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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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美国宾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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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有法、意、日、韩等1 2种语言的译
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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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冯友兰作品精选”之一，该丛书以蔡仲德先生编纂的《三松堂全集》为底本，收录了冯
友兰先生大部分重要论著。
包括《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刘歆和他关于各家缘起的理论》《一个
看似表里不一的问题》等。
全书的语言风格及思想涵蕴别具风采，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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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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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赴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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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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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
。
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
从前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受教育，首先就是受哲学方面的启蒙教育。
儿童入学，首先要读的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这“四书”也是宋以后道学（在西方被称为“新儒学”）认为最重要的文献。
孩子刚学认字，通常所用的课本《三字经》，每三个字为一组，每六个字成一句，偶句押韵，朗读时
容易上口，也便于记忆。
事实上，这本书乃是中国儿童的识字课本。
《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是孟子哲学的基本思想。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家思想，儒家俨然成为一种宗教。
而事实上，儒家思想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思想更像宗教。
“四书”在中国人心目中诚然具有《圣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那种地位，但“四书”中没有上帝创世
，也没有天堂地狱。
当然，哲学和宗教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不同的人对哲学和宗教的理解可能全然不同。
人们谈到哲学或宗教时，心目中所想的可能很不同。
就我来说，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
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至于作系统反思的人
就更少。
一个哲学家总要进行哲学思考，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人生进行反思，并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地表述出来
。
这种思考，我们称之为反思，因为它把人生作为思考的对象。
有关人生的学说、有关宇宙的学说以及有关知识的学说，都是由这样的思考中产生的。
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宇宙论就是这样兴起的。
思考本身就是知识，知识论就是由此而兴起的。
按照某些西方哲学家的看法，人要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人能够思考什么，这就是说，在对人生进行思
考之前，我们先要对思想进行思考。
这些学说都是反思的产物，甚至“人生”和“生命”的概念、“宇宙”的概念、“知识”的概念也都
是反思的产物。
人无论是自己思索或与别人谈论，都是在人生之中。
我们对宇宙进行思索或与人谈论它，都是在其中进行反思。
但哲学家所说的“宇宙”和物理学家心目中的“宇宙”，内涵有所不同。
哲学家说到“宇宙”时，所指的是一切存在的整体，相当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惠施所说的“大一”，可
以给它一个定义，乃是：“至大无外”。
因此，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在宇宙之中。
当一个人对宇宙进行思索时，他就是在反思。
当我们对知识进行思索或谈论时，这种思索和谈论的本身也是知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它是“
关于思索的思索”，这就是“反思”。
有的哲学家坚持认为，我们在思索之前，必须先对思索进行思索，仿佛人还有另一套器官，来对思索
进行思索，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其实，我们用来思考的器官只有一个，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对人生和宇宙思考的能力，我们也同样有理
由怀疑自己对思索进行思索的能力。
宗教也和人生相关联。
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
事实上，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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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对宗教的认识。
如果从这个意义——也就是人们通常的认识——来看待宗教，就可以看出，儒家不是一种宗教。
许多人习惯地认为，儒、道、佛是中国的三种宗教。
其实，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
道家和道教是不同的两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道教才是宗教。
它们的内涵不仅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道家哲学教导人顺乎自然，道教却教导人逆乎自然。
举例来说，按老庄思想，万物有生必有死，人对于死，顺应自然，完全不必介意，而道教的宗旨却是
教导长生术，这不是反乎自然吗？
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
如果有人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道藏》里许多道士的著作倒是可以提供不少资料。
至于佛教，佛学和佛教也是有区别的。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佛学比佛教有趣得多。
在中国传统的丧事仪式中，僧人和道士同时参加，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是充满哲学意味的。
今天，许多西方人看到：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
例如，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一文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
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有组织形式的宗教），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
⋯⋯这一切使中国和其他主要文明国家把教会和神职人员看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基本的不同。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话一点不错。
但是人们会问：这是为什么？
如果追求彼岸世界不是人类内心的最深要求之一，为什么对世界许多人来说，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成
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呢？
如果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要求之一，何以中国人成为例外呢？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不曾意识到，在道德伦理
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呢？
比伦理道德更高的价值可以称之为超伦理道德的价值。
爱人是一个道德价值，爱神是一个超越道德的价值，有的人或许喜欢称之为宗教价值。
但是如果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会说，这个价值不仅限于宗教，除非宗教在这里的含义和我在上面所
说的不同。
举例来说，基督徒看爱神是一个宗教价值；而在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里，神的含义就是宇宙。
严格说来，基督徒所说的爱神，也并不是超越道德伦理的，基督教所信仰的神是具有位格的，因此，
基督徒爱神可以比拟为儿子爱父亲，而儿子爱父亲便是一个伦理价值。
因此，基督教所讲的爱神是否超越道德，便成了问题。
它只是类似超道德，而斯宾诺莎哲学中的“爱神”才是真正超越道德的价值。
现在来回答上面的问题。
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其
他民族的人并无二致。
但是中国人不那么关切宗教，是因为他们太关切哲学了；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
识太浓了。
他们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在
哲学生活中，他们体验了这些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
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这里不谈“损”和“益”的区别，我对老子这句话也并不完全同意。
援引这句话是为了藉此表明：中国哲学传统对于“学”和“道”是有所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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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增长正面知识，“道”则是心灵的提高。
哲学是在后一个范畴之中的。
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其功能不是要增长正面知识，这一点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已有维也纳学派加
以阐述。
但是，维也纳学派是从另一个角度，为了另一个目的。
我不同意这一学派认为哲学的功能只是为了澄清概念，把形而上学的性质看成只是概念的抒情诗；但
是，从他们的论辩中可以清楚看到，如果哲学果真去谋求提供正面知识，它将陷于荒谬。
宗教倒是提供有关实际的正面信息，但是，它所提供的信息与科学提供的不同。
因此，在西方出现宗教与科学的冲突。
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便后退一步；它的权威在科学前进的历程中不断被削弱。
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结果是自身的衰退。
如果除宗教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更高的价值，则今日人们的宗教意识日益淡薄，的确应当为之
惋惜，因为大众抛弃了宗教，也就抛弃了更高的价值。
他们只得被囿于现实世界之中，而与精神世界隔绝。
幸好除宗教外，还有哲学能够达到更高的价值。
而且，这条通道比宗教更直接，因为通过哲学达到更高价值，人不需要绕圈子，经由祈祷和仪式。
人经过哲学达到的更高价值比经由宗教达到的更高价值，内容更纯，因为其中不搀杂想象和迷信。
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这是合乎中国哲学传统的。
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
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所提供的最高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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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于一九四八年出版，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
了。
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世界和中国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冯先生也已经仙逝多年。
但是，细心的读者读冯先生的这部著作，会觉得如同是新著一样。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想，原因之一是因为，冯先生治中国哲学史六十余年，他不仅是迄今无出其右的中国哲学史家，而
且是“贞元六书”的作者，自己就是一位哲学家。
《简史》问世之时，是在冯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出版十几年，又在“贞元六书”完成之后；资
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探讨问题时却是哲学家。
就篇幅说，此书远少于《中国哲学史新编》；就内容说，却正好最鲜明地表现了冯先生自己的特色。
原因之二是，冯先生轻松驾驭着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这两部历史，来写作这部《简史》，思想资
料是中国的，考虑哲学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这是迄今在国际学术界还未见有第二位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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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哲学简史(精)》是由冯友兰所编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哲学简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