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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美国哲学家罗蒂教授合影于$文汇报%报社

俞吾金!"不怕荒谬#的幸福的追求者
俞吾金今年

%%

岁!

许是巧合"他一生中的许多大事都和#六$有关%

#&%%

年
%

月"就读于光明中学高三的他"因文革

中断了高考梦"此后&考上大学$成了他人生两大愿

望之一"而在他
'"

岁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在大

学里继续另一个梦'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他对记者

说"&什么是幸福( 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工作正好也是

他兴趣所在"这就是幸福$)

(&)'

年
%

月"发生了轰动哲学界的#六君子$事

件% 作为#六君子$之一"在哲学研究中的质疑精神和

真理追寻"也伴随了他之后的所有岁月"帮助他不断

探索学术性和思想性)在给新来研究生的课程上"俞

吾金的第一讲就是#在做学术研究时"你们的第一动

机应该是追求真理$)从各种荣誉而言"至少有六大

被复旦学人看来不可逾越的#奇迹$%

(&)*

年"从助教

破格升为副教授)

(&&'

年晋升为正教授并被国务院

学位办批准为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

年"成

为全国最年轻的哲学系主任)

!,"+

年"被评为教育部

首届长江特聘学者)

(&&'

年"由他任教练及领队的复

旦辩论队在新加坡荣获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团

体冠军"蒋昌建获最佳辩手"辩论成为一个时代的时

尚和传奇)至今仍是复旦大学
'"

年中在核心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历年之最" 在教学* 科研上已获得
((

项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 那些并非时空长

度就能积累起来的成就" 就像一个领跑者激励着复

旦学人和天下学子%

也是
%

月
%

日"

!""'

年" 俞吾金痛失病中爱女%

#这是一个痛彻心肺的日子% 很长时间"我无法进行

思考"处于自责状态--$如今"更多的学生享受着

俞吾金导师加慈父般的关爱" 而学术更如同他的另

一个&女儿$% 这段无法抹去的经历"让俞吾金在
%"

岁时写下未全部发表的.耳顺之年话人生/一文"文

中回忆了自己五六岁落井溺水的情景"#我在水中挣扎了

一会"终于抓住了井壁上的石块"使自己的上半身浮出了

水面% 我开始高声喊救命--$姐姐碰巧走出门听到深井

处的隐约呼叫声%生与死的体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

成了在俞吾金生命里独特的体验%

与博学的俞吾金教授交谈" 感觉在翻一本散着

油墨香的厚厚的书"每一页都是故事"故事里充满知

识"知识背后孕育着哲理"哲理背后则是生命丰满的

意志与情感%

于是"记者尝试着选取这本书中的几个篇章"和

大家一同咀嚼%

学习!学会善于限制自己

俞吾金的记忆力很好"加之博览群书"所以"哪

怕和他短暂相处"也会#批发$到些许新鲜的知识% 然

而"为何钟情于哲学"如何构建自己的知识框架"如

何平衡博约矛盾"却也经历了一番探索"其中"又多

半由一些书引发和串联%

与哲学一见钟情

(&%+

年" 俞吾金在以文科闻名的光明中学读高

二"从同学处偶得李致远撰写的小册子.马克思的学

习方法/% 书中讲述了马克思长年累月在伦敦图书馆

里读书" 李卜克内西这样评价马克思的博学多智"

#马克思的思想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接到命令

后可以驶向任何海域$% 形象的描述深深吸引了他"

他对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他省吃俭用"常到福州

路旧书店淘哲学书"列宁的.哲学笔记/*艾思奇主编

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等"都被似懂非懂

地读起来%

(&%)

年
&

月" 俞吾金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

司第一工程处"第一年就被去了四川渡口攀枝花"参

加
+"!

电站的建设"那里除了.渡口日报/看不到任

何报纸" 啃着自己带去的.新华字典/"他又攻读起

从朋友处借来的.康熙字典/"从此对小学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语词意义和源流的分析"使他日后对英美

分析哲学颇有好感和基础%

(&*!

年"他在高桥地下热电站施工时"不幸出了

工伤事故
!!

右手腕骨裂"被迫在家休息四个月% 他

便去离家不远的上海图书馆"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对.资本论/留下深刻印象%

(&*'

年"俞吾金从

工程队调到宣传组"开始了各种文体的创作"也发表

了报告文学和小说%

扎根文学书海

(&**

年"高考恢复"已经工作了
&

年的俞吾金在

女朋友+后来的妻子,鼓励下填报了志愿"他只填了

复旦新闻系 *中文系 *哲学系 *历史系四个志愿 "然

而"当他以
$"

'

(

的比例被录取在哲学系时却若有所

失"感觉是#大门走对"小门走错$% 进大学后"他一头

扎进文科阅览室" 如饥似渴地阅读起外国古典文学

名著来"遍读了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

福克勒斯* 欧里庇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作

品"览尽
(&

世纪外国文学"在复旦借书卡上留下了

(+"

本的最高纪录 +至今无人打破,"#当时如果寝室

里同学看的书是自己没看过的 " 就感觉是奇耻大

辱% $回忆起当年的痴狂"俞吾金依然历历在目%他留

下了十本笔记本和三部小说%

对于这种#心猿意马$"班主任多次诱导"谈到哲

学战线后继乏人的现状" 希望他能处理好专业学习

和兴趣的关系%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平行线战术$%此

时"他读了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 书中歌德反复强

调"一个有造就的人#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

自己"不旁驰博鹜% $随后他又看到黑格尔在.小逻

辑/ 中" 也赞赏歌德的方法"#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

内"如欲有所成就"必须专注于一事% $

限制自我战略

俞吾金下决心转到哲学主业上"但是"哲学本身

也很丰富"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把兴趣聚焦在外国

哲学史% 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战略'马哲原理和原

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英语*世界通史"作为

专业研究的知识结构"而西方美学史*西方伦理史*

西方经济史*近代心理学史等等作为#了解领域$的

知识储备"同时"他还限制自己"只看对了解外国哲

学史有较大帮助的作品"如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

茨/% 另外"他在学一门新课前"总是请教这方面有造

诣的老师"以少走弯路% 很快"这种由博返约的战略

见了成效% 当年发表了
&

篇论文"学业上脱颖而出%

(&)!

年考取了本校硕士攻读德国古典哲学 "

(&)%

年" 又师从胡曲园先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

位%

这样的#自我限制$让俞吾金把专业领域这口井

挖得更深%

德国
!"#

公斤书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作为联合培养的

博士生"俞吾金前往法兰福克大学哲学系留学"这两

年"在体会柏林墙倒塌中研习德国古典哲学外"法兰

福克市内大大小小的书摊让他过足了购书瘾" 学校

旁边的卡尔
-

马克思书店内"他断断续续买了七百多

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康德 *黑格尔 *谢林 *叔本

华*阿多诺*霍克海默*维特斯根坦*恩斯特
-

布洛赫

等重要的哲学家"都买了全集"而笛卡尔*尼采*齐美

尔*德里达*福柯*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马尔

库塞*伽达默尔等"也买了主要的著作% 如同当年初

进复旦文科阅览室" 俞吾金内心的疯狂在异国他乡

再一次得到满足"有趣的是"临上飞机前"他打包了

'&

箱书"整整
(&+

公斤% 不仅付了很多托运费"还被

一位留学生揶揄 '#老俞 " 你简直是在掠夺德国文

化% $

对知识的渴望 "对书的拥有欲 "常常如同魔

鬼靡菲斯特般缠绕着几代学人 " 让他们不能自

已 % 尤其是被文革耽误了学习的那代人 % 俞吾金

也不例外 %

$%

年著书
$&

本

而
(&))

年" 他已经出版了两本自己的两本著

作'.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和.问题域外的问题'

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而顺着给#限制自我$的

战略"在之后的
!%

年中"他又出版了.意识形态论/*

.从康德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问题域的转

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等等%

在记者看来"#限制自我$ 是俞吾金各类传奇中的第

一秘诀%

学术!第一动机当追求真理

初识俞吾金的人"恐怕都不会反对用#温良恭俭

让$一词来概括对他的印象"其实"比起隐含在爱书

读书背后的痴狂"在学术研究中"质疑精神和创新意

识的坚持彰显了俞吾金执着的一面% 而这和两段经

历密切相关%

质疑林彪的观点遭围攻

(&%%

年
%

月"俞吾金留在光明中学参加#文化

大革命$% 班里学习.毛主席语录/"他对林彪在#再版

前言$中把毛泽东思想比喻为#顶峰$感到困惑不解'

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 所谓#顶

峰$也就是没有发展了"这怎么可能( 他在小组讨论

会上说出了自己的困惑"结果"工作组得到小报告突

然组织全班同学开讨论会" 指责其对待毛泽东思想

上#有观点问题$"有人甚至试图把他打成反革命% 只

有
(*

岁的俞吾金心里非常苦闷'为何真诚地提出疑

问*追求真理"却遭到了这样的围攻( 从此变得沉默

了"成了逍遥派%

参与!六君子"事件

这段最初的质疑让他远离了哲学" 以至考入哲

学系都有些怨恨% 当他把精力集中到哲学并跟随读

尹大贻攻读德国古典哲学硕士学位时" 又一件事发

生了%

主张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并积极

参与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的他" 和正在读博的谢遐

龄及硕士同学吴晓明" 对当时学界对传统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深为不满" 六人商议后共同起

草了一份.关于认识论改革提纲/"提出了系统的批

评%

(&)'

年
%

月"在广西桂林举行 #现代科学技术

和认识论$ 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 六人宣读了这份

.提纲/"当即受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前的批评"与

会者很快分裂成两大派% 年龄较大而思想保守的的

学者站在传统教科书体系的代表一边" 而年轻的学

者则站在六人一边 % 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批判所

谓 #精神污染$"中宣部闻讯立即下达文件"批评.提

纲/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要查六人的

背景"也有人甚至扬言要开除六人的学籍%

回到复旦"校党委组织了六人的学习班"此事在

哲学界被同情者称为#六君子事件$% 按照当时的舆

论"六人毕业后都不可能留在复旦了"俞吾金联系了

去上海市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

!哲学与改革"讲座爆满

然而" 由于胡耀邦出来工作"改革开放的形势进

一步明朗%

(&)$

年底"俞吾金完成了题为.黑格尔的

理性概念/的硕士论文"六人干脆又联络了系里的其

他博士生和硕士生" 在复旦大学最具历史文化意义

的
'(")

教室举行了#哲学与改革系列演讲$%前后
(+

讲"历时一个月"场场爆满"听众里三层外三层地把

整个教室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连窗台上*讲台周围都

站满了人% .文汇报/*.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了盛

况% 六人还联名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经济体制改革

与破除 0观念1 崇拜/*.略论哲学改革中的若干问

题/*.论学术自由/等论文% 不久"学校里表示六人

全都可以留校% 俞吾金被分配到现代外国哲学教研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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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于伦敦马克思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