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 德 麟 教 授
陶德麟教授

,

湖湘省武汉市人
,

祖籍湖北省黄冈县
, 1 9 3 1

年 1 0 月 出生于上海
。

现 为武汉 大 学研究生 院 副院 长
、

哲学系系

主任
、

校学位评 定委 员会副主席
,

博士研究生导师
,

国务院 学

位委 员会学科评议组成 员
、

国家教委哲学学位授予点评议组 召集人之一
,

中国 大百科 全书哲

学卷总论及辩证唯物主 义学科副主编
,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 务理事
,

湖北省社会科学联

合会 副主席兼哲学学会会长
、

伦理 学会顾 问
,

武汉市社会科 学联合会副主席
、

哲学学会顾 问
。

1 9 5 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

陶德麟教授在湖北武昌实验中学学习时即对哲学
、

文学艺术和 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
,

十六岁时即撰 写过《孟荀论性平议》
、

《评墨子兼爱说》等论文
。

1 9 4 9年以 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

学外文 系
、

华中大学外文系和 武汉大 学经济 系
。

1 9 5 3年毕业于武大 经济系
,

留校任著名哲学

家李达教授的科研助手
,

在李达的指导下钻研哲学
。

1 9 5 6年重建武大哲学系时任该 系助教 ;

1 9 6 1年任讲 师 ; 1 9 8 0年任 副教授
; 1 9 8 2年任教授至今
。

陶德麟教授二十多岁时即为武大哲学系本科生和 全校理科研究生 系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 史唯物主义
,

多次为全省广 大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作哲学专题讲演
。

他善于 以生动形象

的语言分析抽 象的理论问题
,

逻辑严谨
,

深入浅 出
,

受到各类听众的普遍赞誉
。

他从 1 9 5 5年

年开始发表哲学论 文
,

至今 已有一 百余篇
,

在学术界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
。

1 9 5 6 年他在 《哲学

研 究》上发表《关于
“

矛盾同一性
”

的一点意见 》一 文
,

对 当时国 际影响很大的苏联 《简明哲学辞

典》 ( 罗森塔 尔
、

尤金主编 ) 的
“

同一性
”

条 目释 文提 出批评意 见
,

指 出《辞典》认为战争与和平
、

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
、

生与死等等
“

根本时立和互相排斥的现 象之间没有同一性
”

的观点是违

背科学事实和唯物辩证法理论的
。

这 是 解 放 后 我 国 哲 学 界 对 苏 联 著 名 学 者 的 著 作 公 开 提 出 批

评 的 最 早 文 章 之 一

。

后 来 《 辞 典 》 据 此 作 了 修 改
。

1 9 61 年李达教授 受毛泽 东主席的委托
,

主 编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大 纲 》
,

hajI 德麟是此书的主要撰 稿人
。

他 在 李 达 教 授 的 指 导 和 其 他 青 年 同 志 的 协

助 下 辛 勤 劳 作

,

历 时 五 载

,

在
1 9 6 5年 下 半 年 完 成 了上 卷 送 审 稿
。

1 9 6 3年 至 1 9 6 4年 他 在 《 红 旗 》
、

《新 建 设 》 等 刊 物 上 发 表 长 篇 文 章
,

参 加 关 于 真 理 问 题 的 讨 论

,

受 到 了 哲 学 界 的 重 视 和 好 评

。

在

“

文 革

”

期 间 肉 德 麟 教 授 受 到 长 时 间 的 迫 害

, “

劳 动 改 造

”

八 年

,

被 剥 夺 了 教 学 和 研 究 的

权 利 达 十 年 之 久

。

这 使 他 深 入 思 考 了 一 系 列 关 系 祖 国 命 运 的 重
大 问 题

。

粉 碎

“
四
人 帮

”
以 后

,

他 立 即 以
高 昂 的 热 情 投 入 了 理 论 战 线 上 反 对

“
两 个 凡 是

”

观 点 的 斗 争

。
1 9 7 8年 在 有 历 史 意 义

的 关 于 真 理 标 准 问 题 的 全 国 性 讨 论 会 上
,

他 主 持 一 个 大 组 的 讨 论

,

并 作 大 会 发 言

。

他 的 发 言

旗 帜 鲜 明

,

论 证 有 力

,

受 到 与 会 者 的 高 度 评 价

。

他 还 及 时 地 向
《 哲 学 研 究 》 编 拜 部 提 供 了 毛 泽

东 主 席 给 李 达 教 授 的 三 封 讨 论 《 实 践 论 》
、

《 矛 盾 论 》和 其 他 理 论 问 题 的 亲 笔 信 复 印 件 (其 中毛

泽 东接 受 了李达 的意 见
,

明 确 表 示 《 实 践 论 》 中 把 太 平 天 国 放 在 义 和 团 一 起 作 为
“

排 外 主 义

”

的

说 法 不 安

,

再 版 时 拟 加 修 改 )
,

经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党 组 报 党 中 央 批 准 公 开 发 表

,

对

“
凡
是

”

的



。

陶 德 麟
回 到 武 汉
后 不 顾 风 险

,

冲 破
队 力

,

多 次 在 各 种 报 告 会 上 阐 述

实 践 是 检 验 真 理 的 唯 一 标 准 的 原 理

,

尖 锐 地 批 评

“
几
是

”

观 点 在 理 论 上 的 谬 误 和 实 践 上 的 危 害

性

,

指 出 只 有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才 能 免 于 亡 党 亡 国

。

为 了 解
决 广 大 群 众 和 干 部 的 疑 问

,

他 相 继 发

表 了 《 关 于 真 理 标 准 讨 论 的 几 个 问 题 》 (《 哲 学 研 究 》 )
、

《 逻 辑 证 明 与 真 理 标 准 》 (《 哲 学 研 究 》 )
、

《 认 识 的 对 象 是 检 验 真 理 的 标 准 吗 ? 》 (《 江 汉 论 坛 》 ) 等 一 系列 论 文
,

对 实 践 是 检 验 真 理 的 唯 一

标 准 的 观 点 作 了 进 一 步 的 理 论 论 证

。

其 中
《 逻 辑 证 明 与 真 理 标 准 》 一 文 获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顽 发

的 优 秀 科 学 论 文 奖
、

湖 犯 省 社 联 硕 发 的 优 秀 论 文 荣 誉 奖

。

1 9 7 9年 陶 德 麟 针 对 建 国 以 来 的 教 训
,

在 《 尤 明 日 才及》 上 发 表 了 《 百 家 争 鸣 与
“

两
家

”

争 鸣
》
、

《 不 能 用 专 政 的 办 法 解 决 精 神 世 界 的 问 题 》

两 文 , 指 出 把 百
家 争 鸣 归 结 为 无

产 阶 级 与 资 产 阶 级 的 斗 争

,

甚 至 用 专 政 的 办 法 未 解
决 思 想 文

化 问 题

,

是 根 本 错 误 的

,

这 种 方 针 必 将 窒 息 以 至 毁 灭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

两 文 发 表
后
在 国 内 外 引

起 强 烈 反 响

,

对 解 放 思 想

、

拨 乱 反 正 起 了 良 好 作 用

。

1 9 7 8年 肉 德 麟 教 授 受 人 民 出 版 社 委 托
,

根 据 李 达 教 授 生 前 的 嘱 托

,

修 订 整 理 了
1 9 6 5年 脱

稿 的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大 纲 》 上 卷 送 审 稿
,

以 《 唯 物 辩 证 法 大 纲 })( 李达主编 ) 为书名 出版
。

这 部

三 十 七 万 字 的 著 作 受 到 学 术 界 的 广 泛 重 视

, 《人 民 日 报 》
、

《 光 明 日 报 》
、

《 哲 学 研 究 》
、

《 社 会

科 学 战 等 》 等 刊 物 均 发 表 专 文 或 消 息 予 以 评 介
,

认 为 是 一 部

“

优 秀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专 著

” 。

此 书 获 武 汉 大 学 优 秀 科 研 成 果 一 等 奖

、

湖 北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特 别 荣 誉 奖

。
1 9 8 0年 陶 德 麟 教 授

与 其 他 同
,

志 共 同 主 编 《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与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教 科 书
,

为 省 内 外 高 等 学 校 和 各 级 党 校

广 泛 采 用

,

重 版 四 次

。
1 9 7 8年 至 1 9 8 2年 与 其 他 同 志 共 同 编 挥 出 版 了 《 李 达 文 集 》 四 卷 共 二 百 二

十 万 字
,

并 发 表 了 李 达 研 究 论 文 十 余 篇

,

多 方 面 地 论 述 了 李 达 在 中 国 现 代 思 想 上 的 重 要 地 位

,

澄 清 了 许 多 流 行 的 误 解 和 偏 见
,

为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传 播 史 和 发 展 史 以 及 现 代 思 想 史 的 研 完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材 料

。

陶 德 麟 教 授 积 极 参 加 国 内 外 学 术 活 动

。

粉 碎

“

四 人 帮

”
以 后 他 应 邀 在 全 国 各 地 作 过 几 十 次

学 术 报 告

,

受 聘 为 中 共 湖 湘 省 委 讲 师 团 专 业 导 师

、

中 共 武 汉 市 委 讲 师 团 兼 职 教 授

、

江 西 大 学

兼 职 教 授

、

湖 拓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特 约 研 究 员

、

武 汉 水 利 电 力 学 院 荣 誉 教 授

、

广 东 省
《现 代 哲 学 》

杂 志 及 湖 北 省 《 青 年 论 坛 》 杂 志 顾 问
,

为 推 动 我 国 哲 学 事 业 的 繁 荣

,

提 高 广 大 干 部 和 青 年 的 哲

学 素 养 付 出 了 大 量 的 精 力

。
1 9 8 5年

,

他 作 为 武 汉 大 学 赴 美 教 育 考 察 团 成 员 到 美 国 斯 坦 福 大 学

、

加 州 大 学 (伯克利 )
、

圣 地 亚 哥 大 学

、

伊 利 诺 大 学

、

俄 亥 俄 州 立 大 学

、

哈 佛 大 学

、

那 普 大

学

、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考 察

。
1 9 8 6年 作 为 中 国 哲 学 家 考 察 团 成 员赴 香 港

、

澳 门 考 察

,

与 香 港 大 学

、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

澳 门 东 亚 大 学 师 生 进 行 学 术
交 流

,
回 答 海 外 学 者 提

出 的 各 种 问 题 或 疑 问

。

陶

德 麟 教 授 认 为 决 不 能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弄 成 脱 离 世 界 文 明 发 展 大 道 的 自 我 封 闭 的 僵 化 体 系

,
而 必

须 面 向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

面 向 世 界

、

面 向 未 来

,

勇 敢 地 打 破 一 切 自 我 束 缚 的 教 条

,

与
当

代 各 种 思 潮 对 话 交 锋

,

有 分 析 地 吸 取 人 类 文 化 海 洋 中 的 一 切 积 极 成 果

,

不 停 顿 地 丰 富 和 发 展

自 己
,

使 马 克 思 主 义
真 正 成 为 时 代 的 号 角 和 进 步 人 类 的 精 神 支 柱

。

为 此 他 曾 在
《人 民 日 报 》 等

报 刊 上 发 表 《 关 于 马 克 忍 主 义 哲 学 原 理 教 学 中 的 几 个 问 题 》
、

《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与 改 革 》
、

《哲

学 专 业 教 学 改 革 管 见 》 等 文
,

受 到 国 内 外 人 士 的 关 注

。

陶 德 麟 教 授 学 识
渊
博

,

视 野 开 阔

,

才 思 敏 捷

,
治

学 严 谨

。

他 热 情 扶 持 青 年

,

甘 当
人 梯

,

花 费 大 量 的 精 力 帮 助 青 年

,

鼓 励 并 创 造 条 件 让 学 生 尽 快 地 超 过 自 己

。

他 培 养 的 研 究 生 中 有 的

已
在 学 术 界 崭 露 头 角

。

目 前

,

陶 德 麟 教 授 正 在 从 新 的 视 角 研 究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原 理 特 别 是 认 识 论

,

带 领 他 的 博 士

研 究 生 撰 写 新 的 哲 学 教 科 书 和 新 的 认 识 论 专 著

,
以 期 有 新 的 成 就

。

( 雍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