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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逻辑学教育开创之筚路蓝缕

钱耕森
*1

【摘 要】: 文章叙述了钱耕森从早年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和哲学，再到北京大学师从江天骥

学习逻辑学，随后到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辅助陈若夫讲授逻辑学的经历，回顾了贵州逻辑学教育开创之发展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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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逻辑学结缘很早，始于 1951年，那年我 17岁，考取清华大学哲学系，因而我有幸成了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三位

大师的学生。

清华哲学系是由金岳霖先生一人于 1926 年创办的，清华哲学系自创建之日起即具有逻辑分析方法的鲜明特色。逻辑分析方

法的这一特色随着清华哲学系的日益成长而不断地发扬光大，成为清华哲学系采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的传统和重点以

及特点。

“金先生在逻辑学界声誉鹊起，尊称他为‘中国的 G．E．Moore’；‘金逻辑’的雅号，也不胫而走。”
［1］

冯友兰说:“鉴于逻

辑在哲学中之重要及在中国原有哲学中之不发达，故亦拟多设关于此方面之课程以资补救。因此之故，本校哲学在外间有逻辑

派之称。”
［2］

P189 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的哲学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即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清华哲学系成了培养逻辑学

人才的摇篮。先后师从金先生，终成逻辑学家或哲学家的有沈有鼎、王宪钧、周辅成、孙道升、任华、张遂五、殷福生(即殷海

光)、冯契、王浩、周礼全、唐稚松、苏天辅、王雨田等。”
［3］

为庆祝清华大学成立 90 周年，我特撰写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与逻

辑分析法》一文
［4］
。最近，我还写了《大哲金岳霖其人其学》、《逻辑分析法: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冯友兰的

＜新理学＞与逻辑分析法》和《大哲张岱年其人其学》
［5］

等文章，来追忆三位大师用逻辑分析方法所阐述的哲学思想。

解放初期，由于受苏联关于逻辑是形而上学、是唯心主义、有阶级性等错误的思想影响，使我无缘直接聆听到金岳霖老师

精彩的逻辑课，因而感到十分的遗憾！但清华哲学系浓厚的逻辑氛围，还是潜移默化地深深感染了我这个普通的学子。

我学形式逻辑课是 1954－1955学年在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授课业师是逻辑学家江天骥老师。同学们选我这个班长兼

学习委员再兼逻辑课代表。这为我 1958年后给贵州大学与贵阳师范学院(即今贵州师范大学)两校学生以及贵州省军区团以上干

部和机关干部、铁四局总部的干校开逻辑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我响应毛泽东主席到“一穷二白”的地方去工作的号召，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大学从事中国哲学

史的教学工作，并参与筹建哲学系(当时，刚重建的贵州大学尚无自己的校舍，暂寄存于贵阳师范学院之内。因此，两校联合成

立一个党委，统一领导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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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贵州工作时，正值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掀起“大跃进”高潮的岁月。

毛泽东主席为了提高干部的素质，在工作方法层面，特地于 1958年 1 月亲自撰写并下达《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他在

有关条例中向广大干部提出了要学习有关的文化、知识与理论。如(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

经济学。(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四十二)学点文学。(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

文。等等。而在(四十三)则提出学点文法和逻辑。

“学点逻辑”，有幸被毛泽东主席也提了出来。

如何落实毛泽东主席关于“学点逻辑”的最高指示呢?

1958年底至 1959年初，贵阳师范学院院长陈若夫，为了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学点逻辑学的号召，决心亲自给全校教职

工和文科学生上逻辑课。他上大学时曾经学过逻辑课。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再没有学过，更没有教过，也就差不多全忘了，

亟需要人帮助他备课。于是，他把两校(贵大与贵师院)学过逻辑学的年轻的助教抽调到他身边组成一个逻辑学备课小组，由杨

信祥(北师大毕业分配来贵师的)、张怀治、颜怀钧(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分配来贵师的)、任吉悌和我本人(北大毕业分配来贵大的)，

好像还有一、二位，共同组成，由我执笔撰写逻辑学讲授提纲。

至 1959年 4月，我们编写出逻辑学讲授提纲(初稿)的一部分，即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思维的基本规律，第三章概念的前 5

节，并铅印成讲义发给学生。至今我手头还保存着一份当年作为我们教学成果寄给我弟弟的铅印逻辑学书稿，让他也分享我这

个哥哥的“杰作”，同时也想培养他的逻辑兴趣。我在第 1 页上题记为:“这是我们集体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为贵州大学和贵阳师

范学院同学编写的。更生(耕森)寄于一九五九(年)，四(月)。”

我们集体编写逻辑教材的时间没多久，很快就只留下我一个人。我一方面继续往后编写，一方面在陈院长每次讲课之前的

晚上去他家帮他备课，他白天忙于办公，没有时间备课，我只能在晚上和他交流，往往讨论到深夜才把课备好。陈院长真是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坚持把逻辑课从头到尾讲完了一遍。他在教学上这种身体力行的表率行为与精神以及对逻辑学的浓厚的兴

趣，深深地感动了我！

陈院长的逻辑课，讲完了一遍以后，就交给我了。我就给贵大和贵师院两校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四个班级开设逻辑课。贵

大和贵师院分开时，我们一些名校分配来的助教却被留在贵师院。于是，我继续给贵师院的中文系和历史系以及 1960年成立的

政教系讲授逻辑课。

在我教逻辑课不久，学院领导将数学系毕业留校的刘诗钟分配来做我的助教，后来还有青年教师王明祥等，都跟我学逻辑。

同学们对逻辑课很感兴趣，听课、课堂讨论、做练习、考试都很认真，学习成绩提高也很快。我至今还保留着 1962－1963

学年第 2 学期政教系一年级学生霍壮如同学听我上逻辑课的笔记本。他是一个聪明爱学的同学，并对逻辑学十分感兴趣，课堂

笔记就记得相当的完整，约 10多万字。其中还有我进行了认真批阅的课堂作业以及我对霍壮如同学笔记的评语。屈指一算，这

本笔记本已保留了半个世纪，非常的珍贵，基本上记录了我 50多年前上逻辑课的主要内容。

由于我在贵大与贵师院上逻辑课的影响较大，《贵州日报》编辑部前来约稿。于是，我撰写了《学点逻辑》一文，发表于《贵

州日报》1961 年 9 月 9日第 3版。实为《贵州日报》上发表逻辑学专文的第一篇。我撰写的《思维要合乎逻辑的规律》一文，

发表于《贵州日报》1961年 10月 14日第 3版。

特别是贵州省军区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学点逻辑的号召，也邀请我去讲逻辑学，讲给团以上干部和机关干部听，我每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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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两次，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们也坚持从头到尾听了一遍。

随后，驻在黔灵山脚下的铁四局总部的干校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学点逻辑的号召，也邀请我去给他们的干部讲过一遍逻辑

学。

那时是没有讲课费的。但是，他们请我吃饭，却不要我交粮票，菜也比较可口，让我吃饱吃好，而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

吃粮特别紧张，有钱也无处买呢！所以，他们请我吃饭吃菜，使我减轻了饥饿之苦，这岂不比给我讲课费还好吗?而这也引来了

一些老师的几分羡慕而又嫉妒的眼神！

1960年贯彻“高校六十条”，开始建国后的第一次全面提升职称。我虽然大学毕业后在大学教书才一年多，还不到两年，离

一般规定教满五年的书的要求还差很多呢！但由于教学认真负责，同时教哲学与逻辑等几门课，任务比较重，教学效果优秀，

又发表了一些文章(在《贵州日报》上发表逻辑学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一些历史故事，特别是 1958年 12月 28日在《光明日

报·哲学》上发表了《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思想》的一篇论文)，竟然有幸被学校破格提拔为讲师上报。后来

由于这“高校六十条”是刘少奇领导制定的，被批为“黑高校六十条”，于我也就没有了下文。而我本人从未过问过，完全相信

领导和组织。直到文革后恢复评职称时，贵阳师院还为我出过有关的证明。

贵州省教师进修学校的余泽宾老师和贵阳市干部业余大学的刘宗棠老师等，对逻辑学很感兴趣，来贵大和贵师院听我的逻

辑课，并不时和我讨论逻辑问题。后来，他们都在各自的学校里开设了逻辑课，并成长为专业的逻辑工作者，当上了逻辑学教

授。

刘宗棠老师(195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回忆说:“20 世纪 50年代中后期，提倡‘学点逻辑’，而且，有关逻辑学的学

术讨论，在全国蓬勃开展。当时我在贵阳市干部业余大学工作，学校也要求开‘逻辑课’，我到贵大和贵师院听钱耕森老师讲逻

辑，并得到钱老师的讲义，边学边教，得到很大的帮助，后来成为专业的逻辑教师。曾主编和参编三、四部逻辑教材。在《贵

州日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贵州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报刊发表过几十篇逻辑学文章。对于钱耕森教授引导入门，

后来成为专业的逻辑工作者，非常感谢！”上述回忆系刘宗棠教授写于 2015 年 11月 28日召开的第十六次中国逻辑史全国学术

研讨会上。

刘宗棠教授现任为贵州省逻辑学会顾问、贵州省儒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逻大(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贵州校友会荣誉会

长。

我的逻辑课一直开到 1964年四清运动后期，当时学校领导受极左思潮影响，对我和其他由于家庭成份高或者所谓社会关系

复杂的教师搞一刀切，统统调出政教系，我本是政教系哲学教研室主任，教哲学与逻辑等专业课。我被调到外语系后，这样我

也就和逻辑与哲学等课的教学无缘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处，学校要我所在的外语系把我列为“横扫对象”，原因是我于 60年代，在《贵州日报》发表

的一些逻辑文章和历史故事。外语系组织了陈典文、何仲先、罗仲仙和几个同学查找问题，但并没有查出问题，这样把我列为

“横扫对象”，也就没有什么根据了。这是何仲先 1967年元月 26日亲笔所写材料作如是交代的。我幸免于大难！但是，我怎么

也没想到逻辑学竟然还会给我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危机呢?！

综上所述，在 1958年毛泽东“学点逻辑”的号召下，贵州也开创了逻辑学教育，在这筚路蓝缕之过程中，陈若夫院长是贵

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开设逻辑学教学的第一人。我本人在贵州逻辑学教育的开创中，也做了点工作与贡献，帮助陈若夫院长

备逻辑课，接着独立开逻辑课多年，编写逻辑学讲义，培养了一批学生、老师与干部，撰写并发表了一些逻辑学文章，播下了

贵州逻辑学的种子。若不是后来的形势变化，我可能还会继续着贵州的逻辑学教育与研究以及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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