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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的宗教：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
可以说，文化的起源来源于宗教，一点都不过
分。儒教也是宗教，而且是中国式的宗教。

谈宗教与哲学：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
物吃饱喝足之后就安静了，人的好多问题却是
在吃饱喝足之后产生的。人需要关心最后的
结果，渴望了解死后的生活等。解决这些问题
有两个途径：一是宗教，另一个是哲学。

谈哲学与自己：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

的努力，一半靠机遇和外部环境条件。我在上小学
和中学的时候成绩不是最拔尖的，但是我有上学的
机会而别人没有，这是我的机遇。后来我考上大
学，这也是我的机遇。别人将求学的机会让给了
我，我应该回报社会。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从
里面舀水，你还得往里面加水，这桶水才不会枯竭。

谈人生经验：我的人生总的来说比较乐观。以
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近百年来，中国始终是在进步的，
至于其中我个人的一些挫折和得失，是不重要的……

任老语录
1.如果没有社会的培养，就没有个人

的成才。我 40多岁的时候编《中国哲学
史》，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
样能编出来。如果我就此忘乎所以，以为
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了，这和我的实际
情况不符。

2.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
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也
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做古籍整理，肯
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工夫。在这方面，我
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
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

3.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
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师之作，除了少数
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
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
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

4.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
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
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
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 1000
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
待遇更高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
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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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泰斗国学泰斗 日陨两星日陨两星··任继愈去世任继愈去世

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11日因病逝世

哲学宗师思无涯 国图馆长书有香
灵堂设在国图南区学术报告厅，17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
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 7月 11
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任继
愈先生 1916 年 4 月 15 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
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
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
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第
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
教学和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他筹建
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
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任继愈先生在担任

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期间，牢牢把握国
家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人
才队伍建设、基础业务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国
家图书馆新馆及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内外图书
馆交流与合作、文献保护与抢救等工作，使国家
图书馆迈入了世界图书馆先进行列，为中国图
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 7月
13日至 7月 15日期间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
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
月17日上午，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
行任继愈遗体告别仪式。

主席赞他“凤毛麟角”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成绩考上

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
理想的一个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读哲学很难
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与先生同进哲学系的有十
几个人，最后只剩下3个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任继愈以研究中国哲学史著称，而当初他
的兴趣在于西方哲学史，大学三年级的一次长
途跋涉奠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和学术走向。那
一年，也就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决定南
迁，任继愈随校南移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
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
联合大学。任继愈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

旅行团”，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这
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
落。”任继愈后来这样写道，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
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

毛泽东启发他研究宗教
任继愈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曾被毛泽东

誉为“凤毛麟角”。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把
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
过。后来，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宗教研究所。目前，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
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
我国社会各阶层。

余音回响

生平简介
1916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
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4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硕士）
1942~1964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64~1985 年任中国科学院（现属社科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
1987~2005年1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

孙家正（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
任继愈是国家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馆长。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评价说：“任先生
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
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
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
事业的人们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
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

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在学术上，任继愈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

有开创意义。杜继文说：“他特别能采取平等
的态度来研讨，跟学生在一起也特别随便，从
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
点。”任继愈 90岁生日时，学生想为他做寿，但
是他没有同意，只是进行了一个很低调的学术
研讨会。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