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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冯友兰作，品精选”收入作者大部分重要论著，由我店分两辑出版。
先行付梓的第一辑七种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
知言》（以上六种即“贞元六书”）和《南渡集》；现在刊行的第二辑则包括《中国哲学史》、《中
国哲学简史》、《三松堂自序》等，一共四种五册。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
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
长、校务会议主席等职。
20世纪30年代初，他完成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该书多次重印，为国内外学习中国哲学的标准教
科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经长沙迁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冯友
兰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并于颠沛流离之中完成了“贞元六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
体系。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在此期间用英文著有《中国哲学简史
》，该书的语言风格及思想涵蕴别具风采，深受外国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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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后卦美，获哥
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二八至一九五二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
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一九五二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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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对于“论战”的总结  　第三节
　关于中国在当时的社会性质的论战　第四节　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论战第七章　毛泽东和中国现
代革命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二节　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　　  　第三节
　《实践论》　  　第四节　《矛盾论》　　　第五节　《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六节　社会主义阶段　第七节　极左思想阶段　第八节  空想共产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  第八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上）——金岳霖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道、式、能　　第二书　共
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　第三节　性与尽性  　第四节　理与命  　第五节　无极而太极　　第六节　
现代化与民族化第九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下）——冯友兰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接
着讲”与“照着讲”　  　第二节　理，太极　第三节  气　    第四节　政治、社会思想　  第五节　精
神境界　  第六节  “新理学”的理论矛盾　第十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熊十力的哲学
体系  第一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发展的过程  第二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  第三节  熊十力的宇宙
论　  第四节  熊十力的心学思想  第十一章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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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章炳麟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维新运动不能
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必须用武力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
孙中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于190s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这是革命派；康有为的残余势力也
逃到日本东京，这是立宪派。
这两派是中国20世纪初期两大政治势力，各在日本东京设了宣传机关。
立宪派的机关报是《新民丛报》，其总编辑是梁启超；革命派的机关报是《民报》，其总编辑是章炳
麟。
章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早年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后来组织了一个革命的党，名“光复会”，以排满为宗旨，和同盟会的总纲
有一部分相合，因与同盟会合作。
章炳麟为《民报》的总编辑兼发行人，和《新民丛报》相对立。
章炳麒在东京的时候，有不少革命的留学生和革命者向他学习国学，他和他的学生们在中国经学、文
学、诗学、哲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都自成一派，称为“章门”。
他的著作很多，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为《章太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
第一节《民报》与《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民报》曾把当时和《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归纳为十二
条，称为《（民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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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哲学史》为冯友兰作品精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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