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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普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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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至四七年，余于宾夕法尼亚大
学任访问教授，因著此书。此行承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乘此书出版之际，致以谢意。该校东方学系
师生诸君之合作、鼓励，亦所感谢；该系中文副教授布德博士，尤所感谢。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恒
慕义先生（A. W. Hummel）为此书安排出版，亦致谢意。冯友兰一九四七年六月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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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普及本》

内容概要

韩国首任女总统朴槿惠、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推荐阅读
哲学史经验与个人哲学心得融为一体
畅销全球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入门书
------------------------------------------------
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
讲稿经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人了
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书，60多年来又有多种外文译本出版，一直是世界著名大学的中国哲学
通用教材。
此书将哲学史经验与个人哲学心得融为一体，以二十万字述几千年中国哲学史，简明，生动，出神入
化，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冯友兰的学生涂又光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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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时学术界的畅销书。
21世纪初，我国当代著名学者赵复三先生重新翻译了此书，译文准确、通俗地传达了冯先生原著的精
神。此插图修订版即以赵先生译文为底本，参照英文原版和涂译修订了明显的错误，并配以大量图片
以期作为正文的延伸与补充，希望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书中的内容，增进阅读的乐趣。
------------------------------------------------
《中国哲学简史》完全不是大《中国哲学史》的缩写, 其书文笔轻畅，深人浅出，哲思敏睿，极富意
蕴，是地道的大家手笔，可以说是冯友兰前期哲学史研究的力作。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后有法、意、西、南
、捷、日、朝、中文译本， 且出版后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这样一
本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而尤为可贵者，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
文化经典。
——单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儒学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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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轻松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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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复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
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
史》。
——朴槿惠，韩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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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普及本》

作者简介

作者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
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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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
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名誉博士学位。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者赵复三，祖籍江苏宝山，1926年生。少从周一良、王守惠先生读中国古典文学。1943年入上海圣
约翰大学，1946年大学毕业。1964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197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被聘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副所长。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长，主张以蔡元培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办院方针。1989年退职移居国
外，在法国、美国、加拿大执教，曾获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997年退休，从事中外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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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普及本》

书籍目录

自序
英文版编者序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
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背景
第三章  诸子的由来
第四章  孔子：第一位教师
第五章  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
第六章  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
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孟子
第八章  名家
第九章  道家的第二阶段：老子
第十章  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
第十一章  后期的墨家
第十二章  阴阳家和中国早期的宇宙发生论
第十三章  儒家的现实主义流派：荀子
第十四章  韩非子与法家
第十五章  儒家的形而上学
第十六章  治国平天下的哲学主张
第十七章  汉帝国的理论家：董仲舒
第十八章  儒家兴盛和道家再起
第十九章  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学
第二十章  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
第二十一章  中国佛学的基础
第二十二章  禅宗：潜默的哲学
第二十三章  更新的儒家：宇宙论者
第二十四章  更新的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第二十五章  更新的儒学：主张柏拉 图式理念的理学
第二十六章  更新的儒学中的另一派：宇宙心学
第二十七章  西方哲学的传入
第二十八章  厕身现代世界的中国哲学
译后记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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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普及本》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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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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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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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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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普及本》

后记

1946年至1947年，冯友兰先生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英文讲稿经整理成书，就是这本
《中国哲学简史》。由于是面向西方学生介绍中国哲学，所以该哲学史最大的特点是简明扼要、通俗
易懂，并且非常注意进行中西方哲学的比较参照。该书对于今天渴望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中国读者来
说，也是最值得选择的入门书籍。本书英文版面世以后，冯友兰先生的弟子涂又光先生于80年代将之
译为中文，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广大中国读者才得以与这部优秀的哲学史著作见面。2004年，新世界
出版社推出了我国当代著名学者赵复三先生的新译本。赵先生对涂译中的一些译法提出了不同看法，
译后记中列举的对几个术语的斟酌，让人充分感受到赵先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与负责态
度。新世界出版社的版本为插图版，插图以臆想的古代人物画像为主，这很难表现出冯先生书中丰沛
的内容。是以待新世界版权合同到期后，2008年我们与宗璞女士签下了插图版的版权，希望通过努力
和尝试，以合理的表现形式做到内容与配图相得益彰。经过长时期讨论后，我们以赵复三先生提供的
译文电子文档为底本，参照英文版与涂译修正了目前流行的赵译本中一些明显的错误。插图从“史”
与“哲”两个角度进行选取。在“史”的方面，主要以出土文物、艺术作品、名胜古迹彰显中国哲学
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和表现，印证中国哲学既入世又出世的特质；在“哲”的方面，则参考作者在《
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更大部头著作中所提到的事例和与西方哲学的对比进行配图，适
当弥补“简史”因体裁所限不宜过多举例的缺憾。本书此次再版重排，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对插图进行
精选，使得本书更加精炼。希望这个插图版能够帮助读者把握书中的内容，增加阅读的兴趣。文本中
若存在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在再版时予以改正。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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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普及本》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哲学简史》完全不是大《中国哲学史》的缩写, 其书文笔轻畅，深人浅出，哲思敏睿，极富意
蕴，是地道的大家手笔，可以说是冯友兰前期哲学史研究的力作。——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后有法、意、西、南
、捷、日、朝、中文译本， 且出版后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这样一
本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而尤为可贵者，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
文化经典。——单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儒学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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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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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复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    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
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朴槿惠，韩国史上
第一位女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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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普及本》

编辑推荐

《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编辑推荐：韩国首任女总统朴槿惠、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推荐阅
读，畅销全球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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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普及本》

名人推荐

《中国哲学简史》完全不是大《中国哲学史》的缩写，其书文笔轻畅，深人浅出，哲思敏睿，极富意
蕴，是地道的大家手笔，可以说是冯友兰前期哲学史研究的力作。——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冯
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后有法、意、西、南、
捷、日、朝、中文译本，且出版后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这样一本
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而尤为可贵者，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
化经典。——单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儒学研究》主编资料是古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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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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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复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
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朴槿惠，韩国史上第一位
女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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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普及本》

精彩短评

1、诸子时代占一半篇幅。
2、中学时学历史和哲学一知半解，现在读完才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3、入门
4、通俗易懂。
5、名著佳译，尽显风范，流畅耐读，探之犹深
6、一直想看李泽厚的中国哲学，想不到冯友兰的也这么精彩！第一次认识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是
如此精辟，之前一直认为很无聊。比起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更能让我振奋和激动。我到底是土生土长
的中国人呐！
7、题外话 哲学系的老师还有助教都不怎么喜欢冯先生呢
8、中国哲学之一瞥，各家思想流派都有能被我们借鉴之处。开始想读《中国哲学史》，但是无奈语
文水平不足，实在啃不来吃，于是才读简史，其实也已经够了，本无意专研，只求涉猎。接下来要读
《西方哲学史》。
9、版本不同。
10、“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11、知识构建类读物
12、把平时说不明白的感知具体化，系统化了，也是寻根之路，更大的作用还是促使我去买了《西方
哲学简史》。
13、寒假里读完的唯一一本书。因为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语言平实浅显，也有与西方哲学的对比类
比。后半形而上尤其抽象，越来越难懂，需要很多思考，我想也需要再多读几遍，可能还需要再读些
别的书辅助理解。
14、多年前读过，很受吸引和益处，他日当再读一遍。
15、没看懂，啥意思？
16、涤荡心灵，非常好的书，关键赵复三译得好啊。毕竟七十年前的书了，对于观念有认同有不认同
。
17、我先看了刘勃老师《战国五大公知》，里面的知识零零散散，再通过这本哲学简史，一边学到了
更多，一边理顺了思维
18、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核心思想，着重点放在了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庄子等
人，翻译的很标准，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哲学名著
19、——简史！讲稿！宾夕法尼亚大学！——整体性，框架，温故知新。
20、把原本复杂的哲学简单成一个一个独立的音符的感觉，可是，我还是看不懂。
21、總算有一張圖了，有些東西還沒在腦子裡開化。
22、所谓简史，就是要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最多的知识，所以采取了必要的删减和概括，而删
减了的总是特例的集合，概括了的应该都是主流的认识，所以其中会有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不过想
一想，这本书是写给外国人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东西，一些我们熟知的特例可能就已经被删减
了。我们平常也不会去深究欧美的一些入门读物的细节。故而，在这个程度上，能写出简史的人，一
定是很厉害的了，而我们读简史的时候，要注意细节，但不能钻进细节里。
23、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上的困难主要就是中国哲学向来缺乏明晰思考，是“玄”的。冯友兰先生的这
本书清晰明了，短小精悍，并且对中西哲学进行类比，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不过纵然清晰，也不指望
一遍能读懂。还要读第二遍。
24、非常好的一本书，不论内容还是质量，快递速度也很给力。
25、入门级读物就把我绕晕，需要重读
26、这本书断断续续读了一个月。看完还是有些怅然若失。译著终归是译著了。想必是要看原本才好
。可怜我渣渣的英语了。
27、浅尝辄止，但是感觉还好。哈哈
28、对中国哲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历程以及背景讲解得非常系统，连贯，不单单是介绍哲学思潮，
而详述了产生和演变之背景与缘由。
29、书的质量很一般，不如北大版本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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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看的吃力。貌似作者对道家有点意见？据说这译本还有错？看不懂。不觉得写得清晰有条理，初
次看这种书，云里雾里，囫囵吞枣，很多文言文处看不懂，也没有注释。没觉得像别人说的那么好。
我功力太浅
31、中国传统文化入门
32、初次了解中国哲学，在古文方面可能不够理解，但是仅仅是读了皮毛，也让我对中国各派系的特
点、主要思想有了很多了解，从此中国哲学不是简单地用课本上的“诸子百家”、“程朱理学”、“
陆王心学”所概括，感谢作者。
33、开始咯，明天写完论文就开始！
34、专业之余随便读读。中国源远，读一读也许对社会和历史有更明晰的认识。但斗胆想对中国哲学
是否只能做到这样的分类了？
35、《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的普及本
36、匆匆翻完，幸好没有买《中国哲学史》，这个已经很晦涩了，真的要加强古文啊。写的很好啊！
后浪的版本为什么引号这么混乱⋯⋯
37、有失偏颇，胜在“简洁”
38、赵复三译本中的某些错误，真是只能让人呵呵呵呵。。。
39、结构清晰，简明扼要，涉及与西方哲学的对比
40、读大家，方知自己之浅薄
41、导师推荐书目，适合哲学入门。
42、总是看两页就困⋯自己太缺乏逻辑细菌⋯部分地方看不太懂 但确实是涨姿势的好书 做了许多笔记

43、送货灰常快 书的质量也是没的说 翻译的很好呢 看完后得找英文原版的看看
44、蛮好的，比大本的更易读
45、非常好！
46、旧文人写的书，都是智慧和知识，满屏的干货
47、很好。像散文似的，慢慢读
48、可惜所有那些好的思想和觉悟，都没有传承下来。古人才是真智慧。
49、大师之作，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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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哲学简史》的笔记-世界灵性大师锡．玛塔吉谈老子、孔子

        我很高兴看见这么多人对霎哈嘉瑜伽感兴趣，坐在前面的这位先生，我曾在奥地利看 
见他，我很惊奇他对霎哈嘉瑜伽有那么多的了解。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很伟大的哲人， 
中国人相信孔子的人文主义，但是另外很重要的便是老子，老子是降世的大宗师。老 
子曾经描述过扬子江(长江)，我也到过扬子江去。老子所讲的道，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Kundalini，灵性的能量。老子是个诗人，他所描述的方式是很隐晦，很微妙的。许 
多人也许觉得老子的道很难明白，可是这个道在世界各地均受到尊崇，而且人们试图 
诠释道是甚么。 

老子说，扬子江是个很难去的地方。扬子江的两岸非常美丽，有一次我坐在船舷欣赏 
两岸的风景，坐了三个钟头。我从未看过这样美丽的山峦起伏，好像是画家画上去似 
的，中国的绘画好像都是受了这些山水启发的。在开始时，扬子江有许多旋涡大石， 
很难航行，要很小心地通过。可是过了几个小时，到达海洋的时候，便变得很平静了 
。同样地，老子说要达到道，在开始时是很困难的，但是到达海洋以后，便变得平静 
了。所以我很惊奇老子怎样把扬子江比喻作这个灵性的能量。老子是个很好的诗人， 
而且灵性很高。 

孔子的教训很对，但人们会问：我们过道德的生活究竟是为了甚么？为甚么我们要成 
为讲道德和生活平衡的人？有许多圣人都说我们要有道德，要保持中正平衡，这是为 
了甚么呢？这个平衡为的是达到最后的升进。 除非你们得到升进，没有任何事物可满足 

锡吕玛塔吉演讲译文 
北京公开讲座 

2、《中国哲学简史》的笔记-第152页

        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

3、《中国哲学简史》的笔记-第219页

        尽管人和人之间有种种差别，我们仍可以把各种生命活动范围归结为四等。

4、《中国哲学简史》的笔记-第1页

        哲学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历来被砍为了一个宗教在其他文明中的地位相比拟。以前没想过这么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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