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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讲席》

内容概要

《春风讲席》取材于萧萐父先生为李锦全先生八十大寿书写的祝寿联：“霁月襟怀仁者寿，春风讲席
隽才多。”众所周知，中山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与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几十年来的友好往来，正
是李、萧两位先生亲手缔结的。
文集的目次之序、三编之分，系由先生手订，足见先生对这些忆旧文字、述学篇章、论理作品的深情
厚谊。惟有各编之题名，是我们在编辑过程中添加的。第一编之题名，典出先生《八十述怀》的“寻
诗此际遐思远，咏史当年感慨多”；第二编之题名，典出先生《八十述怀》的“教席半生同砥砺，诗
坛一角费寻思”；第三编之题名，典出先生《八十述怀》的“世道沧桑无限感，还当相约待期颐”。
古人追求“以意逆志”，但愿我们的这一做法是对先生心愿的“合理诠释”。
第一编《寻诗此际遐思远》，可谓忆旧之作。
第二编《教席半生同砥砺》，可谓述学之什。
第三编《还当相约待期颐》，可谓论理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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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讲席》

书籍目录

李锦全 八十述怀陈雪轩 李锦全教授以《八十述怀》见示谨步原玉并以为寿第一编 寻诗此际遐思远萧
萐父 祝寿联吕绍纲 贺寿联庞朴 祝寿辞陈俊民 祝寿辞李振纲 祝寿辞卿希泰 贺寿诗贾顺先 读李锦全教
授《思空斋诗草》后周立升 贺李锦全先生八十华诞诗二首周继旨 浣溪沙——读李锦全诗文集有感并
以此祝锦全同志八十华诞赵馥洁 粤海秦川丽泽情——与李锦全学术交谊纪事诗冯达文 贺李锦全老师
八十大寿并咏其学术行迹汪国栋 贺李锦全老师八十大寿邓思平 风入松——贺李恩师八十华诞林安梧 
诗言志 歌咏言——记一段真实感情的两岸交流兼与李锦全先生的哲诗唱和潘富恩 道合志同 旧谊长存
——贺李锦全教授八十华诞祝瑞开 敬贺李锦全同志八十寿辰陈正夫 我所认识的李锦全教授蔡仁厚 李
锦全教授交往忆述张立文 四海相逢骨肉亲——祝李锦全教授八十华诞方克立 贺李锦全教授八十大寿
卢连章 李锦全教授与河南省的宋代哲学研究——纪念李锦全教授八十华诞丁冠之 两件“小事”袁钟
仁 卅载情谊翰墨缘黄明同 引领我进入学术殿堂的恩师郑海麟 海外犹记师生情——寿锦全师八秩华诞
廖自力 回忆在李锦全老师身边学习的幸福时光蔡四桂 致李锦全师胡孚琛 高风雅量 博学景行——为李
锦全老师八十华诞而作胡发贵 岁月留痕——师门忆旧吴重庆 八十年代里的那把蒲扇刘兴邦 言传身教 
师生情深——记李锦全先生的道德风尚叶福翔 问学李师二三事忆旧肖滨 我的问学之路与李锦全教师
汪从飞 永远的期待 难了的缘分孔令宏 师生情谊 铭感终身叶金宝 水流石冷 风过花馨王四达 乐道达生 
可得永年——李锦全先生八秩大寿奉寿有感黄有乐 随堂记趣——亲炙于师祖李公锦全教授第二编 教
席半生同砥砺李宗桂 李锦全教授的学思与情怀杨海文 李锦全教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郭齐勇 学
兼四部 贯通古今——李锦全先生的学术特点与贡献钱耕森 一位哲学家的“心迹”——《李锦全自选
集》读后感程潮 贯通文史哲 铸成一家言——读《李锦全自选集》李维武 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重构
以及思想史空间的拓展——李锦全老师的有关思考及其启示解丽霞 思想史的“两重性”探求及意义衍
生——李锦全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本质的诠释孔繁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矛盾两重性之启迪——祝李锦全教
授八十寿辰吴锐 与李锦全先生论“疑古”孙以楷，陆建华 李锦全先生之老学思想曹智频 李锦全先生
与道家文化研究——对道家思想传播的文化考察陈谷嘉 也谈儒学的包容性——读锦全教授《论孔子思
想的包容性与中国儒学发展》有感任剑涛 廓清儒学研究的知识边界——李锦全先生儒学研究的时代价
值申波 “儒法互补”与儒学的包容性——试析李锦全教授的“儒法互补”思想周炽成 李锦全先生与
法家评价问题研究蒋广学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李锦全教授与他的《陶潜评传》石宇 《陶潜
评传》读后刘斯翰 李锦全先生《陶潜评传》读后冯巽 圣贤发微——读《海瑞评传》张永义 还历史以
真实——读《海瑞评传》徐仪明 开理学研究的新生面方利山 雄文笔底见波涛——我识李师二十年刘
兴邦 李锦全先生的江门学派研究程潮 论李锦全先生的岭南文化研究魏宗禹 对岭南历史文化的几点认
识——为祝贺锦全先生八十华诞有感而作龚书铎 感言——贺李锦全教授八十华诞潘志锋 探寻传统文
化与现代文明的连接点——李锦全先生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李翔海 世纪之交中国大
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宁新昌 忧患与思空——对李锦全先生人生哲学的一点理解周桂钿 
顺天尽力 杂中求专——李锦全先生的处世治学之道王凤贤 从来浙开会的两篇佳作看李教授的治学精
神刘斯翰 友情哲思相交辉——读李、萧唱和诗词随感钱耕森，胡贯中 拳拳赤子爱华夏 家国陵夷恨未
消——读李锦全《思空斋诗草》蒋国保 先生之情也真 先生之兴也雅——读李锦全先生《思空斋诗草
》杂感李海龙 品味《思空斋诗草》——李锦全教授的诗史思第三编 还当相约待期颐黎红雷 中国传统
治道研究引论唐明邦 《周易》论和谐吕绍纲 中和与道统肖滨 文本解析?历史把握?传统转换——对徐复
观解析《春秋繁露》的扩展研究黄钊 《老子想尔注》作者及其思想体系考论韩敬 中国哲学史杂咏(先
秦篇)萧汉明 思维的网络性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古代的网络思维及其现代转换高令印 
陈荣捷与中国哲学附录：李锦全学术编年——已刊文稿目录索引杨海文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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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讲席》

章节摘录

先生与我的谈话，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如南华寺的夜谈当然离不了1969年中山
大学哲学系在天堂山干校的人和事；永州湘江河畔的谈话少不了1951年参加湖南零陵冷水滩土改工作
的人和事。每次谈话中先生常常回忆起杨荣国教授。杨荣国教授解放后曾担任湖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兼
文学院院长。1953年院系调整，杨荣国教授调到中山大学，先担任历史系主任，1960年哲学系复办后
任系主任。杨荣国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李锦全先生长时间在杨荣国教授主
持的历史系中国思想史究研组和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李锦全教授平时待人随和，很少对人
有赞贬之词，但每当回忆起杨荣国教授时心底里就表现出一种敬意之情。每当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
起了第一次到李锦全先生家的情形。1978年9月初，我第一次到李锦全先生家中，看到客厅的墙上挂着
一幅放大的年长者照片，此人头戴草帽，上身穿着白色的短衬衣，手中好像拿着拐杖。我从未见过杨
荣国教授，不知此位长者是谁，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杨荣国教授。当时正是“四人帮”垮台不久，学术
界有些人因为杨荣国教授在“文革”中做过“儒法斗争”的报告而把他与“四人帮”联系起来。人们
对杨荣国教授的褒贬不一，杨荣国教授的有些学生、朋友此时也议论纷纷，说长道短，而李锦全先生
客厅正中墙上却挂着杨荣国教授的放大照片，这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这也是李锦全先生居室中对联
“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似天上云卷云舒”之坦然人生的写照。后来，李锦全先生
对我说，杨荣国教授逝世后，上级有关部门决定举行一个小型的遗体告别仪式，并规定参加人数不能
超过30人。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30人也凑不够，只好把司机算上才勉强够数，有些杨荣国教
授昔日的学生此时也避而远之。比起那些避而远之的学生，在杨荣国逝世之后，李锦全先生还把他的
相片放大挂在家中，这事又是何等的高尚。想起这事，使我对李锦全先生的道德人格肃然起敬，先生
的道德情操与陈白沙先生与人交往“无生死炎凉之别”的道德情操何等相似。杨荣国教授带着遗憾走
了，李锦全先生怀着敬意送走了杨荣国教授。为了不使杨荣国教授留有遗憾，李锦全先生客观公正地
评价杨荣国教授的工作，并与吴熙钊教授合写了《杨荣国同志的治学方法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就》
一文(原载《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该文从杨荣国教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突出其在中国哲学史
研究方面的成就，实事求是地肯定杨荣国教授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及晚年在方法论上
所犯的错误。对于杨荣国教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作的突出贡献，李锦全先生从其坚持用唯物史观
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哲学党性原则的方法，从局部到整体、断代到通史的方法，哲学史通
俗化和大众化方法等人手，客观公正地肯定杨荣国教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就，恰如其分地评价杨
荣国教授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如对杨荣国教授坚持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及其取得的
成就，李锦全先生充分地肯定说：“杨荣国在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时曾常说，哲学思想史是一门'边
缘学科'，必然掌握哲学和历史的统一，做到'史论结合，溶论于史，以史阐论'。实则是指从事中国哲
学思想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历史和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进行研
究，才有可能真正发掘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及其内在的联系。”(《李锦全自选二集》第467页)又如
对于杨荣国教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运用哲学的党性原则，李锦全先生说：“杨荣国对中国哲学思想
史通过两军对垒在各个历史阶段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的理解是否正确，或部分正确，仍有待于研究。
但无论如何，从方法论上来说，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这一点上，正是科学哲学史工作
者同旧哲学史研究者的一个根本区别。杨荣国比较早就坚持遵循这一原则从事研究，确实是难能可贵
。”(同上，第470页)李锦全先生关于杨荣国哲学党性原则的评价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在今天仍然有
其科学的真理性。当然，对于杨荣国教授晚年因偏离自己曾坚持的正确方法而造成的错误，李锦全先
生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杨荣国晚年一度把'儒法斗争'当作中国哲学思想史两军对垒的主要内
容，这就背离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只能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原则，背离了历史实际，从总结治
学的方法这一角度来说，是由于离开了他遵循过的正确方法而造成的错误。”(同上，第474页)如同不
能以晚年的错误否定杨荣国教授作为老一辈革命史学家所作出的成就和贡献一样，李锦全先生也没有
否定他对杨荣国教授这位革命史学家的尊敬。“揭示杨荣国晚年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并不影响他曾经
作为我国著名的中国哲学思想家作出的成就和贡献。杨荣国同志是一位曾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拓荒中
作过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史学家。”(同上，第474页)杨荣国教授无愧于“革命史学家”这一称号，给予
杨荣国教授“革命史学家”的评价也体现了李锦全先生个人的高尚品质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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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讲席》

后记

7月份算得上广州最炎热的时节。按照中国古代的“五运”学说，土运主长夏；我们的先哲还说过“
土旺四季”(《周易参同契·五相类》)、“土常以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此古典智慧的
关照，校对这部50万字的书稿，辛苦是有点辛苦，然而内心里却自始至终荡漾着难言的喜悦和由衷的
敬意。2006年，于李锦全先生而言，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其一，先生1926年2月9日出生于东莞，到
这一年就迎来了八十寿辰；其二，先生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到这一年就从事教学科研55个
年头了。很多年前，先生门下弟子就在酝酿着敬祝先生八十大寿、纪念先生从教55周年的事情。用李
宗桂教授、黎红雷教授、任剑涛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要用“三个一”来表达从学弟子对先生的敬爱和
感激：吃一次贺寿的饭，开一次庆祝的会，出一本纪念的文集。第一个“一”早已实现了。庆贺先生
八十大寿的宴会，2006年1月21日在广州久负盛名的白天鹅宾馆举行，由先生的再传弟子郭一曲博士埋
单。当晚，白天鹅宾馆沙面厅溢彩流光，喜气洋洋，先生在广东和香港工作或求学的弟子数十人，济
济一堂，满怀崇敬的心情，为先生举起了拜寿的喜酒，为先生唱响了祝寿的赞歌⋯⋯第二个“一”也
早已实现了。2006年6月10～11日，中山大学哲学系在美丽的康乐园成功地举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
传与创新暨庆贺李锦全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从《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现代哲学》2006年第4期发表的会议综述看，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先生的学术思想、做人境界进
行了认真而又诚挚的探讨，一致认为先生既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儒”，更是人格高洁的“君子儒”。
现在，第三个“一”离实现同样越来越近了。2005年2月左右，我们给先生的友朋同道和从学弟子寄发
了征求纪念文集稿件的约稿函，得到了广泛、热烈的支持，奠定了这部纪念文集的基本规模。无比地
感谢所有的作者！同时，也多谢先生的及门弟子张永义博士在文集组稿方面以及李宗桂教授的在读博
士生邓文辉君在照片扫描方面付出的辛勤劳动。对于书稿的出版，中山大学出版社社长叶侨健先生、
总编辑蔡浩然先生的坚决支持，责任编辑、中山大学出版社老社长徐镜昌先生的辛劳奉献，更让我们
心存感激！一直以来，先生的门下弟子致力于弘扬先生的学问，传播先生的思想。所以，纪念文集征
稿伊始，我们就有意识地将其中一部分稿件推荐到学术刊物上发表。请让我们通过以下这个统计对发
表这些文章的刊物以及为此付出了劳作的编辑们表示谢意：1.杨海文：《李锦全教授与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研究》，《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1期；2.解丽霞：《思想史的“两重性”探求及意义衍生——
李锦全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本质的诠释》，《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3.李维武：《哲学史与思想史关
系的重构以及思想史空间的拓展——李锦全老师的有关思考及其启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6年第1期；4.李翔海：《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江海学刊
》2006年第1期；5.任剑涛：《廓清儒学研究的知识边界——李锦全先生儒学研究的时代价值》，《学
术研究》2006年第9期。这部纪念文集名为《春风讲席》，取材于萧萐父先生为李锦全先生八十大寿书
写的祝寿联：“霁月襟怀仁者寿，春风讲席隽才多。”众所周知，中山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与武汉大
学的中国哲学专业几十年来的友好往来，正是李、萧两位先生亲手缔结的。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孟子一样说过：“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
，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两位先生对这一圣贤之道的真切践履，当是我们
永远效法的典范。文集的目次之序、三编之分，系由先生手订，足见先生对这些忆旧文字、述学篇章
、论理作品的深情厚谊。惟有各编之题名，是我们在编辑过程中添加的。第一编之题名，典出先生《
八十述怀》的“寻诗此际遐思远，咏史当年感慨多”；第二编之题名，典出先生《八十述怀》的“教
席半生同砥砺，诗坛一角费寻思”；第三编之题名，典出先生《八十述怀》的“世道沧桑无限感，还
当相约待期颐”。古人追求“以意逆志”，但愿我们的这一做法是对先生心愿的“合理诠释”。第一
编《寻诗此际遐思远》，可谓忆旧之作。我为其所写的“开编语”是：先生性孤寂，然交游之际，本
之以“与人为善”；志淡泊，而教学之中，信之以“有教无类”。是以友朋多矣，弟子众也。本编或
是友朋忆交游，写照先生之博雅与宽厚；或是弟子忆从学，感恩先生之传道与诲人。忆交游之文字，
其情也真；忆从学之篇什，其意也切。情真意切，先生之为“君子儒”也。第二编《教席半生同砥砺
》，可谓述学之什。我为其所写的“开编语”是：先生之学，前也历史，后也哲学，终也会通文史哲
、兼综儒释道，堂庑广大，识见宏深。解读者或总论先生一如既往之治学纲领，或分论先生与时偕行
之个案研讨；或阐释先生原始察终之哲学建构，或品藻先生驰骋心性之诗词创作；或陶醉于先生案头
之纯粹学理工作，或会意于先生窗外之火热现实关切。殊途同归，先生之为“学术儒”也。第三编《
还当相约待期颐》，可谓论理之品。我为其所写的“开编语”是：先生有自选集《人文精神的承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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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行世。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亦期待后人代代传承之，代代重建之。入乎先生之学以内，出
乎先生之学以外，不独贺寿之重礼也，更为中华学术文化代不乏人、中华人文精神薪火相传之基本途
径。本编作者之中，有先生之弟子，有先生之同道。其所竭力促成者，先生之为“人文儒”也。忽然
想起《庄子》一书，有内篇，有外篇，有杂篇。先生曾经说过：“老实讲我并不很推重儒家，也并未
刻意去追求哪家风范，我只是习惯地平平淡淡地生活、做学问，不太在意身外的东西，这样说来，我
想我的思想人生态度基本上又算得是道家的，我是道法自然。”(参见《李锦全自选三集》，中国文联
出版社2001年版，第465～466页)那么，这部纪念文集的第一编相当于“内篇”、第二编相当于“外篇
”、第三编相当于“杂篇”，也算是切合先生“儒者情怀道家心”的胸襟了。这部纪念文集的附录部
分，也值得说说。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李锦全自选四集》，其附录记载了先生已刊文稿271
条(截止2001年)。这部文集，其附录记载了311条(截止200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李锦
全自选集》，其附录记载了314条(截止2006年)。先生为学不已，精进不止，由此可见一斑。关于先生
近年来的情况，我想说两件事。第一件事，读2007年出版的《李锦全自选集》可知：2005年9月，广东
省委、省政府隆重颁布1992～200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专门设置了一项“特别
学术成就奖”，全省有18位年逾七旬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先生即为其一。先生做到
了持之以恒的治学努力与不断升华的学术造诣相结合、一以贯之的哲学思辨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相
结合、志存高远的研究旨趣与针砭时弊的现实关怀相结合，“特别学术成就奖”于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件事，今年3月7日的《深圳商报》有个对先生的专访，谈的是当前的“国学热”问题。先生说
，“国学热”是一件好事，但虚热不是一件好事，不利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先生对当
前“国学热”的总体评价是“高层次不够热，低层次要降温”。如此独具慧眼，让人不由想起子贡点
评孔子的那句箴言：“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
》)这部文集的出版，倾注了先生门下无数弟子以及社会各界的心血和智慧，其中尤以黎红雷教授、李
宗桂教授为巨。不才如我，忝为主编之列，按照黎红雷、李宗桂两位老师的说法，主要是因我在组织
稿件、联络出版、文集编辑方面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这些工作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忐忑不
安，战战兢兢，至今依然伴随着我。在这个炎热的7月，逐字逐句校对着纪念文集，我就像当年写作
近3万字的《李锦全教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一文那样，再次深深地被先生的学问境界和人格
境界所震撼。君子之德如风，我也想起了先生一年四季执掌手中的那把大蒲扇，其或先生七十初度诗
中所说“流水行云意自舒”、“乐道终归法自然”之谓乎？我还深知，先生之为学，先生之为人，恰
如脚下坚实的大地一样，将永远支撑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在复杂的人生中为学术、为社会多做一些有
益的事情⋯⋯谨祝先生福体安康，延年益寿，身心一如，万事胜意！后学杨海文谨记2008年7月17日于
中山大学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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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春风讲席》是李锦全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本文集共分寻诗此际遐思远、教席半生同砥砺、还当
相约待期颐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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