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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中国哲学传统与
《土家族哲学通史》的研究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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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萧洪恩教授的《土家族哲学通史》自2009年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蓬勃大气地

揭示了一个内陆腹地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变迁的灵动历程,向世人生动地展现了土家族特有的世界观、历史观、民
族观、文化观,倾注了一个土家族学者对于自己民族与民族文化的挚爱之情。这部著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研究

方法的拓展与创新及其多层面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均值得重视与借鉴。

关键词 少数民族哲学;土家族哲学通史;珞珈中国哲学传统;历史观;民族观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1)06-0128-05

  萧洪恩教授近80万字的《土家族哲学通史》,洋
洋洒洒,规模宏阔。自2009年出版以来,学林研究

和评论不断,不仅由人民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哲学

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等组织举办了首发式,而且由湖

北电视台、恩施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播发了电视新闻,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网上也辟有专

栏。此外,除了《光明日报》《湖北日报》《中国民族

报》《贵州民族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民族大家庭》《哲学与宗教》等刊物刊文评介本

书,本书内容还在2010年的“社会转型与土家族社

会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和“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

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上得到研讨,学界评

价甚高。一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史著作,能
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受到重视以外,应该与本书研究的具体对象与范围、
研究成果的价值与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创新

等不无关系。笔者初读本书,第一印象即是本书蓬

勃大气地揭示了一个内陆腹地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变

迁的灵动历程,向世人生动地展现了土家族特有的

世界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倾注了一个土家族

学者对于自己民族与民族文化的挚爱之情。在这部

著作的首发式上,曾有学者强调本书的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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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同人们对本书及本书作

者工作的这种评价。萧洪恩教授是由武汉大学中国

哲史学科点培养出来的学者。因此,阅读本书时,我
也想到了武汉大学中国哲史学科点与中国少数民族

哲学研究,想到了武汉大学中国哲史学科点对于萧

洪恩教授学术活动的影响,故本文以“珞珈中国哲学

传统与《土家族哲学通史》的研究与写作”为题,记下

自己阅读萧洪恩教授《土家族哲学通史》的一些感

受,以就教于本书作者与学术界的大家。

  一、珞珈中国哲学传统对《土家族哲
学通史》的影响

  萧洪恩教授本科阶段与硕、博士阶段的学业全

部是在武汉大学完成的。因此,可以说他的《土家族

哲学通史》的研究与写作,实际上深受珞珈中国哲学

的影响。武汉大学中国哲史学科点是一个在国内外

均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集体,20世纪的30—40年

代,范寿康、石峻等前辈学者即曾在这个集体中工

作,自20世纪的50年代开始,萧萐父、李德永、唐明

邦3位先生在这个集体中的工作,更是为珞珈中国

哲学学术风格的培养与学术传统的积淀作出了重要

贡献。
萧萐父先生是珞珈中国哲学重要的开拓者之

一。萧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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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使得他的学术工作在整个中国哲学研究中形

成了一种珞珈中国哲学的特有气质。同时萧先生也

非常重视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建

设,其《吹沙集》中收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与蒙古

族思想史研究》[2]380长文,文章在通观中国哲学研究

的基础上,探讨“蒙古族哲学研究的意义和它的立足

点问题”,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史方法论原则与蒙古族思想发展的具体历史特点相

结合的问题”。可以说,萧先生文中所阐明的这种理

念实际上即体现了珞珈中国哲学研究的哲学文化精

神,这样的理念也影响着包括萧洪恩教授在内的珞

珈中国哲学学子。
萧先生为代表的珞珈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质,

郭齐勇教授在“史慧欲承章氏学 诗魂难扫璱人

愁———萧萐父教授学述”[3]30-52中有过具体总结。后

来,郭齐勇教授在讲到珞珈中国哲学研究时,也曾专

门阐明“萧先生的思考、贡献与启示”,分析了“萧先

生对方法论问题思考的背景、过程与重点”“萧先生

关于经典与史料的研读”“萧先生强调对已有成果的

把握”等等[4];郭齐勇教授以《“雾笼千嶂晓,梦醒一

鹃啼”》为题对《土家族哲学通史》的评论,其标题即

取自萧先生的诗作,其中的次级标目如“‘出色须空

千古有’:《土家族哲学通史》的学术积累”“品读诗、
史、思,体验实、识、是:探索土家族哲学的研究方法”
等,都与珞珈中国哲学的学术传统相关联[5]。李维

武教授在《土家族哲学通史》的序言中也曾论及珞珈

中国哲学对萧洪恩教授学术工作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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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哲学史

方法论研究,是武汉大学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

传统”[6]1。
萧先生所代表的珞珈中国哲学传统,笔者在

《“吹尽狂沙始到金”———记哲学史家萧萐父的学术

耕耘》[7]、《千淘万漉 吹沙觅金———萧先生<吹沙二

集>读后》[8]等文章中也有所阐释,基本内涵是认定

萧先生主张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学思并重、论史结合、
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诗哲辉映、吹沙觅金等,其中萧

先生所主张的以吹沙觅金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对
珞珈中国哲学学子的影响尤为深远。萧洪恩教授自

己有壮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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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学穷哲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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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天外去。”该诗表现了作者对自己民族

的崇高责任心,后来作者实际上又把这份坚持与执

着融入到了《土家族哲学通史》的研究与写作之中,
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待土家族哲学的研究态度,实
际上也体现着珞珈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精神。因此,
可以说萧洪恩教授写作《土家族哲学通史》,不论是

理论基石还是思想动力,其源头活水,无不关联着珞

珈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特质。

  二、《土家族哲学通史》研究中的态
度与方法

  在《我与土家族哲学研究》[9]中,萧洪恩教授谈

到萧先生1981年上《中国哲学史》课时讲庄子“鼓盆

而歌”是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促成了他思考自己身边

曾发生过的事,即土家族地区广为流行的丧葬礼仪,
现今用土家族文化形式命名为“跳撒叶尔嗬”。正是

这次课后,他通过与萧先生交流,从而形成了他研究

土家族哲学的慧根、灵机,并决定报考中国哲学的研

究生。1986年,在他硕士研究生毕业时,作为当年

武汉大学的17名自愿支边的研究生之一,主动要求

到当时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现已更名为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工作,目的就是为自己做这件

事,并推动这项工作。恩施州成立民族研究所、修建

民族文化宫等,都是他以政协委员提案的形式提出

修建与成立的。毕业时,萧先生曾送他2本刘尧汉

先生的书,要他像刘先生深入云南楚雄州调查研究

那样进行艰苦卓绝的研究工作,这也一直是他的“信
仰”,萧洪恩教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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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看成

是这种深入调查研究的产物。二书与其计划中的

《土家族物质文化哲学研究》《土家族文人文化哲学

研究》一道,共同构成《土家族哲学通论》的宏大架

构,而这些都是与他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化的研究则是《土家族哲学通

史》。所以,《土家族哲学通史》研究的思想启示与动

力都来源于珞珈中国哲学传统,其中包括重视中国

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一直沿袭到现

在。其中李维武教授就为土家族培养了3名哲学博

士,并且正在进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相关研究;郭
齐勇教授正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第三批重点编写教材《中国哲学史》中也纳入了中

国少数民族哲学内容,这是为《中国哲学史》教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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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所做的开创性贡献。
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其中特别是进行中国少

数民族哲学研究,学术态度与学术方法具有极端的

重要性。这不仅关系到能否正确对待哲学遗产,实
际上也关系到学者的人生态度问题。在珞珈中国哲

学的前辈学者中,萧先生强调的“漫汗通观儒、释、
道,从容涵化印、中、西”即是一种态度,唐明邦先生

的弘扬易道、义、象并重也是一种态度[3]69-81,李德永

先生的寻思之源、超越之境同样是一种态度[3]53-68。
态度的基本内涵,从心理学层面讲即以认知为基础,
以情感为纽带,以行为取向为结果的动态过程。正

是在这些方面,萧洪恩教授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也

持一种坚持、坚决的态度。
众所周知,土家族原是一个没有自身文字的民

族,民族的历史思想文化资源传承主要靠口传面授、
家传户颂的方式,通过诗歌、叙事、神话、传说等来表

达。要解读、梳理、提炼、升华、阐发出其中所蕴含的

哲学思想,就需要耐心与真诚的整理查阅地方志、档
案文献以搜集资料,需要深入到民间采风以搜集散

失在民间的土家族文献。在接收中域先进文化以

后,土家族又产生了一大批习用汉文的知识分子,形
成了相当丰富的汉文文献。相比较而言,如何获取

一个民族的文献整体,体现出珞珈中国哲学传统中

的“竭泽而渔”精神,的确需要坚韧的研究态度与顽

强的研究意志。我们从《土家族哲学通史》中看到,
不少文献都是萧洪恩教授下乡采风搜集到的资料,
如开篇所用《感想战线上的苦衷》的作文即来自民间

且用手抄而得,这样的工作非常的繁琐劳累,如果没

有一种坚持的态度与意志是很难得到如此广泛全面

的一手资料的。萧洪恩教授特别赞颂田泰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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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记中,他强调说:这首清嘉、道年间土家族诗人

田泰斗的《作诗》,事实上反映了《土家族哲学通史》
的写作方法与写作过程。在诗人看来,诗应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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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治学态度在萧洪恩教授

的《易纬文化揭秘》中也有深刻的体现,如其后记中

讲到的写文献综述的过程是“力图网罗明、清以来诸

学者如胡应麟、孙珏、朱彝尊、全祖望、阮元、徐养原、
汪继培……皮锡瑞、廖平、刘师培等等的研究成果;
综述‘五四’以来的全部成果,如顾颉刚、陈槃、徐复

观等人的研究见解;还有日本学者如安居香山、中村

璋八等的观点,凡涉及者,综其论点,评其得失,借以

寻找自己立论的出发点”[10]391。而这正是珞珈中国

哲学传统的治学态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萧洪

恩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中曾以“态度比方

法更重要”为题阐明自己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治学态

度,并在博文中再次强调“态度比方法更重要”,“态
度是决定因素”[11]。

以西方理性哲学的观点来看,土家族的思想文

献是很难认定为哲学的,萧洪恩教授在该书中事实

上从4个层面强调了一种严肃的方法论,即方法论

问题在本质上即是对研究对象存在性的确认、对对

象价值必要性的坚守、对研究路径科学性的深信以

及对研究方法正确性的把握。这些在《土家族哲学

通史》写作中都得到了贯彻。例如,《田氏一家言》是
《土家族哲学通史》中论释的重要对象。《田氏一家

言》出自我的家乡,广义地讲,田氏诗包括田泰斗在

内的9代16大诗人的诗,在这样的长时段上,一个

家族的众多诗人人人有集,实为整个中国文化史上

不可多见的历史文人世家;即使狭义而论,由田舜年

所编《田氏一家言》,也是由田氏6代9大诗人的12
卷诗集组成,时间跨度长达1个半世纪之久,加之时

代变迁、土家族地区与中域文化交流等诸多因素,不
以独特的研究方法解读分析是很难理解《田氏一家

言》的哲学意涵的。萧洪恩教授曾在我的家乡工作

过一段时间,有了对当地土家人的生存体验,从而通

过解读文本、理解对象、体验生命的研究,提炼升华

出“为读《南华》慨古今:田九龄的文化选择与哲学思

考”,“道家风骨与儒士情怀:田宗文的社会哲学思

想”,“诗、史、思:田玄父子四人的‘甲申除夕感怀’”,
“‘低头思往哲,托意自匪夷’:田甘霖的文化选择与

文化哲学”,“传统文化的总结与反思:田舜年‘山川

待人’的哲学思想”等,若加上“田泰斗的‘各言其志’
的认识论与社会批判思想”,使得《田氏一家言》诸家

各有哲思,又有家族相似性。这样的分析剖判,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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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理,持论有据,颇见功力。而这类真功夫的基础就

是成功的研究方法。
关于《土家族哲学通史》的研究方法,已有不少

文章评论,如《中国民族报》2009年9月4日发表的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秘书长陈亚

联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破与创新———读萧洪恩

新著<土家族哲学通史>》,《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9年9月刊发的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国
际中国哲学学会副执行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郭齐 勇 教 授 等 撰 写 的《“雾 笼 千 嶂 晓,梦 醒 一 鹃

啼”———评萧洪恩先生的<土家族哲学通史>》,《湖北

日报》2009年10月9日发表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李维武的《土家族的第一部哲学通史》,《光明日

报》2009年11月24日发表的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

室主任方国根先生的《<土家族哲学通史>评介》,《民
族大家庭》2009年第6期发表的该刊主编谭兵的

《走近萧洪恩和他的<土家族哲学通史>》,《贵州民族

研究》2010年第1期发表的贵州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副理事长

石朝江的《著书正华年,研几难为驭———喜读萧洪恩

先生<土家族哲学通史>》等,都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

评论与探讨,本文在此不再伸论。

  三、“通论”“通史”一以贯之,史论结
合、从容涵化的研究风格

  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通史性论著已不

少,如《蒙古族哲学史》《白族哲学思想史》《维吾尔族

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等,但都没

有以“通史”为名,而且往往以“哲学社会思想”“哲学

思想”为题,直到2009年前后,也就是在《土家族哲

学通史》出版时期,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

学会才开始讨论更名的问题,其中在2009年的学术

年会上,将代表合影照题名为“中国民族哲学学会”,
算是有了一种新的“正名”诉求,以此来论《土家族哲

学通史》的书名,不仅去掉了“思想”的“自悲”,而且

也显出了“哲学通史”的大气。事实上,该书也的确

能称之为《通史》。因为该书作为从整体上来概述和

把握土家族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通史性著作,第一

次对土家族哲学进行了整体性思考与全景式展示。
其中导论即从对土家族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入手,
以“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与“土家族哲学何以研究”

2个问题,奠定了全书的研究框架,从而为土家族哲

学合法性及研究方法本身的合法性探寻依据,尽管

其中还存在有待深入的地方,但已足以让人们确立

对土家族哲学的自信。上篇总论土家族哲学,具有

“通论”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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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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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连历史都还不是很清晰的民

族,要厘清其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与思想框架,没有

一种“漫汗通观”和“从容涵化”的努力是很难完成

的。中篇则从土家族哲学思维萌芽入手,集中考察

和讨论了土家族传统哲学,下篇则落脚于探讨土家

族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该二篇合观则属“通史”。不

难看出,全书分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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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之并不感觉分散,逻辑混乱,相反却有条理分

明、结构严谨、一以贯之之感,尤为体现出通史之全

面贯通风格。
诗化的哲学与哲学的诗化,是珞珈中国哲学的

重要风格之一。萧先生提倡诗情与哲理的统一,追
求诗化哲学的理论境界,主张“在诗与真的矛盾中求

统一,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

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是中华哲人思想升华的优秀

传统”,并强调“庄周梦蝶,荀卿颂蚕,屈子问天,贾生

哭鵩,神思风骨,千古相承,高山仰止,心向往之”[2]。
在萧先生看来,中华文化本来即是诗的海洋,“诗教”
全面渗入了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也渗入了中国

人的哲学。诗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灵动、最
有渗透力的精神文化基因”。所以,中国的哲学家

们,十分看重“哲学的诗化与诗的哲学化”。我们欣

喜地看到,《土家族哲学通史》中不少内容即是对诗

化哲学的揭示。如从《田氏一家言》诗集本身的个性

化诗作中揭示出各自的哲学理论特色,即体现出萧

先生所诉求的诗化哲学风格。像这类的诗化哲学在

该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又如“退反民间的家国之

思:湘西诸文人的文化选择与哲学思考”,“徘徊于儒

道之间:酉阳诸文人的文化选择与哲学思想”,“彭秋

潭‘不主故常,期可施之于实用’的致用之学”、“陈汝

燮与陈景星的民族自性与社会批判哲学”等,也是通

过人文学者与文本作者的一种“对语”、一种心心相

通的诗化交流,从而揭示出文本所蕴涵的哲学意义。
正是通过对这些诗作的深入解读“对语”,发掘出蕴

含于其间的哲学思想,从而揭示土家族诗化哲学中

的思想传承。
哲学史研究属人文学科,人文学者要对人的文

化生命作出深刻的理解与揭示,必须对他自己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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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人生有所体验。萧洪恩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土家族文化与哲学以

及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著述颇丰,已经出版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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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哲学通史》(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20世纪土家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中国

书店2010年版),曾主编《邓小平民族理论》(中华工

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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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哲学

史研究》《周易研究》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具

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可以说,正是这些珍贵的

学术历练、经验积累促成了这部《土家族哲学通史》
的问世。使得这部《土家族哲学通史》开创了学界书

写单一少数民族哲学通史的先例,填补了土家族哲

学研究的空白,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空白,为中

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而也凸现出萧洪恩教授敢于开拓,勇于创新,大气

的学人品格与人生价值。萧洪恩教授年富力强,正
当有为之年。作为相识相交多年的学友,希望萧洪

恩教授在自己所钟情的学术园地,开拓出更加广阔

的天地,凝结更多的学术精品,为自己的民族,为中

国的学术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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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ofLuojiaChinesePhilosophy
andResearchandWritingofHistoryofTujiaPhilosophy

TIANWen-jun
(SchoolofPhilosophy,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Abstract HistoryofTujiaPhilosophy,writtenbyprofessorXiaoHong-enin2009,hasattracted
wideattentionfromtheacademiccircles.Thisbookbothvigorouslyrevealsacleverchangeprocessof
minorityphilosophyintheinlandareasandvividlyshowstheworldconceptofworld,conceptofhisto-
ry,conceptofnationalityandconceptofculturewhicharecharacteristicofTujiaethnicminority.This
bookreflectstheauthor’struelovetohisownnationalityanditsnationalculture.Whetherfromits
depthandbreadthoftheliteratureresearchorfromthedevelopmentandinnovationofresearchmethods
orfromitsmulti-layeredacademicsignificanceandtheoreticalvalue,thisbookisactuallyworthyofat-
tentionandlearning.

Keywords minorityphilosophy;HistoryofTujiaPhilosophy;LuojiaChinesephilosophytradi-
tion;conceptofhistory;conceptof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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