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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

内容概要

冯友兰先生系“五四”后蜚声海内外的哲学家与中国哲学史家，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新
理学》及《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冯先生一生哲学生涯丰富多彩，曲折复杂，经历了自我丧失和自
我回归的痛苦过程,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与深刻的人生经验与启示，极其珍贵。冯先生是本书作者的
研究生导师。但本书并不对先生空泛地颂扬，而是对其哲学思想进行深度的剖析，有肯定、有批评;体
现的是一自由开放的学风。本书将带领读者和冯先生一起，重新经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哲学历程
，深入了解冯先生哲学思想及中国哲学的种种问题、困境和出路，极富知识性与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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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

作者简介

金春峰，男，一九三五年生，湖南邵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及中哲史硕士、历任人民出版社哲学
编辑室主任、《中国哲学》副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常务副主编、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一九
八八至一九八九年，任新加坡东亚哲学所高级研究员；一九九0至一九九八年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
亚系访问研究；一九九九年后，历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华梵大学东方人文
思想研究所客座教授，现任佛光大学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专著：《汉代思想史》、《周官之成书及
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哲学：理性与信仰》、《朱石哲学思想》、《“五四”后思想、人物
论集》（与刘笑敢等合著）、《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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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

书籍目录

自序冯友兰先后总论——一个毕生游戏概念、哲学即生命的人第一时期　1919-1926年学贯中西追随新
思潮——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之分析　一、中国有一条向内的路线　二、采梁先生的观点　三、和梁
漱溟的不同告别玄学与“直觉”——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一、“五四”思潮的继续　二、惟理智能解
决人生观问题　三、告别直觉说　四、对哲学与人的看法进入中哲史研究——以道释儒　一、将哲学
划分为三派　二、以道释儒　三、1926与1927年的分界　第二时期　1927-1935年完成《中国哲学史》
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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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

编辑推荐

　　本书将带领读者和冯先生一起，重新经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哲学历程，深入了解冯先生哲学
思想及中国哲学的种种问题、困境和出路，极富知识性与启发性。　　冯友兰先生系“五四”后蜚声
海内外的哲学家与中国哲学史家，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及《中国哲学史新编》
七卷。冯先生一生哲学生涯丰富多彩，曲折复杂，经历了自我丧失和自我回归的痛苦过程,留下了丰富
的哲学遗产与深刻的人生经验与启示，极其珍贵。冯先生是本书作者的研究生导师。但本书并不对先
生空泛地颂扬，而是对其哲学思想进行深度的剖析，有肯定、有批评;体现的是一自由开放的学风。本
书将带领读者和冯先生一起，重新经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哲学历程，深入了解冯先生哲学思想及
中国哲学的种种问题、困境和出路，极富知识性与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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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

精彩短评

1、　　是啊，竟然看到了这个名字
　　久远模糊的记忆不再
　　冯友兰
　　什么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消失的呢
　　自我消失的时候
2、　　   人的身体有生老病死，但是精神境界没有生死，只有高下之分。有觉解的人，精神境界会从
低向高不断提升。如孔子所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八十
不知老之将至，就是形容人的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西方人怕老，中国人不知
老之将至，其中苦乐之悬殊，由此可见。
3、编辑校对装帧都实在是差
4、写得婆婆妈妈的跟杨二嫂唠叨一样。
5、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来饱经忧患和磨难的典型。
6、　　最近在读金春峰的《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一书。书中的表述是以冯友兰先生的著作展开的
，金老师先转述冯先生的著作内容，然后略加增删和补充，并以自己的观点给予肯定与否定。怎么看
这本书也只是近似于一本读书笔记而已，里面只是简单依照时间分期而已，没有探究冯先生的心路历
程，怎么能以“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为题呢？
　　
　　再看金老师对冯先生的点评，觉得有很多地方是不甚明了的诠释和一己的局限，但这些却成为了
评判冯先生的准绳。摘了“告别玄学与‘直觉’”一章中的若干段落来谈一谈自己的认识。
　　
　　
　　一
　　
　　
　　如金老师说：
　　
　　在《一种人生观》中，冯先生对“人生观”的论述，内容大致有：人生之真相；人生之目的；活
动与欲；中和与通；性善与性恶；理智之地位；诗与宗教；内有的好与手段的好；“无所为而为”与
“有所为而为”；人死；可以说涉及到人生的全部问题。而关键之点，则是冯先生指出：惟有理智与
理性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与基础，因而与科学派所持的大立场与基本方向完全一致。
　　
　　为什么人生观问题，惟有理智与理性才能解决？因为冯先生把人生观问题说成是“人生”问题，
又把“人生”问题说成是生活问题，而非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人生观本来是指人生的价值及意义
的问题，并非所谓生活及其如何满足的问题；但冯先生却如此定义人生观。冯说：“人生之目的是‘
生’，‘生’之要素是活动。活动之原动力是欲。⋯⋯假使人之欲望皆能满足而不自相冲突，此人之
欲与彼人之欲，也皆能满足而不相冲突，则美满人生，当下即是；更无所（谓）人生问题，可以发生
。但实际上欲是互相冲突的。⋯⋯如要个人人格，不致分裂，社会统一，能以维持，则必须于互相冲
突的欲之内，求一个‘和’。和之目的，就是要叫可能的最多数之欲，皆得满足。所谓道德及政治上
社会上所有的种种制度，皆是求和之方法。⋯⋯道德上之所谓‘和’，正如知识上所谓‘通’。科学
上一个道理，若所能解释之现象愈多，则愈真；社会上政治上一种制度，若所能满足之欲愈多，则愈
好。”冯先生把“人生观”问题归结为“欲”之最好的满足的方法问题。“人生”即是有欲的这种东
西用种种方法、手段满足其欲的活动与活动过程。冯先生这样地以欲的如何最好满足的方法问题为人
生观的惟一问题，也就预设和规定了解决的方法只能是科学的而不能是“直觉”的。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作者认为“因为冯先生把人生观问题说成是“人生”问题，又把“人生”问题
说成是生活问题，而非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人生观本来是指人生的价值及意义的问题，并非所谓
生活及其如何满足的问题；但冯先生却如此定义人生观。”，进而否定了冯友兰先生把人生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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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

看作生活问题的看法。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点不是冯友兰的失误，而实际上这种看法正是冯友兰的高明
之处。在这里冯友兰先生是以东方哲学的传统，以“行”的方式来验证“知”的部分，是把抽象的观
念运用到生活中的来体现和验证的最佳方式。在这里可以看出冯友兰先生是吸取了禅宗思想的精粹来
充实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而对于金老师来说，恐怕对禅宗的思想并不甚明了，也就无法体会到冯先生
高明之处了。
　　
　　
　　二
　　
　　
　　在后面再转述张君励的观点后，金老师说：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在同一社会内，依此社会制度所规定而享有同一权利，须尽同
一义务的人群，对人生的看法，可以完全不同。信佛教者可能以诸法皆空，山河大地、现实生活为虚
幻。信基督教者可能以人生为原罪，须敬事与皈依上帝以忏悔罪恶。信其他宗教或持有其他人生哲学
者亦会对个人的生命与人生责任、人生意义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社会制度与人生观是两个性质不同的
问题。冯先生以社会制度的问题取代人生观、人生价值的问题而发其议论，显然是不能真正驳倒张君
劢的。
　　
　　在这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出金老师把佛教和基督教看作了单纯的信仰问题，即单纯的抽象问题，
而忽视了不管信仰的主体是人，人必然要在社会中生活，必要以实际的形同来体现属于自己的信仰。
这一点是社会制度如果不能予以充分的满足，也就谈不上人生价值。冯先生并不是在讨论抽象的“以
社会制度的问题取代人生观、人生价值的问题”而是在指出怎样在社会制度和人生观之中建立一条通
道！
　　
　　
　　三
　　
　　
　　在“告别直觉说”一章中金老师在叙述了冯先生不同文章中对直觉的说法后有这么一句话“这方
法，以前冯先生是持反对的态度，现在则转到持肯定的态度。”但从文中前面的表述来看：“冯先生
以前对柏格森的“直觉”说，是当作新哲学向国内介绍的。”⋯⋯ “但在《一个人生观》中，冯先生
不赞成张君劢，连带也对“直觉”说进行批判了。”这样的顺序明明是先肯定后否定的。那么“这方
法，以前冯先生是持反对的态度，现在则转到持肯定的态度。”这句话明显是表述上的错误了。
　　
　　
　　四
　　
　　
　　在“对哲学与人的看法”一节中金老师的表述：
　　
　　在《一种人生观》后面附录的《人生哲学之比较研究序言》中，冯先生谈到他对哲学的看法，对
哲学与科学之相互关系的看法。冯先生写道：“所谓哲学与科学之区别，在其方法不同。科学的方法
，是逻辑的，是理智的；哲学的方法，是直觉的，反理智的。不过关于所谓直觉⋯⋯顿悟、神秘等经
验，虽有其甚高的价值，但不必以之混入求知识之方法之内。无论哲学、科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
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在这一说法中，哲学是反逻辑、反理智，与直觉、顿悟、
神秘等经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哲学”实际上与玄学是同一个东西。这样的“哲学”在当
时就是指柏格森一类的“哲学”。但这段话的后面，冯先生又强调无论是哲学、科学，皆必以严格的
理智态度表出之。这里“表出”的一层意思是表述，就是说，即便柏格森那样的哲学也必须清醒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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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

符合逻辑的理智方法态度表述看法；另一层意思是说，惟有以严格的理智态度产出的哲学，才是真正
的能提供人以知识的哲学。符合这一标准的“哲学”，在当时冯先生的心目中就是与柏格森哲学相对
立的、以对经验进行逻辑地理智地分析为特征的罗素的哲学，或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维也纳马赫
、彭加烈等人所宣讲的“哲学”。这种哲学，正是此时科学派丁文江、王星拱等人信奉的，也是冯先
生此时所采取的。显然，这是很矛盾的。
　　
　　这一段文字中金老师的分析说“在这一说法中，哲学是反逻辑、反理智，与直觉、顿悟、神秘等
经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符合这一标准的‘哲学’，在当时冯先生的心目中就是与柏格森哲学
相对立的、以对经验进行逻辑地理智地分析为特征的罗素的哲学，或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维也纳
马赫、彭加烈等人所宣讲的‘哲学’。”，并进而得出的结论是冯先生的对哲学的认识存在着矛盾的
地方。先说第一处，冯先生的文字主要谈的其实不是哲学，而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可
以是非科学、非理智的，但不能把直觉归入到科学认知的方法中来，作为研究者一定是要用科学的语
言来表述直觉的意义。但到了金老师这里把冯先生的对“哲学的研究方法”的态度，转换成了对待“
哲学”的态度，由此得出结论是不确切的。
　　
　　再说说第二处，金老师说冯先生当时的哲学观是和文中提到的几位讲的“哲学”是一样的。但我
们细查的话，恐怕是冯先生是各有取舍的。在笔者看来，冯先生既承认柏格森“直觉”的作用，又强
调用罗素等人的分析手段来阐释，采用的是一种均有取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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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

精彩书评

1、最近在读金春峰的《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一书。书中的表述是以冯友兰先生的著作展开的，金
老师先转述冯先生的著作内容，然后略加增删和补充，并以自己的观点给予肯定与否定。怎么看这本
书也只是近似于一本读书笔记而已，里面只是简单依照时间分期而已，没有探究冯先生的心路历程，
怎么能以“冯友兰哲学生命历程”为题呢？再看金老师对冯先生的点评，觉得有很多地方是不甚明了
的诠释和一己的局限，但这些却成为了评判冯先生的准绳。摘了“告别玄学与‘直觉’”一章中的若
干段落来谈一谈自己的认识。一如金老师说：在《一种人生观》中，冯先生对“人生观”的论述，内
容大致有：人生之真相；人生之目的；活动与欲；中和与通；性善与性恶；理智之地位；诗与宗教；
内有的好与手段的好；“无所为而为”与“有所为而为”；人死；可以说涉及到人生的全部问题。而
关键之点，则是冯先生指出：惟有理智与理性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与基础，因而与科学派所持的
大立场与基本方向完全一致。为什么人生观问题，惟有理智与理性才能解决？因为冯先生把人生观问
题说成是“人生”问题，又把“人生”问题说成是生活问题，而非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人生观本
来是指人生的价值及意义的问题，并非所谓生活及其如何满足的问题；但冯先生却如此定义人生观。
冯说：“人生之目的是‘生’，‘生’之要素是活动。活动之原动力是欲。⋯⋯假使人之欲望皆能满
足而不自相冲突，此人之欲与彼人之欲，也皆能满足而不相冲突，则美满人生，当下即是；更无所（
谓）人生问题，可以发生。但实际上欲是互相冲突的。⋯⋯如要个人人格，不致分裂，社会统一，能
以维持，则必须于互相冲突的欲之内，求一个‘和’。和之目的，就是要叫可能的最多数之欲，皆得
满足。所谓道德及政治上社会上所有的种种制度，皆是求和之方法。⋯⋯道德上之所谓‘和’，正如
知识上所谓‘通’。科学上一个道理，若所能解释之现象愈多，则愈真；社会上政治上一种制度，若
所能满足之欲愈多，则愈好。”冯先生把“人生观”问题归结为“欲”之最好的满足的方法问题。“
人生”即是有欲的这种东西用种种方法、手段满足其欲的活动与活动过程。冯先生这样地以欲的如何
最好满足的方法问题为人生观的惟一问题，也就预设和规定了解决的方法只能是科学的而不能是“直
觉”的。在上面这段文字中作者认为“因为冯先生把人生观问题说成是“人生”问题，又把“人生”
问题说成是生活问题，而非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人生观本来是指人生的价值及意义的问题，并非
所谓生活及其如何满足的问题；但冯先生却如此定义人生观。”，进而否定了冯友兰先生把人生观的
问题看作生活问题的看法。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点不是冯友兰的失误，而实际上这种看法正是冯友兰的
高明之处。在这里冯友兰先生是以东方哲学的传统，以“行”的方式来验证“知”的部分，是把抽象
的观念运用到生活中的来体现和验证的最佳方式。在这里可以看出冯友兰先生是吸取了禅宗思想的精
粹来充实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而对于金老师来说，恐怕对禅宗的思想并不甚明了，也就无法体会到冯
先生高明之处了。二在后面再转述张君励的观点后，金老师说：“人生观”是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在
同一社会内，依此社会制度所规定而享有同一权利，须尽同一义务的人群，对人生的看法，可以完全
不同。信佛教者可能以诸法皆空，山河大地、现实生活为虚幻。信基督教者可能以人生为原罪，须敬
事与皈依上帝以忏悔罪恶。信其他宗教或持有其他人生哲学者亦会对个人的生命与人生责任、人生意
义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社会制度与人生观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冯先生以社会制度的问题取代人生
观、人生价值的问题而发其议论，显然是不能真正驳倒张君劢的。在这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出金老师
把佛教和基督教看作了单纯的信仰问题，即单纯的抽象问题，而忽视了不管信仰的主体是人，人必然
要在社会中生活，必要以实际的形同来体现属于自己的信仰。这一点是社会制度如果不能予以充分的
满足，也就谈不上人生价值。冯先生并不是在讨论抽象的“以社会制度的问题取代人生观、人生价值
的问题”而是在指出怎样在社会制度和人生观之中建立一条通道！三在“告别直觉说”一章中金老师
在叙述了冯先生不同文章中对直觉的说法后有这么一句话“这方法，以前冯先生是持反对的态度，现
在则转到持肯定的态度。”但从文中前面的表述来看：“冯先生以前对柏格森的“直觉”说，是当作
新哲学向国内介绍的。”⋯⋯ “但在《一个人生观》中，冯先生不赞成张君劢，连带也对“直觉”说
进行批判了。”这样的顺序明明是先肯定后否定的。那么“这方法，以前冯先生是持反对的态度，现
在则转到持肯定的态度。”这句话明显是表述上的错误了。四在“对哲学与人的看法”一节中金老师
的表述：在《一种人生观》后面附录的《人生哲学之比较研究序言》中，冯先生谈到他对哲学的看法
，对哲学与科学之相互关系的看法。冯先生写道：“所谓哲学与科学之区别，在其方法不同。科学的
方法，是逻辑的，是理智的；哲学的方法，是直觉的，反理智的。不过关于所谓直觉⋯⋯顿悟、神秘
等经验，虽有其甚高的价值，但不必以之混入求知识之方法之内。无论哲学、科学，皆系写出或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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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在这一说法中，哲学是反逻辑、反理智，与直觉、顿
悟、神秘等经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哲学”实际上与玄学是同一个东西。这样的“哲学”
在当时就是指柏格森一类的“哲学”。但这段话的后面，冯先生又强调无论是哲学、科学，皆必以严
格的理智态度表出之。这里“表出”的一层意思是表述，就是说，即便柏格森那样的哲学也必须清醒
地以符合逻辑的理智方法态度表述看法；另一层意思是说，惟有以严格的理智态度产出的哲学，才是
真正的能提供人以知识的哲学。符合这一标准的“哲学”，在当时冯先生的心目中就是与柏格森哲学
相对立的、以对经验进行逻辑地理智地分析为特征的罗素的哲学，或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维也纳
马赫、彭加烈等人所宣讲的“哲学”。这种哲学，正是此时科学派丁文江、王星拱等人信奉的，也是
冯先生此时所采取的。显然，这是很矛盾的。这一段文字中金老师的分析说“在这一说法中，哲学是
反逻辑、反理智，与直觉、顿悟、神秘等经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符合这一标准的‘哲学’，
在当时冯先生的心目中就是与柏格森哲学相对立的、以对经验进行逻辑地理智地分析为特征的罗素的
哲学，或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维也纳马赫、彭加烈等人所宣讲的‘哲学’。”，并进而得出的结
论是冯先生的对哲学的认识存在着矛盾的地方。先说第一处，冯先生的文字主要谈的其实不是哲学，
而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可以是非科学、非理智的，但不能把直觉归入到科学认知的方
法中来，作为研究者一定是要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述直觉的意义。但到了金老师这里把冯先生的对“哲
学的研究方法”的态度，转换成了对待“哲学”的态度，由此得出结论是不确切的。再说说第二处，
金老师说冯先生当时的哲学观是和文中提到的几位讲的“哲学”是一样的。但我们细查的话，恐怕是
冯先生是各有取舍的。在笔者看来，冯先生既承认柏格森“直觉”的作用，又强调用罗素等人的分析
手段来阐释，采用的是一种均有取舍的做法。
2、人的身体有生老病死，但是精神境界没有生死，只有高下之分。有觉解的人，精神境界会从低向
高不断提升。如孔子所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八十不知
老之将至，就是形容人的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西方人怕老，中国人不知老之
将至，其中苦乐之悬殊，由此可见。
3、是啊，竟然看到了这个名字久远模糊的记忆不再冯友兰什么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消失的呢自我
消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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