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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  序 ◇ 1 

开创二张研究新局面（代序）
■方克立

河北师范大学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以研究二张思想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为宗旨、为主题，我认为是把准了时代脉搏、具有前瞻性眼光的。

它一起步就得到了许多同志、朋友的热烈祝贺、支持与合作，说明大家都看好

这件事情，也说明我们做对了，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怎样不负众望、做好这

件事情呢？河北师大的同志们很谦虚，专门召开这个会议来听取大家的意见。

我在这里也讲几点个人的想法：

一、明确和确立二张思想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特别是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应有的历史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观察和比较的视角：中国在 11 世纪出

现了著名哲学家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他们的贡献

是开创了宋明理学，在“北宋五子”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写了

一本书：《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任继愈先生为中译本作

序，是一本名著。中国在 20 世纪又出现了一对著名的兄弟哲学家张申府（1893—
1986）、张岱年（1909—2004）先生，对他们的理论贡献和学术地位，能不能

与历史上的二程作一个比较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

二程生活在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转折时代，他们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思想

资源，实现了儒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综合创新，创造了体现“三教合一”精

神的宋明新儒学。二张先生生活在一个更加伟大的百家争鸣、综合创新的时代，

中国思想舞台上不只是有儒、释、道三教，而且有中、西、马三种文化系统，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相互碰撞，对立互动。问题与

主义论战、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

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个接着一个。在人们一般只看到三大思潮之间的分歧、

对立、“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一面的时候，二张先生却看到了将三者之精华“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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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一”的可能性，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提出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思想，

到 80 年代更形成为系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他们早就认识到，辩证唯物

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西、马“三流

合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综合创新出来的新文化必然是社

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他们指出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不仅已为 20 世

纪中国的历史进程所证实，而且在 21 世纪，甚至在更加长远的未来，都具有

指导意义，将成为一种主导的哲学和文化理论。二程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

的地位已经十分确定，经过上述比较，二张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应该占有

什么地位，我们心里就比较有数了。有一本书写“当代中国十哲”，张岱年先

生是其中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十哲”中只有四位。还有人认为 20 世

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理论贡献最大的是五个人：李达、艾思奇、毛泽

东、张岱年、冯契。这些说法都充分肯定了张岱年先生的历史地位。

今天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首先要明确和确立二张先生在中国哲学

史、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明确”是我们认识上要明确。“确立”是通过我们

扎实的研究工作和有效的宣传工作，使这种认识能够得到学术界、思想文化界

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成为一种共识。

从籍贯来说，二程兄弟是河南人，二张兄弟是河北人。二程作为河南地方

文化名人的地位早已确立，各种学术研讨、宣传、纪念活动经常举行。1988 年，

我与张岱年先生等一起去河南洛阳出席“洛学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就深

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二张先生作为地方文化名人的地位，我想河北省、地、县

领导和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也会逐渐重视起来，以河北出了这两位现

代著名思想大师为荣。推动各方面对此予以重视，也是中心要做的工作之一。

二、把“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二张思想与生平活动的研究中

心、资料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

二张先生是哲学家、思想家，对他们的研究当然首先是思想研究。近十年来，

关于张岱年先生思想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但是否把前辈思想的精义、精髓都充

分揭示出来了呢？我觉得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张先生在 40 岁以前，力图“将

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创造一个接着中国传统天人之学讲的“天人新论”

哲学体系。这是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

和概念范畴都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但是以“当代最伟大的哲学”辩证唯物论为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又不是照抄照搬当时流行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应该



3 代  序 ◇

说它基本上符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新文化的要求。这个哲学体系虽

然没有完成，但已大纲初具，有些重要章节实际上已经写出来了，只是不够完

整，当时没有发表。我国哲学界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如何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

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哲学史界也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其实大

家心里都明白，之所以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难点是在本土化和民族主体性建设

上。迄今为止，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还是这方面成功的典范。我们

不妨设想，张岱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创造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如果

不受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环境困扰，如果解放后不是“存而不论”，而是有条

件继续做下去，能够大功告成并顺利问世，那么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

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局面，可能就会很不一样，至少它又提供了另一个典范，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民族主体性建设向前推进一步。所以我认为在今天，

非常需要有人能够把“天人新论”哲学体系的整体思路和学理精义研究透彻，

全面准确地揭示出来，它不只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对于现实理论的创新

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如果有人能像刘

心武续写《红楼梦》那样，以张先生的文字和内在思想理路为依据，续写出以

“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物原心流”“永恒两一”“大化三极”“知通内外”“真

知三表”“群己一体”“人群三事”“拟议新德”十论为基本框架的“天人新论”

哲学体系，我们亦应表示欢迎。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对张申府先生思想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他是公认的罗素研究专家，在中国大力推介、阐扬逻辑分析方法，并且同唯物

辩证法、孔子“仁”的学说结合起来。最早提出“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

的就是申府先生。但至今除了舒衡哲的访谈录、郭一曲的博士论文外，很少见

到专门的研究成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申府先生是中共创建时

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和刘清扬同志同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20世纪30年代，

张申府先生还是进步阵营“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不仅发表了大

量政治、社会、哲学、文化方面的论著，而且重视对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

研究，大力提倡科学方法。张申府先生和刘清扬同志都是河北师大的校友，从

表彰先贤的功业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角度，加强对他们的研究

也是中心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史学的传统从来重视“知人论世”。要对二张思想有深刻理解和把握，

必须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的家世，他们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他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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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等等，也就是说，还要加强对他们生平活动的研究。研究工作要以掌握大

量第一手资料为前提，包括二张先生的论著手稿、往复信函、生前留影、谈话

录音、访谈记录等等，那怕是片言只字，都十分珍贵。中心除了做思想研究外，

还要组织力量写他们的传记、年谱，编制影视专题片，请有才华的作家、艺术

家创作以他们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等等，需要做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总之，要

把思想研究与生平研究结合起来。

一个好的研究中心，应该同时也是资料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我们对河北

师大二张研究中心的期望，就是办成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学术单位。在这

里不仅出成果，出人才，而且也是二张资料收集最齐全、使用最方便的地方，

全国以至世界各国想要做这一课题的学者，都要到这来学习，来查阅资料，来

交流研究心得。今天到会的有一位韩国学者，中心成为“张学”研究重镇，将

来可能还会为你们学校吸引来一些外国留学生。

三、开门办研究中心，争取得到二张先生的家属、弟子门人，及全国学术

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与他们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为各项研究与交流活动的开展提供平台，提供优质服务。

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这样做了，这要成为坚定不移的办中心的方针和

指导原则。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实干，另一方面还要争取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合

作与帮助。有些工作是必须广结善缘、各方面精诚合作才能办成功的。大家比

较关心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1. 二张先生的手稿、书信、影像等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必须得到他

们的子女亲属、生前友好、弟子门人的大力支持与合作。

2. 二张先生本人的著作和有关研究论著的出版，必须得到出版部门的大力

支持与合作。我们有一个有利条件，河北人民出版社对出版二张先生的著作非

常重视，非常支持，《张岱年全集》八卷本、《张申府文集》四卷本都是他们出

版的。《张岱年全集》出版于 1996 年，此后 8 年张先生还发表了一些文章；过

去的文章也收集得不全，现已发现未收入全集的文章还有 100 多篇；张先生的

书信都没有收进去。将来势必要出收罗更全、编辑整理更加科学合理的新的《张

岱年全集》，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由河北师大二张研究中心与河北人民出版

社合作承担起来。除了二张先生本人的著作外，也希望你们能够合作编辑出版

一套高质量的二张研究丛书，为弘扬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前瞻性的综合创新

文化观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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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河北师大二张研究中心与北京的张岱年哲学研究会（即中国哲学史

学会张岱年哲学专业委员会）合作办一个二张研究的专业网站，作为全国开展

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发表和信息交流平台。刘鄂培教授是中心的名誉主任，也是

张岱年哲学研究会的会长，这就非常有利于这一合作的顺利开展。

四、开始注意和逐渐加强对以张岱年先生为旗帜的“综合创新”学派的

研究。

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学派现象都是客观存在

的。“百家争鸣”是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名、

阴阳等诸子蜂起，成就了我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宋元学案》《明儒

学案》中写了那么多学案，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以案主为中心的大小学派，除了

主要记载、论述案主的思想外，还有师承、家学、弟子门人、学侣、同调、讲

友、交游等等，弟子中有亲炙弟子、私淑弟子，还有再传、三传弟子，形成一

个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学说主张、有某种思想传承关系的学术群体，这就是学

派现象。今天中国思想界有没有学派现象呢？当然也是有的。五四以来我国出

现了“三分”的思想格局，形成了三大思潮，所谓现代新儒家学派、自由主义

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等就是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中也有思想倾向不同

或学科领域不同的各种学派，比如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就有著名的侯外庐

学派，最近还有文章关注刘泽华学派。在社会政治领域和经济学领域，都有不

同的学派。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全盘西化派、彻底重建派、儒学

复兴派、西体中用派、新启蒙派等等一齐登场，众声喧哗，以张岱年先生为代

表的“综合创新”派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出场的。

从大的学派归属来说，二张思想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核心理念

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其哲学基础是张岱年先生继承传统“和

而不同”思想、并且把它上升到唯物辩证法高度的“兼和”理论。他们在新中

国成立前倡导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在当时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

流派，而是被称为“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认同的人并不多；张岱年先生在这

种哲学指导下创造的“天人新论”体系也没有完成，这里面就包括他在 20 世

纪 40 年代提出的“兼和”范畴。时移世迁，到 80 年代张先生重新提出“文化

综合创新”论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在与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的比较和论争

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学者迅速集合到这面旗帜

下，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张岱年学派，或者叫做“综合创新”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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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是 1987 年正式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一开始就得到刘鄂培、

羊涤生、衷尔钜等早期弟子的高度认同、大力支持。张先生关于“天人新论”

的未刊手稿，1988 年以《真与善的探索》为书名正式出版，他在“文化大革命”

后培养的一批研究生如程宜山、李存山等人，还有中央党校研究生范学德等人，

倾力研究和加以表彰，使“综合创新”思想得到更系统的阐述和广泛的传播。

1995 年在澳门召开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研讨会，可以看作是这种文化理论已经

得到广泛认同、“综合创新”学派已经形成（确立）的标志。以后在全国各地

还召开了多次综合创新学术研讨会，主要有：1999 年张先生 90 岁时，在北京

大学召开的纪念研讨会和出版的纪念文集；2004 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纪念张

先生 95 诞辰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的文集；2006 年在长沙岳麓书院召开的纪念张

先生逝世两周年学术研讨会；2007 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综合创新与中

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学术研讨会；2009 年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张岱年先生百岁

诞辰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都深化了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扩大了综

合创新学派的影响。

对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思想史现象，二张研究中心现在就要开始注意并

逐渐加强研究力度。中心的这些研究活动本身，将来也可能会成为思想史的一

部分。因为二张先生的思想，特别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思

想，虽然产生于 20 世纪，但真正发扬光大得到广泛认同、成为一种主流的哲

学和文化理论，恐怕是在 21 世纪，其影响甚至会更加久远。因此目前我们首

先要做好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要做一些拓展性的研究，眼光更加长远一

些，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和弘扬先进文化的重任。

以上几点是我个人的想法，或者说是愿望，提出来仅供参考。我与在座各

位学者一样，十分期盼在后二张时代能够出现一个二张研究的新局面。

（本文是作者 2011 年 4 月 26 日在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成立暨“张申府

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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