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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哲学史》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哲学史》是20世纪中国一代哲人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是冯友兰先生
晚年回归自我，“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的产物。本书讲述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历史
，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是史与思的结晶，
充满了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它对当今的读者有极大的意义，不失为一部可以影响一生的文化经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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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在机场的心灵鸡汤和营销秘笈里好不容易选到一本感兴趣的，结果仿佛是重读了一遍历史教科书
。不过蔡、梁二人的美学及文化观点倒是可以再加深阅读一下。
3、2014.7
4、中国近世思想一本全~
5、冯友兰与许多中国作家或是学者一样 本该是达到更高境界的 
6、提供了一种思路，一个方向
7、精辟
8、白丁如我，除新理学与新心学外，其余诸部，通俗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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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笔记-第六章 20—40年代之间的三大论战

        一，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1）1923年，张君劢做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他认为人生观与科学不同，科学有一定的规律，人生
观的特点正是无一定的规律。
2）地质学家丁文江，举起保卫科学的大旗，对张君劢的理论进行批评，然而他对于科学的性质并没
有真正的了解。
3）丁文江和张君劢的论战，可以说是一场混战。其所以是“混战”因为说来说去，说到最后，“最
大的敌人”又成为最大的朋友了。
4）胡适认为这次“论战”中，拥护科学的人们“绝大的弱点”是仅只抽象地辩论了科学可以解决人
生观的问题，而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科学的人生观。从而胡适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5）陈独秀认为丁文江是最大的失败者，因为他们没有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的历史观”这一“武
器”。
二，关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的论战
蔡和森认为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因为在资本主义后进国，无产阶级不能超
越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他坚持“二次革命论”（国民革命成功后，要
经过一长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反对“一次革命论”。
三，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论战
1935年上海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文章，提出不要育从马克思主义，不能“以俄为师”。胡适主张全盘西
化，他认为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
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

2、《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笔记-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教育家、哲学家蔡元培

        一，蔡元培论世界观与人生观
1.蔡元培所说的世界就是宇宙。宇宙是一切事物的总体，它是无限的，无始无终的，包罗万象的。和
宇宙比起来，人是渺小不足道的。但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和宇宙的关系，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
2.蔡元培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意志，意志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动力，并以这种观点作为新的人生态度的
理论依据。在这个大意志的推动下，宇宙及其间的事物都不断的向前发展，这就是进化。
3.蔡元培含蓄地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的理论。他指出，照进化史的趋势看起来，人
类的前途是合作，不是竞争。
二，蔡元培的哲学观
1.哲学只能对于宇宙人生各方面发生疑问，提出问题。哲学天才并不能解释疑问，解决问题；而只能
引出新问题，提出新问题。一部哲学史就是一大堆疑问和问题。疑问和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
越多。
2.蔡元培对比哲学与宗教后说道：“哲学自疑入，而宗教自信入。哲学主进化，而宗教主保守。哲学
主自动，而宗教主受动。哲学上的信仰，是研究的结果，而又永久留有批评的机会；宗教上的信仰，
是不许有研究与批评的态度，所以哲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蔡元培简明扼要的肯定了哲学，批评了
宗教。
三，蔡元培的美学思想
1.蔡元培指出：在美学中有两个主要的主义，一个是自然主义，一个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要求艺
术超过实体。
2.一件艺术品所表现的总是一个形象，不是一个公式；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的来源是直观，不
是推理。公式化或抽象化是艺术的大忌。
3.蔡元培对于自然主义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对于理想主义则作了大段的扼要中肯的发挥，可见他
的美学思想也是理想主义的，他自己也是一个理想派。
4.一个真正能审美的人，于欣赏一个大艺术家的作品时，会深入其境，一切人我之分，利害之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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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了，觉得天地万物都是浑然一体，人们称这种经验为神秘经验。这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
5.蔡元培认为，每一种文化的精神文明都有四个主要成分：宗教、科学、哲学、艺术。随着人类知识
的进步，宗教的影响越来也小，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要现代化，不是要建立宗教，而是要提倡
艺术，就是要以美育代宗教。

3、《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笔记-第二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理论家和最高领导人孙中山

        一，孙中山全资产阶级思想——建国方略
1.孙中山在《&lt;民报&gt;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名称，并进一步地阐述
其内容。他认为民族主义并不限于满汉之争，而是中国民族怎样可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世
界各地都有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孙中山自以为他的三民主义是要把这三种革命联系起来
，毕其功于一役，这一“役”成功了，中国就可以长治久安了。但孙中山这些阐述都是原则性的，究
竟怎样实施，没有具体的说。
2.《建国方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心理建设》。孙中山认为这是他的思想的中心，所以也称
为“孙文学说”。其具体的主张是行先知后，行易知难。它的政治含义是：对于中国革命，他的三民
主义是“知”，既然有知了，就不怕不能行。他企望以这个信念作为建国的心理建设。
3.《建国方略》的第二部分是《物质建设》。第三部分是《社会建设》，在这一部分中，人们期望孙
中山提出关于民权主义的具体实施方案。但孙中山只提出了一个《民权初步》，其内容是一般会议和
会议进行的程序。按照《民权初步》所说，社会上的事，尤其是政治上的事，人人可以讨论，人人可
以提案，人人可以表决，这样，民主与集中就不是对立的，而是 统一的了。
4.孙中山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力量可以使他这些理想成为现实。政治上的事情靠政权，政
权靠一种力量。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力量是军队。在民主主义社会中，这种力量是选票，这两种力量
孙中山都没有，所以他的政治理想只能停留在宣传阶段上，不能前进。
二，新三民主义
1.民族主义：1）中国民族自求解放；2）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放弃排满）。
2.民权主义：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还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等。孙中山欲用五权（增加考试权和
监察权）宪法代替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这是民权主义的最具体实施方案。
3.民生主义：1）平均地权（解决原有封建社会中的社会问题）：用赎买政策限制地主阶级的封建权力
；2）节制资本（预防中国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问题）：用国家资本限制资本家的垄断
。
三，新三民主义的补充
1）孙中山关于阶级斗争的评论：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是社会当进化
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
的结果，便日起战争。而马克思之见社会进化的毛病而未见其原理。所以孙中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社
会病理学，而把民生主义看成是社会生理学。就是说，民生主义所讲的是社会的正常现象，是社会发
展的常规，马克思所讲的是社会变态。
2）三民主义解释：它包含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
人民所共管，利益时人民所共享。照这个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什么事都是可以共的。
人民对于国家要什么事都是可以共，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4、《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笔记-第一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章炳麟

        一，以革命派章炳麟为代表的《民报》和以维新派康有为为代表的《新民丛报》斗争的焦点
《民报》：1.主张民主共和和民权立宪。2.主张政治和种族革命。3.主张政治革命必须实力。4.主张社
会主义。
《新民丛报》：1.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2.反对种族革命和以“民族共和”为内容的政治革命。3.
反对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社会革命。4.主张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二，章炳麟驳斥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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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有为认为，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章炳麟驳斥：清朝统治之下汉人受严重压迫，清朝皇帝为
汉族“公敌”。
2.康有为认为，革命必须有很大的牺牲。章炳麟驳斥：革命固然要流血，但立宪也不是口舌求来的。
维新派请求立宪，若皇帝赐予立宪等同于仍是君主专制。
3.章炳麟认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学习革命，革命的实践对于人民，是夺取政权最有效的斗争武器，
也是提高政治水平的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4.从阶级的观点看，立宪派所代表的是半资产阶级、半封建思想，革命派所代表的是全资产阶级思想
。
三，章炳麟和康有为都是尊崇孔丘的，但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同。康有为尊崇孔丘是因为其“托古改制
”，章炳麟尊崇孔丘是因为其“攘夷保种”，两人在经学上的主张都是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的。章
炳麟同时认为，研究当时所谓“国学”有提高民族主义的意义。
四，在种族问题上，康有为拥护满人的统治，章炳麟主张排满；在政治问题上，康有为主张立宪，章
炳麟主张革命；在经学问题上，康有为主张今文，章炳麟主张古文。在这三大问题上，他们两人都是
针锋相对的。从历史发展的大阶段看，孙中山是康有为的对立面。从其中的细节看，章炳麟是康有为
的对立面。章炳麟是从左的方面反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康有为是从右的方面反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就
章炳麟本人说，他是宣传民族革命的前锋，提倡传统国学的后殿。

5、《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笔记-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胡适、梁漱溟

        一，胡适对实验主义的看法
1）胡适认为实验主义的出发点是想“把达尔文主义的学说和一般的哲学研究连贯起来”。实验主义
第一代创始人是皮尔士，第二代创始人是詹姆士。他们和达尔文学说是一脉相承的。
2）胡适认为有意义的观念是“适者”，无意义的观念是“不适者”。无意义的观念等于废话。
3）胡适反对在科学和宗教的对立斗争中詹姆士“和稀泥”的折中办法。
4）实验主义第三代创始人，也是奠基人，是杜威。
5）胡适认为有条理的思想可以分作五步：（1）感觉困难；（2）寻出疑难所在；（3）暗示的涌现；
（4）批判各种暗示的解决；（5）证实。
6）按照胡适的解释，杜威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
7）对于实验主义胡适总结道“杜威先生只给出了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
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分开了可做两步说：（1）历史的方法；（2）实验
的方法”。
二，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应用
1）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做“批判的态度”。他所说的“
新思潮”就是新文化运动；他所说的“批判的态度”就是把“适者生存”和“天演公例”应用到传统
观念中，看其是否是”适者“，是就保存，不是就抛弃。
2）《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提出四种特长：（1）证明的方法；（2）扼要的手段；（3）平等的眼光
；（4）系统的研究。
3）胡适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完全是由于自己的错误，他不承认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束缚，中
国完全可能自发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4）胡适认为陈独秀关于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两种方法能合作成为一条联合战线的说法是错
误的，反映了他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三，梁漱溟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赞成和参与
1）梁漱溟所认识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只是弱国和强国的关系，他没有认识到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
地的关系。
2）梁漱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以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
四，梁漱溟对新儒家的解释
1）梁漱溟并不完全否定孔丘和儒家思想，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批评的都是外部东西，而孔丘和儒家的
思想中心是他们所倡导的“仁”。
2）梁漱溟的思想是陆王学派所本有的，但梁漱溟是“接着”陆王讲的，不是“照着”陆王讲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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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以前的陆王派进了一步。
3）梁漱溟对儒家思想的补充——直觉与理智并行。
五，梁漱溟的文化论
1）梁漱溟认为无论哪一种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物质文明，也都有它的精神文明。他认为每一个民
族的文化都有一个哲学作为中心和基础，这个哲学就是这个民族的人生态度。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
一切生活方式，都是从这个中心发出来的。
2）有三条可能走得路：（1）向前奋斗，以求得“意欲”的满足，这是西方的近代文化；（2）“意欲
”的自我调整，使其要求适可而止，调和折中，随遇而安，这是中国文化的路；（3）限制或消灭“
意欲”，使其无所要求，不相前奋斗，而向后退却，这是印度文化的路。
3）梁漱溟认为人类文化总是从第一条路出发的，在第一条路走到尽头之后，人们的选择必然是第二
条路。冯友兰认为梁漱溟史料掌握不足，对于所谓世界未来文化也是臆测，推论前提没有根据，因为
走第一条路的人是不会认为这条路会有尽头的。以向前奋斗为人生态度的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是再接再厉，日新又新。
4）梁漱溟对三条路线的选择：（1）排斥印度的态度；（2）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但需要改动；（3）
批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5）梁漱溟认为西方向东方学习是因为西方已经把第一条路走到尽头了。而中国学习西方则是因为中
国没有把第一条路走完，就转到第二条路，所以向西方学习，这是补课。

6、《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笔记-第七章 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

        一，新民主主义阶段
1）毛泽东主要理论著作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它们阐述了当时中国革
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时不同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一种特殊的新式的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2）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个过渡；在经济上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
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在文化上
，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3）毛泽东批评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提出将马克思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
4）毛泽东驳斥了“左倾空谈主义”，提出中国革命须做“两步走”。
5）与“左倾教条主义者”斗争，提出“工农联盟”主张，由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革命胜利。
6）《实践论》提出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一飞跃，其条件是抽象，然后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
第二次飞跃。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里提到认识论是辩证唯物
主义认识论，所谓的认识也与西方传统这些所谓认识意义不尽相同；这里所说的认识，其主体可能是
一个社会团体，也可能是整个社会。这里所说知行其意义也广泛的多。
7）《矛盾论》观点：其一，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问题，应当全面的看问题。其二，一般和特殊
，共相和殊相的问题。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而这种普遍性
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要将一般与特殊相结合。
8）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战争是“一般”，其内容是任何战争都必须依照的
规律，革命战争是一种战争，除了依照战争的一般规律外，还要依照这种战争的特殊规律。因此我们
要学习战争和革命战争的规律，求得一般于特殊之中，但不可以照抄苏联的战争经验。
二，社会主义阶段
1954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但《宪法》过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
的总目标。毛泽东似乎也想合两步为一步，“毕其功于一役”，使中国走上了“左倾空谈主义”道路
，导致后来的人民公社和“共产风”。
三，极左思想阶段
表现为“文革”，实质是新的生产关系不是由旧的生产力自然发展出来，新的上层建筑不是由旧的经
济基础自然决定的，这就是超阶段的革命，犯了“左”倾空想的错误。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来源于马克
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的空想成分，它认为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可
以认为地改变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客观历史进程，建立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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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笔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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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太极
第一章主要讲“实际”与“真际”的分别。冯友兰举例，说这是方底，“这”是所知，亦即实际底事
物。而我们说“方有四隅”或“方是四隅底”，说此命题时，不管事实上果有实际底，方底物存在否
。我们可以认为，事实上可以无实际底方底物之存在，但如其有之，则必有四隅。如此，则这个判断
，这个命题，即不是及于实际而是及于真际者，即不是对于实际特别有所可定，而是对于真际有所肯
定。
二，气
第二章主要讲“气”。冯友兰认为事物所依据以存在，即实现其理的料。冯友兰说“此所谓料，我们
名之曰气....绝对底料，不可名状，不可言说，不可思议”。
三，心与性
1）这里所讨论的，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一类事物的一般，就是一类书无所依照的理；一类事
物的特殊，就是一类事物的分子。一类事物的分子，必须依照某一类的一般，又必须依据具体的材料
，才能成为实际的事物。
2）心与性不同，凡事物皆有性，但不是凡事物皆有心，有心之理。实际底事物，有依照心之理而有
心者，有不依照心之理而无心者。但即事物之不依照心之理而无心者，既亦是事物，亦必有其所依照
之理，故皆有性。
四，政治、社会思想
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指出，现代化之所以成为现代化是由于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代替了以家为本位
的社会。“新理学”在这一方面，也利用近代逻辑学的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加以说明，以
为理论上的根据，主观上是以此支持中国现代化，但其现实效果就不尽然了。
五，“新理学”的理论矛盾
“新理学”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其根本的失误，在于没有分别清楚“有”与“存在”的区别。冯友兰
一方面赞成金岳霖的“理是不存在而有”；一方面又随同当时西方的新实在论的说法，承认“有”也
是一种存在。

8、《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笔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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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论道》第一章
金岳霖提出了全书的三个主要概念——道、式、能。这三个概念并不是平行的，这里的道是哲学中最
上的概念或最高的境界，指宇宙及人对宇宙的理解，宇宙就是一切，称为“大全”。
1）第一条说“道是式——能”，这是说道的基本内容就是式、能，道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一切。
2）第二条说“道有‘有’，曰式曰能”。照他的说法，“式”是一个套子，“能”可以套上这个套
子，也可以套上那个套子，也可以同时套上许多套子，也可以从这个套子出来，换上那个套子。“式
”在还没有“能”套进去的时候，它仅是一个空套子，只是一个“可能”。必须有“能”套进去，“
可能”与“能”相结合，这个“式”才成为现实。“能”究竟是什么，金岳霖说，这就不能说了。因
为一说它是什么，那就把它套入一个“可能”了。他所说的“式”和“能”，相当于理学所谓“理”
和“气”。宇宙及其中实物的发展，是一个由“可能”到现实的历程。
二，《论道》第二章——《可能底现实》
1）这一章开始说明上一章所述那个历程。第一条说“可能之现实即可能之又能”；第二条说“有不
可以不现实的可能”；第三条说“现实是一现实的可能”；第四条说“无不可以现实的可能”；第五
条说“有老是现实的可能”。这些话都是说从可能到现实这个历程是无始无终的。
2）第十三条说“变是一现实的可能”。是说“变”是宇宙间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哲学中一个最
重要的概念，说明“变”也是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3）第三十条说“本然世界是老师现实的‘现实’。”这句话的意思表示我们所谓“本然世界”是所
有曾经现实及任何时现实着的可能，而这就是现实了的“现实”这一可能。
三，《论道》第三章——《现实底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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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岳霖认为“具体化”和“个体化”意思是一样的。每一个体都有许多的性质，这就是同一能套
入许多可能。
2）金岳霖说“共相是个体化的可能，殊相是个体化的可能底各个体。”他解释说普通所谓共相是各
个体所表现的、共同的、普遍的“相”或从文字方面着想，相对于个体，共相是谓词所能传达的情形
。
3）照金岳霖说，“共相”相当于理学所说的“性”。这就是说，任何个体都有许多性质，可以归入
许多的类，但物之不同各如其性，每一现实可能底个体都各有它底特性。
四，《论道》第七章——《几与数》
1）第一条说“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这一章说能有出入，既有出入，当然有入此出彼底情形发生
。既出彼入此，也当然有未入而即将入未出而即将出的阶段。
2）第二条说“有理几，有势几，自能之即出入于可能而言之几为理几；自能之即出入于个体底殊相
而言之几为势几”。是说在自然史上某时期有某某种动物或植物，而在某另一时期无此种动物或植物
。
3）第八条说“有理数有势数，自然之会出入于可能而言之数为理数，自能之会出入于个体底殊相而
言之数为势数”。这里所说是与“势”相对的“理”，正相当于理学所说的“理”。照这里所说，“
理”是就“可能”说的，“势”是就“个体底殊相”说的。
4）第六条说“相干于一个体底几对于该个体为运”。是说所谓相干是有影响，所谓不相干是无影响
。
五，《论道》第八章——《无极而太极》
1）这一章讲的是这个历程的方向和归宿，是全书的总结。第一条说“道无始，无始底极为无极”。
这里的“无始”是说无论把任何有量时间以为道底始，总有在此时间之前的道；道虽无有量的始，而
有无量地推上去的极限，这个极限叫做无极。
2）第三条说“无极为无，就其为无而言之，无极为混沌初开，万物之所从生”。金岳霖指出，从有
量时间方面说，这个历程是无始的，但从理论上说，无始有个极限，这个极限谓之无极。
3)第五条说“共相底关联为理，殊相底生灭为势”。第六条说“无极为理之未显势之未发”。可以说
无极有理而无势，它不是毫无所有的无，也不是不可能的无；它既是现实，当然有理。但有理之有不
是有势之有，未显的理仍为理，未发的势不是势。

9、《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笔记-第十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熊十力的哲学体系

        一，熊十力哲学体系发展的过程
1）关于大乘空宗，熊十力质疑空宗是否领会性德之全尚难判定。
2）熊十力所谓性德，就是佛学所谓“真如”，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谓本体，与之相对的是现象。
3）熊十力提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两个概念，这也是熊十力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
体用不二。
4）批评大乘有宗，熊十力认为有宗不承认生生化化这个过程就是宇宙的本体，而认为于这个过程之
外还有一个本体。这就把本体和现象分裂了。
二，熊十力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
1）熊十力不仅主张“体用不二”，而且主张“性相如一”。
2）熊十力沿用“诸行无常”，但其意义与佛说愿意完全不同。
三，熊十力的宇宙论
1）熊十力的宇宙论的两个基本概念是“翕、辟”。他说“精神与物质本非两体，不可剖析，实体变
成功用，即此功用之内部起分化，而为翕辟两方面。辟，为精神。翕，为物质。质则散殊。精乃大一
。翕辟以相反而归统一，完成全体之发展”。
2）熊十力指出“本体现为大用，必有一翕一辟。而所谓翕者，只是辟的势用所运用之具。这方面的
动向，是与其本体相反的”。
3）熊十力认为，实体显现为分殊的用或一切行的时候，一方面，决定有一种收摄凝聚的势用，即所
谓翕。另一方面，决定有一种刚健而无所不胜的势用，即所谓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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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熊十力指出，物者，只是我所谓收凝的势用所诈现之迹象而已。
5）熊十力认识到，宇宙及其间事物的发展，是因为其本身内部涵有矛盾。这是内因论。矛盾的两个
对立面，相反相成，斗争而统一。这是辩证法。
6）熊十力认为，全体分化之论，实宗主大易，非一己之臆说。
四，熊十力的心学思想
熊十力极为推崇王阳明心学。他对于心学、理学的分歧，有调和的倾向，但还是归于心学。

10、《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笔记-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左翼——陈独秀、李大钊

        一，陈独秀之“六义”
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隐退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
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六义”中，陈独秀指出近代西方之所以超过东方，其
根本的原因是西方重视人权与科学。
二，陈独秀从具体历史发展上，指出中国近代、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是东西文化的交叉与矛盾。这
个过程，陈独秀分为六期，在六期中，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愈来愈深刻，中国人的觉悟越来越提高
；但还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三，陈独秀指出中国当时的革命，并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
命，而是国民革命。他认为新兴的政治势力，必须和其他政治势力合作，才能壮大起来；当时的资产
阶级也必须和无产阶级合作，才能战胜它的敌人。同时他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但却不认为当
时的农民是革命的。陈独秀所理想的国民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骨干的，联合社会上各革
命的阶级的统一战线。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国共合作。
四，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
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种程度
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
五，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要点。
1）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这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
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
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
2）社会组织进化论。这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
它变动。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它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近，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
可。这就是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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