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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锲而不舍，直到《文集》的出版完成。现在未编入这部文集的潘光旦著作尚待整理，我们还须

继续努力。 

其次，在我准备这部《文集》稿件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到前辈学者著作量之大，研究之广之

深，以至于我们学力不足的人，编辑整理起来还要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力气；一方面又接触到与

潘光旦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的著作文献，这些学者曾经在学术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是全国知名甚

至世界知名的学者，但是至今出版了文集或全集的人数尚不多。例如我们所熟悉的其他社会学家，

又如我在北大历史学系读书时的教授们，情况都是如此。我深感这个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在学术

传承方面欠了许多历史账。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有需要也有条件来进一步解决一些积存

的问题。许多学者和出版单位虽然已经作了不少努力，还需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采取具体措施

来及时整理出版上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如果等到我们的下一代再来做这件事情，他们面临的困

难就会更多了。 

我借此机会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支持这部文集的出版表示感谢。对关照这部文集出版工作的历

任社长、总编和参与复审、终审、装帧设计的各位编辑先生以及总编室正、副主任，发行部正、

副主任表示感谢。从《文集》的总体规划到编辑出版，他们都曾给予大力支持，并提出过宝贵的

意见。在此我无法一一列举，只提到以下几位：原任总编的苏志中先生，他最早对文集的总体规

划提出原则性的意见，例如那时我们为适应社会学学科当前的需要，曾经有过按著作内容分类编

文集的想法，他认为还是按著作时间先后编为妥，因为有些著作是很难分类的，这的确是经验之

谈；他希望我们把这部文集编成潘光旦著作的最佳版本。曾任总编的温儒敏先生，建议日记可全

部收入，并提出应列入年表。但由于时间限制，我们对年表未能全面详列，只细列了著作部分。

彭松建社长和张文定副总编一直关心、支持这部文集的工作，亲自过问。郑昌德编辑自始至终担

任复审。美编常燕生先生对这部文集的封面作了再次的设计，并亲自制作了全部的卷首图片。 

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沈昆朋先生，他是北大出版社资深的编辑。他自始至终负责这项工作。

从商定分卷计划及编辑凡例开始，随后逐卷详细地审定和编排全部文稿，即便在自己健康状况不

好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直到印刷、装订的各道工序全部完成。由于这部文集的

工作过程延续多年，工作辛苦，不但他的节假日取消，甚至健康不好也不肯休息。实际上他的一

些困难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在最严重的时候，他一度右肩内出血，大家劝他暂停工作，他却坚持

用左手写字。当他左肩又内出血，吃饭都要夫人帮助的时候，他还坚持看稿，由别人代为翻页。

当他一度住医院期间，理所当然应该暂停工作，他却带了他家的小炕桌在病床上工作。所有这些

都体现着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和高度的责任心与敬业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最后我要向我本单位社会学系的领导表示感谢。在我退休之后，仍然关怀到我的生活，并帮

助我改善了工作条件。 

谢谢大家。 

 

 

 

 

学习潘光旦先生的“中和位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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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明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 什么是“中和位育” 

“中和位育”思想是潘光旦先生社会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他的社会思想体系

的核心。他的其他思想和观点，很多是从“中和位育”思想衍生出来的。 

“中和位育”思想，是从众所周知的儒家哲学名著《中庸》来的。《中庸》里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人们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当它们没有发出来的时候叫做中，即中正不偏；发了出来，都合乎

节度就叫和，即平顺和谐。中是人们行为表现的最大的根源，和是人们行为活动的普遍的准则。

人们如果能够尽力做好中和，达到中和的境界，万事就会得到合理的安排，万物也会得到发育和

繁荣。 

从上述引言可知，所谓中和是指人们在实际活动中，要理智与情感的高度结合。中是情感，

和是理智，人不能仅凭情感办事，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人要循着情感和理智的协调，处理一切

事物。这样，小自一个人，大至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处理一切事务中最好都要发扬中的精神。 

要理智与情感的高度结合，做好中和的确并不容易。就个人关系而言，一个人当他面临某一

事物时，常常与自己已经形成的思想意识（包括：需要、态度、观念、信念、习惯等）之间发生

关系，对这种关系的切身体验或反映就有不同情感表现。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对

面临的事物是喜爱还是憎恶，那要根据你的认识和判断结果，这样就会人人不同。或即令在同一

人身上，时间不同，情况不同也有不同反映。何种反映才是“中节”才是最适当的，那就有不同

的评价了。 

二． 潘先生的位育思想 

据潘乃谷同志的研究，潘先生从 1926 年还在美国做学生时，即开始“位育”的研究。在后

来的几十年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以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论述了自己的新人文主义的位育思

想。潘先生的位育思想，论证的范围很深很广，在这里我只想就个人认识所及，简单地标题式的

列出几点体会； 

（一） 位育问题产生于差别。潘先生认为位育问题产生差别，从自然界到社会，各种事物

莫不存在差别，有差别才谈得上位育。 

（二） 位育就是通常所说的适应（adaptation）、顺应、协调（adjustment），一切生命的

目的在求位育即适应。 

（三） 要搞好位育（致中和）就要搞好位育的主体，即人。搞好人的优生、教育、群体的

健康、团结和发展。这是他在许多文章中发挥的。 

（四） 位育不仅是指单个人，从个人、集体（人口）以至整个民族、国家，都有位育问题。 

（五） 位育不是单向的，是主体与客体双向的，多向的；也是多面的，而非单面的；是物

质的也是精神的；是道德、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方面的。 

总之，在最恰当的位置上发挥自己最大的才能这就是位育。 

三．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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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位育的现代研究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是从研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这一热点引起

的。美国新墨西哥首府圣菲（Santa Fe）以研究“复杂性”（complexity）为中心。1994 年研究人

员霍兰（J.Holand）提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理论，简称 Cas 理论。 

人类究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复杂性的？是个难题。近代科学发展，学科越来越细，相互封锁、

隔阂，缺乏整体观，更促使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难予认识。 

Cas 理论的主要论点是： 

（一）“适应性是造就复杂性，重要机制之一”。人的成长是在不断适应、创新中成长的。复

杂性不是来自于神秘的外来的力量（上帝），而是来自于自身目的与主动性的，积极的“活的”

主体。主体与环境反复的相互的作用，才是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动因。也就是说主体是主动的

活的实体（个人、群体、民族、国家），主体环境（包括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

系统演变和进化的主要动力。 

（二）要把宏观和微观有机地联系起来，主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得个体的变化成为整个

系统的变化的基础。 

（三）不能忽视随机因素，随机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活的因素，不仅影响系统状态，而且影

响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 

（四）世界的复杂性不仅是本来就有的，也是人类创造和发展的（以上资料见《系统科学》

第 8 章：《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其应用》，主编许国志，副主编顾基发、车宏安，上海科技教育出

版社，2000 年 9 月第 1 版）。 

从如上几点可以看到圣菲研究的研究成果与潘先生所论证的位育思想不少看法不谋而合。 

四． 一点感想：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位育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活动不是单边的（unilateral）而是双

边的（bilateral），多边的。是互为条件、互通有无、互相依存的。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一连串的

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到处碰壁是违反位育原理的。 

 

 

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邓锐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潘光旦先生逝世至今已有 34 年，今天这 14 卷《文集》经过精心编辑，终于出版，使人十分

高兴。这无论在恢复一位大师的一度湮没的学说，使之为天下人共晓，或者在振兴中国人文科学，

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秀遗产上，都称得起是一件大事。 

在潘光旦先生晚年，我曾经同他一起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他这一期间的生活情况知道的

较多，有关追忆的文章已写过两篇，刊登在《中和位育》上，凡是在那里说过的，今天不想重复。

回顾以往，我惋惜的是潘先生的多部著作，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因其学说遭受禁锢，我无从看

到，而潘先生也从来没有向我介绍一二，这是不幸的时代潮流与不幸的个人遭遇使然。我虽然惋

惜而不甚后悔，以故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所能接触到的也多在他的生活方面。自优生学与社会

学解禁以来，瞬间又逝去了二十多年，以我对潘先生的学说的肤浅的认识，印证记忆中的潘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