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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皖江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研究》记载了安庆师范学院的历史沿革，展  示了皖江近现代高等教育文
化的辉煌，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较高的现实启迪  价值。
当前在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尊师重教、强化  师德教育的今天，弘扬他们的
精神理念，无疑能够给予安徽高等教育乃至安  徽教育界的管理者、广大教师、莘莘学子无穷的启迪
和激励。
这对打造德才  兼备的教师队伍、培养品学兼优的学生，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大的促进  意义。
这本书可以说是教育界进行师德师风教育、学风校风教育的一部生动  教材，它对当前高等教育的发
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价值。
同时，对中国社  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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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詹剑峰：器小易盈  有容乃大    詹剑峰，1902年10月17日出生于安徽省婺源县(现属江西省)的一个
小茶商之家。
他自幼酷爱读书，一生读书、教书、著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12岁就读完《左传》、《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典籍，并能作诗词歌赋。
16岁参加全县举人秀才会考，他的文章《人不可以无耻》获得第一名。
1926年，24岁的詹剑峰赴法留学。
次年，进入巴黎大学主攻西方哲学，还研读心理学、逻辑学、世界史。
    在法国学习期间，詹剑峰结识了巴金，并与之成为好友。
当时，詹剑峰住在法国玛伦河畔的一个叫做沙多一吉里的小城。
晚他一年来到法国留学的巴金也在此养病并补习法文，他们一同寄居在当地一所中学里。
因为志趣相投，他们很快结为好友。
每天清晨，他们都起得很早，常常一起出门，在寂静的玛伦河边的树林里悠闲地谈话，边走边讨论问
题，然后散步回去，各人走进自己的房间，做自己的工作。
詹剑峰欢喜陆游的诗，住在隔壁卧室的巴金经常能听到他在朗诵《剑南诗稿》。
    詹剑峰是巴金第一本小说的第一个读者。
1928年，巴金处女作《灭亡》完稿，他把内容誊清在五本硬纸面的练习本上，并把这五本誊清稿交给
了詹剑峰看。
詹剑峰很是欣赏巴金的文学写作才能，认真阅读过后，给予了“写得精彩，好看”的好评，同时也指
出它在文字上的个别疏漏处，这使得巴金信心倍增，并决定自费出版此书。
在拟定笔名时，出于对一位客死异乡的同学的纪念，巴金取其姓名中“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
恰好当时詹剑峰从外面进来，他见巴金正为自己的笔名苦苦思索，一眼看到桌上放着英译本克鲁泡特
金的《伦理学》，就笑着建议用那个“金”字，巴金接受了，就在“巴”字后面加了个“金”字。
    1933年，应当时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傅铜之邀，詹剑峰来到省立安大出任教授。
省立安大的教学任务繁重，詹剑峰同时教授四五门课程。
除了他的专业哲学史和逻辑学之外，詹剑峰还得完成其他课程的讲授任务，并要自己编写讲义。
因此，在省立安大执教期间，詹剑峰编写出了《哲学概论》、《逻辑》、《伦理学》、《西洋古代哲
学史》、《西洋近代哲学简史》、《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文化史》等7部教材。
    1938年，日寇入侵安庆，省立安徽大学停办，詹剑峰被迫离校。
至此，他在省立安大执教长达6年之久；之后，詹剑峰又先后在苏皖临时政治学院、暨南大学、江苏
学院执教；1946年，国立安徽大学成立。
出于对省立安大和古城安庆的感情，次年，詹剑峰又一次来到古城安庆，任教于国立安大，担任哲学
教育系教授。
1948年，詹剑峰还参加了民盟人士反对国立安徽大学迁校、迎接解放的运动。
1949年学校迁址芜湖，无奈之下，詹剑峰离开了学校。
从1952年起，詹剑峰就一直在华中师范学院任教授，兼任中国逻辑学会理事、湖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和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毕生教授哲学概念、逻辑、西洋哲学史等17门课程，
出版哲学专著12部。
    詹剑峰虽然学在西洋，攻读的是西方哲学，但大的学术成就却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对老子、墨子的
研究，颇负盛名。
他认为，做学问不是靠一时的心血来潮，必须坚持方向，持之以恒。
他学识渊博，不仅精通中外哲学史、逻辑学，而且在中外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方面也造诣很深。
但他始终坚持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外哲学史和逻辑学上。
所以，他的学术成果，内容相对集中，尤其在老学、墨学研究领域忠于史实，融贯中西，独辟蹊径，
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得到海内外专家的公认。
    关于老子的传说，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太多，或称道教的开山祖师——太上老君，或日没落贵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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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人物⋯⋯就是他生活的年代也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周幽王时代的贤者，有的说生于商王武丁九
年，有的说是神农黄帝尧舜汤等帝王之师，有的说是战国时期“博大真人”李耳⋯⋯。
总结起来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老子其人及其书是出现在春秋时期还是出现于战国时期；二是老子的道
论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对此，詹剑峰穷年累月地探索。
他从《左传》、《史记》、《礼记》、《孔子家语》、《庄子》、《列子》等典籍中，详考老子的有
关记载，出版了《老子其人其事及其道论》一书。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称该书“不只是细致地展开了老子思想的逻辑的体系与分析，而且总结了老
子时代的哲学发展史，老子学派及思想的演变史，老子研究注释史，以及近人研究老子的丰富成果⋯
⋯对老子的研究，将是一个新的推动”。
    在墨学研究方面，詹剑峰也是旁征博引，对先秦是否有后期墨家、墨经是否墨子所著、墨子是否创
立了辩学(逻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指出先秦无后期墨家，墨经基本上是墨子自著，创立辩
学者是墨子。
这不仅推翻了以往学者诸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旧论，而且还建立了墨家形式逻辑的体系。
海外出版的《墨学研究》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视墨书为一整体，引证了墨书的其他篇章，来
说明墨子一贯的逻辑体系，这是近代治墨学者的一大进步。
”    严谨是詹剑峰的治学态度。
他提倡“忠于史实、融贯中西、独辟蹊径”的学术风格和“踏实、虚心、有恒和勇敢”的学术态度，
曾说过：“我总觉得，做学问要有踏实、虚心、有恒心和勇敢的态度。
'’在《我的生涯》一文中，他说“我们著述，必须反对‘洋洋大观，言无创新’；没有新思想、新观
点，就不能动笔，一旦动笔就要深钻材料，潜心苦思，反复推敲。
”他谦虚地说：“我一生学无专长，但颇务实。
即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切切实实，治学踏踏实实。
”他认为：搞教学科研的人，首先必须具有科学老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不能急功近利，
图虚名；其次要有创新精神。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的专著《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1962年已写出第二稿，当时出版社就决定出版，但他仍觉得不满
意，不断修改、补充，直到去世前夕，才同意出版。
他留下的这份思想遗产，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赞誉，认为该著“对我国哲学史的深入研究，是一
部十分珍贵的思想财富”。
    谦虚是詹剑峰的治学作风。
詹剑峰说：“学问浩如烟海，每个人的所知，只是太仓之一粟。
语云：‘器小易盈。
’因之，唯虚乃能受，亦唯虚乃能容，而‘有容乃大’。
”他的《墨家的形式逻辑》一书195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很快又出了第2版，印了3次，同时
在海外被翻印数次，在西德、美国、东亚行销，得到国内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他“坚持用今天的普通逻辑科学知识来评价和总结墨家的逻辑思想
，而又不失其古代墨家思想的逻辑特点和民族特点，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逻辑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
法论原则”。
对于这些评论，他始终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他说：“一部专著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对书中内容研究的结束；一部专著所受到的鼓励，也不意味着
它的完美无缺。
”他虚怀若谷，继续在墨学领域耕耘，尤其重视不同学派的意见，经过20多年的潜心苦研，于1981
年12月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一书。
    创新是詹剑峰的治学精神。
做学问必须要有大胆的精神，敢于突破成见、成规、传统、权威的枷锁。
詹剑峰说：“学术界有许多权威之言，传统之见，这些东西并不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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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贵在创新。
我们常为成见所束缚，迷信权威。
”他认为，如果不破除迷信，被权威之言吓倒，就必然束缚自己的思想，这就不可能超越前人，学术
就不能进步和发展。
因此，真正想做学问的人，“必须要做到勇敢，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相信真理的力量。
”同时，也要有好的研究方法和深厚的积累。
他深有体会地说：“我能够在著述中有些心得，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我的中西比较研究方法，眼里
的材料多而可靠，心里当然就踏实得多，勇气也就有了。
”    詹剑峰先生这种严谨、谦虚、创新的学术品格，始终贯穿于他在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
学、科学方法论等领域的研究上。
这种学术品格，使他成果斐然，且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了较高的声誉。
这种学术品格，为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所铭记，为走进学术殿堂的莘莘学子所珍视。
    P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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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书集中研究了从安徽省省学敬敷书院到安徽大学堂、安徽武备学堂、安徽陆军学堂、安徽法政专
门学校、省立安徽大学、国立安徽大学的44位代表性人物，他们都是当时的著名教育家、知名学者和
革命志士。
其中包括：翻译家严复，著名革命家徐锡麟，著名法学家光明甫，著名教育家王星拱，数学大师何鲁
，著名经济学家陶因、著名文学家郁达夫、苏雪林、朱湘、冯沅君、苏曼殊、许杰，桐城派末期大师
姚永朴，著名学者陈望道，著名经学家周予同，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著名化学家丁绪贤、一代国画
宗师黄宾虹、著名革命家柏文蔚、熊成基、方振武、倪映典，著名教育家房秩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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