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 汝 贤

叶汝贤(1936 年－2009 年），出生于合浦县公馆镇，1961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历

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该基地的首任所长。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学科评委、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委员、广东哲学学会会长、《现

代哲学》杂志社社长等职。

是全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统编教材的首席专家，个人专著《唯物史观发展

史》《哲学入门》以及其他许多论文，对当代中国有着广泛乃至深远的影响。与广东省委

宣传部合作，编撰和出版了三套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丛书。

承担多项国家和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出版专著和教材共七部，主编丛书三套共 40 多

种，发表论文几十篇。曾先后获中山大学教学优秀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教

委首届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香港高等学术研究中心“老教授学术成就奖”、广东省政府

颁发的广东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山大学教学校级名师奖，并从 1992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

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把 职 业 当 信 仰

2009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7 时 25 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家、教育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叶汝贤教授不幸因病在广州逝

世，享年 73 岁。《现代哲学》杂志社 2009 年第 6 期中刊登了《送别叶汝贤》的文章，最

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先生一生尊德问学，桃李天下，如今驾鹤西去，希望有宁静和安详永伴。我们深

知，办好杂志是先生的重要遗愿。编辑部同仁定谨记先生教诲，拓展思路，不断进取，不

辜负老主编、老社长的嘱托与希望，把我们的杂志办得更好。让先生放心。先生一路走

好……

2010 年 12 月 1 日，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哲学学会、广东马克思主义学会、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刘嵘、高齐云、叶汝贤的学术

贡献与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研讨会。会议由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山大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梁庆寅教授、广

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田丰博士、广东省教育厅李小鲁副厅长、以及刘嵘、高齐云、

叶汝贤教授的同辈学者及其他中青年学者约 50 人出席，共同缅怀三位前辈的学术贡献。

叶汝贤教授之所以赢得如此多的赞扬与他求是的传统、创新的精神以及在学科领域突出贡

献分不开。

叶汝贤，广西合浦人，1936 年 10 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读书兴趣广泛，当时

乡下书籍奇缺，没有选择余地，天文地理、文学历史几乎是看见什么读什么。比较而言，

他更喜欢文学、历史和数学。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和法国的古典小说。

1956 年叶汝贤从廉州中学毕业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担任校长兼哲学系系主任的

正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李达先生。本来

叶汝贤选择哲学专业有点盲目，但在李达先生讲课的影响下，他开始爱上了这门科学，特

别是唯物史观，其痴迷程度几十年不改。

叶汝贤 1961 年从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中山大学任教，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研究，始于“文革”的动荡年代。为求正确理解，他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从他们的早期著作一直读到他们的晚年著作。当时中国还没有一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著作。从那时开始，他便萌发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念头。1970 年，高校开始

“复课闹革命”，1973 年叶汝贤和其他老师一起在全国率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他主

讲《唯物史观发展史》。

“四人帮”倒台后，在当时中山大学副校长、哲学系系主任刘嵘教授的倡导和支持下，

叶先生和高齐云、黄楠森、庄福龄、马绍孟等合作，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



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

对于唯物史观，叶汝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扬，他说：“人类历史上有许许

多多的科学发现，但从来没有哪一项发现像唯物史观的发现那样，对人类的思维和实际生

活发生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1985 年，叶汝贤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唯物史专题史——《唯

物史观发展史》，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该书获国家教

委首届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 年，他又出版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一步深入论

证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及其革命意义。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的第二个兴盛时期开始于上个世纪的 90 年代。在

刘嵘教授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所”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所”。1996 年，在叶汝贤主持申报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山大学 211 工程第一

批重点建设学科，从而获得了学科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支持。

1999 年，国家教委在全国设立一百个重点研究基地，叶汝贤以本学科为主体整合校内

相关力量，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积极申报重点研究基地。当时

申报这一学科的还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等，最终只能有一所学校入选。在向国家教育部派下的专家组汇报时，叶汝贤的演

讲打动了专家组。后来他跟记者回忆说：克林顿不是说不让中国加入 WTO 就会后悔 20 年，

我也不怕讲大话，你们如果不批准我们这个点，你们可能会后悔 100 年。大家笑了。我为

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就像马克思讲的，它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

改变世界。广东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很多事情都在这里产生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来讲是很大的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你（把基地）放在这个地方，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本身的发展，对于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大家认同我这个观点，所以

我报告完以后，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1999 年 9 月中山大学正式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叶汝贤教授

担任所长。2000 年 9 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被国家教育部批准

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当时是全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研究基

地。其后，叶汝贤又一鼓作气，申报并成功获批为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第二期

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985 创新平台项目。后来其主编的《现代哲学》也是国家哲学类

核心期刊中的权威期刊之一。

叶汝贤教授曾承担多项国家和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出版专著和教材共七部，主编丛书

三套共 40 多种，发表论文几十篇。先后获中山大学教学优秀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

奖、国家教委首届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香港高等学术研究中心“老教授学术成就奖”、

广东省政府颁发的广东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山大学教学校级名师奖，并从 1992 年开

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身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

一。叶汝贤曾担任广东哲学学会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共中央马克思

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马哲史教材建设首席专家。

对马克思主义的敬仰和职业精神始终贯穿在叶汝贤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也是他能取

得丰硕成果的秘诀。他的一位学生王晓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就深情回忆了 2008 年的一件

事：

2008 年夏天，叶先生和我们几位朋友一起到英国曼彻斯特参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

研讨会。到了那里不久，老先生就显示出他的职业偏好，提出要寻找恩格斯曾经工作过的

纺织厂。然而遗憾的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遗迹已经很难找到了。带着这样的遗憾，我们

来到了伦敦。在伦敦，老人家心中惦记着的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找马克思在大英博

物馆所坐过的地方，寻找马克思纪念图书馆，拜访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专家大卫·麦克莱伦，

购买英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

期间他独自和一个学生一起费了很大的周折，寻找马克思的墓。回来之后，他要我们

第二天和他一起去公墓祭奠马克思。说实在话，我们大家这个时候不希望老人家再跑那么

远的地方，他的腿有点毛病，再加上他连续多日的旅行，我们年轻的同志都很劳累了，更

何况 70 多岁的老人。但是他却非常固执，一定要去，老先生不经意地说了一句：“你们是

把它当作职业，我是把它当作信仰”。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大家，都自觉惭愧。

于是一行人在老人家的带领下，买了一束鲜花去祭奠马克思。在墓园，老人家带领我

们在墓碑前三鞠躬，非常严肃而又虔诚地说了一段纪念文字。我感到，这段话似乎是有准

备的，说得非常有条理、有感情。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没有带录音设备。老先生对马克思

主义的敬仰和职业精神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也是对我们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

研究者的教育和鞭策。

叶汝贤把一生奉献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6 年，70 岁的叶汝贤从所长的位置上

退下来，但仍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同时继续担任《现

代哲学》杂志社社长，在杂志长期缺乏固定办刊经费的不利条件下，为落实办刊经费，提

高办刊质量，扩大发行量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2007 年，他由于椎间盘突出，腰部非常

疼痛，走路有困难。在广东省中医院住院期间，仍躺在床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

意识形态》。在突发脑溢血之前，叶汝贤正在全身心地编辑、校订他的那个三卷本的文集。

叶汝贤希望把这种职业精神和信仰也传染给自己的学生。在教学方面，叶教授始终坚

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因材施教。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专家，他从不以大学者自居，

时常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循循善诱，又鼓励独创、宽容包涵的态度。

在培养学生上时常贯彻“快乐哲学”理念，鼓励年轻教师不分彼此，多与学生接触，多和

学生交流，多关心学生的生活，使学生能够从哲学的学习中得到乐趣，而不是恐惧和痛苦。



有一年，他甚至还专门组织了一次舞会，试图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中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叶教授在中山大学马哲史专业博士点与博士后，先后指导了近五十名博士、硕士。其中一

位博士（刘森林）的论文获百篇优秀论文奖、另一位博士（张异兵）的论文两度获优秀论

文提名奖。2007 年叶汝贤先后荣获中山大学杰出教师和教学名师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