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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沉痛地宣告：国际知名学者、我国著名哲学史家萧萐父先生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七日十六時三十分，萧萐父教授因病医治无

效在中南医院闔然长逝，享年84岁。  

萧萐父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

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会主任。他曾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哲

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周易》学会顾问，国际道联学术委员，国际儒联顾问，中

国文化书院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

德国特里尔大学等校访问、讲学。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编著有：

《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哲学史方法论》、《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王

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玄圃论学集》、《众妙之门》、《传统价值：鲲化鹏

飞》等；出版专著有《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明清启

蒙学术流变》（合著）、《王夫之评传》（合著）、《吹沙集》三卷、《吹沙纪

程》等。其中，《中国哲学史》曾经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萧萐父先生于1982年被评聘为教授，1986年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先后被评为

武汉大学“优秀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等，于1999

年离休。 

萧萐父先生于1924年1月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生经历两个

社会、多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在大学期间，他参



加学生进步组织，发起、编辑《珞珈学报》。1947年在武汉大学发生的震惊全国的

“六·一”惨案时，他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

1947年毕业后，回到成都华阳中学任教，同时受聘为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

哲学史”，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积极参加成都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1949年5月入党，12月受党组织委派作为军管会成员参与接管华西大学，后留任该

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进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同年，应李达校长的

邀请回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1957年正式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并从此长期担任哲学

系哲学史党支部书记、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一职。在这个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地工

作了40年，以此为基地逐步建立和形成了具有武汉地区特色的中国哲学史学术梯

队，使它在全国文科理论界，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革”期间，萧萐父先生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横遭迫害。虽经历被抄

家、挨批斗、住“牛棚”，但他矢志不改，在襄阳分校住牛棚放牛劳动改造的日

子，他已开始《王夫之》一书的写作、已开始对中国从明清之际到现代思想启蒙之

坎坷道路的思索。 

1976年到1988年的十多年里，萧萐父先生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一样，迎来了学术

的春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并于1978年接受教育部组织九所高等

院校联合编写哲学系本科生《中国哲学史》教材的任务，担任主编。该教材出版

后，分别被译成韩文与英文，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80年代，在《中国社

会科学》先后发表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等重

要文章。特别通过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王夫之哲学的研究，探寻中国现代进

程自身的源头活水，认定中国有自己的现代化内在的历史根芽。在中国新一轮的文

化大讨论中，独树一帜地提出了自己的“明清启蒙史观”，深受海内外学者的关

注。  

1990年以后，随着国内与国际学术环境的变化，他更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全局

来思考东方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他把经济的一体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视为全球化的双

翼，强调文化多元化的发生和发展，突破欧洲中心主义，论定人类文化与中国传统

文化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他用“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



西”的诗句来概括这一思索，这一思索体现了萧先生的历史深度和自信，以及他的

广阔视野。这时他倡导的“启蒙”已不仅仅是挨打者的反思和落后者的追赶，更是

伟大的民族文化的自我振兴，有勇气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和重构，有信心吸纳涵化

优秀的外来文化，有力量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从而为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作

出应有的贡献。萧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在国际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萧萐父先生是伟大的人师。他学风严谨、被褐怀玉、浩然正气；教书育人，重在

身教，杜绝曲学阿世之风。自1978年招收硕士生，1987年招收博士生以来，他先后

开设了“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料学”、“中国辩证法史”、“明清哲

学”、“佛教哲学”、“道家哲学”、“马克思的古史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

类学笔记”等课程或系列专题讲座，为中国哲学史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与教学

人才。在长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他提炼出了二十字方针：“德业双修，学思并

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这二十字已经成为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精

神纲领，先生以他的人格魅力深受珞珈学子的爱戴。 

萧萐父先生还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界少有的诗人哲学家。他晚年一再强调中国哲学

的诗性特质，执著地探索Logic（逻辑）与Lyric（情感）的统一，并认定这一特质

使得中国哲学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学实证的狭隘，体现出理性与感性

双峰并峙的精神风貌。他自叙以诗歌升华人生、歌哭由我的超迈：“书生自有逍遥

处，苦乐忧愁尽化诗。” 

晚年萧先生满怀对中国文化和武汉大学的深情，将自己的诗集、文集及与夫人卢

文筠教授合作的书画集，辑集交由武大出版社出版，这套精美的《萧氏文心》四

卷，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武汉大学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底蕴和优良传统。 

萧先生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火凤凰吟》，如今先生凤凰涅槃，魂升天国，然先

生留下的丰厚精神财富和不尽慧命，如珞珈香樟，四季长青；定将庇荫杏坛，嘉惠

学林。 

先生不死，风骨峥嵘！ 

萧萐父先生治丧委员会 

2008年9月17日 

 



为悼念萧萐父教授，定于2008年9月 23日上午9：00在武昌殡仪馆举行遗体告

别仪式，请参加仪式的人员于8：30在老干处门口上车。有送花圈的单位和个人请与

哲学学院办公室联系，电话：027---68752861。有发唁电唁函的单位和个人请寄发

给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办公室程幺娥主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邮政编码：430072，传真：027---68752861，E—mail：yaoec@whu.edu.cn。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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