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我们看到你在清华大学《“齐鲁三
贤”家国情怀》专场报告会上，把季羡林、任
继愈和欧阳中石先生称为“齐鲁三贤”，请谈
一下对这个称谓的理解。

答：三位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学界前辈。多
年来，他们对我教诲提携，恩同再造。他们又
都是山东人，感情一直很深，可以说“亦师亦
友亦乡亲”。他们在学界，甚至海内外都是受
人尊敬的前辈和大家，称三位先生为“三
贤”，不单单是出于自己的仰慕之情，更是基
于他们在学术上取得的不朽成就，基于他们在
教书育人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在清华大学的
专场报告会上，我和同学们分享了三位先生的
家国情怀，对于“齐鲁三贤”这个称谓，引起
了同学们的共鸣。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过去
我们谈对季先生、任先生的认识，很少从一名党
员的角度来看待和考量这两位先生所取得的成
就。过去一直称季老、任老“先生”，其实严格
来讲，党内应该互称“同志”。因为季羡林、任
继愈先生是50年代，准确说是1956年入党的老党
员。季先生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北大东语系的党
总支书记。他们的党龄长达半世纪，是当之无愧
的老党员。那个年代，正处于“三大改造”基本
完成，国家刚踏入社会主义门槛的历史关头。在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们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和
个人的成长进步，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庄
严神圣的选择。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尤其是特
殊年代，他们也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遭到不
公正的对待，但他们不忘初心，没有动摇过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

问：三位先生都是山东人，有着相近的求
学经历和师承，特别想了解一下，在你看来，
他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什么？

答：季先生过去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一
个人如果能成就一番事业，应该和他的天赋、
努力和机缘有关。其实在我看来，至少这三位
先生是这样的，特别是后天的努力。另外就是
要有一定的机缘。我们都知道季羡林先生小学
入学面试的时候，比别人多认识了一个骡子的
“骡”字，就早上了半年学，很多事情都可能
因为这半年而改变，这应该就是季先生说的
“机缘”。另一点我感觉就是山东人的憨厚，
骨子里的那一种韧劲。我们知道，欧阳中石先
生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事基
础教育。他教过小学教过中学也教过大学。他
教过语文教过数学也教过体育甚至化学。在生
活中工作中，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遇到
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就是要看你怎样去看
待。比如说欧阳中石先生，中年因为见义勇为
被车轧过脚，又因为身体原因落下了偏盲的问
题，看东西行走比正常人要困难。中石先生从
北京一所中学调到大学工作的时候，已经年过
半百，因为当时没有书法学科，他就在教科所
工作。直到后来创办了夜大函授讲授书法学
科，又有了书法大专班。经过多年的发展，创
建了完整的书法教育体系，为中国的教育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我想这是他们能够取得成功
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请你谈一下，你所了解的三位先生，
他们的同与他们的不同。

答：每一位先生都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只
能以我的了解结合亲身经历来谈一下。季羡林
先生是临清官庄人，任继愈先生是德州平原
人，欧阳中石先生是泰安肥城人。他们都曾在
济南上过小学，读过中学，又都在北京读过大
学。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很多共同的师承。季
羡林先生的小学校长王祝晨，是山东教育界的
先驱，他也是欧阳中石先生的小学班主任。这
三位先生又都是高中校友，都毕业于山东省立
第一中学。二战后，季先生放弃国外名校执教
的机会毅然回到祖国，到北大组建东方语言文
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石先生从辅仁大学
哲学系又转入北大哲学系学习数理逻辑。任先
生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后来又在西南联大

读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教师。任先生是
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一共招
过两届，他是第一届。到1964年中国科学院成
立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老调离北大，但仍在北
大兼任教学工作。任继愈先生在治学方面取得
的成就有目共睹。毛主席6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
批示：“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
如凤毛麟角。”后来毛主席亲自在家中接见任
继愈先生，谈了关于哲学和宗教的问题，并批
示成立宗教研究所。对于这件事，特别是毛主
席当年对他的评价，任先生很少提及。记得有
一次，任先生的一位学生在和他见面时问过这
件事，任老听后一言不发。所以当年任先生和
毛主席见面的情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见
到相关文字记载。直到任先生去世后，家人整
理他的资料，才发现了当时任先生给学校写的
情况介绍，也不过寥寥数语。谦逊、低调、甘
居人后、淡泊名利是这几位先生的共同之处。

三位先生都对祖国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他
们教书育人淡泊名利，但爱国从来不甘居人
后。季先生曾经说过：“我有两位母亲，一位
是生我的母亲，一位是祖国母亲，我对她们充
满同样真挚的情感和敬意。”他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样做的。季先生留德10年，放弃了国外
的执教机会，选择回到祖国。“七七事变”
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长沙，组
成“临时大学”，后来又迁往昆明，这就是被
称为“世界教育史上奇迹”的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任继愈先生跟随老师同240位师生一起，从
长沙徒步行至昆明，共计1300多公里，历时68
天。任继愈先生回忆起这段历史深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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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不难看出，几位先生不论是求学还是治
学，都把自己的研究与国家和民族紧紧联系在
一起。季羡林先生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工作，
他为弘扬中华文化与东方文化，促进东西方文
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季老在东方学、语言
学、中外文化关系、印度学、美学、比较文学
等领域著作等身，被誉为学界的楷模；任继愈
先生在宗教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誉为
“凤毛麟角”；欧阳中石先生则在哲学、书法
教育和传统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中石先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在
书法领域取得的成就，其实先生的诗名文名被
他的书名所掩。先生写了很多诗词，是严格的
格律诗，格调非常高古并且意蕴深远。但这些
诗稿在他看来纯粹是自我感怀的抒发，从来没
想结集出版。直至先生晚年我给先生说，这些
内容不但有很强的的可读性，而且很有教育意
义，对学生也很有帮助，听过这些，先生才同
意出版。当时我把诗稿带给山东老乡李肇星，
他在航班上写了很长的序言。这两本诗集一本
是《中华颂》、一本是《齐鲁颂》。先生极为
珍视这两本诗集，每次回山东老家总是随身带
上，送给家乡的朋友和后学，因为诗文的字里
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对故土和对所处伟大时代的
一片赤诚。

严格说来，中石先生是季老任老两位先生
的学生。季先生过米寿就是88岁生日的时候，
欧阳先生给季老画了一张水墨荷花，落款是弟
子中石拜。因为中石先生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
整后从辅仁大学来到北大，当时季羡林先生已

经是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在北大哲学系读
书的时候，任先生在北大讲授哲学。记得中石
先生说过当时任先生喜欢穿长衫，非常儒雅清
秀，同学们爱开玩笑，都叫他“长衫书生”。
他们都是谦谦君子，为人平和低调，做学问严
谨求实，有古仁人之风。治学领域的不同，决
定了他们气质的不同。一位是从事东方学语言
学研究，一位是从事哲学研究，一位是传统文
化研究。同季先生交流，听他对事情的分析，
堪称鞭辟入里绝对是不激不厉精准到位，让人
如坐春风。但看他晚年的衣着打扮，永远是一
身中山装老布鞋和一顶毛线织成的小帽，又像
极了邻家的大爷，那样的可亲可敬；任先生语
速相对快一些，他晚年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非
常关注。直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忘记当他听到
某些学生由于道德缺失引发恶劣事件时那充满
忧虑的眼神，任先生说，青少年时期是道德教
育的关键时期，要下气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要把美德教育开展起来。任先生平时喜欢穿西
装，让人看起来永远那样儒雅清新。中石先生
因为年轻时唱过京剧，他是四大须生之一奚啸
伯先生的学生，一口标准的京韵京腔。先生学
习逻辑出身，思维相当缜密，谈问题看事情总

能一步到位一针见血。
问：你是第一套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山东

必修课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小学学段负
责人，我们看到这套教材是以三位先生领衔编
纂的《中华传统美德》丛书作为蓝本，请谈一
下三位先生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情况。

答：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一份关于中华文
化传承的纲领性文件。文件第一次界定了中华
文化的内涵：包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
德、中华人文精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三
位先生共同发起了中华传统美德的系统梳理和
研究工作，他们在青少年中普及和推广传统美
德教育。由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先生领
衔编纂的《中华传统美德》丛书，系统梳理历
代典籍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
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美德警句
经典，这本书的成人版、学生版分別荣获“全
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读本”
“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
推荐百种优秀图书”等荣誉称号。三位先生对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视体现了他们的前瞻
性。2005年，季羡林先生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
院，在疗养康复期间，先生委派我编纂一套
《人文中国》丛书。接到任务后，很快确立了
编纂方案，即以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三
位先生的师承和交友为主线，系统梳理了上世
纪百年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出现的大师巨子和学
术精英，记录他们的嘉言懿行和道德文章。在
这套丛书的献词中，有这样几句话：上世纪的
百年历史，是中华民族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
史。在这场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一批卓
荦不群的大师巨子和学术精英，他们以精深的
旧学功底，恢宏的家学渊源，严谨的治学精神
与辉煌的学术成果享誉中外。他们的学术成就
与道德文章，是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
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之后的
又一座学术高峰。《人文中国》丛书《世纪学
人》卷，旨在通过记录百年学人的嘉言懿行和
学术成就，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和彰显崇高的
人文精神。现在看来，三位先生在多年前就已
经在研究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领域取
得了重要成果，不能不感佩他们治学的前瞻性
和担当精神。

刚才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套教
材，在编写伊始，我们就提出“美德三百句，
铸就人一生”的编写理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经典当中具有美德传承意义的古训章句按照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式予以呈现，在广大
中小学生可塑性和记忆力最强的学生时代，把
美德的种子种进脑海，融入血液，让他们熟读
成诵，这不仅符合课程纲要的要求，也符合学
生的认知规律。每册教材5个单元共计二十几个
德目，一至六年级一以贯之螺旋上升。可以
说，这与过去多年跟随三位先生从事美德研究
工作密不可分，这套教材中饱含了几位先生的
教泽与智慧。

问：这三位先生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事、
对你感触最深的话是什么，他们对你的影响在
哪里？

答：和几位先生交往多年，其间的过往与
经历太多太多。能与几位先生相识，得到他们
的教泽，分享他们的慈光春晖，实在是三生有
幸。这几位先生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爱国
爱家。季羡林先生曾说：“平生爱国，不甘人
后，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当年
季羡林先生经友人的推荐，本可以去剑桥大学
任教，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但当他想到自己
饱经战火的祖国，想到自己的亲人，让他毅然
放弃了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几位先生
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令人景仰，他们为山东赢
得了荣誉，是家乡的骄傲。中石先生曾专门请
人刻了一方印章，印文是“生于鲁长于齐壮游
京师”，虽不常用，但足见先生对家乡的情
感之深。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中石先生晚
年书写 频 率 最 高 的 字 除 了 落 款 以 外 就是
“德”这个字。中石先生和季老、任老出任
《中华传统美德》丛书编纂指导和学术顾
问，为丛书的编写为美德的弘扬付出了很多
汗水。特别是季老、任老晚年因为行走不
便，中石先生多次代表自己的老师来到山
东，把美德丛书赠给家乡的孩子们。在一次
活动中，主办方用家宴答谢来宾，首先向中
石先生敬酒，中石先生执意起身提议一同先
向远道而来的季先生、任先生的家乡代表敬
酒。见微知著，这个举动虽然很小，但是对
我触动极深。可以说，几位先生的一言一行
都是我们后学学习的榜样。季老、任老已经
离开我们多年，但他们的道德文章和精神操
守，将为世人铭记。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
我将一如既往地弘扬几位先生与祖国休戚与
共的家国情怀，宣扬他们为人处世的高尚情
操，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中华传
统美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
力量。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为祖
国的发展繁荣不懈奋斗。今年春节团拜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社会发
出了大力弘扬家国情怀的伟大号召。在全社会倡导家国情怀，既是对
薪火相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也是对全体中华儿女建功
新时代的激励与号召。老一辈知识分子与党和国家休戚与共的家国情
怀和奉献精神，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欧

阳中石先生是从齐鲁大地走出来的学界精英，更是广大优秀知识分子
的杰出代表，他们秉承的家国情怀和高尚情操，特别是教书育人、甘
于奉献的敬业精神，是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
代”主题活动的重要课题。为深入了解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老
一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进一步激发使命担当，为此专访了原《红
旗画刊》总编助理殷昭俐。

殷昭俐清华大学第三场《“齐鲁三贤”家国情怀》报告会

欧阳中石先生为《中华传统美德》丛书题词欧阳中石先生（右）为《中华传统美德》丛书题词

由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先生担任编纂指导，殷昭
俐主编的《中华传统美德》丛书荣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荣誉称号

为人为学 爱国爱家
“齐鲁三贤”季羡林、任继愈、欧阳中石先生的家国情怀

任继愈先生为《中华传统美德》丛书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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