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正夫教授追思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2020 年 12 月 5 日，陈正夫教授追思暨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大学前湖校区隆重

举行，会议由江右哲学研究中心、人文学院哲学系共同举办。来自北京、厦门、

海口、南京、杭州、汕头、深圳、南昌等地陈正夫教授的学生、亲属等 30 余人

参加本次会议。南昌大学副校长朱友林教授，校党委常委、统战部滕勇前部长，

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宋三平教授，离退休工作处刘敏处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黄

志繁教授等出席会议。



陈正夫教授生于 1930 年 10 月 8 日，2020 年 10 月 17 日逝世，享年 90 岁。

海南省文昌市人。1952 年至 1956 年就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58 年毕业于华

东师范大学中国通史研究班。1958 年起先后任江西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

江西大学哲学系主任、江西大学副校长，1993 年起任南昌大学教授。曾经担任

的社会兼职有：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江西省哲

学学会理事长、江西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等。陈正夫教授一生从事中国哲学

教学与研究，对宋明理学尤有精深研究，对教育哲学有独到研究。先后出版 8

部著作及编著，发表论文约 100 篇。陈正夫教授是国际国内中国哲学研究的知名

专家。

会议首先播放了陈正夫教授的遗孀——90 岁高龄的何植靖教授特别为本次

会议录制的视频讲话。何教授讲述了陈教授善于学习、追求上进，学术伉俪如何

“开夫妻店”共同研究中国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积极对话交流。何教授讲话

言简意赅，话语亲切温润，给人启迪。亲属陈晓青教授、陈积流同志追忆父亲的

言传身教，对事业的执着与认真，为人真诚与谦和，给晚辈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这些精神一直对子女及孙辈的工作和生活起到重要的影响。



副校长朱友林教授表示，陈正夫教授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为学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学校今天所取得的成绩，与陈正夫

教授的积极贡献是分不开的。他一生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热爱他所从事的

哲学事业。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与继承。滕勇前、宋三平、刘敏、

黄志繁各自回顾了与陈教授的交往，表示要将陈教授留给我们的敬业精神和服务

奉献的精神加以继承、弘扬和发展。

学生们结合各自受教的经历与体会，从多方面追思和缅怀陈老师的德业影

响，讨论陈老师的学术思想。谭邦君同志追忆陈老师以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

方法论发凡》为教材，讲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的真切情景，经常开展课

堂讨论，收获极大。杨雪骋教授回顾本科毕业论文在陈老师指导下研读《象山集》，

学位论文“陆九渊心学思想研究”获得优秀成绩，继而留校任教。此后在陈老师

指导下走上中国现代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廖晓明教授畅谈与陈老师交往中

的点滴，在陈老师指导下完成“孔子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本科毕业论文，取得优

秀成绩。经陈老师提名留校任教，得到陈老师鼓励，继续坚持学术研究。张广保

教授深情回忆陈老师、何老师是他读书入门、走上学术道路的启蒙老师。陈老师

等前辈学者学术研究的领域跨度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自己的特色。希

望南昌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进一步突出自身的特色，江右哲学研究是一个很有特

色的学术领域。刘湖北教授追忆课堂上听陈老师讲到孔子的仁涉及人与人的关系

的含义，受此启发写成“论仁”的文章，得到陈老师的肯定，陈老师同时指出对

仁的理解不能片面化，比如还有仁爱、忠恕、孝悌等含义，启发极大。何建辉同

志回顾陈老师讲授中国哲学史，通俗易懂，终身受益。李承贵教授结合自身的学

术经历，特别讲述硕士学位论文确定以严复思想研究为主题，得到陈老师的肯定

和悉心指导，进而走上近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道路。陈寒玉教授从课堂学习、研

读原著、日常生活等方面追忆陈老师、何老师的指导和关心。杨柱才教授从长期

跟随陈何二位老师学习和交往交流中，深切感受到陈老师是江西宋明理学研究的

开创者，也是江右哲学研究的奠基人。我们要沿着二位老师开辟的学术领域和方

向，继续前进。邓庆平教授作为陈老师的再传后学，认为从宋明理学研究的历程

和成就来讲，陈老师是江西宋明理学研究的重要先驱人物。田炳郁、程英姿、李

昶、徐福来教授等也做了发言。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的董根洪教授特作七律《敬念



恩师》，朱人求教授提交文章《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怀念陈正夫先生》，表达

对陈老师的缅怀之情。

大家还共同讨论陈老师、何老师的学术论著，一致认为，《朱熹评传》是国

内朱熹哲学思想研究较早的著作，得到学界高度评价和重视。《许衡评传（附许

谦评传）》是元代理学研究较早的著作，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陈老师对传统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切和思考，形成为《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

近代哲学也是陈老师长期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发表了多篇重要论

文。陈老师在长期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写成《教育哲学与跨世纪

教育》一书。陈老师在教学上认真负责，注重学习方法的教育和引导，鼓励学生

扎扎实实读原著，多读书，多思考，勤研究。陈老师为人公道正派，通过言传身

教培养学生的思想情操和道德观念。陈老师的学术和品德，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人文学院哲学系硕士生刘雨涵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