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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冯友兰先生作为二十世纪名声最大、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哲学家，在其去世多年以后的今天，依
然不时地出现在学术界所关注的中心和边缘，这意味着他的学术成就拥有巨大持久的力量。
冯友兰先生早年曾留学于哥伦比亚，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专攻西方哲学。
清华大学建校后，冯友兰先生出任哲学系教授，虽然他归国后一直希望以传播介绍西方哲学为己任，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却使他转向对中国哲学的研究。
1927年，燕京大学聘请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那时起，他开始一边研究，一边着手写两卷本的
大书：《中国哲学史》。
该书一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将哲学通俗化的一种尝试，试图跟着冯友兰先生的思路，以中国哲学问题为核心，来
讲哲学。
　　本书系统地讲解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和演变，介绍了我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思想及其代表
人物。
而且，本书对冯友兰有争议的思想，也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改造，并补充了一些新颖的内容，使
本书增加了更多的哲学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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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
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52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
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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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哲学意识与宗教情怀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第二章天命
鬼神论——儒家的宗教观道德之天丧祭之礼鬼神与信仰第三章圣王、王道与霸术——儒墨法的政治哲
学社会背景国家和社会的起源及王道与霸道思想控制法家的统治术第四章善恶之端——孟子荀子人性
之辩天与性四端与性善欲与性恶天人相通与天人相分第五章“合同异”与“离坚白”——名家哲学名
辩之风惠施的相对论公孙龙的共相论其他辩者第六章“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老庄哲学道家的发展
阶段世界的本原：道，有，无常，反，复齐物逍遥第七章“天地絪缊，万物化醇”——阴阳家和先秦
的宇宙发生论术数《洪范》所讲的五行观念《月令》的世界图式邹衍的历史哲学《易经》中的阴阳学
说第八章神权与政治——董仲舒的政治哲学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天人感应论⋯⋯第九章辩名析理而返
于冥极——魏晋玄理第十章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风流第十一章生命的慧灯——中国佛家的人生智
慧第十二章东土法慧——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第十三章禅道玄风——禅宗与道家的合流第十四章鹅湖之
会——南宁理学与心学的对立第十五章心学之韵——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冯友兰小传附录一冯友兰学术
著作概述附录二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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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
西方哲学注重于以纯理性的客观态度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和以信神的主观态度看待人生的宗教世界观。
中国哲学总的说来缺乏认识论的兴趣和有神论的宗教信仰，而侧重于张扬人类理性体认宇宙与人生本
质的直觉智慧。
冯友兰认为，如果按西方哲学分析问题的标准，中国哲学算不上哲学。
但哲学作为一种智慧之学，不应该以某一地域的哲学为评判标准，来限定人类理性智慧的个性张扬。
中国哲学由于其特殊的民族背景与特殊的地域环境，必然形成特殊的智性特色。
这也构成了中国哲学独特的民族精神。
具体来讲，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哲学意识与宗教情怀——超越精神的不
同；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宇宙态度的不同；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哲学思辨智性的不同。
什么是哲学?如果让世界哲学各大门派的掌门人聚集一堂讨论这个问题，那会议可能热闹得像台湾总统
选举，安全部门或许应该考虑出动警力，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也未必会亏本。
在哲学的文化市场萎靡不振的今天，哲学家越来越被排挤到世界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早已丧失了昔
日的自信、博大和雍容，落魄到要和千百种职业同槽争食的地步，心浮气躁，不得不媚俗以取悦于世
。
尼采狂呼“上帝死了”的时候，哲学家们暗自欣喜，以为听到了福音，从此哲学可以接管宗教的领地
，建设一个“人文宗教”；谁曾料到，唇亡齿寒，“上帝”尸骨未寒，“人”已魂若游丝了，技术时
代的“文明”(如果这个词还有意义的话)驱逐了人的灵魂，只让人的大脑盘算策划，让人的小脑以及
肉体感受刺激，让一切曾饱受颂扬的神圣、伟大、崇高、英雄或温情，作为不合时宜的历史沉积加以
蔑视和嘲讽。
哲学家想做灵魂的生意，然而灵魂没了，他们何以为生呢?结果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屈尊俯就地问：
哲学是什么?哲学有什么用?这时，哲学家就会赔着笑脸，诚惶诚恐地解释一通，那神采，颇似孔乙己
向小孩子卖弄“茴”字的四种写法。
在这里，我们宁愿尊重读者已有的哲学概念，不自以为是地多做说明。
中西哲学的异同问题同样是个地雷阵，踩上去没什么好果子吃，在这上面，任何一种概括性的结论都
不免挂一漏万，贻笑大方。
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在历史上都具有多种形态，可谓“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可是在做跨
文化的比较时，人们又总是被诱惑着下一个简单的结论，“一言以蔽之”。
晚清、民国时期的哲学家们，所有初学哲学的人，都做过这种事情。
现在让我们跟在冯友兰身后，也俯瞰一眼中西哲学的全景吧。
哲学意识与宗教情怀冯友兰认为，中西哲学的不同首先表现为，它们在寻找和确立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上的超越精神不同。
照冯友兰说来，哲学是一种人生智慧，也就是人对于宇宙与人生的反思，是对人的生存状态深切的理
性关怀。
西方哲学的人生智慧体现了虔诚而深沉的宗教情怀，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则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的理
性意识。
冯友兰把宗教说成是一种哲学加上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
西方的基督教就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它主导着西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在基督教看来，人生而有罪(所谓“原罪”)，正是由于人辜负了上帝造人的善意，自甘堕落，才被赶
出了天国乐园。
尘世生活等于流放，罪人们必须痛改前非，克制下流的欲望，救贫济苦，行善积德，把全部身心都奉
献给上帝，才有希望在末日审判时获得上帝垂怜，回归天堂乐土。
人生只应该是灵魂不断趋向上帝、接近上帝的过程，上帝为人类制定了道德法则，人类只有遵命惟谨
，才能从上帝那里看到了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
西方人对有神论的上帝的信仰与西方人对天的理解、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焦虑与深深的虚无意识有着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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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的联系。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站在高山之巅，面对那个苍茫浩渺的宇宙时，我们的心底
往往涌现出一种虚无感，蓦然之间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一无所有，总之是感到一片虚无。
不仅世界虚无，而且人生虚无、毫无意义。
人如何走出虚无，找寻到人生的意义，这是西方文学与哲学所探求的一个永恒的问题。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人若要从虚无的深渊中奋然跃出，那就必须皈依上帝，只有上帝才能拯救
人的灵魂，给人以精神上永恒的寄托。
如果人不能从虚无中跃出，那就等于陷入万劫不复的沉沦。
由此，超越虚无的深渊也就意味着一种宗教行为：皈依上帝。
西方人这种深深的虚无意识，注定了在他们内心深处，会生成并扎根下浓厚的宗教意识。
如果说人天生具有一种超越意识的话，那么，基督教是将超越的对象归之于外在的人格化的神，从而
为自己在现世生活中找寻到超现实的精神家园。
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则不是宗教的，而是哲学的。
所谓哲学的，也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反思宇宙与人生。
中国哲学主要包括儒家、道家和佛家，都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识而非宗教精神。
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虽然否定了神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超越现象、超越现世的意识，“超越
意识”并非仅限于宗教。
与基督教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外在人格化的神灵不同，中国儒道佛哲学的超越意识，是将超越的对象
归属于内在的心源。
所以中国哲学的人生智慧是追求内在的而非外在的超越，并不需要脱离现世的世俗社会。
这种人生超越智慧叫“即世的超越”，“既出世又入世”的超越。
如果说有彼岸天国的话，那么彼岸就是此岸，天国就在人间，就在人心。
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
冯友兰把中国哲学所追求的超越境界称作“天地境界”，“天地”即“宇宙”，“天地境界”也就是
‘知天、同天、事天、乐天”，与“宇宙”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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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冯友兰先生胸怀宽阔，涵养有素。
他既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也能容忍不同的意见。
 ——著名哲学家张岱年 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著名哲学家李慎之 冯君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材料。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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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是作者将哲学通俗化的一种尝试，试图跟着冯友兰先生的思路，以中国哲学
问题为核心，来讲哲学。
单正齐，1971年生，安徽省定远县人。
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专业学士学位。
1995年被录取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8年获哲学硕士学位。
2002年，被录取为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攻读中国佛教哲学。
2006年3月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任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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