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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全二册）》

内容概要

冯友兰先生所著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奠定了现代中国哲学史
学科的基本框架，至今仍是世界各地许多高校使用的基本教材，是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史名著。
冯先生自谓就内容而言，此书有两点“发先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一是将先秦名家分
为合同异、离坚白两派，二是区分了二程思想的不同。实际上，如陈来教授所言，书中例如“孔子的
正名主义，墨子的功利主义，孟子的理想主义，老庄的楚人精神，法家的三种派别，王充自然主义，
《论衡》的唯物主义，以及程朱异同，朱王异同，佛教的主观唯心论语客观唯心论”等诸多观点与提
法，亦皆属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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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后考取公费留美
资格，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学习，1924年博士论文出版后，获博士学位。归国后曾执教于
中州大学、广东大学和燕京大学。1928年8月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曾任校秘书长、哲学系主
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等职；抗战期间随清华大学南迁，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文学院
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入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提出的“释古”理论对史学研究有方向性价值，“照
着讲”与“接着讲”的方法论，则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指导意义。他本人的学术
成果，更是在这两个层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冯先生对其一生重要著
作的总结：冯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
国哲学史；主要创作于抗战时期的“贞元六书”则标志其“新理学”体系的确立；1946年至1947年，
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由其英文讲稿整理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以及英译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至今仍是世界各地许多高校中国哲
学课程使用的教材和参考书籍；“文革”结束后，冯先生已是耄耋之年，在“耳目失其聪明”的情况
下，积十年之功，“不依傍别人”，重新撰写了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更体现了他作为中国哲
学的继承者与发扬者自强不息的精神涵养。冯先生的著作，是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作品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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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全二册）》

精彩短评

1、许多高校基本教材、、、果然是我接触的高校都太小众了
2、这书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且姓冯的一女多卖，也不知道是王允销售貂蝉的连环计，还是红楼梦
里销售香菱惹出人命的拐子。
3、书的装帧和纸张很舒服。
4、没有读过简史就来读这套的人只能为自己不切实际的野心付出自卑的代价。
5、2016.6.20？上册粗读完。材料太多，有点读不下去，故下册暂舍。
6、大师水平确实不一样
7、老娘为了研，也是蛮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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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作的审查报告中言：“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
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而今看这部《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也应依据陈寅恪所言之
方法。冯友兰言：“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将中国历史上各
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为何如此？仅凭区区此一句话实在难了
解其所处时代之真相。民国已去今近百年，而今要理解前人所思所想所能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
存最小之一部分。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
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五四学人的基本问题包括：中国
有没有科学？中国有没有哲学？汉唐佛教传入时儒生不会问类似的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认为自己不如
人，但当西方的科学裹挟着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国门，战争的失败用事实表明，我们失败了。事实如
神判，理性无法对其进行质疑，冯友兰言：“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
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一西洋义理
之学史。就原则上而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而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尤其著者
。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
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进一步，为何要以西洋方法做中国哲学史，为何要“将中国历史上
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答案已有。西方塑造了近代世界体系
与学术体系，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华夏由天朝上国成为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万邦之一，或者说
在“夷夏之辨”中，中国一下子从正统“诸夏”变成了相对于西方正统而言的“夷狄”，失去了自己
的话语体系。“天朝上国”一下子名不正言不顺，名不正言不顺则事不成，由华夏成为中国，中国需
要一种语言来思考并理解自己在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冯友兰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了选择
，他选择拥抱他所谓的近代学术体系。对冯友兰而言，他就是要在中国古代诸种学问中抽出这种语言
，非如此不能理解自身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尽管原则上说，我们也可以做一部西方义理学史，
但这种穿凿附会所生造之物，由于其属于某种莫名其妙的杂交品，在每一部分之间皆有血肉联系的西
方学术体系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因而它就没有诞生的必要。或可谓冯所做“中国哲学史”亦是此类杂
交品，但它与那个没必要诞生的西方义理学史不同，如果中国选择融入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那这部
中国哲学史就有必要诞生，因为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可以从自己的学问中发明出哲学，进而表明自
己可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如果事实上是中国主导了世界体系，那面对事实，西方也可能有人做西方
义理学史。时人尽可谓冯友兰背叛了华夏古典传统，但此不构成对冯友兰的批评，皆因他自己对自己
所行之事心知肚明。《中国哲学史》一书因而带有深深的成见。如金岳霖在其审查报告中所言，这是
“说出一种道理来的成见”，虽然金岳霖表扬冯友兰并未以一种成见对待中国古代学问，但综观此书
，尤其是其绪论，其成见之深，似完全驳斥了金岳霖所言。所以，依照冯友兰对自家学术在世界学术
体系中所应该或可以有的地位的理解，他不准备以描述性的方法对待中国思想，而以西方外来“哲学
”之应当在中国学术史料中发明出一部哲学史就成为可以理解的，而他也付诸实践。在发明这部哲学
史的时候，冯友兰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何谓“西方哲学”？今天没有人思考这种问题，因为时
代不允许今人思考这种问题，但时代逼迫冯友兰等人思考并对这一问题做出即刻而明确的答复。冯友
兰基本上选择了英美哲学以及英美对希腊哲学的解释作为西方哲学的范本。从这种选择不难看出，冯
友兰将极其重视哲学中的逻辑（logic，时译“论理”）部分，他视逻辑为哲学的本质。哲学家欲成道
理，必以逻辑论证证明其所成立。接下来自然就导向了对中国哲学的批评：“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
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这些话绵延至今时今日，仍有人在讲
。时不同而理同，除非不选择英美哲学及英美解释下的希腊作为西方哲学的范本，否则冯友兰们的言
论几乎是不可驳斥的。这种对“哲学是什么”的争论涉及西方哲学最深层，常人欲言之必丧失西方哲
学丰富多彩的外缘问题，而一颗参天大树的根基和它繁茂的枝叶同样重要。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
绪论中对西方哲学化繁为简的抽象讨论是为了引出其中国哲学史，但却由此把西方哲学过度简化。索
性此书读者亦非毫无基础的门外汉，这也不是一部教材，它所针对的读者群是陈寅恪、金岳霖、胡适
、傅斯年等人。既是“中国哲学史”，那下一个问题便是：什么是历史？冯友兰说，他著中国哲学史
，旨在使写的历史与实际的历史尽量符合，可见其方法受实证史学之影响。他甚至援引孟子“尽信书
不如无书”来佐证自己的实证史学方法，尽管可以考证孟子并非一位实证思想家，而“尽信书不如无
书”甚至可以被解释为对实证史学的批评。实证史学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六经注我的尴尬境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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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它号称要实证，另一方面它肢解或误解古人的思想并为自己所用。因此，冯友兰著此哲学史，实
际上并非如其所名言的是在与世无争的考证历史，而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地进行史论式的工作，这
种工作有一个暗含的目的，使中国史学，至少是哲学史，也融入西方主导的史学学术体系，为此，他
勇敢地发明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似乎意识到此书的某种史论成分，故在审查报告中言：“史论者，
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则已印入作
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陈寅恪不是搞哲学的，其言辞谨小慎微极尽斟
酌，将自己限制在历史范围内，“史论有助于考史”已是将自己与冯友兰之所为划清界线。冯友兰作
中国哲学史事关民国学术路线，其暗藏要回答的问题是到底融不融入西方，正是新时期的以史带论，
正如苏子瞻之史论为北宋政论，王船山之史论如明末政论，都涉及路线问题这一政治问题，虽然其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政论。时代变了，而今再看冯友兰这篇绪言，却不得不感叹只能把它作为史料来研究
那个时代，而冯友兰本人的史论，也有助于研究那个时代。但其隐藏的政治色彩却仍然有生命力。中
国思想已经失去了纸外的夷夏之辨、天下体系、儒家大家族，“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能对应之现实皆
已彻底消失，甚至“格物致知”都失去了其本来意义而被西方科学带来的外来意义所取代。以保留华
夏文明种子为志者理应认识到百年来中国为融入这个世界都牺牲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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