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 蕙 父 教 授
萧慧父教授

,

生于 1 9 2 4年
,

四 川省成都市人
。

现任武大

乒学系教授
,

博士研 究生导师
,

校务委 员会委 员
,

哲学系中

囚古代哲学研 究室主任
,

系学术委 员会委 员 ; 湖湘省哲学史

学会会长
,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

郭沫若研 究会理事
,

孔子基金会理事
,

国际 中国哲学学

会会 员
。

萧莞父教授 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字庭
,

于 1 9 4 3年考入武大哲学系
,

在张真如
、

万卓恒
、

金克木等教授的学术薰陶下
,

对德 国古典哲学
,

马克思主义理论
,

中
、

西
、

印文化比较研 究

等颇 感兴趣
,

同时投身当时反 美蒋的爱国学生运动
。

1 9 4 7年 以
“

康德 的道德形上学
”
为题写作

毕业论文
,

结束 了大学生活
。

大学毕业后 回到四川
,

受聘 为一所 国学专科 学校讲授
“

欧洲哲学

史
” ,

并 为《 西 方 日报 》主 编
“

援下
”

副刊
,

积极参加成都地下 党组织 活动
。

成都解放后
,

受党

派遣参加接管华西 大学
,

任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组长
, 1 9 5 3年院 系调整后任四 川医学院 马列主

义教研室主任
。

1 9 5 6年进中央党校理论班深造
,

继 在北京大 学进修中
、

外哲学史
。

1 9 5 7年 由

李达校长邀来武大哲学系工作
。

萧莞 父教授 由论入 史
,

学养深厚
,

在 中国辩证 法 史
、

中国文化史
、

明清哲学
、

船 山 学研

究等领域都有较深造诣
。

五十年代他即在《 光明 日报》《新建设》 等报刊上
.

陆续发表《 怎 样 理 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继承性》
、

《 关于 继承祖 国哲学遗产的 目的和 方法 问题》等长篇论文
,

开始形

成 自己 论史结合
、

中西对比
、

古今贯通
.

的 治学原则和致思趋向
,

把揭示 中国哲学史的 发展规

律
、

探索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 史根据作为学术研 究的方向
,

引起学术界注 意
。

到武大哲学

系后
,

他任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

与其他教师一道提 出 了以研读
“
两典

”
( 马列经典著作 与中国

古典文献 ) 为基石
,

以
清 理

“

藤 瓜

”

(哲 学 发展 的线 索 与重点 )
、

探 索

“

两 源

”
(社 会根 源与认

识 论 根 源 ) 为起 点
,

逐 步 形 成 了 武 大 中 国 哲 学 史 课 程 的 教 学 体 系 和 理 论 风 格

。

六 十 年 代 他 广

泛 地
探

究 玄 学

、

佛 学

,
尤 重 明 清 之 际 哲 学

。

他 在 《 哲 学 研 究 》 等 刊 物 上 发 表 的 《 历 史 科 学 的 对 象

问 题 》
、

《 王 夫 之 哲 学 思 想 初 探 》
、

《 浅 论 王 夫 之 的 历 史 哲 学 》
、

《 唐 代 禅 宗 慧 能 学 派 》 等 论 文 中
,

新 意 迭
出

,

多 有 创 获

,

其 研 究 的 系 统 性 与 理 论 深 度

,

受 到 国 内 外 学 术 界 的 重 视

。

十 年 浩 劫 中

,

萧 莞 父 教 授 横 遭 迫 害

, “

牛 棚

”

度
日

。 “

四 凶
”

剪 除 之 后
,

他 以 极 大 的 政 治 热

情 投 身 于 党 在 思 想 理 论 战 线 拨 乱 反 正 的 千 争

,

在 《 光 明 日 报 》 等 报 刊 上 发 表 了 《 真 理 和 民 主 》

《 石 振 玉 而 山 辉
、

水 怀 珠
而 川 媚

》 等 文 章
,

为 清

“

左

”

破
旧 转 变 学 风 作 出 了 一 定 贡 献

。

同 时

,

他 以 惊 人 的 毅 力 从 事 繁 重 的 教 学

、

科 研 和 学 术 组 织 工 作

,

取 得 了 丰 硕 成 果

。

受 教

育 部 委 托

,

他 与 中
山 大 学 李 锦 全 教 授 组 织 九 所 院

校 新 编 《 中 国 哲 学 史 》 专 业 教 材
,

担 任 主 编

。

这 部 著 作

,

坚 持
历 史 与 逻 辑 统 一 的 方 法 论 原 则

,

净 化 哲 学 史 的 研 究 对 象

,

着 力 探 索 中 国 哲 学



,

注 意 发 掘 哲 学 遗 产 中 的 启 蒙
因

素

,

是 一 部 具 有 哲 学 智 慧
的 哲 学 史 著 作

。

以

其 鲜 明 的 理 论 特 色 获 得 学 术 界 的 赞 扬

,

著 名 哲 学 史 家 张 岱 年 教 授

、

石
峻 教 授 等 肯 定

“
这 是 一 部

有 自 己 特 色 的 中 国 哲 学 史 教 材
” 、 “

较 好 地 揭 示 了 中 国 哲 学 发 展 的 规 律 和 特 点

” 。

《 光 明 日 报 》
、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 等 先 后 发 表 书 评
,

称 赞 这 部 著 作

“

通 古 今 之 变

,

成 一 家 之 言

” , “

反 映 了 中 华 民

族 思 想 跳 动 的 脉 搏

” 。

该 书 由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已 印 行 九 万 多 册

,

被 许 多 高 校 选 作 教 材

。

萧 莞

父 教 授 将 主 编 此 书 的 指 导 思 想 浓 缩 成 《 中 国 哲 学 史 方 法 论 当 议 》 一 文 发 表
,

并 与 陈 修 斋 教 授 合

编 了 《 哲 学 史 方 法 论 研 究 》一 书
,

由 武
大 出

版 社 出
版

。

在 破 除

“

左

”

的 教 条 主 义 的 同 时

,

明
确 提

出 必 须 坚
持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哲 学 史 观 和 方 法 论 原 则

。

进 入 八 十 年 代 后

,

他 在 《 哲 学 研 究 》 等 刊 物 上 发 表 了 有 关 王 夫 之 的 系 列 论 著
,

主 编 《 王 夫 之

辩 证 法 思 想 引 论 》一 书 (湖 礼人 民 出版 社 出版 ) ;
国 时 被 聘 为 《 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 中 《 王 夫 之 》 长

条 的 撰 写 人
,

罗 马 尼 亚 L uc ian B io a
教 授 主 编 的 《 国 际 史 学 家 辞 典 》 中 《 王 夫 之 》 条 的 撰 写 人

。

这 些 学 术 成 果 表 明 他 对 船
山

学 的 研 完 进 到 新 的 层 次

。

《船 山 学 报 》
、

《 中 国 史 研 究 动 态 》
、

《 求

索 》 等 都 发 表 过 时 他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的 肯 定 性 评 价
。

近 年 来

,

萧 莞 父 教 授 通 过 时 哲 学 史 纯 化 的 冷 静 忍 考 之 后

,

又 从 哲 学 史 泛 化 的 角 度 开 展 对

明 清 文 化 史 的 研 究

。

他 把

“

从 万 历 到 五 四

”

作 为 一 个 文 化 历 程 来 考 察

,
以 十 七 世 纪 开 始 的 西

学

东 渐 作 为 中 国 近 代 文 化 思 想 代 谢 发 展 的 杠 杆

,

从 中 西 文 化 汇 合 和 冲 撞 的 角 度 剖 视 中 国 近 代 思

想 变 革 的 曲 折 进 程

,

发 表 了 《 中 国 哲 学 启 蒙 的 坎 坷 道 路 》 ((( 中国社会科 学》 中
,

英 文 版 )
、

《 评

梁 启 超
“

近 三
百 年

”

学 术 史 论
》 ((( 社会科 学战线》 )

、

《 对 外 开 放 的 历 史 反 思 》 ((( 中国社会 科 学》

中
、

英 文 版
)

、

《 关 于 改 革 的 历 史 反 忍 》 ( 《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

被 全 文 译 载 美 国 《 C hi ne se tS du i se

加 P hi lo so p h y)} ) 等重 要 论 文
。

他 认 为 十 七 世 纪 以 来

,
历 史 的 曲 折

,

道 路 的 坎 坷

,

中 国 近 代

革 命 的 难 产

,

给 中 国 现 代 科 学 文 化 的 发 展 带 来 了 特 定 的 局 限 和 困 难

。

封 建 意 识 的 沉 厚 积 淀 在

文 化 深 层 结 构 中 的 复
旧 作 用

,

是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队 力

。

反 思 历 史

,

我 们 应 当 更 自 觉 地

,

更 有 选

择 地 吸 收 和 浦 化 外 来 文 化 及 其 最 新 成 就

,

重 视 明 清
以 来 反 理 学 的 启 蒙 思 潮

,

发 掘 传 统 文 化 中

科 学 与 民 主 精 神 的 精 华

,

探
寻 中 华 民 族 必 须 而 且 可 能 现 代 化 的 内 在

历 史 根 据

,

为 马 克 思 主 义

在 中 国 进 一 步 发
展 培 植 深 厚 的 思 想 土 攘

。

他 既 反 对 不 加 分 析 地 维 护 传 统

,
又 反 对 盲

目 幼 稚 地

鼓 吹

“
西 化

” ,

主 张 对 民 族 文 化 近 代 化 发 展 的 曲 折 历 史

,

在 反 思 中 求 得 深 解

,

正 确 地 把 握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 化 的 历 史 接 合 点

。

他 以
哲 学 史 为 中 心 的 文 化 史 研 究

,

层 次 高

,

视 角 新

,

在 当 前 文

化 讨 论 中 自 成 一 家 之 言

。

萧 莞 父 教 授
已 发 表 论 文 六 十 多 篇

,

其 中
《 中 国 哲 学 启 蒙 的 坎 坷 道 路 》 以 及 他 主 编 的 《 中 国

哲 学 史 》
、

《 王 夫 之 辩 证 法 思 想 引 论 》 等 著 作
,

先 后
在 省

、

校 科 研 成 果 评 比 中 获 奖

。

萧 莞
父

教 授 六 十 年 代 即 参 与 组 织 了 全 国 首 届 王 船 山
学 术 讨 论 会

。

八 十 年 代 以 来

,

他 先 后

倡 导 并 参 与 组 织 了 全 国 第 二 届 王 船 山 讨 论 会

,

中 国 首 届 《 周 易 》讨 论 会
,

国 际 性 的 熊 十 力 讨 论

会
;
组 织 了 武 汉 地 区

“

明 清 文 化 史 沙 龙

” ,

计 划 组 编 《 明 清 文 化 研 究 丛 书 》 ;
并 于 1 9 8 5年 7 月应

邀 在 美 国 红 约 石 溪 举 行 的 第 四 次 中 国 哲 学 国 际 讨 论 会 上 作 了《 关 于 十 七 世 纪 中 国 学 人 时 西 方

文 化 传 入 的 态 度 》 的 学 术 报 告
,

得 到 海 外 学 者 的 重 视 和 好 评

。

萧 莞 父 教 授 学 识 渊 博

,

学 风 凝 重

,

且 有 高 尚 的 师 德

,

深 受 青 年 爱 或

。

近 几 年

,

他 为 研 究

生 开 设
了 一 系 列 高 质 的 学 位 课 程

,

他 指 导 的 研 究 生 已 有 七 人
出

版
了

学 术 专 著

。

目 前 萧 蓖 父 教

授 除 主 编 多 卷 本 《 中 国 辩 证 法 史 》 ,

撰 写 多 种 专 著 外

,

正 招 收 博 士 生

,

为 振 兴 中 华 学 术 事 业 和

教 育 事 业 继 续 贡 献 自 己 的 光 和 热

。

( 戈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