系统和发展 首先 ， 张岱年清楚地意识到 ， 中 国 的正统

源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 这就是他写的 万字的 思想并不是唯物论 ， 而是唯心论 ， 但在 中 国哲

《中国哲学大纲 》
一书 ， 该书可以说是

“

天人新 学史上也有一个唯物论的思想传统 ， 从先秦的

论
”

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溯源部分 。 二是在抗 日 战 惠施 、 荀子和 《易传 》 ， 到汉代的王充 ， 再到宋

争时期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 陆续写出 《哲学思维 元明清时期张载 、 罗钦顺 、 王廷相 、 王船 山 、

论 》 、 《事理论 》 、 《知实论 》 、 《 品德论 》 等书稿 ， 颜元 、 李埭 、 戴震等人的唯气论 。 在 中 国哲学

试图对
“

天人新论
”

各部分的 内容在理论上充 史上 ， 将宋明理学分为理学 、 心学 、 气学三系

分展开和作精密的哲理论证 ， 合之即可体现这 的思想 ， 就是张岱年先生最早提出来的 ， 他认
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全貌 。 可惜因 为
“

气学 或者说
“

唯气论
”

就是一种唯物论 。

“

厥后生活 日 益窘迫 ， 运思维艰 ， 竟尔辍笔
”

，

③
他特别强调 中 国近三百年哲学发展的趋 向是以

未能全部完成 。 年他在 《天人简论 》 中概 王船山 、 颜习斋 、 戴东原的唯物论为主潮 ， 明

述了 这一新哲学体系 的 十个要点 ， 使我们对
“

天人新论
”

之全貌仍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

① 张游 ： 《哲学上 个可能的综合 》 ， 《张鮮全集 》 第

上述两件工作 ，

一史一论 ， 纵横交织 ， 互 卷 第 页 。

相贯 通 ， 互 相 发 明 ， 史 论 结 合 ， 相 得 益 彰 。

② 雌 ’

史
”

的研允增加 了
‘

论
”

的历史厚度 ， 论
”

③ 张岱年 ： 《天人简论 》 自序 ， 《张鮮全集 》 第 卷 ， 第

的研究增加 了
“

史
”

的理论深度 ， 它们作为一 页 。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年第 期

确提出 ：

“

现代中 国治哲学者 ， 应继续王 、 颜 、 确界说上 。 由 于 中 国哲学有
“
一天人

”

、

“

合知

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
”

。

① 行
”

、

“

同真善
”

、

“

重了悟而不重论证
”

、

“

向无

其次 ， 张岱年指 出 ， 唯物论虽然在 中 国没 形式上的条理系统
”

、

“

浑融一体 ， 原无区分
”

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 但
“

对理
”

即辩证法的思 的特点 ， 因此学习 、 借鉴 、 引进西方哲学的逻

想却颇丰 富 。 在宇 宙论第二篇
“

大化论
”

中 ， 辑分析方法 ， 对 中 国传统哲学 的 问题 、 概念 、

详细阐述了 中 国哲学关于变与常 、 反复 、 两一 、 命题 、 论证程序 、 经验要素进行严密 的分析 、

神化 、 始终、 有无 、 坚 白 、 同异的辩证法思想 ， 梳理和澄清 ， 就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 首先要

认为大多数中 国哲学家都肯定
“

变易
”

是普遍 从中 国哲学的实际 出发 ， 把哲学家们关注和讨

的事实 ， 变易的基本规律是
“

反复
”

， 变易 的根 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 ， 加 以分类和综合 ， 并

源在于
“

两一
”

。 他还注意到 ， 在中 国哲学中辩 且通过对各种思想学说发展源流的考察 ， 揭示

证法思想与唯物论传统往往是结合在一起 的 ， 其固有的条理系统和 内在逻辑关系 ， 从而把握
“

既讲唯物 ， 又讲
‘

对理
’

的哲学家 ， 在古代是 中 国哲学的整个理论体系 。 其次要对 中 国古代

惠施和 《易传 》 ， 在宋代是张子 ， 在清代是王船 哲学概念范畴的确切涵义作精密的解析 ， 分清

山 。 附会地说 ， 也可 以说是中 国哲学 中对理唯 其本义 、 引伸义和多种涵义 ， 同时注意对中西

物论的传统
”

。

② 哲学范畴进行 比较研究 。 比如该书 中分清 了 中

最后 ， 张岱年还注意到 ， 唯物论虽然不是 国哲学的
“

本根
”

、

“

本体
”

概念 ， 同西方哲学

中国的正统思想 ， 但中 国哲学 中有一些根本倾 中与现象相对 ， 认为本体实而不现 、 现象现而

向 ， 却
“

颇合唯物义
”

。 比如在宇宙论 ， 中 国哲 不实的 本体
”

概念之界限 ， 就是一个非常典

学的基本倾向是不将现象与实在分为二事 ， 肯 型的例子 。 在对 中 国哲学概念范畴 的考察 中 ，

定现象即实在 ， 实在 即现象 ， 在 中 国哲学 中没 还要注意其涵义 的发展演变 ， 对立者之互转 ，

有现象背后之实在 的观念 。 在知识论 ， 中 国哲 概念意谓之变迁与转移 ， 分解与融合 ， 也就是

学除了陆王一派认为存在依附于心外 ， 多数哲 说 ， 要把逻辑分析方法与辩证法结合起来 。

一

学家都肯定外界的实在性 ， 并且承认外界是可 个 多岁的青年学者 ， 对逻辑分析方法在中 国

知的 。 中国哲学最注重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打 哲学史学科建设中 的重要意义有如此深刻的认

成一片 ， 因而在本质上是主张知行合一 的 。 在 识 ， 能够把它运用得 如此得心应手 ， 开创 出

人生论 ， 中国哲学不喜欢讲出世的理想 ， 而注
“

问题解析体
”

这样一种 中 国哲学史研究和写作

重不离 日 常生活 的宏大而平实的生活准则 ， 认 范式 ， 写出如此成功的典范之作 ， 这在 世纪

为最高境界就是在 日 常生活 中表现至理 。 这些 中 国哲学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

基本倾向都是符合唯物论精神的 。 人生哲学在 中 国哲学 中 占有重要地位 。 张

上述符合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 中 国哲学 岱年说 ， 中 国哲学家所思所议 ， 三分之二都是

的基本 内容和基本倾向 ， 大都是该书
“

结论
”

关于人生问题的 。 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 ，

中所肯定的 中 国哲学中之活的 、 历久常新的东 实以中国哲学为最丰富 ， 其所触及 的 问题多 ，

西 ， 是中 国哲学的精华部分 ， 对于建构 中 国 的 其所达到 的境界深 。 中 国人生哲学的 中心部分

新哲学来说 ， 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宝贵思想资源 。 是人生理想论 ， 追求人生 的最高境界 、 高扬道

在张岱年看来 ， 解析是治哲学的基本工夫 ， 德理想主义可以说是中 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特点 。

在各种方法中是最根本 、 最基础的方法 。

“

解析

法之要义在辨意谓 ， 析事实 ， 汰除混淆 ， 削减 ① 张鮮 ： 《哲学上 个可難综合 》 ， 《张鮮全集 》 第

含忽 ， 而以清楚确定为 目 的 。

③ 逻辑分析方法 卷 ， 第 页 。

在写作 《 中 国哲学大纲 》
一书 中 的运用 ， 突 出

② 张岱年 ： 《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 》 ’ 《张岱年全集 》 第

卷 第 页

地表现在对 中 国传统哲学 问题之
“

分析 的研
③ 张觯 ： 《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 》 ， 《 张鮮全集 》 第

究
”

， 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之厘清和准 卷 ， 第 页 。



方克立 ： 青年张岱年的哲学睿识

张岱年关于创建 中 国新哲学的构想 ， 其中一个
“

天人 新论
”

的
“

天 论
”

部分 ， 只 写 出 了

重要维度就是要兼取中 国哲学 中重视人的精神 《事理论 》
一书 。 该书讨论了事物与规律 、 共相以

理想的思想 ， 希望用伟大的理想来指导人类生 及有关的问题 ， 提出 了
一个比较系统的宇宙观 ，

活和社会进步 。 正如他在 《生活理想之四原则 》 对实有 、 事物与时空 、 延续与变化、 关系与关联 、

一文中所指 出 的 ， 为 了适应新时代 的需要 ， 就 理与性、 可能与必然 、 两一与反复 、 事理之关联

必须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对中 国传统人生哲 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论述 。 其基本观点是

学有扬有弃 ， 批判继承 ， 创造新的人生理想原 认为物统事理 ， 事 、 理 、 物俱为实有 ， 在事与理

则 。 《中 国哲学大纲 》
一书对中国人生哲学做了 孰为根本的问题上 ， 明确表示赞同王船山

“

道在

详细的分析论述 ， 篇幅 占全书一半 以上 。 比如 器中
”

和李恕谷
“

理在事中
”

的观点 ， 反对程朱

在人生理想论部分 ， 就分别论述 了仁说 、 兼爱 的
“

理在事先
”

和
“

理在事上
”

说。

说 、 无为说 、 有为说 、 诚说 、 与天为一说 、 与 张 年在 《天人简论 》 等论著中 ， 还阐述了

理为一说 、 明心说、 践形说的主要 内容和利弊 人本至
”

论。

“
一本多极 、 物源心流

”

论 ，

“

永

得失 ， 而高度评价王船山 、 颜习斋 、 戴东原的 恒两一
”

论 ，

“

大化三极
”

论 ， 都应该是属于
“

天

“

启导一种活泼充实的生活
”

的践形说 ， 为 中国 论
”

部分的内容 。 古代哲学家讲
“

天人合
：

”

， 往

的新人生哲学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源 。

往认为宇宙的本原就是人生的最高道德标准 ， 他

则认为是二非一 ， 应该分别
“

本
”

、

“

至 。 他在

五 《论外界的实在 》 、 《人与世界 》 、 《知实论》 中都批

评了
“

物缘心而有
”

、

“

离识无境
”

的主观唯心主
写完 《 中 国哲学大纲 》 书后 ’ 青年※

义观点 ， 坚持唯物主义的
“

物源德
”

、

“

物体心
年把主■力投人了

“

天人新论
”

用
”

论。

“

永恒两一
”

论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 ， 对
的 仓建构 。 从 《哲学±— 个胃 能 综合 》

中国的辩证法有系统的论述
“

大化三极
”

论则以
年 月 ） 《人与世界 》 札记 （ 年 “

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
，，

、

‘ ‘

富有 日新而一以贯之
”

月 ） ， 到抗 日 战争时期陆续写成 《哲学思维论 》

的
“

兼和
”

为
“

至极
，，

， 为最高的价值准则 ， 提出
年 ） 、 《事理论 》 （ 年 ） 、 《知实论 》

了
“

以兼和易中庸
，，

的新命题 。

年 ） 、 《品德论 》 （ 年 ） 四种书稿 ， 再 “

天人新论
”

的
“

人论
， ，

部分 ， 只写出 了简

到解放前夕写的 《天人简论 》 （ 年 ） ， 我们 略的 《品德论 》
一篇四章 。 该篇专论道德理想问

可以大致地看到他的思想发展轨迹 ， 以及
“

天 题 ， 试图建立一种兼重
“

生
”

与 义
”

、 既强调生

人新论
”

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 。 命力又肯定道德价值的人生观 ， 提出 了
“

充生以

《哲学思维论 》 可以说是
“

天人新论
”

的导 达理
”

、 胜乖以达和
”

等重要命题 。

“

充生以达

论 ， 主要讲哲学观和方法论问题 。 首先认为哲 理
”

的实际内容是
“

增健而为公
”

， 强调
“

公
”

是

学是根本问题之学 ， 是研究宇宙 的根本原理 、 适应社会人群生活需要的最基本的道德 。

人生的根本准则和人类认识的根本规律的学问 。 人生哲学在中 国哲学 中 占有重要地位 ， 接

在各种类型 的哲学 中 ， 肯定物本论 （唯物论 ） 着中 国传统人生哲学讲的
“

天人新论
”

中 的

最为正确 。 其次认为演绎法 、 归纳法和辩证法
“

人论
”

部分 ， 内容 自然也十分丰富 ， 远不是一

是三种基本的思想方法 ， 它们各有适用范 围 ， 篇简略的 《品德论 》 所能涵括和尽其义的 。 比

互相并不冲突 。 着重介绍 了 以对立统一为核心 如 《生活理想 中之四原则 》 、 《哲学上一个可能

的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律 ， 及其推衍与运用 ， 的综合 》 、 《人与世界 》 都讲到 了
“

理生合一
”

、

同时说明辩证法并非绝对不容形式逻辑 ， 认为
“

与群为一
”

、

“

义命合一
”

、

“

动的天人合一
”

等
“

今之喜形式逻辑者则鄙弃辩证法 ， 而好谈辩证 原则 ， 自然应该是新
“

人论
”

的重要 内容 。 又

法者则非薄形式逻辑 ， 实 皆蔽于一 曲之见
”

。

此夕卜 体验 、 解析 、 会通等哲学方法也有所论述 。 ① 张岱年 ： 《哲学思维论 》 ， 《张岱年全集 》 第 卷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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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天人简论 》 中讲的
“

人群三事
”

， 在 《左 中找到相应的 内容 ， 那么人们对这个创新哲学

传 》 以
“

正德
”

、

“

利用 、

“

厚生
”

为三事的基 体系的来龙去脉并不会感到十分陌生 ， 在思想

础上 ， 又补充提出 了
“

御天
”

、

“

革制
”

、

“

化性
”

理路上也是不难契人的 。

三事 ； 在
“

拟议新德
”

中提出公忠 、 任恤 、 信
工

诚 、 谦让 、 廉立 、 勇 毅
“

六 达德
”

， 孝 亲 、 慈
力

幼 、 勤劳 、 俭 、 爱护公物 、 知耻 六基德
”

，

年中华人 民共和 国建立之时 ， 张仿年
鮮富了新

“

人论
”

的 内容 。 《 中 国哲学大纲 》

正值不惑之年 ， 此前都是他的青年时代 。

的 个明显缺点 ， 是只讲人生观而不讲
“

通古 棚家民族危亡之际 ， 青年张估年选择 了

今之变
”

的社会历史观 ’

“

天人新论
”

的
“

人
学术救国的道路 。 年 月 ， 岁 的张岱年

论
”

部分 ， 在
“

群 己一体
”

、

“

人群三事
”

和 在 《中 国思想源流 》
一文中说 ：

“

中 国 民族现值
“

文化要素
”

的论述中 ’ 实际上已在 定難 生死存亡之机 。 应付此种危难 ， 必要有 种勇
克服这个偏蔽 ， 不仅讲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 ， 而 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 。 此哲学必不是西洋

哲学之追随摹仿 ， 而是中 国 固有麵毅宏大的
“

天入新论
”

的
“

知论
”

部分 ， 原计划写 积极思想之复活 ， 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
“

致知论
” “

真知论
”

， 实际上只写出 了
“

致 的形态 ， 而是 种新的创造 。 强烈的忧患意
论

”

的第 部分论知觉与外界的关系 ’ 名之 识激发了他积极奋发 、 刚毅宏大的创造精神 ，

为 《知实论 》 。 第二部分论感觉经验与概念思维 而要在哲学上有新的创造 ， 就必须掌握科学的
的关系和

“

真知论
”

都没有写出来 。 《知实论 》 世界观和方法论 ， 对人类文明成果包括本民族
通过对感觉 内容如感相 、 感相关系 、 感景 、 感 思想源流和文化精神有深刻的了解 ， 以开阔 的

征 、 感境等的深人分析 ， 来确定主体 （能知 、 心胸将中西哲学精华熔为一炉 ， 走综合创造 、

心与感官 ） 与 客体 （所知 、 原给 、 外在世界 ）

仓 的道路 。

的关系 ， 论证客观世界的实在 ’ 有力地 回应 了 张岱年 自 幼形成 了勤学苦读 、 好为深沉之

否定或怀疑外界实在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 。 有 思的习惯 ， 从不满足于课堂上所学的知识 ， 而

人认为外界实在只能通过实践来证明 ， 张岱年 是广泛地阅读古今中外哲学和文史名著 ， 其知
认为也是可 以从理论上证明 的 。 关于感觉经验 识结构和理论根底远非一般同龄青年可 比 。 他

与概念思维的关系 ， 可参见 《哲学上一个可能 所处的人文环境也得天独厚 。 在北师大附中读
的综合 》 论

“

感与思之两一
”

与 《人与世界 》 高一时 ， 班主任汪震先生就开过
“

中 国哲学史
”

论
“

知之渊源
”

、

“

知之过程
”

和
“

概念的知 课程 ， 引发了他对哲学和 中 国哲学的兴趣 。 其

识
”

。 《天人简论 》 中用
“

知通内外
”

命题概括 长兄 、 著名哲学家张 申府先生是他广泛阅读中 、

地说明 了上述两个部分即
“

致知论
”

的 内容 。 西 、 马哲学经典名著的直接引路人 ， 在理论方
‘‘

天人新论
”

中的
“

真知论
”

， 可参见 《哲学上 向上对他有重要影响 。 当时中 国一流的哲学家
一个可能的综合 》 论

“

真知之变与常
”

， 《人与 冯友兰 、 熊十力 、 金岳霖诸先生都曾给予他指

世界 》 论
“

真知
”

、

“

实证与实践
”

， 《天人简论 》 导和帮助 ， 他有机会直接与大师交流对话 。 所

论
“

真知三表
”

， 涉及什么是真知 （真理 、 检验 有这些主客观条件的 因缘际会 ， 促成 了青年张

真知的标准、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等问题。 年思想上的
“

早熟
，，

， 在一般人还刚 步入社

产生于国难中 的
“

天人新论
”

哲学体系虽 会、 求索人生道路的年龄 ， 他就已经有深厚的

然未能以一部完整的理论巨著的形式面世 ， 但 哲学造诣 ， 有 自 己 独立的哲学思想 ， 写 出 了 开

是其基本观点都已分别亮明 ， 其整个理论规模 创性且具有典范性 的 中 国哲学
“

通论
”

巨著 ，

也已大体呈现出来 。 如果考虑到它是接着 中 国

传统天人之学讲的这个重要特点 ， 注意到其各
① 张仿年 ： 《中国思想源流 》 ， 《张 年全集 》 第 卷 ， 第

个部分的理论溯源都可 以在 《 中 国哲学大纲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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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于创造卓然 自 成一家之言的 、 体大思精的 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 ， 是时代的真理和 良
“

天人新论
”

哲学体系 。 这在 世纪 中 国哲学 心 。 这种 自 主 的哲学选择 ， 内在 的哲学信念 ，

史上确实可称凤毛麟角 。 张 申府在他 岁时发 就成为 了他的
“

生命的学 问
”

， 成为他立身行

表的 《论外界的实在 》
一文后面特加赞评 ， 认 世 、 观察处理问题 、 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指导

为此篇
“

析事论理 ， 精阔绝伦
”

，

“

有作 出这等 思想 ， 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 向 ， 决不会因为

文字的青年的民族 ， 并不是容易灭亡的
”

。 孙道 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而轻易改变 。 这就是所谓

升在 年发表的 《现代中 国哲学界之解剖 》

“

先立乎其大者 ， 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

。 青年张

一文中 ， 就把张岱年视为 中 国重要的马克思主 岱年正是由 于早就形成了 自 己 明确坚定的理论

义哲学家之一 ， 与张 申 府同为
“

解析法的新唯 信仰 ， 才能在 中 国哲学会第二届年会上迥异于

物论
”
一派的主要代表 。 曹聚仁读了 《 中 国哲 其他学院派哲学家而

“
一枝独秀

”

， 他才有可能

学大纲 》
一书后 ， 在不知作者为何人的情况下 写出煌煌巨著 《中国哲学大纲 》 和成为

“

将唯物 、

评论说 ：

“

宇同先生的中 国哲学研究 ， 其成就不 理想 、 解析综合于一
”

的
“

天人新论
”

哲学体系

在冯友兰之下 。

”

这些都说明青年张岱年的学术 的开创者 ， 从而确立了他在 世纪中国哲学史上

造诣和思想水平已可 比肩于当时中 国一流的哲 的独特地位 。

一个有志于学术事业的人 ， 在青年

学家 ， 并以把握了 当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 时代找准 自 己 的人生坐标 ，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成为时代精神的领跑者 ， 以至到了 世纪 ， 学 人生观、 价值观非常重要 ， 这样他的实干和创造

界还认为 ：

“

张岱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倡导 精神才能发挥出正能量 。 青年张岱年及其一生的

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 的 中 、 西 、 马 学术道路 ， 给了我们十分深刻的启示。

‘

三流合一
’

、 综合创新之路 ， 仍然是新世纪中

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

”

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

在结束本文 的时候 ， 我还想讲一个意思 ， 博士生导师 ， 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就是一个哲学家在青年时代所形成的真诚的理 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论信仰非常重要 。 他不是
“

盲信
”

， 不是人云亦

云随大流 ， 而是怀着一颗求真理的诚心 ， 在广

泛阅读古今中外哲学名著和进行比较研究的基 ① 方克立 ： 《张仿年与 世纪 中 国哲学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础上 ， 经过 自 由 的思考和选择 ， 而确信辩证唯
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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