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洒落的窗前，一位身穿

衬衫的老人端坐在家中的藤椅

上与来访者侃侃而谈。他声音

洪亮、目光炯炯，说话时还不时

翻阅着身边摆放的各类书籍。

很难想象，这位精神矍铄的教授

曹沛霖已90岁高龄。

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比较

政治研究的引领者和开创者，他

提出的通过经济看政治、制度分

析擦亮政治分析的眼睛等观点，

有力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的开展与深化。

“比较政治学”一名正是出自

他主持翻译的阿尔蒙德的《比较

政治学》，该书引进现代西方政治

分析方法，成为当代政治学人了

解世界的入门之作，影响几代政

治学人。“‘比较政治学’这个名字

是我们定的，前面没有人翻译过，

我们做了一个起步的工作。”

曹沛霖主张在做研究时尤

要以批判的眼光看问题，“外国

人站在西方的立场看中国，而我

们研究比较政治学要立足中国，

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世界。”做

学问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

和立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所著所述才能经得起

时间考验。

在研究过程中，他还提出“政

治知识化”的重要论断，对超越西

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的

政治学知识体系有着重要启示。

“当时讲‘政治’很多，但是

没有‘学’，要讲‘政治学’，那就

要知识化、系统化、哲学化。”作

为当代中国政治学最早从“知识

化”角度反思西方政治学的学

者，他认为要让中国的政治学在

世界享有一席之地，就要将政治

经验进行总结，他提出的三个走

向——走向理论、走向实际、走

向世界，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

从代议民主制，到行政集权

民主制，再到道德集权民主制，在

西方政治制度的制度形态演化规

律中，他提炼出了西方政治制度

的两大传统——共和和道德、民

主和科学，总结出了四大原理

——人民主权原理、代议制原理、

分权制衡原理和法治原理，如今

这一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已成为

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

研究领域的重要知识体系。

“在我看来，曹老师一直提

倡的‘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的

精神’，为我现在研究中外政治

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所谓学

术的薪火相传，我想就是这样。”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唐亚林说。

1995年，曹沛霖担任复旦大

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当时的国际

政治系下设三个专业——政治

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

“我当系主任的时候已经63

岁了，一做就是4年，我是全心全

意办好我们这个系。”

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专业

间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后来学院

政治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融合

发展、协同发展的大政治学学科

基本格局；同时始终坚持公正办

事、不谋私利、在政策许可范围内

为老师们谋福利的做事原则，这

也为他在师生间赢得广泛认可。

在当时，“打基础”与“搭平

台”，是曹沛霖带领院系发展的

两个重要“抓手”。“要把系建起

来，首先要搞教材。”在他看来，

教材就是学科发展的基础，要培

养出好学生，没有好教材是不行

的，即使在退休后回学院看望

时，他给出的希望同样是要抓好

基本教材建设。

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专

业发展平台，他不遗余力地推动

学位授权点建设，“我们当时花

了大力气建博士点、硕士点。”，

他认为要保持复旦政治学科的

发展势头，就必须后继有人，培

养好自己的博士、硕士人才更是

重中之重。

在担任国际政治系主任期

间，他还积极推动复旦与兄弟院

校在政治学学科方面的共建交

流，在高校之间营造浓厚的学术

合作氛围。

不同于“师傅带徒弟”的培

养模式，作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理

论专业首席教授和首位博士生

导师，曹沛霖主张对博士生采用

“群体培养”的教育模式，鼓励学

生接受不同老师的培养，从而吸

取各自优点。

为了让学生们拥有多元视

野，他积极为学生创造学习机

会。“以前出去开会的时候，我常

把硕士生带着一起去，因为开会

的时候都是专家，学生可以随时

向他们请教。”

他也从来不用自己的东西

限制学生的发展。“有时候学生

做的东西我不懂，我就会去请教

其他懂的教师。”曾有学生的博

士毕业论文涉及许多哲学观点，

为了理解这些想法，他主动请教

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最终在他

们的共同指导下，该论文还获得

了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提名奖。

作为老师，曹沛霖始终将

“责任”记于心头，“我这辈子上

课从来没有迟到过”，他这种负

责的态度也同样体现在对学生

论文的指导上。

“他看论文看得很仔细，每

一章都做很多批语，包括里面的

一些用词，他都帮你改过，有时

候会有很多的问号，问你为什么

要这样写。”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教授陈明明是曹沛霖的

第一批博士生，他说在论文开题

前，曹老师都会反复多次修改学

生的提纲框架；在论文写作时，

他还会主张学生写完一两个章

节就给他看。

对学生，曹沛霖总是爱护有

加，学生经常去他住的宿舍，边

吃边聊学问、聊国家大事。“学生

到我的房间随便跑。”不仅自己

带的博士生和他很亲近，不是他

带的博士生也因他的一视同仁

和他关系很好。

“自己这辈子无非就是‘三

书’——读书、教书和写书。”即

使是耄耋之年，阅读依然是曹沛

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里至

今仍订阅着六份报纸。

尽管平时也喜欢看《红楼

梦》，也爱读巴尔扎克，但更多时

候 他 说 自 己 是 为 了 教 书 而 读

书。由于成长于战争年代，加之

家里困难，所以基础并不好，因

此他每教一门新课前都会通过

读书来给自己“补课”。

“每次讲课，不管讲过多少

遍，我都要更新材料，要换更好、

更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在他看

来，当老师的，“肚皮”空空是不

行的，因此读到重要文章时，他

总会反复地读，并写满密密麻麻

的笔记；报纸上的文章他也会

看，精彩的还会把它们剪下来，

整理成一本本剪报本。“这些材

料在讲课的时候大有用处，你要

讲课讲得好，没资料是不行的。”

“听他的课特别有感觉。”陈

明明说，曹老师学术上的融会贯

通与课堂上的启发式教学让他

受益匪浅。虽然一直有自己详

尽的教案（后被学生收录整理于

《制度的逻辑》一书），但他从不

照本宣科，上课就像是在和作者

“对话”，娓娓道来中充满着理性

的思辨。

“曹老师对话式的上课风

格，我印象很深。作者为什么会

提出这样一个东西？他提出的

背景是什么？他想达到什么？

他的逻辑在他整个思辨过程里

会碰到什么问题？碰到问题的

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其实

就是培养学生善于思考。”

耄耋之年，尽管耳背有些严

重，视力也不太好，但曹沛霖的

依然思维清晰敏锐。他常会把

自己阅读时所思所得以及疑问

详细记录下来，每当有学生来探

望他时，他与学生谈论最多的也

是最近看的书。

曹沛霖常说，一代人做一代

人的事情，在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中，他甘为人梯、无私奉献，乐为

教书匠，愿为铺路石，“我们是踏

在别人肩膀上上来的，我也希望

学生们能踏着我的肩膀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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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学”的名字出自于他

63岁担任国际政治系系主任

“学生到我的房间随便跑”

喜欢读书，为了教书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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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培养一批政治学人

国务学院曹沛霖教授荣膺学术贡献奖
他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引领者和开创者，“比较政治学”一名正是出于

他的译作；他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首席教授和首位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批批具

有影响力的政治学人；他曾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系主任，为推动复旦政治学的发展

做出突出贡献。

日前，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曹沛霖因“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

与发展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荣膺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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