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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启发。在这些写于几十年以前的文字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精辟的学术观点，也感受到潘先

生做学问的严谨学风和他做人处世的态度与风范。 

上个周末，北京大学召开了教学工作会议，讨论北大今后本科教学体制的改革，强调要实行

从专业教育向基础教育的转变，提出要培养创造性人才，这些改革方案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大家

讨论本科招生与学生管理的具体办法，讨论改革选课制度，这一改革对于北大未来的发展无疑是

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我也注意到，大家在讨论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还是大学应当如何把知识

与技能传授给学生。 

我近日读潘先生《文集》第八卷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教育制度的修正》。1934 年当时的

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有一个修正教育制度的提案，提出学校要采取双轨制来同时培养做学问和做

职业这两种社会上都需要的人才。潘先生认为只有这一提议“还嫌不够”，指出这两部分人才在

做事的同时，“也都要做人”，而“究应如何做法，目前的教育制度却还没有理会”。他特别强调

“要知只有在‘做好人’的共同目标之下，做学问的人与做职业的人之间才彼此可以不相倾轧，

可以和衷共济。以前的旧教育对于这一点倒是承认了的，无论忠孝节义一类的道德理想，在今日

看去，是怎样的不合时宜，但在往日，凡是能忠、能孝……的人，不论其所业为士、为农、为工、

为商，其为无忝于做人之道，其为同样可以受到当时与后世的景仰则一，否则，无论一个人有多

大学问，也还要受人唾弃。……孔子的全部教育学说是两个字——做人，做学问、做职业，都是

余事。以做人的原则来绳蒋氏等的教育提议，就觉得它很不够了”（2001：602）。 

上面这段文字读后，感触颇深。我们在日常接触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学问做得不错、甚至是

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但是恰恰不懂得如何做人，不懂得对周围的人给予起码的尊重。“文化大

革命”是把要“做好人”的那些传统上的道德伦理（所谓“中庸之道”、“己所不欲，无施于人”）

都批判得干干净净的，在所谓“革命”的名义下，鼓励人们相互批判，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且在这种斗争（潘先生称之为“倾轧”）中反而把别人的宽容看成是

弱点而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些目的无论表面上讲得多么冠冕堂皇，骨子里追求的

却是权力和利益。如果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不断地多起来，那么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多么高的

水平，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社会。在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时，重温潘先生在

67 年前写下的这些话，我觉得仍然是很有意义的。而要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并不是开出来几

门政治课就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学校里目前的政治课，讲的主要也还是政治观点和“意

识形态”方面的“知识”，并不重视做人的基础道德。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社会在急剧变

化之中，我们尤其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教育中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潘先生的十四卷文集，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学术遗产的一部分，任何

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不能割断其自身的历史。我们这些解放后出生的一代，需要从老一辈学

者那里学习许许多多的东西，不但要学习他们的知识，更需要学习他们如何做人，学习他们为人

处世的道德与精神。 

 

 

 

 

【部分有关报刊新闻报道及署名文章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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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文集》举行出版座谈会 

（本报讯）日前，北京大学举办了潘光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

有关方面负责人及著名学者费孝通、厉以宁等出席了会议。《潘光旦文集》十四卷日前已由北京

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全部文集共约六百四十万字收录了潘光旦先生一生各个时期的主要著述，

包括著作、论文、日记、旅行记、译著等。潘光旦（一八九九至一九六七）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

生前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任教。他博学多识、学贯中西，在社会学、

优生学、性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史等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文集的出版对于学术界了解、研

究我国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历史，对于端正当前学术风气、提升学术品位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杨

舒）。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 年 6 月 20 日 

 

著名学者潘光旦文集出版 

北京 6 月 17 日电（记者梁枢、庄建）： 

“潘光旦先生优表了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上一代知识分子，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

很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文集留下，便于后人了解他们的思想，但还有很多著名学者的著述尚未

整理出版，他们的许多著述经过抗战、‘文革’收集起来的已十分困难。为了让后人知道他们那

一代人是怎样走过来的，中国近现代的一些思想是如何形成、变化，如何传播的，应当下力量整

理出版他们的著作。”在今天此间举行的〈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面对规模达 14 卷、600

余万字的〈潘光旦文集〉，感触良多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说了这番话。 

潘光旦（1899—1967）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生前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民族学院

等校任教。他博学多识、学贯中西，在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史等领域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潘光旦文集〉，收录了潘光旦先生一生各个时期的主

要著述，包括著作、论文、日记、旅行记、译著等，内容涉及社会学、优生学、家谱学、性心理

学、教育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整理出版潘光旦著述，是一项具有重要文化积累价值的工作。

由于历经抗战迁徙与“文革”浩劫，潘光旦先生的著述多有散佚，重新收集极为艰难。经潘光旦

先生子女二十余年的收集整理，《潘光旦文集》今天终于与世人见面，它的出版对于学术界了解、

研究我国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脉络，继承、弘扬前辈学人的优良学风，汲取前人的重要学术成果

均有积极意义。 

                                                   《光明日报》2001 年 6 月 18 日 

 

一代宗师的珍贵遗产 
     沈昆朋（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潘光旦文集》责任编辑） 

 

《潘光旦文集》的编辑，经过 20 年左右的努力，终于在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问世了。这

是学术界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 

潘光旦遗留的文字，历经漫长岁月和文化浩劫，收集起来颇费功夫。而《潘光旦文集》在保

持遗著原貌的前提下作了认真校订，纠正了原出版中的许多讹误。先生博学，引用典籍繁多，编

辑时一一对照原文进行了核实，同时又加了必要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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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文集》共十四卷，其中一至七卷为专著，八至十卷乃文论，十一卷是诗词、游记、

信函和日记的汇集，十二至十四卷则是世界学术名著的译作，这部文集是提供研究潘光旦先生其

人和其学术成果全貌的最系统、最完善的一部集子。 

作为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潘光旦关注着形形色色的现实社会。他的作品的内容相当广博，

涉及人才、性别、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哲学、历史、教肓、政论等各领域。行文警语迭出，

见地独到，常常振聋发聩，使人大开眼界。作为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主张通才教育，提出教

育应重视学生之健全人格的培养，至今犹为切中时弊之论。1952 年到中央民族学院以后，就全身

心地投入到民族学研究，以土家族研究为例，他不顾残缺之躯，深入到交通极为不便的湘西地区，

跋山涉水，实地调查，以无可辩驳的史料与事实，撰写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

文，为土家族民族成分的确定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他用生物学的眼光盘诘人类社会，其优生学、

社会学的论著皆是横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的学术研究成果。他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国

文化，在早年就写出了以古代女性冯小青为典型的性心理学著作。他翻译了涉及知识面很宽，难

度很大的西方名著，加以大量有学问的注释，附以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成果，堪称中西合璧之作。

他研究土家族、开封犹太人引证的古今书目资料达数百种，既有大量的历代典籍，也有今人的各

学料最新成果。 

潘光旦是一位学者，但不是仅仅拘守书斋或居于象牙塔里的读书人，而是处处牵挂着和人生

休戚相关的实际问题。他对优生学情有独钟，但又远远超过了它的范畴。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对

潘光旦的学术思想和社会理想曾概括地说过：“先生关切的是人类的前途，提出了优生强种的目

标和手段。达尔文只阐明了‘人类的由来’，而潘光旦先生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着眼于‘人类

的演进’。他发挥了中国儒家的基本精神，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改进遗传倾向和教育去培养日臻完

善的人的身心素质。” 

                                                  《光明日报》，2001 年 6 月 21 日 

 

    不仅仅是为了父亲——潘乃穆和《潘光旦文集》 

沈昆朋（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潘光旦文集》责任编辑） 

 

14 卷本、640 多万字的《潘光旦文集》。已于 2000 年 12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全部推出了。

这部鸿篇巨作的主要编者是潘光旦先生的女儿——北大社会学系的潘乃穆同志。 

这部文集是社会学一代宗师潘光旦先生毕生的学术结晶，也凝结着潘乃穆 22 年的心血。 

“四人邦”被一举粉碎以后，潘乃穆和她的姊妹们就着手筹划整理乃父的遗著。然而，以承

担着繁杂的行政工作之身，要在业完成一项庞大的学术工程，这是个尖锐的矛盾。80 年代末，潘

乃穆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选择；辞去职务，提前离休。从此以后，她专一地、全身心地投身下

整理出版潘光旦文集的事业。 

潘光旦先生的著述文稿，在抗日战争中遗失不少，“文革”十年浩劫中又遭受严重损失，因

而光是搜集起来就花去了潘乃穆数年的时间和精力。她以北京为重点，查阅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

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代

史所图书馆；继而沿着潘先生的足迹，奔波于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云

南省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直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只要是有一点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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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竭尽全力查寻，不惜在尘封多年的旧书刊、旧报纸中翻阅、抄录、复制。 

作为这套文集的责任编辑，我与潘乃穆经历了 8 年多的愉快而辛苦的合作，也使我加深了对

潘乃穆的认识和钦敬。 

整理编辑这部文集，大量而繁难的工作是核实书中引用的资料。潘光旦先生博学多识，古今

中外兼通。著述旁征博引，涉及到的中国古籍不仅有经史子集，还有大量的稗官野史，以及方志、

家乘笔记、杂著等等。潘乃穆在可能条件下都一一进行查对，发现异文则往往要核对几个版本。

她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觑着密密麻麻的古文。日积月累，仅图书馆的索书条就积满了一个长长

的卡片盒。就拿文集第 4 卷《存人书屋历史人物世系表稿》来说，全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代

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重要人物的世系图，这些人物上溯祖宗，下迄子孙，旁及姻亲，

纵横交错，有数千人之多，涉及到的史籍有《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旧

唐书》、《世说新语》、《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等等。潘乃穆为整理这部书几乎查遍了引

用的史料，订正了发现的讹误。 

光旦先生的译作有 3 大卷，约 170 多万字，都是世界名著。如霭理士的《性心理学》、恩格

斯的《家族、私产和国家的起源》、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等。潘乃穆编辑这些译作时，尽量

参照英文原本对书中的重要部分作了校订。 

光旦先生的诗词、漫记、书信、日记散佚最多，收集、整理也有相当难度。潘乃穆对这些文

稿也做了许多考证工作。无年代的尽可能加注年代，对有些人和事为方便读者做了笺注。 

文集中图表极多，那些以血缘和姻亲相联系的纵横交错的世系图，印刷工人排起来十分困难；

许多特殊的字在键盘上根本没有。怎么办？潘乃穆就是自己动手排表，自己用不同字形把那些特

殊字拼出来。 

多年来，潘乃穆过着非常简朴而又十分紧张的生活。她每天从早干到晚，双休日、“五一”、

“十一”长假照常干，新年、春节也变成了工作日。严寒酷暑她没歇过，雨雪天也未能阻止她照

样骑车出来，不能骑就吃力地推着。如此，日复一日，月复一年，从 50 多岁的壮年干到了年届

70 的老年。 

22 年过去了，看到这部文集，我不禁想到潘乃穆奋力工作的情景：她在工作中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她在漫长的日子里孜孜矻矻、始终不懈；她为这部书夜以继日、呕心沥血；这样说是

一点也不过分的。 

                                                       《中国读书报》2001 年 8 月 1 日 

 

【论文选编】 

               宁夏城市回族通婚现状调查研究 
                         ——以银川、吴忠、灵武为例 

 

                                       杨志娟 

 

    摘要：尽管族际通婚已成为研究民族关系、民族过程的不可回避的话题，但由于宗教信仰、

生活习尚等问题的敏感性使西北回族的族际婚在大多数家庭中仍不被认可，而族际婚的上升仍是

西北回族群众必须面对的现实之一。回族族内婚在现实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原因和结果如

何，这些问题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未来走向，民族的现代化以及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和融合

的趋势等重大社会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来到中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宁夏，在三个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