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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汪玉奇院长在郭树森先生《宁静斋文丛》出版座谈会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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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之心境  多彩之人生 

 
听了大家充满激情、充满真诚、充满敬仰之情的发言，我和大家一样，也沉浸在非常感动、激动的状态之中。

树森同志68岁了，我油然想起了“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千古名句。我想，用

这样的千古名句来赞美树森先生，来肯定树森先生，来表达对树森先生的敬意、敬仰，是非常恰当的。我和树森同

志相识近30年，我们几乎是同时期走上社会科学研究岗位的。从那个时候起，我作为树森先生的学生、弟子、同

事，在树森先生的关心下，一步一步地前行，我自认为是熟悉树森先生，了解树森先生的，与树森先生的心灵相通

的。我今天给我的发言冠了一个题目，叫作“宁静之心境，多彩之人生”。一个宁静的、淡泊名利的学者，才能够

创造出真正的学术辉煌，因此，这样学者的人生是多彩的。肖传国之流，就是那个捏造科研成果，遭受学术打假，

最后雇凶杀人的肖传国，他在名利场上的那种浮躁，使他无法得到多彩的人生，他可能在一时有多彩的光环、桂

冠，但他最后的人生是灰暗的。我认为肖传国事件的发生，对中国知识界是一个警号。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汹涌的大

潮面前，我们的社会精英阶层分化了，在最崇高的、最应该纯洁的学术领域中出现了学术的叛徒，出现了科学的败

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读《宁静斋文丛》，在一起座谈郭树森先生的学术成果和人格品位，无疑是有很重要

的价值的。我想发表这么三个看法： 

   第一，学者的快乐与学者的青春。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由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有

限的。但是，学者的学术生命是无限的。68岁的郭树森是老人了，甚至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我们还看到他的背影

是踉跄前行的，但是，谁能说郭树森先生的学术是苍老的呢？在他的《宁静斋文丛》中，我们读到了学者博大的学

术生命力和强大的学术生机。字里行间思想的锋芒、生命的激情，使我感受到他不是68岁的郭树森先生，而是48

岁、38岁、28岁的郭树森先生。在建国60周年的座谈会上，郭树森先生结合他的英国之行，谈中国的国际地位，谈

中国的国际影响，谈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在世界走向多元化、追求和谐发展的背景下强大而不可阻挡的生命力的情

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想，在发言中，难道我们感受到的不是青年赤子般对祖国的挚爱和忠诚？同时，学者是非

常快乐的。我敢肯定郭树森先生没有发财，没有多少钱，他当的最大的官就是《江西社会科学》的主编，他既无高

官，也没有厚禄。但是，谁能说郭树森先生不快乐呢？这种快乐是任何金钱难以购买的，这种快乐是任何高官的位

置无法产生的。它是一个学者历经追求真理的痛苦，然后豁然开朗，然后醍醐灌顶，然后开花结果，然后喜获丰收

从而获得的快乐。我想起了一个江西籍学者王若水先生，他曾经写过一篇非常好的杂文。杂文引用了一句英国谚

语：少女能够为失恋歌唱，而守财奴永远不可能为失去金钱而歌唱。我非常喜欢这一谚语。少女失恋了，失恋是痛

苦的，但在失恋的过程中她可以歌唱她曾经有过的真情，而守财奴失去金钱之后，除了抖脚捶胸之外，他还能有什

么表现呢？学者没有金钱，没有高官厚禄，但是他有学者的骄傲、学者的尊严，从而有着学者的快乐。这就是郭树

森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人生的启示。 

第二，学者的智慧与学者的探求。在《宁静斋文丛》中，我感受到郭树森先生作为一个学者闪光的智慧和他孜

孜不倦的学术追求。我以为，他在学术上的智慧和追求有这么三个特点：一是深谙古与今的关系。树森先生在古与

今的关系上，第一句话是“能古能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同时，他对毛泽东

哲学思想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在江西学术界享有盛名。第二句话是“通古明今”。他通晓古代哲学，同时又熟悉当

代哲学，从而擅长把古与今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宽广的学术视野。第三句话是“以今观古”。这就是以今天的学



术视野和时代视野，去审视古代哲学，审视道教文化。当今天的人类为战争感到无限痛苦，充满苦恼、矛盾的时

候，郭树森先生以今观古，看东方禅学，看东方道教以“和”为核心的巨大的魅力，得出了多么重要的结论。这就

是，东方文化也许是多极化世界中最宝贵的价值财富——“和”。第四句话是“以古探今”。这就是以古代文化、

古代哲学、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来探求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新规律。在郭树森先生在《从英国见闻看

中国国际威望的提升》、《传统书院与现代教育》、《论宗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文章中，我们都可以感

受到这种以古探今的学术方法和思想方法。二是责任感与使命感。我感觉郭树森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因为他有

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始终固守在一个学术领域，即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锲而不舍地追求下去，

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专业方向的学术成果。三是学者强烈的政

治意识。树森先生热爱着真理，热爱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自觉地遵守着一个学者的政治规范，站在党和人民的

立场上，站在维护党的事业的原则立场上，来展开自己的研究。不管是他编辑的刊物，还是自己的学术著作，都显

示出一种强烈的政治原则性。他从来不是以挖掘野史、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来获得成功。因此，我认为，树森先生

有着学者闪光的智慧，有着学者宝贵的探求精神。 

第三，青年学者的榜样。会场后排坐着一批青年学者，在他们脸上，我们看到灿烂的、充满朝气的面容。今天

的这个座谈会，可以使他们得到感召，得到示范，得到激动。树森先生对于我们青年学者至少有三点重要的启发：

一是在喧闹的世界中，选择学者生活就是选择淡泊和宁静。我非常钦佩在坐的青年学者们，你们这么勇敢地选择了

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选择是要有勇气的，因为，它意味着你选择的不是利润，选择的不是富足，你选择

的是一种宁静与淡泊的学者生活。马克思在讲到诗人创作的激情时说：即使只有一便士稿费，也要歌唱。因为，诗

人是为歌唱，为表达自己的激情而歌唱，而不是为了稿费而歌唱。我们要有这么一批学者来整理我们的传统，我们

要有这么一批学者来传承我们的心得，我们要有这么一批学者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从而使我们的学术队伍前有古

人，后有来者，生生不息。我以为，选择宁静、选择淡泊同样也是可以获得人生的精彩、人生的快乐的。郭树森先

生就为我们树立了这样的榜样。二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在长期积累中形成自己的学术方向、学术风格。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成功。郭树森先生从八十年代初期进入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前身——江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长期以

来，他就是咬定中国传统文化，咬定宗教这一专业领域，锲而不舍地钻研下去，不断地探求下去，通过积累形成了

自己的学术风格。在省社科院，陈文华先生咬定“茶文化研究”这座青山不放松，吴海先生咬定“文学评论”这座

青山不放松，余品华先生咬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座青山不放松，胡迎建先生咬定“中国古体诗词”这座青山

不放松，赖功欧咬定“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座青山不放松，叶青咬定“中国文化的美学价值与美

学精神”这座青山不放松，曾丽雅先生咬定“近代中国史研究”这座青山不放松……他们走在我们青年学者的前

头，他们就是旗帜，他们就是方向，他们就是榜样，他们就是示范。三是树立强烈的学者意识与大家意识。“不想

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是拿破仑的话，但从励志的角度看，它是完全适合我们学人。不想当大家、不想当

知名学者的学者不是好学者，也不可能成为好学者，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树森先生的人生与共和国的

历史有一处是紧密相连的。在“文化大革命” 的动荡年代，他作为江西大学1967年的毕业生，没有从事科研工

作，而是到军垦农场、工厂工作。他原本的路线可能是从一个车间的政治宣传员，到宣传科的副科长、科长，到党

委副书记、书记。但是，他却选择了社会科学研究。这绝不是“林冲误入白虎堂 ”，这是“大道直行”。树森先

生给我们的这三点启示是非常深刻的，是我们青年学者的榜样。 

作为学术上的长者、老者，作为青年学者的师长，我在这里总结树森先生的成功和精彩人生之处，供大家参

考。最后，我衷心祝福树森先生健康长寿，越来越年轻，享受颐养天年中的学者的欢乐，在“道”的有为、无为的

无限空间中，获得“大道之源”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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