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1 
——“于光远先生逝世十周年追思会”记 

 

马惠娣 

（2023 年 9 月 29 日） 

 

于光远先生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在上

海嘉定档案馆举行。来自于光远先生的家人、亲人、友人和

学人近三十人从不同城市赶来，表达对他逝世十周年的缅怀

与追思。 

大家首先来到位于上海嘉定区的长安墓园，凭吊安卧于

此的于老。 

于老的墓碑设计是他一生为人为事为学为政的缩影—

—那个在任何场所都能入神读书与写作的身影化作他的雕

像；身旁是陪伴他行走于山川大地的“行李箱”，一枚篆刻着“独

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九个大字镶嵌在“行李箱”的正面，是他实

践哲学和哲学实践最好的注脚。 

他的夫人孟苏阿姨陪伴侧旁，赭红色的原石上书写着“人

淡如菊品逸如梅”。 

                                                   
1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 



 
于老墓园 

于老身后的咫尺处是他的老同学钱三强与何泽慧的雕

塑墓园。作为好友，他们从 1936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以

来就共同“为光明的中国”而做不竭的奋斗。终了，两个灵魂

会聚在一起。 

这里树木苍翠、绿草茵茵、溪水潺潺，升腾出清淡出尘

与空灵飘渺的氤氲之美。自然地就想起范仲淹的名句：“云山

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大家依次敬献花篮、花环、花束和花枝，表达思念与缅

怀。 



 
墓碑前的合影 

祭拜仪式后，大家参观了坐落在嘉定区档案馆内的“于光

远同志生平陈列馆”。这里收录了很多十分珍贵的手稿、书籍、

图片、家史、实物等资料和物件，以“嘉定郁氏”、“求学报国”、“烽

火岁月”、“学贯两科”、“黄金年华”、“桑梓情深”等多个板块介绍于

老作为一名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科学管理和理论

研究中，学习和吸收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和学问，与诸多

著名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人文学者结成联盟，用他学

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通才通识对发展我国早期的长远

科学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做出了深谋远虑的思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亲自参与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

会”上的主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该

报告后来被人们称为改革开放的宣言书）的起草工作。此后

发起和推动了几十个相关领域以及新型跨学科的研究机构



或社团组织，为推进“光明的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形成了整个国家

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历史转折新局面。 

 
于光远陈列馆 

休闲哲学是他晚年开辟的最后一门学科，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具体社会实践，凸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

理解与汲取。受其影响，他一生关注现实的人、解放的人、

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积极推动“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论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三段关

于生活方式的论述见证了从他青年时代起追求革命的动力



和初心。他不遗余力地调查研究、深入群众、了解疾苦，在

探寻真相过程中常常走向“现场”，耄耋之年后仍“坐轮椅走天

下”。不论是对重大社会问题，还是基层琐事，他都从理论与

方法上做出科学解释和实践指导。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预

见了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面对重大变革。 

据嘉定区档案馆的同志介绍，于老是上海嘉定近二百年

出现的第二位真正意义上的“乡贤”，他毕其一生桑梓情深，用

追求与信念影响和改造他的“血地”（血脉之地），是故乡的荣

耀和重要的文化资本力量。 

 
于光远陈列馆 

追思会上，他的亲人、孩子、学生、生前工作人员分别

从不同视角追忆了于老的人格魅力、治学方法、实事求是的

工作作风、关爱人才、高瞻远瞩等高尚品质和学识质地。特

别缅怀他在思想解放、独立思考、全面自由地发展人等诸多



方面产生的影响和杰出贡献。他是一名真正的、并全面系统

完整的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要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引领一个

时代的精神导师，并将永远为进步的历史所铭记。 

追思会由为于光远生前担任长达三十六年的秘书胡冀

燕女士主持。 

借用宋代著名文人范仲淹的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表达我们对于光远逝世十周年的追思、

爱戴与景仰。 

 
会议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