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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洪恩和他的土家族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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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重庆400065)

摘暋要暋萧洪恩教授是1986年投身土家族哲学研究的。20多年来,他历尽艰辛在土家族哲学的研究领域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09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0万字的《土家族哲学通史》一书,使土家族哲学

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甚至完全可以说,萧洪恩已经成为土家族哲学研究的第一人。在今天,土家族研究面

临着提升学理水平、推动土家族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协作攻关等艰巨任务,萧洪恩正在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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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2009年,萧洪恩教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迄

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土家族哲学通史》,

80万字。应该说,我是这部著作最早的读者之一。

早在2008年,萧洪恩用这部著作的手稿申报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的后期资助项目,我有幸做了这个项目

的通讯评委之一。虽然我等极力推荐,但因某种原

因被否定掉了。这部著作出版后,萧洪恩迅速给我

寄来了样书,我即觉得应写点什么。写什么好呢?

一拖不知不觉2年就过去了。老实说,手捧萧洪恩

的这部大作,我百感交集,既感叹萧洪恩这位土家族

的儿子和哲人为802万土家族人民树立了一座雄伟

的哲学丰碑,又羞愧我等的懒惰和无能。同时,在这

部著作出版2年以来,我还看到了很多既严肃、全面

又充满感情的评论、介绍等文章,因此,我就不想来

“炒现饭暠了,我想从朋友的角度写一点萧洪恩其人

以及他的土家族哲学研究,当然,我也想谈点关于土

家族研究的学理升华等问题,算我还了一笔信誉账。

暋暋一、萧洪恩其人

萧洪恩生于1961年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暠,是

地地道道的恩施咸丰人,他比我小好几岁,所以当我

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常称他为“萧老弟暠。1979年,

萧洪恩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学士学位。

1983年,他又师从著名哲学史家、教育家、诗人兼书

法家的萧萐父教授、著名易学家唐明邦教授以及著

名荀子研究专家李德永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硕士学

位。也就在这一年,我们共同的家乡湖北省恩施地

区成立了全国迄今为止最后一个自治州———鄂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1986年改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1986年,自治州领导深感这个刚成立不久的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缺乏的是人才,所以,他们便到

武汉乃至全国各地大肆网络人才。萧洪恩恰好这一

年完成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浅析暣易纬暤中
的辩证思维因素》,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在自治

州领导“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暠的真诚感召之下,萧洪

恩毅然踏上了回到自己那贫穷落后的家乡的征程。

老实说,当时的硕士不但在恩施这样的少数民族自

治州甚至在全国,都还是“稀缺资源暠,甚至可说是凤

毛麟角,所以,仅凭这一点,我就非常佩服我的这位

“萧老弟暠。他当时是完全有足够的条件留在大城市

的,如果换在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像他那样想呢?

1987年,我有幸到萧洪恩所在的恩施自治州州

委党校参加一个所谓“青干班暠的学习,萧洪恩做我

们的哲学教员。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有幸认识了,并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屈指算来,已经20多年了。萧

洪恩不但课讲得很好,而且富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一
身正气,“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暠,并且风趣幽默,

深受学生的爱戴,不愧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萧萐父

教授的得意门生;萧洪恩不但聪慧过人,而且还是一

个性情中人,耿直、爽快,不趋炎附势,不拖泥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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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讲老实话,为朋友甘愿“两肋插刀暠,的确有当年

“竹林七贤暠的遗韵。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萧洪

恩曾经萌生了调到地处恩施的湖北民族学院的念

头,想去当一个正宗的教书匠,并且与湖北民族学院

的领导基本达成了意向,所以,萧洪恩的大名早被

湖北民族学院为了评估等挂在了自己的名下,但
正式调入的事情却始终被搁置着,应该说这是一

个遗憾。

暋暋二、萧洪恩的土家族哲学研究

谈到萧洪恩,当然就一定要谈他的土家族哲学

研究,否则,萧洪恩就不全面了。在攻读硕士学位期

间,萧洪恩主攻的是中国哲学史和《周易》等,所以他

具有中国哲学的扎实功底和广阔背景。萧洪恩是

1986年回到恩施的,而恩施与宜昌的长阳五峰、重
庆的三峡地区等一起,可以统称为“巫巴山地暠,这块

地区不但是古代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发源地,而
且很可能,这块地区还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因为在

这块地区发现了距今200万年以上的“巫山人暠和
“建始人暠,这是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

人类化石。1983年,恩施又成为了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加上萧洪恩本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家汉子,
同时,也在土家族地区迅速掀起的土家族研究热的

熏陶下,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感召下,萧
洪恩这个土家汉子的民族本能很快就与土家族研究

的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牢固地结合起来,他一下子

就被吸引过来了,并且发誓要努力研究自己所属的

土家族,以及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家族地区。并

且,萧洪恩还扬长避短,很快就瞄准了土家族的哲学

研究,这样既能充分运用自己的学术功底、背景和优

势,同时又能占领土家族研究的高地和填补空白。
因为谁都知道,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如果一个民族的

哲学越成熟,就标志着这个民族的成熟程度就越高。
再客观地说,当时能够象模象样地对土家族哲学进

行研究的人,在恩施乃至整个土家族地区实在少得

可怜,所以,萧洪恩凭着一腔土家汉子的热血,义无

反顾地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土家族的哲学研究中

去,这应该是一件一举几得的大好事。
很快,萧洪恩就在自己奋勇开拓的土家族哲学

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成果。
如果从他投身土家族哲学研究开始,20多年来已经

公开发表了学术论文100余篇,并且,很多论文都是

开拓性的。特别是1999年,萧洪恩在湖北民族学院

组织编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土家族研

究暠丛书第一批书目中,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土家族哲

学研究专著———《土家族口承文化哲学研究》,20余

万字,应该认为,这部著作基本奠定了萧洪恩作为土

家族哲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我当时在这套丛

书中,也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土家族的传统伦理

道德与现代转型》一书。萧洪恩的这本书,的确是一

部开山之作。他大胆地对以前土家族哲学的许多零

散研究作了第一次全面的总结与提升,明确了研究

对象,确立了一批土家族哲学的概念、范畴,建构了

一个土家族哲学的初步框架,为最终科学地全面地

构建“土家学暠的学科结构作了很好的“理论储备暠。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

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暠但理论思维的锻

炼与提高,“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

别的手段。暠[1]可以认为,萧洪恩的这本书,对于解读

和构建土家族哲学,提高土家族的理论思维水平,提
供了第一个蓝本,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002年,萧洪恩又在湖北民族学院组织编撰、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土家族研究暠丛书第二

批书目中,出版了《土家族仪典文化哲学研究》一书。
很凑巧,我也在这套丛书中出版了《土家族区域可持

续发展战略研究》一书。如果说,萧洪恩的《土家族

口承文化哲学研究》主要的侧重点在于对土家族哲

学的研究对象、概念和范畴、基本框架等进行梳理和

构建的话,那么,《土家族仪典文化哲学研究》的侧重

点则主要在于通过土家族的一些具体仪式典礼,既
从哲学上进行“形而上暠的理论提升,又从习俗上进

行具体的实证。这部著作首先对仪典文化的概念、
特征、分类、功能及其发展等进行了科学地梳理;其
次是对土家族的“过年暠、“过赶年暠仪典,其他节日仪

典,狩猎中的“赶仗暠仪典,建房仪典,薅草锣鼓仪典,
婚事仪典,丧事仪典等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并从中提

炼出其哲学的真谛来。应该说,这部著作具有开创

性、全面、完整、新颖等特点。

2009年,萧洪恩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学术爆发

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全

景式哲学专著———《土家族哲学通史》,80万字。应

该说,萧洪恩经过多年的艰苦跋涉之后,终于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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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哲学的珠穆朗玛的最高峰。我想,此时此刻

的萧洪恩,应该有一点“一览众山小暠的感觉了。《土
家族哲学通史》内容系统、厚重,具有开拓性和创新

性,不仅填补了土家族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也

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萧洪恩为土家

族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一份独特的贡献。
这部著作从探讨土家族哲学研究的方法入手,重点

着眼于土家族哲学不同阶段的转型。分上、中、下三

篇,分别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土家族哲学进行了全面

而系统的阐明和探讨:上篇总论土家族哲学,阐明了

土家族及其哲学传统,厘清了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

成与转型;中篇集中考察和讨论了土家族传统哲学,
包括土家族哲学思维的萌芽、賨人思想家鹖冠子的

哲学思想、土家族地区部分学者的哲学思想、《田氏

一家言》的哲学思想、封建社会末世的历史批判与哲

学反思等;下篇则探讨了土家族近现代哲学,包括土

家族近现代哲学的转型、辛亥革命前后土家族哲学

的新变化、土家族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阐释、沈
从文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等。应该说,本书

既是萧洪恩作为一个土家族子孙研究土家族哲学所

取得的最新成果,同时又是最重要的成果。这部著

作第一次对土家族哲学进行了全景式展现,充分凸

显了土家族哲学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个人风格的魅

力,的确是一部难得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土家族

哲学专著。武汉大学著名的李维武教授,也是萧洪

恩的博士导师,在《序言》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这部

近八十万字的专著,是一个土家族儿子对自己民族

哲学智慧的礼赞,是一个土家族学者对自己民族心

路历程的反思。在这礼赞与反思之中,洪恩以他真

挚的民族情感和严肃的理性思考,为我们展开了土

家族精神生活和智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使我们

直接感触到了土家族由远古走向现代的生命跃动和

思想足迹。暠[2]

2010年,萧洪恩马不停蹄,又在中国书店出版

社出版了《20世纪土家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一书。
他从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与土家族哲学社会思

想的关系入手,不但以土家族哲学社会思想流变的

简要历程为背景,而且还以土家族对20世纪的哲学

认知及社会实践为基础,分别研究了辛亥革命前后

土家族的哲学社会理想、土家族马克思主义者的哲

学社会思想、徐复观与沈从文的哲学社会思想基本

比较、20世纪下半叶土家族的哲学自觉与社会建构

等问题。

2011年,萧洪恩又发表了3篇重要的中国少

数民族哲学研究的论文:《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

性问题研究述评》[3]、《全球性现代化视域的中国

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探析》[4]、《哲学的经验与情感:
从黑 格 尔 那 里 寻 求 中 国 少 数 民 族 哲 学 的 合 法

性》[5],从这3篇论文的发展势头看,萧洪恩似对

土家族哲学研究有更深度的开拓。我们衷心希望

并完全相信,萧洪恩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一定会

在土家族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取得更加辉

煌的成就。

暋暋三、土家族研究的学理升华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土家族是被确认的最迟

的少数民族之一,它是新中国以后的1956年11月才

被正式确认的。但事实上,土家先民———巴人在整个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文化灿烂。
所以,就对巴人或土家人的研究而言,一些学者早在

新中国之前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是,对土家

族进行全方位的学理研究,却是新中国以后的事情。
我曾经把新中国以后的土家族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属于认定和研究土家族的第一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尺度,
从历史与心理素质、经济、语言等方面全方位地寻找

确认土家族的学理依据,应该说,以潘光旦、王静如等

大家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们

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为最终确认土家族为一

个单一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他
们也为全方位地研究土家族奠定了丰厚的学理基础。
很可惜,接踵而来的是中国社会长达20年的左倾年

代,土家族研究基本上被中断了。20世纪80年代,属
于改革开放之后土家族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

的主要特征有2点:一是全面恢复对土家族的认定和

成立相应的民族自治地方;二是一批学者和土家族的

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对土家族的各种民俗事象展开研

究,这既有利于为全面恢复对土家族的认定增添新的

依据,又成为了后来进行全方位学理研究的一个良好

中间环节。应该说,萧洪恩就是在这个阶段踏进土家

族研究门槛的,我则比他晚几年进入这个领域。20
世纪90年代,应该进入了土家族研究的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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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土家族研究已全方位地进

入了学理研究的阶段,其标志有2点:一是1991年,
贵州省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土家学研究会暠,首次提出

了“土家学暠的概念,这应该是破天荒的,“土家学暠概
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学理意义。我曾经在2004年出

版的《土家学概论》一书和一些论文中,都认为“土家

学暠的概念是1997年由湖北民族学院的一批学者率

先提出来的,事实上这不准确,应该给予纠正,应该归

功于贵州的土家族人及其学者。二是1999年,湖北

民族学院组织编撰了“土家族研究丛书暠,加上2002
年出版的第二批书目,共计16本,涵盖了土家族哲

学、伦理道德、经济以及种种民俗事象,可以认为,这
套丛书达到的学理深度、涉及的研究范围、产生的社

会影响等等,都是空前的。因此,正由于“土家学暠概
念的提出和研究的全方位展开,我们完全有理由认

为,土家族研究已经进入了全方位的学理研究阶段。
应该说,萧洪恩在这个阶段是立下了大功的,他主要

是对土家族哲学进行了概念、范畴、历史发展过程、土
家族的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及其思想等等,进行了科

学梳理,不但完整地构建了一座土家族哲学的思想大

厦,而且内容之全面、方法之精妙、结构之严密,都是

以前没有的。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缺乏哲

学思辩,时刻都处于浮躁不安的民族,注定是要失败

的和没有前途的。而那些赋予哲学思辩的民族,即使

失败了,也终久会再爬起来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此,我们足可以窥见到提升一个民族的哲学思辩能

力是何等的重要。在这里,我们要由衷地感谢萧洪恩

教授,他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在为整个土家族奠定

坚实的思想基础,他和我们一道,一个共同的心声就

是希望我们所归属的土家族不断地得到物质与精神

的提升,希望土家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希望土

家族人民的哲学思辩能力越来越强,希望土家族人民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学理暠者,科学上的原理或法则也。或者说,它

是从某个学科或原理的角度对某种事物进行的理论

分析,而不是实证。在西方,通常喜欢把进行这种学

理分析的人归入所谓“学院派暠。章炳麟曾经在《东
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赞扬过西方民族主义学

理的精致:“诸君所说民族主义的学理,圆满精致,真
是后来居上。暠[6]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曾

评论说“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暠[7]。由

此,我们提出对土家族的研究要对其学理进行升华,
要注意学理研究,但同时也必须要求学理上的“圆满

精致暠,而绝不应该“深晦暠。
从当前来看,摆在土家族研究面前的主要任务

应该有3点:一是努力提升土家族研究的学理水平,
力争尽早地构建出科学的“土家学暠学科结构,从而

真正地确立土家族的精神家园。客观地说,从土家

族被正式认定到现在,尽管中间经历了20年的停

滞,但总体来说,仍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可有

一点又不得不承认,就是以前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比

较单一的民俗事象上,缺乏学理总结和归纳。尽管

从土家族研究的第三阶段之后,在学理研究上有了

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仍然是不足的,特别是缺乏

“土家学暠的学科构建。因此,我们特别希望多一些

像萧洪恩这样的既有民族的拳拳之心又有很强研究

能力的专家,先力争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突破,然后

再从学理上进行宏观的总结、综合和归纳,最终必然

会构建起科学的“土家学暠的理论大厦来。二是全面

研究土家族地区及其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

展,要使土家族地区尽快实现全面小康,然后在此基

础上迅速向现代化迈进。大概从秦、汉以后,巴人及

其后裔土家族就基本上聚居于湘、鄂、渝、黔交界的

武陵山区了,久而久之,武陵山区必然会形成为一个

独特的经济文化圈,必然会具有自身独特的经济和

文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武陵经济文化圈看成是

整个中华大文化圈中的一个小文化圈。有人认为,
武陵山区在历史上是一个民族走廊,恐怕这种看法

并不符合实际,它并不是一个流动的民族走廊,而是

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文化圈。在今天,国家不但把

武陵山区的发展纳入了西部大开发的宏观战略,而
且还专门针对武陵山区制定了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

战略,从各方面都给了武陵山区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遇。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尚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

研究,去探索,既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又需要及时

的对策研究,因此,土家族的研究者们一定会大有可

为。三是土家族的研究者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攻

关,不能各自为政。否则的话,土家族研究就会是一

盘散沙,缺乏凝聚力。如果不能进行团结协作,共同

攻关,不管是提升土家族研究的学理水平也好,还是

推动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罢,都将

受到不应有的阻碍。

901



暋暋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总102期)

参暋考暋文暋献

[1]暋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85灢286.
[2]暋李维武.土家族哲学通史·序[M]//萧洪恩.土家族哲学通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
[3]暋萧洪恩.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评[J].湖北民族

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16灢121.

[4]暋萧洪恩.全球性现代化视域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探析[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3):303灢309.
[5]暋萧洪恩.哲学的经验与情感:从黑格尔那里寻求中国少数民族

哲学的合法性[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
(4):434灢442.

[6]暋洪安南.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1996:29.
[7]暋李大钊.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5.

XiaoHong灢enandHisStudyonTujiaPhilosophy

ZHOUXing灢mao,DINGYi
(DepartmentofTeachingandResearchofPoliticalTheory,Chongqing

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Chongqing,400065)

Abstract暋ProfessorXiaoHong灢enstartedtoresearchTujiaphilosophyin1986,andhehasmade

greatachievementsinthestudyfieldofTujiaphilosophyinthepast20years,mostimportantly,his
bookHistoryofTujiaPhilosophywhichcovers0.8millionwords,waspublishedbyPeople暞sPublishing
Housein2009,whichmadethestudyonTujiaphilosophytoreachanewpeak.Therefore,itcanbeeven
saidthatprofessorXiaoHong灢enisthefirstpersoninthestudyofTujiaphilosophy.Nowadays,studyon
Tujiaisfacingsomanyarduoustasks,suchasraisingthetheoreticallevel,promotingeconomicandso灢
cial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ujiaareas,collaborativeresearchandsoon.Wesincerelyhopethatpro灢
fessorXiaoHong灢enwillmakemorebrilliantachievementsintheprocessoffinishingthisdifficultre灢
searchtask.

Keywords暋XiaoHong灢en;Tujiaphilosophy;historyofTujiaphilosophy;studyonphilosophy;

philosophyspecu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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