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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关于陈康先生在上

个世纪于德国留学期间档案材

料的一个小调查。 在进入正题

之前， 或许有必要向读者交代

一下写作此文的缘由。 许多对

西方古典学感兴趣， 但尚未决

定是否要以此为志业的中国年

轻人， 可能会问自己如下一些

问题： 中国人为何要研究在西

方有着悠久研究历史的西方古

典学？ 比起中国古典文学等领

域， 中国人研究西方古典学不

是非但没有任何优势， 反倒不

少劣势吗？ 而如果决定从事西

方古典学的研究， 应该在什么

时候开始？ 本科高年级开始会

不会太晚？ 研究西方古典学应

该采取何种工作方法？ 如果大

家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 ，

或许值得跟随此文去探访一下

陈康先生的求学之路。 作为我

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奠基人之

一 ， 陈 康 先 生 也 是 最 早 在

Classical Quarterly、Phronesis 等

古典学和古代哲学国际一流期

刊发表论文的中国学人， 而当

他抵达德国开始求学的时候 ，

已经二十九岁。

2014 年夏天 ，因为一次特

殊的机缘我重新访问柏林 ，在

洪堡大学档案馆查到了陈康

先生 （原名陈忠寰 ）当年的学

籍档案。这份档案主要由陈先

生当年提交给柏林大学博士

答辩委员会的系列材料构成 ，

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一份

他亲笔书写的德文简历 ，两位

博 士 导 师 哈 特 曼 （Nicolai

Hartmann） 和 施 特 鲁 克 斯

（Johannes Stroux） 书写的博士

论文评语， 以及三位口试考官

（Eduard Spranger, Nicolai

Hartmann, Johannes Stroux） 所

写口试记录。 这些材料一方面

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还原

陈康先生当年在德国的求学

经历 ， 纠正一些流行的误解 ，

比如陈康先生的师承问题 ；另

一方面它们特别忠实地记录了

1939 年底至 1940 年初陈康先

生答辩前后的诸多细节， 或许

也值得今人注意和深思。

在 目前有关陈康先生海外

求学经历的介绍中 ，通

常描述他自 1929 年于南京国

立东南大学 （即后来的国立中

央大学）毕业后，先赴英国伦敦

大学学习哲学，一年之后又转入

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跟随耶格尔

（Werner Jaeger, 1888—1961）、

哈 特 曼 （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和施滕策尔（Julius

Stenzel, 1883—1935） 学习古典

语言和古希腊哲学，并于 1940

年以《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

（Das Chorismos -Problem bei

Aristoteles）获柏林大学博士学

位。 类似的描述中其实搞错了

不少细节。陈康先生并非 1930

年到柏林 ，其在德国期间也并

非只求学于德国柏林大学 ，因

为其导师之一施滕策尔并非

执教于柏林。 关于求学德国的

动机和经历 ，陈康先生在其提

交答辩委员会的个人简历中

（附录 1）曾有如下描述：

“我，陈忠寰，于 1902 年 5

月 7 日生于中国江苏扬州 ，为

学者陈含光之子。 自幼在父亲

和两位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

语文、英语和数学。 1920 年开

始就读于扬州马汉 （Mahan）中

学，1924 年完成高中学业。 同

年起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 （之

后更名为中央大学， 且沿用至

今）学习哲学 、心理学和英语 。

我于 1929 年初结束学业，获得

文 科 学 士 B.A. （‘Bachelor of

Arts’）学位。

之后我成为江苏省立扬州

中学的英文老师。 同年秋天赴

英国，于伦敦大学继续学业。

自 1931 年开始我于柏林

大学学习哲学。 中断一段时间

之后我于哈勒大学继续学业。

1935 年我返回柏林 ，并且

在 尼 古 拉·哈 特 曼 （Nicolai

Hartmann） 教授指导下写作目

前的博士论文。 ”

这份简历表明， 陈康先生

1931 年开始到柏林大学学习，

之后转到哈勒大学继续学业 ，

在 1935 年他重返柏林投入哈

特曼门下。 通过档案中保存的

注册材料 （见洪堡大学档案馆

情况说明），我们可以进一步确

认陈康先生于 1931 年 4 月 29

日至 1933 年 12 月 11 日在柏

林大学哲学系学习 ， 学号为

7202。 之后他转学哈勒 ，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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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slauf

Ich, Chung Hwan Chen, bin am 7. Mai 1902

als Sohn des Akademikers Heng -Kang Chen in

Yangchow, Kiangsu, China geboren. In der

Kinderzeit wurde ich von meinem Vater selbst

und zwei Privatlehrern in Chinesisch, Englisch

und Mathematik unterrichtet. Im Jahre 1920

besuchte ich das Mahan Gymnasium zu

Yangchow und machte das Abitur im Jahre 1924.

Von demselben Jahr ab studierte ich an der

National -Südost -Universit覿t zu Nanking, die

sp覿ter und auch noch jetzt National -Zentral -

Universit覿t hei覻t, und zwar Philosophie,

Psychologie und Englisch. Dort beendete ich

mein Studium im Frühjahr 1929 und erwarb ich

den Grad B.A. (“Bachelor of Arts”).

Darauf wurde ich Lehrer der englischen Sprache

an der Provinzialmittelschule zu Yangchow. Im

Herbst desselben Jahres fuhr ich nach England

und setzte mein Studium an der University of

London fort.

Seit 1931 studierte ich Philosophie an der

Universit覿t Berlin. Nach einer Unterbrechung

setzte ich mein Studium an der Universit覿t Halle

a.S. fort.

Im Jahre 1935 kehrte ich nach Berlin zurück und

arbeitete an der vorliegenden Dissertation bei

Herrn Prof. Dr. Nicolai Hartmann.

Ich habe an der Berliner Universit覿t Vorlesungen

vornehmlich bei den Herren Professoren Nicolai

Hartmann, Felix Hoffmann, Werner Jaeger, Arthur

Libert, Heinrich Maier, Eduard Spranger,

Johannes Stroux und Ottomar Wichmann und an

der Universit覿t Halle bei den Herren Professoren

Paul Menzel und Julius Stenzel geh觟rt und danke

ihnen allen herzlich.

Chung Hwan Chen

译文：

简历

我，陈忠寰，于 1902 年 5 月 7 日生于中国

江苏扬州，为学者陈含光之子。自幼在父亲和两

位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语文、 英语和数学。

1920 年开始就读于扬州马汉 （Mahan） 中学 ，

1924 年完成高中学业。 同年起在南京国立东南

大学（之后更名为中央大学，且沿用至今）学习

哲学、心理学和英语。我于 1929 年初结束学业，

获得文科学士 B.A. (“Bachelor of Arts”)学位。

之后我成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的英文老

师。 同年秋天赴英国，于伦敦大学继续学业。

自 1931 年开始我于柏林大学学习哲学。中

断一段时间之后我于哈勒大学继续学业。

1935 年我返回柏林， 并且在尼古拉·哈特

曼（Nicolai Hartmann）教授那里写作目前的博士

论文。

在柏林大学我主要听了如下几位教授的大课

（Vorlesungen）： Nicolai Hartmann, Felix

Hoffmann, Werner Jaeger, Arthur Libert, Heinrich

Maier, Eduard Spranger, Johannes Stroux 和

Ottomar Wichmann， 在哈勒大学则受教于 Paul

Menzel 和 Julius Stenzel 两位教授。 我衷心感谢

他们。

陈忠寰

陈康（1902—1992）

中国人为何要研究在西方有着悠久研究历史的西方古典学？ 比起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不是非但没

有任何优势，反倒不少劣势吗？ 研究西方古典学应该采取何种工作方法？ 如果大家对诸如此类的问

题感兴趣，或许值得跟随此文去探访一下陈康先生的求学之路。

附录 1 陈康德文简历及中译

陈康答辩材料中所提交德文简

历（同上，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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