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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西北政法大学哲学学科创建五十五周年，适逢我
校资深教授、哲学一级学科和中国哲学二级学科带头人赵馥
洁教授从教五十年，这是一个值得好好庆贺的美好时刻。

五十年来，赵先生倾注全部睿智和热情于西北政法大学
的哲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可谓桃李遍天下，事业硕果累
累。先生不仅是西北政法大学哲学学科的领袖，而且是陕西
哲学文化的品牌。

赵先生作为我校哲学学科最早的优秀毕业生，于 1964年
留校任教。五十年来，先生教授和研究的视域涉及哲学一级
学科的多个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有很深的造
诣。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填补了学科空
白”（张岱年先生的评价），开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先
生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传统哲学价值
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激发了许多学者对于这一领
域的研究兴趣，从而成为西北政法哲学学科的优势特色品牌，
凝聚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一支学科队伍，并使哲学思维方式与
价值论研究成为陕西省特色学科，得到省财政的支持，近年来
出版了以先生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为》（修订版，人民出版
社）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成果。

我本人由于兴趣和工作需要而进入哲学门，成为政法哲
学人，并越来越热爱哲学，这与三十多年来，先生的教育、启
迪、支持和帮助密切相关。

记得 20世纪 80年代初期，我刚毕业参加工作时，由于当
时的哲学本科专业开设了多门自然科学课程，所以我就被分
配到哲学教研室，在给哲学本科同学讲授、辅导《普通物理学》
等课程的同时，有幸跟赵先生等老师听一些哲学专业的课
程。不久，国家召开了高等教育的青岛会议，提倡高校教师要
有研究生学历。于是我们教研室 77、78级毕业分配来的七八
个年轻人都积极备考研究生，我个人结合自己的知识基础和
兴趣爱好，选择了科学哲学。在春节期间考研结束后，按照系
上的安排，于开学初的三月上旬，我参加了教育部统一组织的
高校教师助教进修班考试，选择了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
陈昌述教授负责的自然辩证法班。当年五月初，研究生和助
教进修班的录取通知几乎同时下来，我幸运的被折中转回本

校读研，虽然专业由科学哲学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有幸得
到包括赵先生在内的多位老师的悉心系统指导，使我个人终
生受益。

我硕士毕业继续留在哲学专业任教不到两年，由于当时
司法部行业办学与陕西地方政府的认识分歧，理论系的两个
本科专业，即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停招，老师们涉及到转
行、调离等多种可能。哲学专业由八十年代中期的巅峰，一下
坠落到波谷，哲学学科的专业梯队，由当时的48人，突然锐减
到十多人。我自己按照组织和先生们的意见，继续留在哲学
硕士点从事本专业的教学和科研。赵馥洁先生为了学科的发
展和专业的振兴，毅然决然辞去了党委副书记职务，全身心地
回到哲学研究生的培养中。这时我又有机会直接向老师请
教、学习。

从 1988年起，哲学专业本科虽然停招，但是，在赵馥洁先
生和郭云鹏老师等前辈的旗帜下，政法的哲学研究生教育不
断发展，水平不断起升。三十多年来，先生们培养的研究生，
多一半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继续深造，获得了哲学博士学
位。记得很清楚，陈宏鸿同学那一届六位同学全部考取了名
校名师的博士。现在，赵先生培养的研究生，在清华大学等著
名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任教授的有许多人。省内各高校的哲
学教师更是星罗棋布。同学们在一起共同感恩的是，先生当
年睿智的专业点化和严格的规范训练。可谓德高为师，身正
为范。先生给予学生终生受用的不仅是学养和知识，更为重
要的是人格魅力。不仅每届研究生入学教育时，先生都能给
新入门的同学极大的学科专业鼓励，而且以智者和仁者的胸
怀给同学们提出崇高的专业要求，希冀大家能从学科意识和
民族精神的高度觉悟哲学专业的重要性，从而以“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广阔胸襟进
入哲学门，这样方可志存高远。

赵先生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坚持一丝不苟，严谨规
范。现在先生虽然年逾七旬，但仍坚持热情洋溢地讲好每一
节课。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还是中国哲学专业，研究
生从入学教育，到开题报告和毕业答辩，先生没有缺席过一
次。而且每次都会认真地听取每一位同学的发言，并认真记

录，耐心细致地给每一位同学提出建设性的修改完善
的正面意见、建议和要求。每届研究生毕业答辩后，
先生都能具有针对性地概括和总结出几个重要的特
点，并语重心长地给同学提几句温馨寄语。可以说，
每一点都击中了要害，句句话都饱含期望的深情。不
说同学们，每一年我们每一位老师都受到新的教育。
正因为如此，每一届的研究生答辩，我们哲学专业的师生都翘
首以待，希冀聆听先生仁者智者的智慧启迪。多年下来，先生
哲人、诗人的睿智语录，我已记了一大本，时不时拿出来回味，
内心异常兴奋。有幸在先生的指引下学习和工作，是我今生
之大幸！

20世纪90年代末，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取得重大成绩，同时也出现的许多仅靠实证科学的分门别类
的研究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哲学理论思维新的概括总结和
反思。另一方面，学校事业提升需要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支持，
这个时期，我正好在哲学硕士点所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接
替老所长的工作，在赵先生的鼎力支持下，经过认真调研论
证，申请恢复哲学本科专业招生，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学校各
级领导也大力支持。很快于2002年恢复哲学本科专业全国招
生，迎来了我校哲学学科新的春天。赵先生亲自给本科同学
讲授《哲学概论》等课程，产生了极大地示范效应。一批老专
家分别给本科生教授多门专业课程。同学们受到极大的鼓
舞。迄今为止，前几届毕业生回校时，还十分感念赵先生等大
专家们当年对于他们的栽培和鼓励。事实上，多年来，哲学专
业的毕业生，一直保持全校最高的考研率，与先生的鼓励和支
持直接相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曾经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
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锻炼和提高
理论思维能力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学习哲学。因为“任何真
正的哲学，都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黑格尔说“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
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哲学一定与文明进步同呼吸共
命运，以理论思维的形式砥砺着时代精神。人类文明发展到
今日，尤其是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不仅要经济上

富强，而且更要文化上繁荣。有人说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在新的世纪，我们拿什么奉献给世界和人类？哲学文化，特别
是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肯定是重要的一部分。为此，我
们在赵先生的指导下，适时进行了哲学本科专业“一重”（重
视夯实专业学科底蕴）、“两型”（学术研究型高级专门人才和
文化传承与传播型复合应用性人才）、“三原”（古今中外哲学
基本原典、中外文原版教材、外文和古汉语原文教学）、“四
向”（面向学科前沿、面向国际文化交流、面向民族复兴、面向
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专业综合改革。这是近十
年来，我校哲学学科在取得国家级特色专业、省级重点学科、
省级特色专业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陕西地缘
和历史文化优势，所进行的又一项重要探索，现已经得到省
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相信在赵先生的正确指引下，会取
得优异的成效。

多年来，无论是学科专业建设遇到难处，还是政法哲学有
了些许的成绩，都会去给先生唠叨，这可能缘于长期以来先生
的正确引导和鼎力支持，惯下的我们这帮长不大的晚辈的懒
惰毛病，但我更愿替自己辩护为，这是对先生仁者爱人的人
格魅力和睿智精湛的学识能力的敬仰与追随，或许有时无意
间会给先生添点堵，敬请先生原宥。先生办公室的灯光，无
时不在激励和鞭策着政法哲学人的努力；先生的一个又一个
卓越成就和成果，更在鼓励中青年教师不断成长；每次在校
园遇见先生，我的内心都会增加一份精神动力，或许是“贤贤
易色”。

热爱事业就会永远年轻，哲学的智慧和诗词的激情尤
能让青春永驻。我们尊敬的赵先生，既是哲人，又是诗人。
衷心祝福视哲学事业为生命的赵馥洁先生健康、愉悦、笑口
常开！

甘为园丁心坦然，执教治学成宏愿。
只缘播撒是大爱，桃李争艳春满园。
1979年秋，西北政法学院在经历“文革”劫难和坎坷之后，开始复校招生。我

也作为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了崭新的求学之路。令我
最为欣慰的是：有幸遇到了一批师德高、素质好、业务精的好老师、好导师，而赵馥
洁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今年，是他执教五十周年。作为学生，我由衷地感谢他，衷
心地祝福他！

在读研的第一年，我曾完整地听了赵老师所讲的《哲学原理》课，也领略了他
“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风采。从一开始，学生们首先就被他讲课的“艺术性”
所吸引。热情、生动、极具感染力的讲授，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情绪并引发师生之
间的互动。一些看起来枯燥乏味的抽象概念、原理，会在生动鲜活的例证中得
解。同时，赵老师的教学也十分严谨认真，对教学质量要求十分严格。他从不照
本宣科，但也绝不会放过那些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点。对于基本概念和原理总
要进行精细深入的辨析、论证；对于课本中涉及的经典作家的言论，总是博引原
典，条分缕析，务求学生领会第一手资料的真义，并引导学生掌握严密、科学的学
习方法和思维方法。

赵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还突出地表现在对研究生的培养上。长期以来，每
届新入校的研究生都会得到赵老师的一份《学风十戒》和《治学感言》。《学风十戒》
一文剖析了应该戒除的十种不良学风。《治学感言》由十首七言绝句组成，生动形象
地提出并回答了从如何做人到如何治学、从道德修养到学风文风磨练、从学养求博
求深到学术求专求新的一系列问题。研究生们都把它看做入校的第一份“精神食
粮”。同时，每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赵老师的讲话，又被学生们称作“离校前
最重要的一课”。每次讲话，重点常常不在对毕业生成绩或论文特色的肯定，而主
要是针对存在问题的剖析。对于受大环境影响而出现的关乎人品、学风、文风方面
的倾向性问题，则要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是点名道姓的批评。研究生们纷纷反
映，这些批评，恰恰是终身受益的警示。但是，严师对学生的关爱之情更为绵长。
离校后的学生一旦带着问题回校请教赵老师，都会得到他的热情接待和精细指导。

1982年秋，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从此与赵老师在同一单位执教，经常得到
他的教诲和指导。耳濡目染，对赵老师的严谨治学有了更多的了解。

赵老师爱读书、爱买书是出了名的。我曾多次参观他的书房。一架架大书柜
从地面挺拔到屋顶，装满了古今典籍与中外名著，且文、史、哲几大类俱全。在读书
和知识的获取方面，赵老师追求广博，“敞开胸怀纳百川”。正因为如此，他能文，尤

擅诗词；他通史，更精中国思想史；他爱哲，学贯中、西、马。“观
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痴于博览群书，好与前贤神
交，善于融会贯通，积淀必然深厚。

在做学问方面，赵老师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中国哲学，特
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上。他下苦功夫“十年磨就一柄
剑”，废寝忘食，耗费大量精力，执着於对古籍原典的钻研和考
证，从第一手资料中汲取“营养”。每研究一个课题，他会从多
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深入探究，会从多学科、多领域比较分
析。有一次，哲学学院举办“智慧大讲堂”，特邀他作《中国传统
哲学中的和谐思想》。当时他已担任陕西省社科联主席，但仍
然利用休息时间，加班加点搜集文献资料并对相关史料作了详
细考证。因此，他的演讲内容详实，考据严谨。这一事例，足以
反映出他做学问的精专深透。

在学术研究中，赵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开拓创新。他在中国
传统哲学价值观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全国领先的重要成
果。其中，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专著《中国传统哲学价值
论》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全国十多家报刊发表了消息和评介。张岱年先生等一批著名
学者对其独创性和深透性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1994年获陕
西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次年又获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优
秀成果二等奖。2009年，其增订本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围
绕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赵老师还出版了《价值的历程——中
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等专著，还

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重要论文先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篇被摘要转载。
赵老师在学术研究中，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作深作透。他在从中国哲学深入到中国

传统哲学价值观的研究过程中，反观中、西、马的哲学特征，从比较研究中再透析中国哲学的总特点，进而提出对中国哲学特
质的崭新观点。今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论中国哲学的特质》。此文被《新华文摘》2014年第16期
全文转载。它是赵老师开拓创新精神的又一佐证！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在赵老师的引荐下参加了陕西省哲学学会。后来，又逐步在他的带领下，参加了学会理事
会的日常工作。在他担任学会两届会长期间，我先后作为秘书长、常务副会长一直协助他工作。

陕西省哲学学会成立于1962年，是陕西省成立最早、会员最多的人文社科学术团体。至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下属8个
学术委员会（研究会）、800多名会员的大学会。学会每年要制定学术活动计划，要组织数次学术交流活动（包括与外省及国
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要组织重大课题的研讨会，要召开一年一度的年会，还要出版研讨会或年会成果的论文集。这一
切，需要精心策划，认真组织，细致落实，步步到位。为此，赵老师要花费大量精力，但他乐于奉献，甘于服务。

他带领大家积极探索和扩展学会与社会联合开展学术活动的途径，与更多的高校、科研单位、学术团体、企业等进行协
作，并向有的企业家争取到较多的经费支持，从而保证了学会活动开展的条件和基础。他极力主张并认真落实对年轻有为新
生力量的吸收和培养，一批博士、博士后被吸收到各专业委员会的骨干队伍中来。他尤其重视策划和组织富有特色的学术活
动，带动全体理事、常务理事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把学术活动搞得一年比一年更上规模、更上档次，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性
强、有新意、有深度的理论成果，取得了很好的好的社会、文化效应。

综上所及，可以看出：赵老师无论在教学、科研，还是在哲学学会活动中，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
曾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历来被看做是中国传统伦理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它实际上就是如何做人、做事、
作文。我以为，赵老师在做人、做事、作文诸方面，都是我们学生辈的楷模。我们以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同时，我们更要在
这三方面不断努力，争取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奉献更多力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并报答母校和老师的培育之恩！

我的恩师赵馥洁先生今年已七旬有四，身材魁梧，宽脸高
额，慈眉善目。尽管先生自嘲“马齿徒增，鬂霜日繁，”（先生
语），但他仍旧怀着“春雨情怀千木秀，秋风心事万林丹。”（先生
诗）的心愿躬耕教学，育人不倦。先生撰写的《中国哲学的特
质》还刊发于2014年6月17日的《光明日报》，此文后来被新华
文摘全文转载。

十年前，落魄的我来西北政法大学上研究生，才知道我们
班11人竟有一半以上的兄弟姐妹同我一样因为生活所迫而上
哲学。我不由得替哲学悲哀，也在内心的无限悲凉中切肤地感
到自己学习哲学的可悲。我开始疯狂地学习经济，想通过三年
后的博士考试再一次改变命运，一边是哲学硕士学业的荒废，
一边是无法确定的成功。我犹豫不决，徘徊又徘徊。

在矛盾的当口，我逐渐开始感受哲学，并感受我的导师赵
馥洁先生。

先生正在讲“哲学是爱智之学”这一观点，从哲学一词的历
史演变到中西方不同语境下对智慧的不同理解，再到深入浅出
的实例，最后到先生关于智慧的心得，“智慧是一种基于知识、
现于才能、达于彻悟的高远深广的知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其
中，能力是一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探赜索隐的洞察，境界是
一种通彻事理、了悟世情、洞达人生的精神境界。”为了使我们
更加透彻地了解智慧的特征，先生又陆续讲到刘知己、章学诚、
讲到冯契创立的智慧体系，讲到袁枚、叶燮、方以智，讲到鲁迅，
讲到马克思、毛泽东……那年暮秋，我收获了一堂美丽的哲学
课。我聆听着先生那字字珠玉、铿锵顿挫的关中话，犹如春风
拂面、细雨润物，我分明感受到先生发自内心的微笑。

从此，我开始认真读哲学书，并用心感受哲学和哲学中的
先生。先生的学识很渊博，因为先生上课总是旁征博引、精辟
深刻、诗意盎然、韵味十足；可是如果不凝神细听却又不易心领
神会，我们绝对会因为前一分钟的思想没跟上，而导致后十分
钟的茫然，为了保证课后温习时思路连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
法就是在这茫然的十分钟里疯狂记下先生的讲话，也只有这样
才会在十分钟之后的课堂上继续与先生的思路逐渐合拍以至
默契而渐入佳境。这样一节课下来，所有听课的人在面对突然
松弛下来的神经时都会有极度的疲劳感，因而先生的学识不仅
渊博而且高深。但先生却并未因此而博取功名，我一直困惑先
生为何不应其他高校的聘请做博士生导师，一次我忍不住问起
此事，先生说：“既然我的学生要在那里当博导，我又何必与他
们相争？既然我的学生在那里都做了博导，我又有什么可追求
的呢？”，先生正是以他的超然真正作到了他诗中所云：“笔种舌
耕不畏劳，功名拱手世人高”。

生活中的先生“身无长物何须叹，坐拥书城且自豪”（先生
诗）。先生的藏书非常丰富，常常是知道自己有哪本，却记不清自
己放到了哪里。2007年夏，我们临离开母校之前为先生的藏书编
目录。令我大为吃惊的是，整理书目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极其生僻
的字，先生不用看原文就能将字的写法和意思说得清清楚楚，还
能指出该书的出版年代，所写内容，以及作者的具体情况。

先生不仅学识渊博高深，而且治学严谨。先生所带的每一

届学生的毕业论文，从论题选择到开题
报告的成形、写作提纲的最终确立，无不
经过先生的反复推敲和修改；成形的论
文在先生的手里也至少要过三次，而且
先生与学生约定好的论文指导时间从来
不会无故延期，即便有事不能如期指导，
他也会及时通知学生。每一遍文稿先生
都认真看过，从文意到结构、从修辞到字
句，甚至小到标点都会一一注意到。论
述和文字如有不妥即予以亲笔修改，有
的同学文稿竟被改得密密麻麻。

先生的教案总是准备得非常详细，
尽管他上课时从来不看。厚厚的一本教
案，从纸的颜色和封皮的新旧可以看出，
先生对自己的教学内容总是不断补充和
完善。教案本每一页总是留有三分之一
的空白，以便加入新的内容或为某些理
论的再思考再研究留下书写余地。多年
来我的所有读书笔记也承袭先生的笔记
特点，每页都留有三分之一的空白。

三年的硕士生活之于我如同一颗久旱青苗偶遇千年甘霖，
浇了个进脑进心、透透彻彻、酣畅淋漓。哲学也最终融入我的
生活，成为我生命中从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止是我，同班
11人中以工作的名义与哲学相伴一生的就有 10人，至于用哲
学之慧点亮心灯的人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先生一生所育弟子
无数，自古名师出高徒，后来我才逐渐知道，先生确有许多高
徒，令我惭愧无比的是，先生弟子中如我般不知名者还有不少，
然而皆能得先生之惠风熏沐，皆可登先生之静致高堂，实在是
三生有幸！！

与先生同上一课的时光可能不会再有了，我也早已告别学
生时代步入现实社会。然而幸运的是，我与先生仍然同住一座
城市，生活在赐予我美好的同时，也把感恩的机会送给了我，忙
碌之余我会去看望先生，也常想起先生临毕业前的教诲——用
形而上的姿态引导形而下的生活。像先生那样用哲学的精神
去生活，冷静而深刻、平淡而从容、执着而包容、清心而寡欲，不
盲目地随波逐流，也不肤浅地孤标自傲，虽然没有世人艳羡的
功名利禄，然而精神是超拔的、心灵是自由的。

2008年初，我写了散文《感恩时节念师恩》，用电子邮件发
给先生。先生回信说：“愚师平生教学，以真意为之，以自然处
之……从教大半生，学生之多，难以计数……做老师者不应有
求谢之意，做学生者不能无感恩之心。……这篇文章，之所以
使我欣慰，主要不是因为你写了老师，而在于你美好的心灵和
情愫。”先生句句良言，不同时间读起，都会有不同的启发和感
动。至今我仍然珍藏着先生的这封回信。

2008年9月，已近而立之年的我与相爱六年的恋人牵手共
赴人生，平生行事颇为低调的先生不意参加婚礼，却仍然赋诗
一首：“春水盈盈接海涯，芳缘千里系情槎。黄花翠竹宜为友，
平境常心即是家。瑟韵清悠含道意，琴声旷远厌浮华。和衷共
奏人生曲，谐咏朝霞到晚霞。”(该诗每句首字连读为：“春芳、黄
平瑟琴和谐”)，并亲笔写成书法。我们的婚姻于繁忙的生活剥
蚀中仍然不忘养心怡情，家庭的平静祥和幸福恩爱可以衬得起
先生的祝福，这是我们全家的荣幸。先生的真迹也值得我们全
家珍藏。2009年 6月，我的女儿降生，取名“凤仪”。一出院我
就告诉了先生和师母这一消息。忐忑不安地说出想请先生为
小女起个字，先生问了小女的姓名后，欣然应允。不几日便发
来短信，为女儿取字为“玉箫”，言辞亲切，满怀激励。

多年来先生馈赠于我的精神食粮从不缺乏。在我供职的
建筑科技大学，我从未向人炫耀过我的导师，然而宣传部都知
道我的硕导是先生，他们对先生是仰望高山般的景仰。而我则
以不辱师门为纪律在大是大非面前看清看透看开。

把哲学作为支撑人生的那根脊梁，在春花扑香的清晨，在
夏日清凉的午后，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暮秋，在拥衾围炉卧
听飘雪的冬亭，焚香煮茗，洗净双手，打开书，我常常听见哲学
的浅吟低唱。在那里，能看见世界的海阔天空，人生的淡泊宁
静和谦逊得如同水一般的情怀，老庄孔孟魏晋风度、鸿儒白丁
佛禅妙境，他们起伏错落或浓或淡，氤氲开一幅中国最美的山
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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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学科的智者 培育后学的仁者
——祝贺赵馥洁先生哲苑耕耘五十载

张周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