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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日记》

内容概要

唐君毅一生著书立说，为建立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世界而殚精竭思，埋头笔耕，留下了数量惊人
的著作，本书为唐君毅先生1948年至1978年的日记汇编，文字简约而浅白，但却完整而直观地勾勒了
一个跨时代学人的生活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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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日记》

作者简介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1978年2月2日），四川宜宾人，现代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师从熊十力
、方东美、梁漱溟等，被国际哲学界公认为新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代表著作有《中西哲学思
想之比较研究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哲学原论》《中国人文精神之
发展》《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青年与学问》《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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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日记》

精彩短评

1、记得过于简略，没什么杂事，适于自己用。唐夫人的日记内容较为详细；她的诗也写得不错。
2、较略，风神气度不显。大概有删节。
3、过于简约，近乎个人的备忘录；无注释，无索引；所用纸张不佳；校对不佳，多有舛误。虽然，
尤见唐先生读书写作甚勤，几无一日中断，可敬可佩。
4、唐君毅日记写的大多数是关于阅读和工作，一般性的感想很少。可以看出五十年代的唐是比较关
注西方哲学发展的。另外，唐君毅在日记中并未提到与钱穆余英时的矛盾。只是提及辞去教务主任的
工作。
5、很简略，经常由其妻谢廷光代笔，尤其患目疾及肺癌期间。唐先生为真儒，风骨凛然，拒绝为国
民党做赞文，拒绝称孙中山为国父，患癌时蒋经国赠钱，亦转用作奖学金。其论蒋中正曰：“蒋先生
之为人有毅力与一段精神，但又可使其左右人之智慧不易发展，此意甚难言”，颇有魏晋士人品藻之
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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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日记》

精彩书评

1、在无纸化成为主流的现代，还有多少人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有，有多少人敢在日记里完全剖露
自己的心迹？特别是在当你是一个名人，面临着日记在某些年之后有可能出版问世的情况下。关于日
记出版物，我看过的不多，首先是蒋公的日记（不完全版，当年在地摊上买的），蒋公惯于耍弄权谋
手段，但是看过日记之后，我倾向于相信蒋公内心事实上更偏向于光明正大，比如他在日记中提到自
己年轻时代的恶习，比如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心态，比如他对“恨铁不成钢”的少帅的愤怒和无奈......
可以这样说，蒋公耍弄权谋，不是天性如此，而是他所处的位置迫使他不得不如此。所以说，日记中
的蒋公是更为真实的蒋公，是一个项羽式的悲剧英雄，他的日记是真实的袒露（蒋公败退台湾以后，
台湾小学生教科书的第一篇文章是《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其次是阎锡山的日记。与蒋公
的日记相比，在阎锡山的日记里，你几乎看不到他的真实心迹——满口仁义道德，满嘴教人做圣贤，
一幅诲人不倦的姿态。所以，阎锡山的遗嘱当中出现了奇怪的一条：墓碑上刻日记第100段和第128段
。在日记里，你看不到真实的阎锡山。第三是唐君毅日记。唐君毅的日记介于二者之间，坦率不如蒋
公，但是强于阎锡山。不过，这种不坦率，并不是由于为人的品性，而是由于传统文化对唐的熏陶。
作为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唐写日记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想尽心中所想，另
一方面由于儒家文化的中庸情结，他又不愿完全袒露心迹，对自己有所压抑。所以他的日记往往只是
记事，一般不会表露看法，似乎只有经历的事引发了太强烈的感触，他才在日记里稍微表露一下心情
：比如，他的妹妹订婚之后，他埋怨妹夫如愿以偿以后，对唐家人的态度不如从前；比如，参加政府
性质的会议之后，他抱怨官僚主义；比如他四处奔走兴建新亚书院，一方面四处奔走，一方面又抱怨
筹备工作累人，只想研究学问。历史人物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一方面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在当时对历史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对如今的我们具有参考
价值。唐本质上是一个文人，没有蒋公和阎公所处的位置，所以关于第一方面，可以忽略不计，唯一
对如今的我们具有参考价值的，是他在当时对局势变化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预测。唐君毅日记由唐
的妻子谢廷光整理而成，最早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版本是首次在大陆地区发行
。最近几年随着民国热的兴起，民国的大师逐渐作为一个群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然而与钱穆、胡
适、冯友兰等人相比，唐君毅的到来未免过于姗姗来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949年的大变局之际，
唐还不足以跻身于大师之列，他的大师地位是到香港以后形成的，不像钱穆、陈寅恪、胡适等人在49
年左右已经成为大师。另一个原因是唐君毅“站错了队”，建国之后很多年被当成异类和黑对象，长
期受到主流舆论机器的忽视和压制，以至于现在提到唐君毅，很多人茫然无知。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
熏陶的文人，唐早年间有经世报国的情结，这从他早年间的诗作里可以看出来，那时候的他大有拯救
苍生，舍我其谁的壮志（唐早年间的诗作，《日记》里有收录），即使到1948年，唐依然有这样的情
结。然而49年的大变局发生之后，移居香港的唐似乎心灰意冷，很少提到政治，这是因为他对大陆
的D不满意，对台湾的D也瞧不上。在唐的一生中，49年是一个转捩点。从这一年开始，他的日记中更
多的，是家庭琐事和授业琐事，虽然经常到台湾或者国外参加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但他很少发表看
法，在日记里只是一笔带过，如今的我们，只能从日记的措辞上揣测他深藏的心情变化，以及时代的
变局对他的心情的影响。刻薄地说，是49年以后，唐似乎才完成了从思想者到力行者的转变，意识到
喊口号、空有雄心壮志没有用，脚踏实地地做事才是王道。由于1948到1978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特殊
的历史时期——对大陆和台湾都是如此——所以唐的日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最后再说一句：唐对
历史的预测，尤其是对未来中国文化走向的预测很准确。
2、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宜宾，山川秀美，物产富饶，历史文化底蕴十分丰厚。以“思想家、教育家、
哲学家”、“理想之人文主义的代表”、“现代新儒家的一代宗师”、“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而
享誉海内外学林的唐君毅先生，即是这方沃土毓出的一位学界泰斗。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即农历
戊申年腊月26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普安乡周坝村水槽头故居。祖籍广东五华（古之嘉应州长乐县，
今属梅县）的客家，15世祖宗禧公始由粤迁川南宜宾（清康熙年间），初为人佣工，后业农置田产于
宜宾县城柏（树）溪镇金沙江对面之普安乡周坝，自其曾祖父东山先生始尊儒读书，遂成书香。其祖
父树寅公，就塾读书，习八股文，未及冠而病殁。祖母卢氏，苦节一生，1920年谢世于成都，后移枢
葬于宜宾故里。父迪风（又名铁风、倜风）讳火良 ，1886年5月17日（清光绪12年）生于宜宾县周坝故
居，1931年5月10日（农历辛未年）病逝于周坝故宅，享寿45岁，18岁应试为清末科秀才，后就学于成
都叙属联中及法政专门学校，又曾赴金陵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习内典，先后任教于江油省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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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日记》

二中学、成都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师范、外国语专门学校、重庆联中、省立第二女师、南充嘉陵
高中、成都师范大学、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并曾受聘出任《国民公报》主笔，与彭云生等创办敬业
学院任院长，性刚直，不愿为官，乐于治学，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文字音韵学及佛学等造诣极高
，名重一时，著有《孟子大义》等书。母陈大任字卓仙，1887年2月12日（清光绪13年）生于宜宾县豆
坝，1950年移居香港，1952年返回广州，1964年2月26日殁于苏州，享年77岁；自幼聪敏，游佛浸儒，
知书达理，能文擅诗；曾就读于成都淑行女校，18岁与迪风先生结婚，除曾于简阳及重庆女子师范、
成都建本小学、敬业中学等短期任教外，皆尽劳瘁于养育君毅及其妹至中、恂季、继渊、弟君实5人
至成立，是一位贤母和女诗人；宜宾真武山博物馆存有其《思复堂遗诗》五卷。唐君毅幼承陪家训，
因家学熏陶，3岁即喜弄文墨。尚仁的川南民风及金沙江畔、少峨山下“东去江声流汩汩，南来山色
莽苍苍”的故乡壮丽山水孕育了他非凡的灵气，陶治了他笃厚宽容的大儒之风。少小随父母离乡在外
，转徙南北，历览名山大川，京都大邑，视野开阔，胸有奇气。1919年（十岁时）始入成都省立第一
师范附小高小，继读于重庆联中，那时即撰有《荀子的“性”论》发表，展现其超常的才智。1925年
联中毕业，只身赴北京求学，先入中俄大学，后考入北京大学，他毕生笃于旧故，诱掖来学，终身不
倦，盖因其时深受北大著名教授梁漱溟先生影响。1927年转读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哲
学系、副修文学系，受学于熊十力、方东美、宗白华、汤锡予、李证刚、何兆清诸先生。1928年休学
一年返川，在四川大学文学院讲授西洋哲学史。1932年由中央大学毕业回成都，执教于敬业、蜀华、
成公等中学。1934年至1949年，在中央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及系主任。主讲哲学
概论及中国哲学史。其间，曾任华西大学教授、蜀华中学、天府中学教师，无锡江南大学教授、教务
长及江西鹅湖书院训导主任（未到任），在曹禺等人主办的戏剧学校兼教哲学概论，又为抗日救亡挥
笔而战，与李源澄、周辅成等创办《重光月刊》、《理想与文化》、《文化通讯》杂志，并一度出任
重庆教育部特约编辑，写作出版的《道德自我之建立》获当时教育部学术奖。时人赞扬他“好似费希
特在拿破仑进入德国时期为唤醒德国民族奋勇起来救亡图存，因而写哲学著作一样”。1949年4月应广
州华侨大学之聘，与钱穆同往执教。同年6月，应邀至香港华侨工商学院讲学，旋即留港。同年8月与
钱穆、张丕介、崔书琴诸先生创办亚洲文商专科学校。次年春，该校改组为新亚学院，唐君毅除任教
主要课程外，还担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并倡设、主持新亚学术文化讲座139次。
书院“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学府导师制度，以沟通中西文化，谋求人类福利和平为旨”
，成为现代新儒学传道授业的大本营。1962年，被推任“东方人文学会”会长，还倡设“国乐会”，
自任顾问。1963年，港英当局将新亚书院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唐君毅就任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并当选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1964年受聘夏
威夷大学，主讲“新儒学”。1969年出任东西方哲学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1974年唐君毅自中大退休
，即同牟宗三、徐复观、吴俊升等人恢复和创办私立的新亚研究所和新亚中学，任新亚研究所所长
。1975年秋，应台湾大学之请，出任哲学系客座教授。唐君毅先后出国访问14次，足迹遍及日本、菲
律宾、南韩、美国、意大利及瑞士诸国，出席12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1978年2月2日，唐先生病逝于
香港九龙，葬于台北观音山淡水河畔之朝阳公墓。唐君毅毕生从事教育和著书立说，锲而不舍地致力
于弘扬中华文化和培育人才。于教学、校务、所务丛脞之中，尽心竭力做学问，手不释卷，笔不停耕
，发表《阳明学与朱子学》、《西方文化对东方之挑战及东方之回应》等论文300余篇，撰写《人生之
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心物与人生》、《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哲学概论
》、《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等专著20余册，平均每年写下20余万字，海内外学术界评曰：“先生著
述之丰，在当代学人当中，可谓无出其右者。”唐君毅著述内容广博，义蕴周流互贯，大体可分类为
：人生体验、文化理想、哲学研究、思想体系及书简日记五部分。“其著作奥衍浩瀚，驰骛八极，要
以立足于人生，开辟生命之本源，建立道德理想之人文世界，以启导我民族无限向前向上之生机为其
鹄的”。其学“体大思精，长于辨柏，善于综摄，驰骋于东西哲学之中，而一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
。”1958年元旦，唐君毅同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该宣言由唐君毅执笔，洋洋四万余言
，“系统阐述了‘新儒家’的主要观点，把‘新儒家’所发起的儒家复兴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该宣言被视为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尔后，唐君毅对西文和东方哲学进行了较全面
系统深入的研究，用时10载，完成了200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原论》巨著，有学者认为该书将五四以来
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唐君毅除6大册《中国哲学原论》，对中国哲学予以系统的再
释、赋予中国哲学以新生命之外，在其最后之遗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下册，197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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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日记》

）中，综合中西印哲学，依生命三向开出心灵九境（即著名的心灵“三界九境”之说）。“这是一种
广度式的判教”，由此“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宇宙万事万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过程，生命的
存在不仅是为存在而存在，乃是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灵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从现实的生命逐
渐向上求更高的价值，最后止于天德与人德一致的最高价值世界”。其世界观“是继承中国儒家传统
的人文主义世界观，主张把人类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化活动，从不同方面与层次给予应有的肯定，企图
使一切文化皆能并育而不相害。”此书出版后，“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
并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唐君毅逝世后，海内外学者和各界人士年年举行悼
念活动，缅怀这位“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的“蜀国宜宾乡贤”，研讨和传播其学术思想。台湾学
生书局先生编印出版了《唐君毅先生纪念集》、《唐君毅教授纪念论文集》和30大卷本《唐君毅全集
》。新编《宜宾侨务志》、《宜宾县志》，为唐君毅及其父、母立传。新编《宜宾百科全书》、《四
川省志》（人物志）也为之立传。享有权威盛誉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
均已将其载入。1988年末香港召开了“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并举办了唐君毅“著作手稿展”、“
生活照片展”。会后，出版会议论文集4卷；国内外诸多报刊予以报道，称赞这次会议是“首个以近
代中国哲学家作为国际性研讨对象”的盛会。为了纪念唐君毅先生，著名的美国密执安大学汉学研究
中心设立了“唐君毅奖学基金”。200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武汉大学单波教授所著的《心通九境
——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该书是一部研究唐君毅学术思想的专著。武汉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哲
学史家萧箑父赞誉唐君毅“以德慧双修，教泽广远，成就辉煌而流誉海内外学林，成为现代中国卓立
不苟、自成一家之言的一代哲人。”四川大学著名历史教授伍仕谦则撰文说：“目前中国学人著述之
富，没有一个超过他（即唐君毅）。国外人士把他与冯友兰，梁漱溟并称，实际上冯、梁的著作并没
有他多，国外的声誉也没有他大。象他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一个爱国的学者，对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使外国人十分敬仰。”唐君毅出生川南农村，没有出国留学，在30岁左右，即成为南京中央大学名教
授，继而成为誉满世界学林的一代宗师，盖因其具有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眷恋故土，爱国爱
民。他曾著文说：“我对中国之乡土与固有人文风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中国文化问
题之根本动力所在。”哲人其萎，道学常新，一代宗师，千秋志业。作者：骆为荣
3、(1950)   九月　　七     日  晴   胡兰成来访，其人颇有自得之言。　　九     日   晴  胡兰成又来访，谈
后觉其人天资甚高，于人生文化　　皆有体验。　　十一  日  晴  阅胡兰成所著书二时，夜赴其处谈。
　　十二  日  晴  下午应胡兰成约至半岛酒店谈。　　十三  日  晴  阅胡所著书四时。　　十四  日  晴  
阅胡所著书完，夜约其来谈并晚饭。　　十七  日  晴  下午胡兰成来谈，彼见解甚高似宗三，而一刚一
平易。　　十九  日  晴  上午送胡兰成行。两人初见，胡兰成自是一副夸夸其谈架势，唐君毅觉其“颇
有自得之言”且“天资甚高”，十天后竟认为胡兰成见解“甚高”似牟宗三了。这里要注意的是，唐
君毅并未说胡兰成的学问好，只认为其“见解”、“天资”高，这与以后唐君毅对胡兰成的看法和评
价有关。有点奇怪的是，唐君毅是个深明大义的正人君子，似乎一点没计较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胡兰
成到香港后恢复了原名，唐君毅再埋头书斋，不会不知道他是何等人，按胡兰成个性也不会不说。是
汉奸，仍来往，唐君毅或许认为事过境迁，一切都不值得再计较、再较真了？从相识到离去，总共不
足半个月，两个人的友谊却持续了几十年。这于胡兰成是幸运，自他偷渡去日本直到晚年，唐君毅几
乎是他唯一始终交往的中国朋友。
4、1949年，中国历史上，极为特别的一年。当我朝太祖红光满面的画像，在中国的大陆像野火一样蔓
延开，在家家户户的墙壁上燃烧的时候，曾经执掌中国政局的蒋总统，正在海岛台湾，用惆怅的目光
眺望着留下了他的青春与梦想、见证了他的辉煌与衰落的彼岸。无论是得志的太祖，还是失意的蒋总
统，作为一个时代的掌舵人——现时的或者曾经的——注定要有一批人因为他们的上台或者下野，受
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日记》的主人，唐君毅，就是其中之一。古人有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就是读过《日记》之后最大的感触。在整部书里，我看到了四个字：无奈，惶惑。1948年，蒋总
统败退在即，在大陆政权即将易主的关头，倾向于gmd政权的唐是惶恐的，这一点从日记的字里行间
都可以看到。除了惶恐，他还有一些不甘心，难以接受国民党败退的结局，但是作为一个书生，他是
无能为力的。一方面，他有献身于政治的想法——这里我只是说“想法”，而没有用到“勇气”或者
“决心”这样的词语，因为我倾向于相信唐有这样的念头只是一时兴起——一方面，家庭琐事又让唐
的献身于政治的念头来去倏忽，比如家人的安置，妻子的工作，妹妹的工作，等等。在1948年，唐产
生从政的念头是阶段性的、突发性的，他更多的心思都用在了家庭琐事上。书生与政治家（或者政客
）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更偏向于理想主义，而后者往往是现实主义者。即使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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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有过从政的念头，这种念头也是“呼吁”、“结社抗议”式的，这足以说明唐在本质上是一
个书生，或者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毕竟改变现实的是手，不是口。在山河变色的时刻，唐的内心是
焦灼的，可是他也很无奈，或者说传统文人的根性，使他对政治还有一定的幻想，内心认为文化还是
政治的附属，害怕文化失去依托。抵港之后，唐逐渐有意识地培固文化的独立性，使之不再为政治服
务，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对政治产生了失望情绪。但是自此直到78年逝世，唐依然是惶惑的——至少在
我看来是惶惑的——因为他不知道传统文化在已经改变的时代里能维持多久，生命力究竟如何。在这
段时间里，唐的日记里很少出现政治，提到也是失望，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表达的是对传统
文化复兴的信心，这是一种安慰自己的方式，给自己打的强心针——至少我是这样认为。以前看过一
个采访牟宗三的视频，牟宗三信心满满地说“将来我们的影响会在大陆”（采访时间为90年代）。牟
宗三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看到了港台地区的经济腾飞，看到了传统文化对经济腾飞的影响（无论这
种影响是一厢情愿的还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唐君毅没有看到，因为在1978年，大陆、港台地区都还
不安定，传统文化仍然在夹缝里求生存。然而，就是这种在惶惑中的坚持，以及在惶惑中维持文化的
独立性，使之不再为政治服务，成就了唐的大师地位，也使唐与一般的书生产生了不同——虽然他还
是书生。
5、从古到今，吟咏夫妻感情的诗词不是少数，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会想到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
茫茫......”。词很美，描述的意境很有小资情调，浪漫无比，有些倩女幽魂的味道，不过，我更喜欢
贺铸的“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没有那么多的浪漫情调，更多的是生活的真实。《唐
君毅日记》与《致廷光书》（唐君毅与妻子谢廷光的书信集），有共同的地方，不同之处是前者更为
琐碎，更为细致，特别是后记，沉痛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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