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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家族哲学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如何在史料的发掘、方法的厘正、

观点的提炼等方面有所创新,萧洪恩先生的《土家族哲学通史》即在这方面做了卓越的探索。本文从学术积累、

学术信念、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等方面对该书进行了分析、评价与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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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searchofTujiaPhilosophyisahotbutdifficulttopicinthephilosophyofChinese
ethnicminoritystudiesinrecentyears;however,Mr.Hong-EnXiao’sTheHistoryofTujiaPhiloso-
phymakesanexcellentexplorationintheinnovationsofthehistoricalmaterialcollection,thecorrection
oftheresearchmethodsandtherefiningofviewsconcerningtheresearchofTujiaPhilosophy.Thispa-
peranalyzesandpromotesthisbookintermsofacademicdepth,academicvalues,researchmethodsand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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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十多年是萧洪恩教授的收获季节,其间

有《土家族口承文化哲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1999年版)、《土家族仪典文化哲学研究》(中央民

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易纬文化揭秘》(中国书

店2008年版)等专著问世;主编有《巴文化研究》(北
京出版社2002年版)、《农村文明村镇创建活动机制

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社会工作

行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著作与教

材;撰写了数十篇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中国

哲学史研究》、《江汉论坛》、《周易研究》等著名刊物

上发表。从哲学史观的确立到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突

破,从研究风格的形成到理想人格的塑造等方面都

有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收获。近著近80万字的《土
家族哲学通史》于200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则可

看成是其哲学史研究方法探索、哲学史研究风格塑

造方面的阶段性成果,对此,李维武教授在该书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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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发言中已强调说:《土家族哲学通史》的出版,表
明“土家族也由此成长出自己的第一代哲学史家,他
们不只是在一般意义上研究哲学史,而是以一种高

度的自觉,对于自己民族的智慧追求和心路历程进

行深入研究和反思,努力探索和书写自己民族的哲

学历史。通过这部哲学通史,人们将看到土家族第

一代哲学史家的劳作与收获,看到土家族在思想文

化上的重大进步”[1]。由此,我们可借用中国已故著

名哲学家萧萐父的诗句“雾笼千嶂晓,梦醒一鹃啼”
来说明该书在土家族哲学研究的“雾笼千嶂”中 “破
晓”的意义,而萧洪恩先生则正是做了这“一鹃啼”的
工作[2]。

自觉的土家族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

代,研究者很少,在史料的筛选、研究方法的创新、研
究视角的选择、哲学史观的树立等方面,都亟待开

拓。萧洪恩先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土家族哲学

研究的。1987年,萧洪恩先生发表的首篇土家族哲

学研究的论文是整个土家族哲学研究的第三篇论

文,与前两篇论文发表的时间仅相隔二年;而从他

1982年确立土家族哲学研究的心愿到写成土家族

哲学研究的首篇论文,竟用了五年时间;从发表首篇

土家族哲学研究论文到1999年出版首部土家族哲

学研究专著竟用了十二年,到2009年出版《土家族

哲学通史》竟用了二十二年。22年来,他写了三十

多本读书笔记、采访手记;调查了土家族地区几乎所

有县市,对湖北民族地区更是了如指掌;查阅了广东

省、湖北省、重庆市、湖南省、北京市等相关档案馆、
图书馆、博物馆,查阅并收藏的地方志达71部,阅读

了《二十五史》及近两百种土家族研究的现当代作

品,真正是在“雾笼千嶂”里去作那“破晓”的“一啼

鹃”。
作为第一部土家族哲学的通史性著作———《土

家族哲学通史》,该书从对土家族哲学研究方法的探

讨入手,着眼于土家族哲学的转型,分上中下三篇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土家族哲学进行了全面而

系统的阐明和探讨:上篇总论土家族哲学,阐明了土

家族及其哲学传统,厘清了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

与转型;中篇集中考察和讨论了土家族传统哲学,包
括土家族哲学思维的萌芽、賨人思想家鹖冠子的哲

学思想、渝湘地区土家族学者的哲学思想、《田氏一

家言》的哲学思想、封建社会末世的历史批判与哲学

反思等内容;下篇则重点探讨了土家族近现代哲学,

包括土家族近现代哲学的转型、辛亥革命前后土家

族哲学的新变化、土家族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

阐释、受土家族文化影响深厚的沈从文的自由主义

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等。萧洪恩先生是土家族人,
该书既是其自身20年来孜孜以求探讨土家族哲学

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第一次对土家族哲学进行的

全境式展示,从而彰显出了土家族哲学的民族性、时
代性和个人风格的魅力[3]。

  一、“出色须空千古有”:《土家族哲

学通史》的学术积累

  1999年,中国著名的哲学史家、易学家唐明邦

先生在为萧洪恩著的《土家族口承文化哲学研究》一
书写的书评中肯定该书“开辟土家学研究新天地”,
“《土家族口承文化哲学研究》无疑是一开山之作,他
对此前土家哲学的零散研究作了第一次总结与提

升,初步建构起了土家族哲学的框架体系,明确了研

究对象,确立了一批土家族哲学的概念、范畴,为土

家学研究作了很好的‘理论储备’”。至2002年《土
家族仪典文化哲学研究》一书出版时,《江汉论坛》副
总编陈金清先生则用“广泛搜求 精心营累”评价该

书:“《土家族仪典文化哲学研究》一书,无疑是中国

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一部力作。从形式上讨论,这
部著作只选择一个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进

行专题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本身就是一个突

破;本书选择仪典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进行民

族哲学的深层次发掘,更是一个在中国哲学史研究,
并进而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的极有意义的尝

试。至于从内容上论,或者从学术水平论,笔者更觉

得有向社会推扬的必要。”[4]陈金清先生概括了该书

的开创性、全面性、新颖性、完整性等特征。陈先生

还特别提请大家注意萧洪恩先生在《后记》中引用海

德格尔的“道路———而非著作”来说明自己的工作,
表明萧洪恩先生的一种期待,可以这样来说,《土家

族哲学通史》正体现了这样一种期待的践履功夫。
为了完成《土家族哲学通史》这部巨著,萧洪恩

先生曾广泛查阅地方志、档案文献及既有的公开发

表的研究成果,并按照“竭泽而渔”的要求搜集资料,
还深入到民间采风,搜集散佚在民间的土家族文献,
按照土家族学者“出色须空千古有”的学术态度,先
后写下了土家族哲学研究的论文达数十篇,如《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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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化》、《论“还坛神”无神———“还坛神”神人关系

试说》、《土家族哲学成立的可能与现实》、《中国少数

民族哲学:可能与现实》、《高次元文化传统与民族地

区农村现代化———一个土家族村寨20世纪思想文

化的变迁与启示》、《土家族传统和谐思想与当代和

谐社会的构建》、《明代土家族文人思想的趋新动

向》、《近年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发与和谐恩施

建设》、《脱蛮入儒:19世纪土家族的文化认同与社

会转型》、《20世纪上半叶鄂西南神兵运动的现代性

诠释》、《论土家族传统节约思想的现代转型》、《历史

感与现代性:土家族哲学的现代转型研究》、《先秦至

汉晋时期土家族哲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20世纪

上半叶土家族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与重构》、《民族性

与现代性:土家族哲学视阈的20世纪中国哲学》、
《入世与超越:15-17世纪土家族的文化选择与哲

学转型》、《鶡冠子研究概述》、《向警予的妇女文化解

放思想研究》、《论赵世炎的文化哲学研究》、《论赵世

炎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沈从文的自由主义与文

化保守主义》、《席正铭政治哲学思想研究》等,正是

这些积累,使萧洪恩先生的《土家族哲学通史》具有

了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这正如首发式上专

家学者所说:“《土家族哲学通史》的出版,是对整个

中国哲学的贡献,是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贡献。”“这部

近八十万字的专著,是一个土家族儿子对自己民族

哲学智慧的礼赞,是一个土家族学者对自己民族心

路历程的反思。在这礼赞与反思之中,洪恩以他的

真挚民族情感和严肃理性思考,为我们展开了土家

族精神生活和智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使我们直

接感触到土家族由远古走向现代的生命跃动和思想

足迹。”

  二、“民族哲学智慧的礼赞”:对“土
家族哲学”文化传统的坚信与坚守

  中国哲学研究因基于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历
来有一个“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心病。同样,中
国少数民族哲学,进而土家族哲学也有一个哲学合

法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土家族哲学通

史》显示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并成为“民族哲学智慧

的礼赞”,具体表现在坚信土家族哲学的合法性,直
接以“土家族哲学通史”为题进行研究,既强调土家

族哲学的民族特征,又强调土家族哲学与中国哲学、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显示了一种观察世

界哲学文化传统的平等眼光与民族哲人自信心的有

机统一。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都在对中国哲学的合法

性问题进行讨论,如“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合理

性的否定,是在‘反激进主义’与‘反全盘西化’的两

面旗帜下进行的”、“近年来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

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

种对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否认。”[5]正是由于有

了这一背景,所以萧洪恩先生在《土家族哲学通史》
中专门讨论了“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从“问
题的提出”、“回答问题的理论视点”、“土家族哲学的

历史与现实根据”、“土家族哲学的民族性与主体构

成”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有了这种长期

形成的坚信,使他的研究变成了一种对土家族哲学

文化传统的坚守。因而在《土家族哲学通史》中有其

《壮志》诗记录了他的这种坚守与决心:“虎子已成

班,应具食牛气。著书正华年,研几难为驭。橐笔御

青萍,究学穷哲字。中西合古今,纵横弥天地。坚学

致世儒,超越死章句。合族更趋时,昂首寰宇去。”为
了更好的坚守,萧洪恩先生还以“土家族及其哲学传

统”、“土家族知识分子与20世纪的中国哲学”等为

题,以中国哲学发展为视域,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

国哲学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为背景,阐明了土家族

知识分子如何在中域哲学的影响下形成具有自己民

族特征的土家族哲学,并从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

学等层面揭示了土家族近现代哲学,且联系各思想

家的文化传统、思想背景进行探讨,凸显了土家族哲

学发展史,探讨了土家族新哲学与中国哲学发展的

相因关系。

  三、品读诗、史、思,体验实、识、是:
探索土家族哲学的研究方法

  《土家族哲学通史》从对土家族哲学研究方法的

探讨入手,着眼于土家族哲学的转型,分上中下三篇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土家族哲学进行了全面

而系统的阐明和探讨。上篇在总论土家族哲学过程

中,首先从宏观上阐明了土家族及其哲学传统,对
“土家族”进行文化上的阐明,从而揭示了土家族的

文化性格与传统哲学特色;其次在历时态上厘清了

土家族精神传统从生成到产生趋新动向再到华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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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及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了土家族哲学的

历史感。中篇集中考察和讨论了土家族传统哲学,
既有历时性叙述,又有共时性呈现,纵横铺陈,阐明

了土家族哲学思维的萌芽、賨人思想家鹖冠子“从边

地出发的综合文化选择”及相应的哲学思想、渝湘地

区土家族学者的哲学思想、《田氏一家言》的哲学思

想、封建社会末世的历史批判与哲学反思等内容,对
土家族传统哲学的史料发掘、思想呈现、范畴提炼及

土家族传统哲学与整个土家族传统文化的有机关

系,土家族文化与周边文化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与

“中域”哲学文化传统的关系等都作了深刻而有说服

力的说明。下篇则以世界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

的现代化为背景,探讨了土家族近现代哲学的发生

与发展问题,阐明了土家族哲学在中西哲学文化传

统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近现代转型,揭示了辛亥革

命前后土家族哲学的新变化、土家族学者对唯物史

观的接受与阐释、沈从文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

义等内容。这些内容的阐明,既有土家族哲学发展

的全球性现代化背景———由西方开启的全球性现代

化运动,逐步影响到土家族人,并进而影响到土家族

地区,从而成了土家族哲学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助推

器;又有土家族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精神传统———
力的彰显、与进化论的契合、思想文化传统中的“趋
中心化”努力等,正是这些因素成了土家族得以走向

近现代并实现土家族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内生动力。
萧洪恩先生是土家族人,良好的哲学修养与对土家

族哲学文化传统的深切体验,使他能在对土家族哲

学进行的全境式展示中凸显出土家族哲学的民族

性、时代性和个人风格。因此,该书又成为民族哲学

研究方法的一种范式。
首先,土家族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

(至少在目前的研究还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土家族有

文字的证据),研究土家族传统哲学,应如何理解对

象,解读文本? 就只能是从土家族口承文化中、从土

家族文人的汉文作品中,甚至于从土家人的生命体

验中去探寻。萧洪恩先生作为一个土家人,他具有

这方面的独特条件,在《导论》中即阐明了这种体验,
然后即能从流传下来的古“诗”文中去解读“诗史”,
品读“诗思”,写出这部近80万字的著作来。所谓

“诗史”,即把那些土家族“诗”,无论是口承文化的,
还是文人学者的,都首先进行历史还原,从“诗”中发

现其“史”迹,以体现土家族的“历史从哪里开始”,其

“思想进程也就从哪里开始”的历史文化基础;所谓

“诗思”,即从“诗”中去发现、解读土家族的“诗性智

慧”。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土家族哲学

文本主要是“诗”,且的确是“史慧”载于“诗慧”,“思
情”扬于“诗情”。

其次,自前辈学人冯友兰先生独自写出《中国哲

学史》、在西方学人个人独写《西方哲学史》后,作为

一名年轻学者,是否有胆识写出一个民族的“哲学通

史”? 这既是一个学术胆识问题,又是一个求实精神

问题,还是一个求是的科学态度问题。所以,我们用

“体验实、识、是”来形容《土家族哲学通史》,也是恰

如其分的。所谓“实、识、是”,简言之即萧洪恩先生

以其顽强的学术胆识与丰厚的学术智慧,从土家族

哲学文化传统的实际出发,“与实俱进”,探索土家族

哲学智慧之“真”,发掘土家族哲学发展之“是”,彰显

土家族哲学精神之“善”,宏扬土家族哲学风格之

“美”。
应该说,正是因“哲学研究”与“生命体验”两翼

齐飞,才可能写出《土家族哲学通史》这类著作来。
在该书《后记》中,萧洪恩先生特别引用了清嘉、道年

间土家族诗人田泰斗的《作诗》:“各一性情各一才,
化工无样万花开。好题大抵天安定,佳句都因命换

来。出色须空千古有,成章要使百家该。华严界拟

飞身上,莫遇罡风打便回。”借以说明《土家族哲学通

史》的写作方法与写作过程。在作者看来,学术成果

应是学者探索精神的体现和探索结果的再现,一个

人的性灵不同,其创作方法也就应不同,这正像大千

世界“化工无样万花开”一样,试想,若大千世界只按

一个标准,还有万花竞放的美景吗? 虽然好的题材

是天然生成的,但好的字句、文章却必须有艰苦探

索,即“佳句都因命换来”;虽然文章出自性灵,但并

不是说不要吸取别人成就,而恰好应“出色须空千古

有,成章要使百家该”,也就是说,要站在别人肩上前

进。同时,还要有战胜各种困难的决心,即“华严界

拟飞身上,莫遇罡风打便回”。所以,李维武教授在

序言中说:“《土家族哲学通史》,从学问方面看,还有

一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即他在哲学史方法论上下

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探讨”。“洪恩在全书导论中,
集中探讨了‘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与‘土家族哲学

何以研究’两个问题,从而在方法论上为全书奠定了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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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与一

瞬”:《土家族哲学通史》的博大与创新

  萧洪恩先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

家之言”磅礴精神,书写出土家族精神生活和智慧追

求的绚丽历史长卷,本身即体现出了《土家族哲学通

史》的博大。该书从土家族精神生活世界入手,对土

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与变迁进行了总体性说明,揭
示了土家族精神传统所经历的历史发生、趋新动向、
脱蛮入儒、现代转化诸重要环节;分析探讨土家族传

统哲学和近现代哲学,从土家族哲学思维萌芽入手,
中经鶡冠子的哲学思想、渝湘地区土家族学者的哲

学思想、《田氏一家言》的哲学思想及封建社会末世

的历史批判与哲学反思,最终落脚于土家族哲学的

近现代转型,虽分篇进行,但却有一以贯之。
作为土家族的第一部哲学通史著作,《土家族哲

学通史》还阐明了一系列颇具新思的观点,如对于土

家族哲学思维的萌芽,萧洪恩先生就下了很大功夫,
着力探讨,考察了旧石器时代土家族地区先民的思

维特征、新石器时代土家族哲学思维的萌芽、土家族

神话中的哲学思维、传说时代的土家族哲学诸环节,
十分具体地说明了史前期土家族先民的精神生活和

智慧追求。又如,对于土家族历史上的容美土司田

氏世家诗文集《田氏一家言》,萧洪恩先生在书中以

整整一章的篇幅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富有历史感的解

读,阐发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所论及的田氏

世家,包括田九龄、田宗文、田玄、田霈霖、田既霖、田
甘霖、田舜年几代人物。这几代人物所跨越的时间,
始于16世纪上半叶,止于18世纪初始期,长达近一

个半世纪之久。而这些人物的哲学思想,伴随明清

之际的时代大变迁,从田九龄的“为读《南华》慨古

今”的道家形上境界,而最后转化为田舜年的“江山

待人而显”的阳明式心学追求。通过这一解读,以一

种典型形式,展示出土家族传统哲学思想的思维特

点和表达特点。再如,萧洪恩先生对于20世纪土家

族思想人物多有细致而深入的论析,特别是对朱和

中、温朝钟、席正铭、向警予、赵世炎、卓炯、沈从文的

思想尤为着力探讨,将其中的哲学内含及其特色揭

示出来。正是书中的这些精彩的细节和丰富的内

涵,使我们直接感触到土家族由远古走向现代的生

命跃动和思想足迹。在这些地方,可以说包含了萧

洪恩先生多年来研究土家族哲学的多方面成果,尤
能显示他的深厚的哲学史功力。

总之,我们从萧洪恩先生的《土家族哲学通史》
中,体验出的是萧洪恩先生以他的真挚民族情感和

严肃理性思考,为我们展开了土家族精神生活和智

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使我们直接感触到土家族

由远古走向现代的生命跃动和思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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