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法国大革命史》 出版，

这部历时20多年、凝结了华东师范大
学法国史研究室三代学人心血的著
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由中国
学人自己撰写的大革命通史性专著，

被学界誉为“一部体现国内法国大革
命史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大著”。 而
它的作者，便是我国法国大革命史和
西欧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奠基
人———王养冲先生。

也是在这年，王养冲迎来了自己
的百岁生日 。 在百年华诞的祝寿会
上 ，回顾自己的人生 ，他说自己一生
只做了两件事 ，一是做人 ，做孔子所
说的 “君子 ”，做卢梭那里 “有道德和
教养的人”； 二是教学和研究，“学术
研究是庄严而慎重的事。 唯有下了苦
功的，方能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 浅
薄浮躁、好大喜功的风气下形成的东
西 ，犹如月露风云 ，只是昙花一现而
已……文章论著，不是换取名利的筹
码，而是对社会的奉献”。

做有道德的人 ， 为社会著书立
说， 这构成了王养冲学术人生的精
神底色 ， 也是他治学一生的真实
写照 。

和成长于20世纪初的那一代学
人一样，王养冲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但对于家境贫寒 、 求学坎坷的他来
说，他的“博通”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
自学———1907年，王养冲出生于上海
市南汇县下沙镇一个手工商业者家
庭 ，旧制初小毕业后 ，被迫辍学的他
子承父业 ，但他仍力学不辍 ，涉猎大
量文史古籍。 13岁那年，他考入县立
周浦公学高二年级，这位“插班生”的
每篇作文几乎都有佳评，并被推选为
全校同学的“学长”。 高中毕业后，家
境艰难的他再度放弃深造，成为一名
小学教师以维持生计。 工作之外，他
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商务印书馆东方
图书馆里 ， 阅读中外历史 、 哲学论
著 ，“我认为李白的诗句 ‘天生我材
必有用 ’是有理由的 ，但关键仍在于
使这个‘我’成为真正的有用之材。 ”

晚年回忆起往昔艰难的求学路 ，他
这样说。

辛勤的耕耘与过人的天赋，让王
养冲年纪轻轻便崭露头角 。 20岁那
年，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上发表探讨孔子思想的文章，这是他
公开发表作品的起点 。 由于文笔出
众，他21岁起便担任时任国民政府立
法院长胡汉民先生的私人秘书，直至
1936年胡汉民在广州病逝。 “九一八”

事变后 ，移居香港的他受聘为 《中兴
报》社论特约撰述。 彼时正值国难当
头 ，爱国心切的他奋笔疾书 、针砭时
事。 他不满蒋介石的内外政策，曾与
鼓吹 “攘外必先安内 ”的国民党在香
港所办的某日报论战月余，以文章蜚
声南国。 国民党的腐朽堕落让王养冲
决定弃政从文 ， 在20世纪30年代便
“立志到大学执教， 为中国的文化教
育事业略尽绵薄之力”。

1937年 ，王养冲避地法国 ，开始
了长达十年的求学生涯。 他如饥似渴
地获取新知———从诗人、哲学家瓦尔
教授治欧洲哲学史；从历史学家勒费
弗尔教授治法国革命史；从社会学家
涂尔干的高足拉洛教授研究涂尔干
学派学说，旁及俄、意、德等国的社会
学思想，最终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
学位。 深厚的西学积淀和国学功底，

让王养冲可以游弋于东西方文化之
间，他的博士论文即从西欧和中国自
然法学说的起源、 演变及其对社会、

政治变革的作用等论证老子、韩非子
等为伟大的自然法学者 ， 法国汉学
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马伯乐教授对
此深表赞同，誉为“言人所未言”。

留法十年的经历让王养冲不仅
精通法、英、德文，兼识意大利文和拉
丁文 ，且研究涉猎极为广泛 ，但究竟
是什么原因对 “法国大革命 ”这段历
史情有独钟，将其作为毕生的学术旨
趣？ 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宏图道出了缘由 ：“法国大革命被
视为现代社会的开端。 在我看来，‘社
会’始终是先生内心深处的关切。 在
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他希望通过
对革命所带来的这一社会深层内容
的考察来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理解
欧洲为什么会走向‘现代’，又为何用
这种方式走向了现代，从而为中国找
到参照。 ”

抗战胜利后不久，王养冲怀着报
效祖国的热忱回国，先任职于复旦大
学社会学系， 主讲西洋社会思想史；

195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讲授世界近现代史。 为了填补当时国
内相关课程教材的空白，王养冲撰写
了西洋社会思想史讲稿，自柏拉图起
至尼采、韦伯止，洋洋洒洒四十万字，

还被评为“优秀教学典型”。 讲授世界
近现代史时， 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
点指导教学，他开始刻苦研读马克思
主义经典论著。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和
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许多论著尚未译成
中文， 而他讲稿中的引文则直接从德
文原著译出，大大开阔了学术界的视野。

然而好景不长，在后来的政治运
动中，王养冲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著
述的权利 ，已经送到出版社的 《西方
近现代思想论集 》、 《世界近代史论
集 》等书稿被悉数退回 ，已经成文的
《西方近代思想史》和《西方近代史学
流派》及多年积累的大量手稿也散失
殆尽。 但他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晚
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当时的心态 ：

“如古人所说 ‘一蓑烟雨任平生’，即
使风雨如晦 ， 也无妨 ‘此心到处悠
然 ’”。 后来 ，利用可以 “隐名搞些翻
译 ”的权利 ，王养冲再次拿起了如椽
之笔，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翻译了大
量论著 ，内容涵盖德文 、法文和英文
的一系列哲学和历史著作。 多年后，

有学生问他：“那么多年不公正，翻译
了那么多 ，不仅不能署名 ，而且没有
利益，当时是怎么想的？ ”王养冲云淡
风清地回答：“对于我个人， 没什么，

只要社会需要，我做了，就行了……”

1979年，王养冲终于迎来学术人
生的“黄金期”，那时他已经72岁。 经
过多年沉寂， 我国学术界百废待兴，

为了蹒跚起步的学科建设，为了中国
学界尽快追赶国际前沿，在本该颐养
天年的年纪，王养冲却爆发出了如年
轻人般惊人的生产力，发表了一系列
代表性论文 ，包括 《拿破仑研究的演
进 》《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
的若干问题》《法国史学界对〈人权宣
言〉和让-雅克·卢梭的研究》《法国大
革命史编纂学中的进步传统 》《十八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关于罗伯斯比

尔评价的史学 》 《〈人权和公民权宣
言〉与1789年原则》等，这些都是法国
大革命史研究相关领域的开先河之
作 ；此外 ，他还运用掌握多种语言的
优势，和陈崇武教授等法国史研究室
的同事们一起合作翻译出版了《拿破
仑书信文件集 》 《罗伯斯比尔选集 》

等， 为当时对国际学界了解甚少的国
内学者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文献
资料。

此后的三十多年， 与时间赛跑、

争分夺秒地为后人留下更多成果、培
养更多人才，这样的学术片段在王养
冲那里俯拾皆是———2000年，93岁的
他还发表 《法国的 “精神哲学 ”运动 》

一文，这是研究近代西欧思想史绕不
开的代表性之作；2007年， 指导学生
完成《法国大革命史》编纂任务时，他
已是位百岁老人了……直至生命尽
头，他也一直在为学科的未来而殚精
竭虑。

“不做违心之论 ， 不为媚俗之
言”，这是王养冲一生做人、为文的准
则。 在他的学术履历上，“1979”是一
个很亮眼的年份。 这一年，长期笼罩
在学界的思想禁锢才刚刚解开，王养
冲以其特有的学术敏锐 ， 连续发表
《拿破仑研究的演进》《略谈 “人文主
义”与“人道主义”》《关于法国资产阶
级大革命分期 》三篇文章 ，每一篇都
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堪称石破天惊
之作，为当时学界的思想解放“破冰”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 我国史
学界一直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70年
代后期这些文章的发表，说明在文革
中，先生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改变学
界的这种研究范式。 也就是说，让史
学回到它本身的‘真’，以真实的史料
为基础来进行创新和探索。 这种‘求
真求实’既是作为历史学家良知的体
现，也是一种科学精神的显现。 ”李宏
图说。

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 “破冰”的
一个最典型例证 ，便是 《关于法国资
产阶级大革命分期》一文。 历史分期
牵涉到历史的时间观和社会历史观，

只有建立起分期，才能准确理解那个

时间段中人和事所展现出来的过程。

在过去“左”的思想禁锢下，世界近代
史的主要轴心“是资产阶级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相对立”， 法国资产阶级
大革命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因此没有
得到公允的评价，其分期也从1789年
开始至1794年雅各宾派垮台为止。 但
王养冲在文中主张以“以封建王朝的
削弱和覆灭，以新的政治体制的出现
和演变作为分期的标志”， 把法国大
革命的分期由苏联的 “三分法 ”改为
“六分法”，即立宪君主制时期、 吉伦
特派共和国时期 、 雅各宾共和国时
期、 热月党和督政府共和国时期、执
政府共和国时期、拿破仑帝国或第一
帝国时期 。 文章在当时引来不少争
执，但如今已成为学界共识。

在构建崭新的历史分期的地基
之上，王养冲对大革命本身作出了全
面、客观、准确的诠释。 比如，他高度
评价 《人权宣言 》和1789年原则所起
到的奠基性作用，及其所具有的不可
磨灭的普遍意义；对第一共和国建立
的原因 ，他撰文予以详尽阐释 ，并对
君主立宪派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给予
应有的评价；他不同意把热月政变看
作 “反革命政变 ”，或 “革命的倒退 ”，

认为雅各宾统治的分化和消失是必
然的 ；他还指出 ，拿破仑的统治完成
了1789年革命的目标，使资产阶级的
资产阶级国家成为事实，用“称帝”和
“封爵” 之类来否认拿破仑帝国的资

产阶级业绩只是一种皮相之见……

（参考：《王养冲教授与我国的法国大

革命史研究》，李宏图、许平）在当时，

这些观点完全刷新了当时的人们对
法国大革命的那种僵化性理解。

后来，这样的思想基调和学术理
解也全部融入了王养冲对《法国大革
命史 》一书的编纂中 ，从而构建起了
一个耳目一新 、 独树一帜的研究体
系。 正如中国法国史研究专家学者、

浙江大学历史系楼均信教授在该书
序言中的评价 ：“书中突出社会变迁
和经济 、政治 、工业 、农业 、贸易 、税
收、宗教、教育等多个领域的改革，完
全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传统
编史模式 ，实现了体系 、结构上的转
换与创新， 令读者以更广阔的视野，

全面认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不
仅是一场激烈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
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经济革命、思
想革命和文化革命。 ”原华东师范大
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
长陈崇武教授也认为，“王先生所写的
《法国大革命史》有思想有材料，史论结
合，可以说是有血有肉，给人以新意。 ”

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之外，西方
近代思想史也是王养冲着力颇多的
领域。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思
想观念具有着重要意义，正如王养冲
所说，“如果不了解西方思想史，那么
对西方历史的理解就会流于肤浅。 ”

尽管在国际学界，思想史研究是历史
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分支，但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西方近代思想史一直是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在这一
学术领域，他发挥了开创性的建设作用。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养冲
就翻译撰写了不少有关西方哲学和
思想史的著作与文章。 80年代，华东
师大历史系在国内率先设立西方思
想史的硕士点和以 “西欧近代思想
史 ”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点 ，当时
已是80多岁高龄的他仍亲自为学生
授课。 1996年，王养冲出版专著《西方
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 对西方具
有代表性的六位不同学派的社会学
家的思想 （法国的孔德 、英国的斯宾
塞、美国的华尔德、法国的涂尔干、意
大利的帕雷托和德国的马克斯·韦
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鞭辟入里的
分析。 他强调，我们的目的不是批评
这些学派， 而是希望读者读懂他们，

这有助于更好懂得西方的制度和社
会 ，有助于开阔视野和思路 ，推动我
们的社会学研究。

对于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在李宏图看来，尽管老师没有专门写
过文章论述，但他在平日的教导中已
为学生们指明了方向 ，其中他对 “历
史语境 ”的强调 ，与目前在国际思想
史学界占据主导 、力主思想史 “历史
性”研究的“剑桥学派”异曲同工：“先
生常常以思想史中的个案告诫我们，

必须研读思想家的原著，这样才能准
确完整地把握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体
系，搞清楚其来源、内容、时代作用和
历史影响。 切忌仅凭外文翻译的一般
性介绍的书籍来进行所谓的研究，以
防断章取义 、取舍不当 ，甚至以讹传
讹。 先生也告诫我们：欧洲近代思想
史 ，并不是单纯指政治思想 ，还应该

包括社会、哲学、法律、宗教等不同维
度的思想，是一种对整个社会思潮演
变或意识形态变化的理解与把握。 ”

延续王养冲所留下的这一学术
传统，2019年，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
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 “在历经四十
多年后，先生所开辟的欧洲近代思想
史研究已蔚为大观 ， 就研究领域而
言 ，足以告慰先生的是 ，我们秉持着
学术承继和创新的精神，在继续注重
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同时，也将区
域思想史拓展为全球思想史研究，不
断思考如何将思想的资源注入形塑
当下全球化的发展演变进程之中。 ”

李宏图说。

在李宏图看来，老师的学术研究
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对人
的尊严与对人的权利的思考 ，“1979

年 ，先生就发表 《略谈 “人文主义 ”与
“人道主义”》， 与80年代文学中强调
人的觉醒遥相呼应 ； 还有他对法国
《人权宣言》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奠
定了人的基本权利的里程碑性的文
件。 与此同时，思考如何做一个有尊
严的人，这是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思
想底色。 ”

在 《略谈 “人文主义 ”与 “人道主
义”》一文中，王养冲写道：“人道主义
的基本点是相信人的理智的力量，认
为人本身就存在着有真理、公正的源
泉和天赋的道德意识。 ”他很认同法
国思想家卢梭的一句话：只有有道德
的人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
接受的敬礼。 可见，对人的权利的维
护与尊重在王养冲那里不仅仅是学
术思考，也是内化于一言一行的人生
信条。 正如学生们所说，“社会良知、

独立人格与社会责任是先生躬行实
践的准则 ，立意高远 、认真求实是先
生学术精神的根本 ， 这些便是一位
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内在人格力量和
学术力量之所在。 ”（《王养冲教授与

我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李宏图、

许平）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尽管先生年
岁已高，但和先生相处总会感受到一
种平等式的温馨，和对学生的关心与
尊重 ， 老师总是尽心尽力为他们付
出，却从不让学生为他做任何一点小
事。 “有一次先生生病，我们买了苹果
去看望先生。 几天后，先生要师母做
成苹果酱回送我们 ，说读书累 ，给我
们补补身体。 为了写好一篇文章，先
生常常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寻找
最新的学术论著。 当我们看到先生年
事已高 ，还常常伏案誊抄 ，那时又没
有计算机和复印机，我们忍不住对先
生说，我们来帮助你做一些。 即使这
样，先生也从不让我们替他做。 ”王养
冲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许
平这样回忆道。 她还记得，读书期间
自己不幸生病，如果继续学业已没有
了国家的生活补助。 老师知道后，每
月为自己支付生活费 ， 直到完成学
业。 （《高山仰止———写在王养冲先生

百岁诞辰》，许平、李宏图）

“凡事要认真 ，这既是对自己负
责，也是对别人、对社会负责。 ”这是
王养冲经常说的话。 对他来说，学术
研究是一种神圣的职责，审慎精思是
他治学的原则，他写文章总是在全面
掌握材料的基础上 ，反复研究 、确有
心得才动笔。 “努力、认真”，这也是他
对学生的要求。 学生的文章交给他审
读后，取回时会发现在稿纸的边上都
作了很多批改 ， 大到点评和指出错
误， 小到不放过用错的标点符号；并
且 ， 这些改动都不是直接写在稿纸
上 ，而是写在一张张纸条上 ，再不厌
其烦地贴在稿纸上。一次，为了让晚交
论文的学生按时毕业，他连续数日伏
案审阅，刚刚看完文章就因过度疲劳
中风导致失聪。 但在住院治疗时，还
不忘细心安排学生的论文答辩事宜。

在百年华诞的祝寿会上，王养冲
这样谈起自己对 “教师 ”这一职业的
理解：“作为一名教师，德国诗人席勒
说得不错：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人生的
舞台上，而在我们扮演的角色中。 具
备道德和教养的人，才是合格的公民
和教师……作为一名教师，我深知若
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为社会创
造价值。 ”的确，为人师者，无论是正
身还是为学，他都做得问心无愧了。

“只要社会需要，

我做了，就行了”

ｗww．whb．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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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瑜

王养冲：做有道德的人，为社会著书立说

◆1941年， 王养冲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 留法十年的

经历让他不仅精通法、英、德文，兼识意大利文和拉丁文，且研究

涉猎极为广泛。 深厚的西学积淀和国学功底，让他可以游弋于东

西方文化之间， 他的博士论文从西欧和中国自然法学说的起源、

演变及其对社会、政治变革的作用等论证老子、韩非子等为伟大

的自然法学者，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教授赞其“言人所未言”。

【学贯中西，精通多国语言】

◆1979年，王养冲终于迎来学术人生的“黄金期”，那时他已经72

岁。 为了蹒跚起步的学科建设，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王养冲却

爆发出了如年轻人般惊人的学术生产力。 此后的三十多年，与时

间赛跑、争分夺秒地为后人留下更多成果、培养更多人才，这样的

学术片段在他那里俯拾皆是———2000年，93岁的他还发表代表性

论文《法国的“精神哲学”运动》。

【93岁高龄还在发表文章】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尽管先生年岁已高，但相处时总会感受到一种平

等式的温馨，和对学生的关心与尊重。 “有一次先生生病，我们买了苹果

去看望先生。 几天后，先生要师母做成苹果酱回送我们，说读书累，给

我们补补身体。 为了写好一篇文章， 先生常常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

料，当我们看到先生年事已高，还常常伏案誊抄，我们忍不住对先生

说，我们来帮助你做一些。 即使这样，先生也从不让我们替他做。 ”

【师生间的相处，是“平等式的温馨”】

王养冲 （1907-2008） 历史学家， 我国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方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奠基

人。 江苏南汇 （今属上海） 人。 早年担任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私人秘书， 1937 年留学法国 ，

1941 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 1947 年回国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52 年转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教学研究包括西方哲学史、 思想史、 史学史和法国大革命史

等 。 著有 《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 》、 《法国大革命史 ： 1789—1794》 等 。 翻译出版

《拿破仑书信文件集》、 《罗伯斯比尔选集》 等。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荣誉会长。 2006 年获上海

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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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档
案
】

“社会”始终是他
内心深处的关切

率先冲破思想教
条， 为法国大革命史
研究“破冰”

“不了解西方思
想史， 对西方历史的
理解就会流于肤浅”

“具备道德和教
养的人， 才是合格的
公民和教师”

“不做违心之论 ，不为媚

俗之言”， 这是王养冲一生做

人、为文的准则。

在学生李宏图看来，老师

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个很重要

的维度，那就是对人的尊严与

对人的权利的思考，“1979年，

先生就发表《略谈“人文主义”

与 “人道主义 ”》，与80年代文

学中强调人的觉醒遥相呼应；

还有他对法国 《人权宣言》的

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奠定了人

的基本权利的里程碑性的文

件。 与此同时，思考如何做一

个有尊严的人，这是先生从事

学术研究的思想底色。 ”

对人的权利的维护与尊

重在王养冲那里不仅仅是学

术思考，也是内化于一言一行

的人生信条。 正如他所说，“具

备道德和教养的人，才是合格

的公民和教师”。

﹃
不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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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之
论

不
为
媚
俗
之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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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养冲代表作一览

▲ 《法国大革命史》

茛 《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