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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教育家精神

他深耕哲学研究，是复旦
大学外国哲学学科的奠基者；
他学贯中西，通晓英、法、德、俄
等多门外语；他教书育人，以

“手工作坊式”的精耕细作，悉
心培育学生；他与书籍结缘，与
夫人先后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
……他便是上海社科大师、复
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全增嘏。

12月5日，全增嘏先生诞辰
12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文科图
书馆特藏中心举行，全增嘏先生
纪念文献展在卿云书屋揭幕。
全增嘏家属、弟子及后辈学者济
济一堂，追忆大师精神风范。本
次活动由复旦大学党委教师工
作部、哲学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
院、图书馆共同主办，是复旦大学

“致敬大师”系列活动之一。

学贯中西
在复旦多领域遍洒星光

全增嘏出身书香门第，是清
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的后裔，
13岁便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
读书。赴美留学期间，全增嘏以
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勤勉求知的
态度，给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用两年时间获得斯坦福大学
哲学学士学位，三年获得哈佛大
学硕士学位，并修完哈佛大学博

士学位课程。他还担任过哈佛
大学辩论队队长。

归国后，全增嘏先后任教
于多所大学，在《中国评论周
报》和《天下月刊》上编辑和发
表英文文章，向世界发出中国
声音。从上世纪40年代起，全
增嘏任教于复旦外文系，担任
系主任，直至50年代中期复旦
筹建哲学系，转任哲学系教授。

在外文系任教十余年，全
增嘏对外国文学尤为关注，对
狄更斯小说更是情有独钟。全
增嘏的夫人是复旦中文系教授

胡文淑，他们共同翻译的狄更
斯小说《艰难时世》，堪称图书
翻译的楷模佳作。

全增嘏英文造诣很深，笔
译、口译、中英文互译，样样精
通。他还曾和物理系王福山教
授等翻译了多本高难度的自然
科学名著，如康德的《自然通史
和天体理论》等，其高超的英文
水平、深厚的知识底蕴可见一
斑。在全增嘏看来，专业英语
能力也是学好西方哲学的必备
技能，因此亲自培训学生的专
业英语。

融会贯通
拓耕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西方哲学是全增嘏学术研
究的重点领域。出版于上世纪
三十年代的《西洋哲学小史》，是
他的代表作之一。全书不到五
万字，却涵盖了从古代到现代
（20世纪初）2000多年西方哲
学思想的演化发展历程，简明扼
要，言简意赅，是一本专业性与
普及性兼具的读物，是国内西方
哲学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

复旦大学哲学系原系主任
黄颂杰曾撰文评价《西洋哲学小
史》，认为此书凝结了导师全增
嘏一生做学问、从事教学科研的
特点：融会贯通，深入浅出。

195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
成立，时为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
的全增嘏转到哲学系，担任外国
哲学史教研室和逻辑学教研室
主任。 1961年初，全增嘏率先
在复旦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的课
程，当时全国高校“只此一家”，不
仅奠定了复旦大学现代西方哲
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开创了中国
现代西方哲学教学的先河。

70年代末，全增嘏带领复
旦哲学系全体西方哲学教师，
主编从古希腊至现当代的《西

方哲学史》（上、下册）。此书的
出版标志着中国西方哲学史研
究的一个新起点，是一本里程
碑式的著作，成为学习西方哲
学史的主要参考书。

薪火相传
凝聚哲学学科发展力量

1962年，全增嘏开始正式
招收西方哲学的研究生。从那
时起，复旦第一宿舍全增嘏家中
的起居室，成为学生们的课堂。

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中
国建立学位制度后的首批博士
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一位
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全
增嘏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哲学研
究的知名学者、中坚力量。

“我觉得不只是全先生一
个人使西方哲学史学科和哲学
系发展起来，而是以全先生等

‘五老’为核心，有一种凝聚的
力量。这种凝聚的力量，不仅
只是学问的力量、学术的力量，
而且是一种做人的力量，一种
品格的力量。”复旦哲学系教授
余源培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

“饮水思源，我们永远感恩和怀
念全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他们
永远活在哲学学院的骨子和精
神里。” 本报记者胡慧中

全增嘏: 学贯中西，一生深耕哲学学科

在复旦上医的校园里，绿
树掩映之间，16位上医一级教
授的半身雕像伫立在宣誓广场
上。其中，就有我国著名生理
学家、医学教育家徐丰彦教授
的雕像。

12月5日是徐丰彦教授诞
辰120周年纪念日。徐丰彦教
授是我国生理学奠基人和先驱
之一，他在生理学界钩深索隐、
磨砥刻厉近70载，取得了诸多
开创性成果，为上医和国家的
医学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在他的带领下，上医的生
理学科蓬勃发展，针刺麻醉事
业不断前进，引领着一代代上
医人前行求索。

缅怀追思，赓续传承。日
前，徐丰彦教授诞辰 120周年
纪念大会在上医文化中心举
行，徐丰彦教授的亲属、朋友、
同事、学生等共聚一堂，追思与
徐丰彦教授一起学习、共事、生
活的难忘时光。纪念大会现
场，《丰泽杏林 隽彦长辉——
徐丰彦教授诞辰120周年纪念
文集》发布。

桃李芬芳，医脉相承

徐丰彦在我国近现代生理
学起步阶段便开始从事生理学
教学与科研工作。

1923 年秋，徐丰彦考入

复旦大学理科。1925 年春，
徐丰彦在郭任远教授吸引下
从理科转入心理学院，和童第
周等成为同学。1926 年，随
着心理学院大楼（子彬院）的
落成，心理学院改组为生物学
科。徐丰彦在此得到了生理
学权威蔡翘的指导，系统地学
习了生理学、神经解剖学和组
织胚胎学等课程，并较早接受
了科学实验启蒙训练，为以后
终生从事生理学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1927年，徐丰彦从复旦毕
业后，又跟随恩师蔡翘来到刚
成立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

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他俩白手起家，在这里开始了
创建生理学科的新事业。

1930年秋，蔡翘推荐徐丰
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深
造，在林可胜教授的指导下开
始进行循环生理学科研。在协
和生理系，徐丰彦经过了全面
系统的训练，为他之后从事生
理学教学、科研工作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并且这套严谨扎实
的培养模式也跟随徐丰彦一
生，在上医生根发芽。

徐丰彦一再强调青年教师
要过“三关”：外文关、教学关、
科研关。他还强调，每位教师

在工作中要重视“三基”（基础
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操
作），做到“三严”（严格的要求、
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三
独立”（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
立工作），严谨求实的作风也影
响了一代代上医人。

作为徐丰彦教授的研究
生，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生
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系教授姚
泰将他的恩师视作“求真务实
的楷模”。

严谨求实，影响深远

在闻玉梅院士看来，徐丰
彦秉持的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对上医师生影响深远。上医神
经生物学教授曹小定是中国针
刺原理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
在徐丰彦等人的指导下，坚持
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探索针刺镇
痛和针刺治病的机理。

徐丰彦曾经说过，“医学
事业改革的目的，是发展医学
科学和培养人才。”20世纪 50
年代，徐丰彦响应国家号召，
先后主持举办了三期生理学
高级师资进修班。进修班为
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生理学优
秀骨干，后来这些人中有很多
成为了各地医学院校的学科
带头人。

中国生理学会副监事长

罗自强的博士生导师、著名生
理学家徐有恒教授当年正是
进修班学员之一。“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我也可以算是徐丰
彦教授的徒孙。”罗自强表示，
自己和徐丰彦教授虽素未谋
面，但对他的学术成就和为人
处世敬仰已久。

正直的人，高尚的人

1956年6月1日，《上海一
医报》刊登了徐丰彦的《把我的
生命献给党的革命事业》一
文。 1957年 10月 18日，徐
丰彦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正
式党员。

徐丰彦忠实履行入党誓
词，时刻不忘自己的党员身
份。他从不看重物质待遇，也
不追求个人名誉。为了让青年
一代更快成长起来，他指导青
年教师做了很多科研工作，帮
助他们反复修改论文，但从来
不署自己的名字，并要求年资
高的教师署名在后，年轻教师
署名在前。

潜心科研、重视教学、发
扬祖国医学、治学严谨、淡泊
名利——复旦大学党委副书
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
正宏以此概括徐丰彦教授的
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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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丰彦: 始终秉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