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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贺麟的故事
〇梁庚荧

编者按：贺麟先生，生于1902年9月

20日，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是我国近代

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研究专家，西方

哲学翻译名家，新儒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之一。谨以此文纪念贺麟先生诞辰110

周年。

留美途中

1926年秋，一艘开往美国的客轮在大

海中乘风破浪，奔驶向前。蔚蓝的天空万

里无云，碧绿的海水一望无际，极目远

望，水天一色，唯见一群群的海鸥在自由

地飞翔。这时，一位身材瘦削、面庞清

癯、目光坚毅、神采奕奕的青年正站在甲

板上。他迎着海风，置身于浩瀚的大海怀

抱中，感到前面的道路是那样的开阔，自

己的胸怀也变得更加宽广。这位青年就是

贺麟。

他回头向祖国望去，渐渐远去的祖国

大陆已看不清了。他想起昨晚吴宓老师临

行前设宴为他饯行，并赠给他一首离别长

诗。他从衣袋里拿出这首诗，默念着其

中的诗句勉励自己：“愿君此去遇名师，

微言大义终身资。学派渊源一贯统，真理

剖析万事基。愿君归来能行志，理想职业

无殊致。……民生困苦甚倒悬，志士歌哭

亦徒然。大厦端赖众料构，危墙难望一绳

牵……”他不会忘记，自己对哲学发生兴

趣，离不开吴宓老师的引导和培养。

落日的余晖映红了海面，海风吹得人

感到有些凉意。

他生长的四川，是文人荟萃的地方，

自古以来就出过许多名人和知名学者。上

中学时，教他们国语的老师就是章太炎的

学生，学问很好，后来做了教育厅长。贺

麟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再加上

他自幼聪颖好学，文思敏捷，从小就做得

一手好文章。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在一次

类似于曹植做“七步诗”的比赛中，一群

孩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在限定的走一圈时间

内，回答出了老师提出的问题，受到老师

的夸奖，祖父也说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中学毕业时，他果然以本校第一名的优异

成绩，考入了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

贺
麟
学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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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圣人，贺圣人!”这是进入清华

学校后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或许是因为

他从小深受四书五经的熏陶，举止言行都

符合儒教的规范：待人诚信、“仁者爱

人”、“敏而好学”……再加上他那一

副斯文的士人风度，大家都喜欢这样称

呼他。

他也不会忘记梁启超对他的教益。梁

启超给他们上过两年课，讲的是“国学小

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讲课

时注意到，在没有缺过他的课的两三个学

生中，每次上课都能看到贺麟。而且他听

课是那样地专心致志，课后还喜欢提出一

些问题。后来，梁启超让他到家里，还借

书给他看。梁启超的变法思想和学术思想

对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拒绝去台湾

抗战时期的一天，陈布雷来找贺麟，

说蒋介石要见他。他随陈布雷坐船渡江来

到重庆，又坐轿子上山来到蒋介石住地。

蒋介石与贺麟谈了一个半小时。贺麟想在

北京大学成立一个编译委员会，蒋介石同

意每年由政府出十二万元资助，并请贺麟

当主任。希望他组织一些人，多介绍一些

西方哲学名著到中国来。贺麟主持编译委

员会工作后，组织编委冯友兰、郑昕、汤

用彤等人，翻译了二十多部西方名著，多

是哲学名著，其中，仅贺麟一人就译了好

几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

发动内战。贺麟是坚决反对内战的。1948

年底，在北平被围期间，蒋介石欲网罗各

方面的人才携往台湾，南京政府给贺麟

连续发来三封电报，敦促他立即离开北平

然后去台湾。贺麟三次都毫不犹豫地拒绝

了。他感到只有留在祖国，他所从事的

哲学研究事业才有广阔的天地，才能大

有可为。

难忘的会见

1957年，贺麟作为哲学代表团成员，

随团长冯定访问了苏联，团员中还有金岳

霖、任继愈、潘梓年。回国后不久，毛主

席接见了代表团的部分成员，还有社会

科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当费孝通、周谷

城、胡绳、贺麟、金岳霖、郑昕坐在中南

海毛主席住地的沙发上交谈的时候，冯友

兰因事来晚了一点。冯友兰一进屋，毛主

席就幽默风趣地说：“‘学而时习之’先

生来了。”顿时引起大家爽朗的笑声。大

家感到毛主席是那样平易近人，在领袖面

前拘谨的心情一下松弛了，气氛立刻活跃

起来。

中午时，毛主席请大家吃饭。他亲自

给大家夹菜，说：“今天是东西南北的

‘八宝饭’。”毛主席边吃饭，边谈笑风

生。毛主席问贺麟：“今年多大了?”贺

麟回答说：“55岁。”毛主席微笑着说：

“你现在还是‘少壮派’，还可以跟胡绳

多打几个回合。”胡绳解放前曾写文章批

评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的观

点，后来贺麟在《两点批判，一点反省》

一文中曾表示胡绳的批评对他有帮助。贺

麟这时知道毛主席曾看过自己和胡绳的文

章，是鼓励他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开展学术争鸣，发展学术事

业的。

毛主席接着又问：“苏联的哲学怎么

样?”代表团向他汇报了苏联哲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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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苏联的哲学

已经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了，你们搞哲

学的要注意这个问题。”

回到家里后，贺麟的心久久不能平

静，幸福的回忆总是萦绕在脑际。毛主

席这样关心、重视发展学术事业，给了

他巨大的鼓舞。不久，他向党组织递上

了入党申请书。

周总理的请柬

“文革”中的每年国庆节，贺麟都要

被造反派训一通，让他待在家里别出去。

可今年国庆节在即，怎么还不见动静？

1975年9月30日，他突然接到通知，让他

到哲学所去一趟。到了所里，负责人递给

他一张请柬，他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国庆

招待会的请柬，那位负责人告诉他：“到

时我们派车去接您。”这时，他抑制不住

内心的激动，因为这意味着从今天起，他

就获得解放了。十年，整整十年，人的一

生能有几个十年啊!他捧着请柬，深情地

看着右下角的署名——周恩来。他百感交

集，心里反复默念着：总理啊，总理……

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盼着明天见到敬爱

的周总理。第二天晚上，他很早就来到人

民大会堂宴会厅，坐下来殷切地等待着。

但他哪里知道，周总理“文革”十年中因

劳累过度，已患重病住进了医院，国庆招

待会由邓小平代总理主持。

他后来得知，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名单

是由国务院决定的，国务院给社科院打电

话，院里回答说：“他还没有解放。”国

务院的人说：“这是领导上的事情，你们

别管，到时派车把他接来就行了。”他想

起“文革”中，周总理曾保护过多少革命

干部和知名人士啊!“您时刻都在惦念着

我们这些受冤屈的知识分子，想尽一切办

法使我们早日获得解放……”想着想着，

眼睛不禁湿润了。

参加国庆招待会获得解放后，他把感

激之情化为力量。虽已近耄耋之年，却又

投身到紧张的研究工作中。在短短几年时

间里，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哲学史讲演

录》、《精神现象学》(下卷)、《黑格尔

早期神学著作》、《文化与人生》等多部

著作，其中，与王玖兴合译的《精神现象

学》一书获1982年社科院科研一等奖。与

此同时，他还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

发表了近十篇学术论文。

年逾80岁高龄，他多次参加国内外的

西方哲学会议。1979年6月，他作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术访问团的成员访问日本；

同年8月，他又作为代表团团长，参加了

在南斯拉夫举行的国际黑格尔哲学第十三

届年会。1983年10月，他受香港中文大学

邀请，到香港讲学，在新亚书院讲了两次

课。一次讲的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新理解；另

一次讲了中国哲学的知行统一问题，强调理

论必须与实践相统一，受到热烈的欢迎。

贺麟还十分关心培养青年。他对每位

来访求教的青年都非常热情，一谈就是一

个半天或一个晚上，有时饭都顾不上吃，

但他从不厌倦。有的青年把自己的稿子拿

来请他修改，他也总是把自己手头的工作

放在一边。他虚怀若谷，和蔼可亲，给每

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0岁入党

1982年，当他80岁的时候，他站在

党旗下庄严地宣誓。回顾自己一生所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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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道路和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他思绪

万千。今天，终于找到了政治的归宿。

解放后，他通过参加土改等社会实

践，转变了思想，曾写过《参加土改改变

了我的思想》一文；他勇于自我批评，在

《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中，批判胡适的

唯心论的同时，也深刻反省了自己过去的

错误思想。他自己承认过去是唯心论者，

曾写过《唯心论简史》一书，继承德国古

典哲学唯心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但他

一生努力学习，勇于探索，通过学习马

列、毛主席著作，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唯物

论者。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不断

学习、不断进步、追求真理的进取精神。

人贵有精神。一个人到了七八十岁，

按理说，应该安度晚年，享享清福和天伦

之乐了。何况他晚年已步履维艰，行路都

需要人搀扶，并且嗓子沙哑，声音很小，

常常要靠他的爱人黄人道老师作“翻译”

才能听明白。他有时与知己朋友谈学术问

题，一谈就是半天，有时谈累了，一靠在

沙发上便睡着了；有时坐在椅子上看书，

一看就是几个钟头，有时也不知不觉睡着

了。当我几次坐在他的面前采访时，只见

他精神矍铄，一双明亮的眼睛很有神，露

出老年人特有的格外慈祥的目光。从他的

目光里，我还看到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的坚毅品格。

贺麟一生有近二十部译著和著作。教

学和研究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译文严

谨，字斟句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

评。1986年，社科院哲学所等四个单位联

合举行“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充分肯

定了贺麟在为发展我国哲学研究事业所做

出的巨大贡献。他感到这是对他的鼓励和

鞭策。

1941年在西南联大一次开学典礼上，

他站在新生面前演讲“人生要有使命感”

时说：“一个人要认真生活，认真做人，

就需要有自觉的正大的使命，这样生活才

有意义与价值。”“个人的使命是时代所

赋予的，一方面实现自我的本性，一方面

也就是贡献于社会国家人类的使命。他需

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贺麟是这样寄希望于青年的，而他

自己的一生，又何尝不正是这样身体力

行的呢！

本文摘自《一代哲人贺麟》（贺麟先

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9年4月，题目由编者所加。

个帮忙的人也没到，结果

只有李酉山教授的二女婿郑达庸和我哥

哥两人搬家。事后李伯母特意登门向父母致

谢，还夸哥哥人实在，并送给哥哥一包糖。

心中燃起的第三柱香是为了记住清华

园内父母亲与朋友邻里之间友情和他们曾

经共同遭遇的磨难。

近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回国。

在国外朋友聚会时，经常有朋友问起每次

回国的感受。在回答时深藏在心底的那份

最特殊的感受我却从没有谈起。那就是飞

翔在蓝天之上，在这个距离逝去的父母最

近的地方，我时常会感受到一份特殊的温

暖。今天伴随这份温暖，在横跨美、亚大

陆的万米高空中，在先父史国衡百年冥寿

之际，燃起这三柱心香。是为祭。

2012年5月8日, 初稿完成于芝加哥至

香港的飞行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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