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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
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
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
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
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
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
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
余著此书，于史料选材，亦既勉竭绵薄矣，复得借重布德博士(Derk Bodde)之文才，何幸如之。
西方读者，倘觉此书易晓，娓娓可读，博士与有力焉；选材编排，博士亦每有建议。
本书小史耳，研究中国哲学，以为导引可也。
欲知其详，尚有拙著大《中国哲学史》，亦承布德博士英译；又有近作《新原道》。
已承牛津大学休士先生(E．R．Hughes)英译；可供参阅。
本书所引中国原籍，每亦借用二君之译文，书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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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友兰，世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哲学家，治中国哲学史迄今无出其右。
一九四六至四七年，先生正值盛年，受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整理成《
中国哲学简史》，于一九四八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半个多世纪以来，《简史》不仅一直是世界许多大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更成为许多西方人了解中
国思想文化的入门书，历久弥新。
    《简史》以二十余万字述几千年中国哲学史，选材精当，文笔精妙，深入浅出，列入北大学生应读
书目（三十种）。
最新修订译文更准确地传达了冯先生原著的精神，“读得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是为
哲学通俗读本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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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
一九一二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一九一五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一九一九年赴美留
学，一九二四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行。
一九四六年赴美任客座教授。
一九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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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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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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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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引人人胜，就由于它的这些特色。
翻译本书，如同探险，个中乐趣，其味无穷。
念自严几道先生悬“信、达、雅”为译事三难之后；三字已成翻译通则。
朱光潜先生认为，三字中，“信”字最为重要，这不难理解，但要做到，并非易事。
翻译外文书刊，大概诗歌、哲学两类著作最费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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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干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受聘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
文讲稿后经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于1948年由美冈茗名出版公司麦克米兰出版。
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入户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超级人门书。
其后又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出版，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
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在西方影响很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哲学简史》没有中文本。
直到20世纪8O年代，本书才由冯友兰先生的学生第一次根据英文本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于1985年出版，首版印刷十万册，很快售罄，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人畅销书。
可以说，《中国哲学简史》是了解中国哲学的首选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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