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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影集》

作者简介

任继愈
曾用名任又之,1916年生,山东平原人。193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3年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研究
院文科研究所,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被委任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
究所,后任该所所长、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哲学学科学位评议委员会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
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1985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宗教所名誉所长。
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五、六、七届代表。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宗教学专家。专著有《汉唐佛
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
》、《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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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一 初小老师曹景黄
二 高小老师夏育轩
三 初中时期的老师
四 北平大学附属高中
五 追求
六 开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
七 知识训练与人格铸造
八 赞百年北大
九 北大的“大”
十 松公府旧大图书馆杂忆
十一 我的书斋
十二 中华民族的青年时代
十三 有关蔡元培校长几则轶事
十四 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
十五 继承古代  开创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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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清华图书馆借阅。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了解越多越值得敬重。
2、任先生被毛主席成为“凤毛麟角”的学人，提出儒教说，影响力大，但恐怕误人子弟也多。尤其
是他对陈寅恪的看法，我很不认同。起司马温公于泉下，他一定不认同《柳如是别传》吗？司马温公
会认同刘大年吗？这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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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影集》

精彩书评

1、与任继愈先生的文字结缘，始于在上大学时，记得那次和同学一起去北京淘书。淘到的书中就有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 先秦部分）》。2006年某月，在书肆间以五元的价格购得 《竹影集(
任继愈自选集)》甚喜，且用心拜读，颇有助益。恭录部分内容，附以部分呓语，贻笑大方。摘录一：
曹老师讲《岳阳楼记》。讲毕，还吟诵一遍，以加深作品印象。我们上一辈学者都会吟诵。现在老先
生中，文怀沙先生吟诵古诗词．很有功力。这是中国古代帮助理解、欣赏文学作品的通行办法。记得
王守仁的学生向王守仁请教《诗经》的一章，王守仁没讲话，只是吟诵了一道，问学生：“懂了吗?”
学生回答：“懂了。”满意而归。（《初小老师曹景黄》）呓语：以前，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教育中缺
乏艺术教育。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比如吟诵这种方式，既利用了汉语本身特有的音韵的特征又结
合了歌唱的形式（吟诵）。无疑是使用音乐智能加深记忆和理解的好方法。相较而言，吟诵这种形式
在大陆上已经不可多见，能够见到的只是一两部专人的著作和少数学者的专利而已。不过令人可喜的
是在台湾依然有专门从事“吟唱”研究的工作者，并且已经在中小学广泛推广。摘录二：夏老师还讲
“文如其”，什么人写什么文。他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城外郊游，见人骑马路过，便出一七言对
．上句为”风吹马尾千条线”，长孙建文对云“雨打羊毛一片毡”，四子燕王对“日照龙鳞万点金”
。(这则故事后来在明笔记中也看到了。)夏名师说，从这句对子中也可以看出建文这个人软弱无能。
还有—次，刚讲过《桃花源记》，他就让同学们虚构一个理想乐园，写一篇《重游桃花源记》。⋯⋯
人们心目的“桃花源”离现实太远，实在无法构成—个美好的理想国。我在作文小把桃花源中的“良
田美他”，老人儿童的乐园在现实中归于幻灭，我把重游所见写成良田荒芜，美池干涸，鸡犬无声，
老少叹息的一片荒凉景象。夏老师看了说：文字写得好，命意也深刻，荒凉结局缺富贵气，可能与你
的富（福？）泽有关，深深表示惋惜之意。（《高小老师夏育轩》）呓语：这位老师可以说是非常重
视学生能力培养的好教师了！讲方法注重事例的恰当选择，学文章注重及时地延展，既体现“知解”
的重要，又有“体用”的互补。不过从最后的评语看依然脱不了迷信的成分。任先生能就现实的情况
作出反弹琵琶的文章，足见不俗。摘录三：任幹忱在北大读书，接触到一些当时国内一流名家，他讲
课深刻，广征博引，不像一般中学，讲明白字句，串讲一遍就算完成任务。他还讲作者的时代背景，
作者的生平为人。讲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把汉武帝对待文人的态度及司马迁冤案的来由讲得很充
分，司马迁的愤激不平之气就跃然而出。他讲《芜城赋》，结合南北朝政治形势，把文章风格讲活了
。（《初中时期的老师》）呓语：这种授课方式虽然依然存在，但在讲文言文中的过程中，却更多是
“串讲一遍就算完成任务”的情况。甚至有的教师文言文功底不好，避重就轻，给学生印发一篇译文
，让学生自己看！有的学生上了高中之后，反应根本看不懂文言文！这种前景怎能不令人担忧呢？不
过话又说回来了，那年头真正意义的大学少，蔡元培曾经设想在全国办五所大学，因为在他看来大学
应该避免功利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我们可以说远远超越了前人的设想了。但除了钱理群先生这样
真心关心教育的学者，有几个北大的学子会到中学去教书呢？摘录四：教材各年级不同，由授课老师
指定。数学、物理、化学。西洋史用的是外文教材。 除了正式课程外，还可选修第二外语德文、法文
、日文。俄文四种。第一年有个俄文班，以俄文为第一外语，英文为第二外语。第二年，俄文班取消
，俄文改为第二外语。 还有一些选修课，有音乐（钢琴组、提琴组），有美术，有油画组、国画组。
有英文选读课，另外请老师授课。 高中不分文理科，集中在文化基础训练。这是当时唯一一所不提倡
死读书的学校。⋯⋯ （《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呓语：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禁不住想到：这是一所什
么样的高中呀！外语种类丰富，学生的选择性就多，放到现在的大学中来看能够开齐这几门外语课程
的有多少呢？更不用说现在的中学了！如果讲办学条件，现在要比任先生上中学的时候强过太多了，
但读死书的行为也是太多了！或者连书都不读，只要分数的现象太多了。 文中谈到西洋史使用的外文
教材。难道是因为缺少翻译教材的缘故么？我想不会是这个原因。这应该是前辈们避免误解、边用边
学的综合观念的体现。再看看现在的语文课本，却有着大量的翻译后的外国文学作品，让孩子们从翻
译的文字中学汉语，能学到的什么？能学到多少中国语言文字的精髓呢？有的语文教师竟然说：内容
是外国的，而文字绝对是中国的。面对这样的语文教师我能说什么呢？ 曾经给出教材的出版社提过一
个意见，凡是外国作品应该在教材中附上原文。虽然学生绝大多数看不懂，但这可以培养学生严谨的
学习态度，也可能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但这个提议仿佛泥牛入海一般了。摘录五：我深信探究高深
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
化和传统皙学。不但细心阅读了大量的原始著作，甚至还照着去做。那时我只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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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它有生命力，是活着的文化，不同于某些西方学者把中国文化积累看成考古的对象。我们的文
化不但活着，还要发展，应对世界有所贡献。但苦于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清理方法。前人、外国人
和时贤的著作，我觉得都没讲清楚。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它深刻而又广泛地
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多年，我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
展的主流，看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道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下于佛教，今后还要用科学研究
的成果向社会和学术界推荐。因为这一门学科的研究比佛教研究迟了数十年，见成效、被承认，还有
待将来更多学者的努力。学术研究要扎根于这块土地上，要有补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间没
有纯学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
追求》）摘录六：青少年时期，只要打好两个基础，一生受用不尽。一是打好知识技能基础，养成运
用语文的能力。今天有不少大学生以及研究生，只知道专业范围内的一点点知识，对祖国的历史。文
化所知甚少，文章写不通，标点用不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中学时期没打好基础造成的。这一关没
有通过，终生受累。另一个基础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作为世界观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世界观可拔高
到高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低到起码的是非善恶的准则。自己明白哪些事应当作，哪些不应当作，哪
些绝对不能作，守住这一条底线，就有了主心骨。这也是世界观。有了这个基本认识，遇事不会摇摇
摆摆，随风飘荡。这种品格也要从青少年做起。从以上这两点来看，当年的西南联大附中做得还是比
较成功的。⋯⋯明朝王阳明讲到人的品格好比衡量黄金价值，主要看它的成分纯度，不在于它的重量
。现在全国上下都关心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在这方回有好经验
，还在探寻中。作为教育战线上的一名老战士，我想，素质教育就是育人成才，培养全回发展、对社
会对群体有用的人。一方面是知识技能，一方面是品格。这两方面分开来，是两个方面，却集中到一
个被培养的对象上。（《知识训练与人格铸造》）摘录七：北大的“老”表现在政治上的爱国主义传
统，学术上治学严谨的传统。继承了乾嘉学术，又超过了乾嘉诸儒。在用人方面，还有尊重知识，善
于不拘一格，聚积人才。就几十年未，我在北大所见所闻，北大长辈教师中很少出自北大本校的，如
汤用彤、朱光潜、贺麟、洪谦、郑昕、张颐几位先生，都不是北大毕业。没有高学历，而有真才实学
的专家，与有高学历的同样受到重视，如梁漱溟、熊十力诸先生。未到外国留学而在外语系当教授，
并成为外国语言文字知名专家的，如卞之琳等是国内有数的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自学成材，未上过
大学的钱学熙成为教授英语的骨干。（《赞百年北大》）摘录八：汉、唐都是多民族共处的统一大国
。各民族在统一大国的组织下，各得其所，人民富足，社会安定。汉、唐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共同的文
化传统，共同的心理状态，共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共同的语言文宇（政府统一的官方文书用汉
宇），共同的价值观，从而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与世界各国相比，它善于包容，善于吸取不
同民族的优秀文化，变成自己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服食、器用、建筑艺术、文化生活，以至语言词汇
，随处表现出多民族统一大国的风范。（《中华民族的青年时代》）摘录九：我们比较熟悉的文化学
术界之所以人才辈出，有其共同原因。中国哲学产生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才，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
家只能产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他们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亲与接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其中
的大师们不能说人人学贯中西，但都受过近现代文化、科学的影响，有的还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
（1）他们都和全国人民共同遭受列强欺凌，有着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凭着知识阶层对新事物的敏
感，对过去的文化、历史有较多的认识，他们的爱国热忱、忧患意识更甚于一般群众。新旧文化交替
之际，他们与上既有旧学传统，又有新学烙印。（2）他们受过传统旧制度的折磨，有对新思潮的向
往。即使他们中间有人反对白话文，提倡文言体，他们的精神还是现代型的，如林纾文言文体翻译西
方小说，这是新潮下的产物。学衡派坚持用文言写作，他们还是推动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反对回到
中世纪。（3）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构建自己的新体系，他们的体系中各人条件不同，其体系有的朴实
，有的善巧，有的中国成分多些，有的外国成分多些。他们共同倾向是以它们的新体系为中国文化建
设尽力。（4）他们有的对中国传统的缺点看得多，有过激的批判。但总的倾向在于除旧布新，清理
旧文化，创建新文化。因而，国学大师也接受进化论，自称不好读古书的金岳霖先生以《论道》名其
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家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哺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于。他们的经历与中国近代史同步
，他们的生活遭遇与中华民族同命运。他们所从事专业、学科不同，但他们都认同中国多民族统一的
大国的现实情况。他们观察问题的着眼点，也都是从这里出发的。1948年冯友兰先生在美国讲学，他
说：“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我在外国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当时我想
，还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安可以久留
？”，他启程回国，上船以前过海关的时候，查护照的人看见上回打的是“永久居留”的签证，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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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冯先生说“不用了”，把签证交给他就
上船了。巳往的经验表明，任何外来的新学说，必须有一个与中国巳有的学说相结合的过程。按照中
国人所理解的模式来理解外来思想。由于语言和民族传统不同，不可能与发源国家有同样的理解。也
就是说，外来外国新学说、新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工后，才能起作用，发生社会影响。有时中国
人理解的外来新思想到中国经过移植，看上去有些走样，却更能化为中国文化的新成分；原封不动地
照搬，往往不成功。尽管有人认为失去原味，却正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民族的优势所在。（《旧中
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摘录十：哲学是一定时发生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民族的社会群体文化长
期积累的精神产品。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的精华部分。中国哲学带有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地区性。哲学离开它赖以生存的群体的理解和支持，就失去生命力。也有异时异地异民族的哲学理
论被介绍到新的地巳新的环境，那是该学派的理论适应了该地区民族的需要，按照该地区、民族的理
解而被接纳的。中国的国情是“多民族的统一大国”。从二千多年前奠定这种格局，就被全国各族人
民所接受。几千年来人民默认它，可见这种制度人们是愿意接受的。“多民族统一大国”是两千年来
的国情。这个国情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准则、宗教信仰、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政治制
度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决定着中国哲学的全部内容。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经过三四百年的反对
封建思潮，中世纪的封建文化得到长期的情算，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得到社会多数的认同、接受。可是
“五四”时期中国的封建思想并没有得到批判性的、科学的清算，而是对旧文化一棍于打死，抛弃不
顾。“五四”时代有志之土、爱国学者，把主要精力用在反对外来侵略势力，反对替外国侵略势力充
当帮凶的卖国军阀，全力用于救亡图存，没有顾得上对封建文化进行剖析，取其可用，弃其糟柏。这
一任务，直到今天，还不能认为已经做够了，应当说还远远不够，还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来清理。我
国学术界经过长期观察比较，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重综合，善于从整
体观点看问题，西方哲学重分析，这种看法可谓事出有因，事实上确有此种现象。重综合，有整体观
念，应当看作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共同的特点。二十世纪末，出于社会生产的需要，制造产品的需要，
社会要求将极端分散的众多学科集中起未，合成一个产品。由分散到综合，跨学科、多学科协作将是
二十一世纪学科的大趋势。看来中国哲学的喜欢综合从整体考察的思维模式会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我们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好像可以以逸待劳，赶上了好机会。现在还不要过分高兴。因为现代社
会要求的综合、整体观，是经过近现代科学几百年精密分析，细致分工的基础上更高一级的综合，不
是中世纪原始状态的浑沦、笼统，浑沦是分析以前一种朴素状态。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生命所系。
按照交流的通则，总是文化高的一方影响文化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没有文
化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发言权。科学文化落后要挨打，受奴役。我们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生
存权利，也要保持住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可忽视文化交流中的势差现象。世界大同
之前，自己民族有先被消融的危险。文化有继承性，不能白手起家，传统文化是抛不掉、打不烂的。
世界各种思潮一齐涌来，我们对它们要鉴别取舍，要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为了鉴别取舍，首先要
提高我们的文化识别本领，才不致上当受骗。有的人到外国取经，正赶上某种学说流行（流行的未必
是真经），即使是真经，他们用得上，中国拿来是否适用，还要通过实践检验。“五四”以后，我们
移植外未学说，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可贵的教材。西方哲学发展，由
浑沦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看来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大致轮廓。⋯⋯融会中西，经过新的否定之否
定的必由之路，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曾负担过的职能，化解人
们心理精神困惑，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深入生活，提高人
们的精神境界，使人性的优点、特点，得到充分教养，全面发展。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最
大的精神安适。人类社会生活中总会遇到疑难问题，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未对待，如果不图侥幸，不靠
神仙皇帝，那只有靠哲学，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我相信，到了大同社会，国家机构自然消亡后，哲
学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继承古代开创现代》）
2、帮同学借的，还回来以后自己也扫了几眼，感觉没什么看头，关于任老小时候那个年代发生的事
情倒是比较关注，算是老人一本自选随意的集子，对任老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印象还有比较深的一点
是名字的由来，竹影，很美。书中提到任老夫人冯钟芸，也有一本自选集子 《芸叶集》，呵呵，我倒
是很想知道两位的生活 我知道任老是一代大师，尽管我对他的著作没什么兴趣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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