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孙正聿：
以哲启思，以文化人

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孙正聿的名字。2003 年金秋，孙正

聿荣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人民日报》刊发报道评价道：听他讲课，如同

欣赏杨丽萍的孔雀舞，吕思清的小提琴演奏，徐悲鸿的奔马图，美轮美奂，出神

入化，飘逸遒劲。他的文章、学识，他的涵养、气度，他自然真实的人生态度，

自在通透的人生哲学，自律坚毅的治学精神，已成为为学高峰和为师圭臬。

这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的成就，可以先用一组数字勾勒出大概。3次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3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部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文库”，6 次获教育部优秀成果奖，6部著作获“五个一”工程奖、

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发表论文近 300 篇，其中 67 篇发表在《中国

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求是》《新华文摘》等国家顶级期刊上，为引领和推

进我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获得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第

二届“杰出教学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国家级教学

团队带头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等荣誉。

他把培养“人”作为“终身大事”，他让哲学启迪人性，启迪人生，使哲学

更加贴近实践，让哲学回归到每个人的生活。

追寻崇高：为学日益

哲学，它所要给予人的，正是引导人们“尊敬自己”，“能配得上最高尚的

东西”。孙正聿把哲学艺术化，把哲学当作一种美学来讲，把哲学教学艺术化，

把哲学思想、哲学理论艺术化，使哲学成为带有启发式、启蒙式意义上的一种哲

学，他让更多的人愿意接近哲学。

2003 年的教师节，在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颁奖大会上，孙正聿作为惟一的

教师代表发言，人民大会堂一次次响起掌声，那句“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学则

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每位教师感同身受，而《站在大学的讲台上》的发言作



为《孙正聿哲学文集》九卷本第一卷的第一篇，为孙正聿的教学生涯赋予了“为

祖国培养创造性人才”更深远的使命与担当。

岁月流淌，2020 年 11 月 20 日，当孙正聿再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站到全国杰

出教学奖颁奖典礼的领奖台上，已是满头白发，更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在 9位获奖

者中是惟一一位文科教师。皓首映月，丹心育人，坚守与赤诚早已远远超越了当

年的三尺大学讲台。

在杰出教学奖颁奖词中，孙正聿的教育理念一目了然——有理讲理。然而，

有谁知道，为了“有”和“讲”这两个字，他行走在怎样一条无比艰辛、废寝忘

食、呕心沥血的道路上。

青灯黄卷、埋首苦读，笔耕不辍。他把“哲学的目光”聚焦于对“真善美”

的求索，进而实现对崇高的寻求。1995 年，一本集聚思想、知识、语言“教养”

的书就在当初那间还不具备“现代化”的“简陋”的小屋里诞生了。写《现代教

养》时，孙正聿每天要抽两包烟。这个场景不禁让人想到马克思在非常集中思考

的时候，经常用脚在地上来回磨擦。年长日久，他座位下的水泥地，竟磨出了两

条明显的脚印。

马克思是孙正聿最崇拜的人。从中学时代他就开始阅读《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传》《马克思恩格斯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希望自己能像马克

思那样，“为全人类而工作”。

“想到一个问题，因为要睡觉就不想了吗？写一篇文章，因为要放暑假，你

就不写了吗？”孙正聿说，做学问，就要“没日没夜”。他拿起一本好书，想到

一个问题，撰写一篇文章，从来不会因为是“节日”或“假日”而搁浅。

读书让寂寞的星空会说话。他阅读世界万物、感悟天人之境，不知疲倦、废

寝忘食，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孙正聿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读”和“笨想”中，在特殊环境和独特

体验的“生活积累”中，升华创生着他的“文献积累”和“思想积累”，让现实

活化成在实本然



由于理论成就斐然，2015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 20 次集体学

习，孙正聿走进中南海，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讲解。

很多人惊叹于他的妙语连珠、妙笔生花、出口成章，有人曾把孙正聿公开场

合“背过”的名人格言、名家语录对照原著比较，竟一字不差；他在报告、授课、

发言时总结出来的“正聿金句”也是独家秘制，别人也无法模仿。曾有人好奇他

超强记忆的大脑沟回，他笑言秘诀便是读书：求多、求好、求独。多读书，读出

别人的好处，悟出自己的道理，变成独到的思想。

孙正聿也承认，是某种“天分”和持久的“勤奋”成就了自已。工作以后，

填写的各种个人材料中，常常有“爱好”或“特长”一栏。孙正聿想来想去，惟

一可以填写的，就只有“读书”这一项了。

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他的头脑中常常浮现出三句“格言”：“伟人的生平

昭示我们，我们也能够生活得高尚。”“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最引人入

胜的科学。”“人应当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这三句话影响了孙正聿一生。

孙正聿在《崇高的位置》一书中说，崇高和渺小就是人类精神座标上的两极。

在求索的路上，他何尝不是以人类精神座标上最渺小的一点，执着地引导着每个

人，去追寻着那份“尊敬自己”的崇高呢？

得其所哉：终生探索

如果一辈子没拿出一本标志学术成就的学术经典，就很难成为一流学者，也

很难引领一个学科。孙正聿一直推崇“创学术之经典”。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跟自己过不去”“上下求索”亦是孙

正聿一生的写照。

从“花蕾、花朵和果实”的蜕变，到心灵的更迭和思想的较量，作为追问哲

学的思想者，孙正聿在一次次的否定与反思中求索着、凝练着、升华着人类思维

和人类精神的思想与行为。



《哲学通论》经过十余次再版，已成为全国高校通识课教育的经典教材。而

一部“专著性的教材”何以有着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力、生命力和传播力？

十年磨剑，板凳坐冷，平常心异常思，青灯独守，故卷常翻。日复一日，常

年累月，那些“跟自己较劲”得来的知识、思想与语言经得起推敲，耐得住追问，

所以备受尊崇，也被反复应用。

2018 年 7 月 14 日，60 余位中国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齐聚吉大，纪念《哲学

通论》出版 20 周年。时任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的邴正在致辞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哲学通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影响了老中青三代中国哲学学者，或是

成为他们学术之路的启迪，或是成为他们再三研读的佳作。”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夏莹形容《哲学通论》“可信又可爱。”这种有理有趣、

“通”情“达”理的娓娓道来，完全颠覆了人们之前所认为的“理论晦涩”的印

象。

作家刘震云曾说，“所谓的‘大家’就是能够把非常深奥的东西讲得非常清

晰明白，而‘小家’就是把原本清晰明白的变成谁都不懂的深奥的东西。”

就此而言，孙正聿堪称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家。

治学中，孙正聿会融通，懂变通，从而打通了哲学的理论空间，开通了哲学

的思想道路。一个“通”字赋予了《哲学通论》的血肉与灵魂，一个“通”字也

成为其“终生志在探索”的追求目标与学术特色。

“我不是一位确有建树的学问家，而是一个追问哲学的思想者。”这是孙正

聿对自己的评价。作为思想者，他做到了“真”。真诚、真实、真切和真理，那

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滴水穿石的积累、举重若轻的洞见和剥茧抽丝的论证。

这种“真”，也让孙正聿兼具学者特有的品德：风骨与境界。

孙正聿很欣赏鲁迅，中学时就曾读过《鲁迅全集》。他们之间，除了身材、

脸庞有几分貌似，目光锐利、仙风道骨更有些神似。“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有

限。”这是孙正聿为人为学恪守“钻研”而不“钻营”的一面镜子。尊严与志气

让孙正聿始终饱含着“学者就是人格化的学术”品德。



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每日读书，终生探索，不断著述。

一本《哲学通论》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哲学观念。有人说“有了这一本书一

生足矣”，对此，孙正聿以《哲学观研究》《辩证法研究》《生命意义研究》等

一系列著作有力回击了那种不可取的惰性心态，也示范了学者终生探索的人生追

求。

“很多时候，自己读明白了，想明白了，说明白了，但最后却写不明白”。

孙正聿认为著述是一件极其艰难的跟自己较劲儿的过程，“读”和“写”中间有

一堵墙。

一次，孙利天刚从海南回来，孙正聿就迫不及待地问“最近读了什么书？”

对方回答：“又看了一遍《精神现象学》的下册”。孙正聿幽默地说：“你看，

你可以无限地对黑格尔进行追问，黑格尔总是有话跟你说。”

能经得起无限地追问，并能持久回应你的关切，这便是一部经典著述的魅力。

孙正聿总是有读不完的书、想不完的道理、写不完的思想，并且乐此不疲。

他说：“乐于每日读书，志在终生探索，得其所哉也。”

2000 年，孙正聿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发出这样的感慨：“自己做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在其中获得乐趣，这种劳动者大概不必称为‘劳模’，应

当称之为幸福的或幸运的劳动者吧”。

孙正聿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劳动者。

其道一也：立德树人

孙正聿认为，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双重的，其一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

其二是“使人作为人而成为某种人”。40 载教书育人，孙正聿“有理”“讲理”

的教学理念贯穿始终，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哲学教育和科研人才，他的教育

理念和教学成果广泛而持久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哲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事业。

无论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还是各种讲座、报告、发言，他都会针对不同

层次的受众去认真准备。2020 年暑期开学时，哲学社会学院为本科生新开设了

一门课。当孙正聿推门走上讲台时，学生们的惊喜沸腾了整个教室。那时孙正聿



刚结束“理论思维讲习班”的课程，身体很虚弱，但他硬是坚持站着讲完了 90

分钟的课程。上课前，孙正聿认真地“请教”年轻的带班老师，“这些本科生都

上过什么课，学过什么内容，怎样讲才会有针对性”。

孙正聿特别欣赏钱伟长先生的一句话：“一名大学教师，不讲课就不是大学

教师，但如果他不搞科研，就不是一个好的大学教师。”正是教学与科研让孙正

聿具备了超强的理论思维能力。他的洞察力、概括力、思辨力、思想力常常令人

唏嘘称赞。

“我的专业是哲学，但我的事业是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授课、

大众普及，课堂、网络、讲座、报告、座谈，使命赋予孙正聿立足中国、胸怀天

下，担起赓续传承、铸魂育人之责。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

理论思维。”

面对这个与高等教育的使命密不可分的“命题作业”，孙正聿深知，理论思

维是整个教育的普照光。什么都容易遗忘，但只要提升了理论思维能力，你便会

无所不至，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长期的思索、自身的底蕴，孙正聿完全能讲好“理论思维”这门课，但他还

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一学期下来，瘦了 10 多斤。课讲完了，一本书也形成了，

就是《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

2021 年，孙正聿将“杰出教学奖”所获奖金人民币 100 万元全部捐献出来，

设立吉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奖励基金，专项用于奖励支持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和

通识教育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教师。

学术传统、学术生态、学术团队、学术平台，这些在孙正聿的心中都占有举

足轻重的位置。2022 年，孙正聿带领的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团队被评

选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我们需要培养思想家，而不只是培养学问家。”孙正聿将毕生所学传于后

人，引领营造了浓郁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氛围，更为培养青年一代的学术领军人

物奠定了坚实基础。

治学为人，其道一也。著作等身，荣誉无数。年至耄耋，孙正聿觉得自己很

“幸运”，也很“欣慰”。幸运，是因为“得其所哉”；欣慰，是因为“问心无

愧”。得其所哉和问心无愧，让他感到生活很有“意思”，人生也挺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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