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哲學史(紀念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國哲學史(紀念版)》

13位ISBN编号：9789570529687

出版时间：2015-1

作者：馮友蘭

页数：10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國哲學史(紀念版)》

内容概要

上論四百餘年的子學時代，下談二千餘年的經學時代。
會通古今、融會中西，第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通史！
馮友蘭先生於三○年代完成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在寫作本書下冊時，國家正遭受列強侵略，所謂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理論結晶，真正的哲學家是時代的號手。」（牟鍾鑒），為使國人對中國文化產
生信心，並確信固有之文化並不亞於西方文化，書中極力闡揚中國哲學之光明面，充分展現了當時的
時代精神。馮友蘭先生的一生和哲學無法分離，在臨終彌留之際曾說：「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
彩！」
馮友蘭先生是第一個以現代眼光貫通中國哲學的人，而《中國哲學史》更是第一部以西方哲學概念做
為架構，具備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著作。書中許多觀點，均為前人所未發，後人所不能改，其基本
架構亦已為中國哲學史界普遍接受，並成為學術界的定論。
全書分為「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兩部分，子學時代論孔子至淮南王等四百餘年之哲學文化，以
橫的發展為主；經學時代則談董仲舒至康有為等二千餘年的學術主流，以縱的發展為主。書中大力推
崇儒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獨尊和正統地位，史料豐富翔實，觀點新穎深刻，分析透徹，具有極高的學
術價值，堪稱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
紀念馮友蘭先生一百二十冥誕暨逝世二十五週年精裝版
杜威（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馮君這個學生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的材料。
張岱年（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胸懷寬闊，涵養有素。他既能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也能容忍不
同的意見。
李慎之（著名哲學家）：中國人瞭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牟鍾鑒（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對於二十世紀社會矛盾運動所發生的深
刻變化，感覺最敏銳、理論轉換最及時的哲學家是馮友蘭先生，對於辯證法的核心即對立統一規律，
最早出來用貴和的觀點加以重新解釋的哲學家是馮友蘭先生。
2015年是馮友蘭先生一百二十冥誕暨逝世二十五週年，為紀念這位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相當地位的大
師，臺灣商務印書館特出精裝版，邀請馮友蘭先生的後代馮鍾璞女士為此書作跋，並請曾獲「中山文
藝獎」、「國家文藝獎」及「吳三連獎」的書法名家陳維德教授為本書封面題字。
本書特色
★馮友蘭先生一百二十冥誕暨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
★韓國女總統朴槿惠最喜愛的中文書籍！
★奠定一代哲學大師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的地位。
★第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通史，上論四百餘年的子學時代，下談二千餘年的經學時代。
名人推薦
蘊含著做人的道理和戰勝人生磨難的智慧，讓我領悟到了如何自正其身，如何善良正直的活著。⋯⋯
本書把深藏已久的東方精神遺產挖掘並擦亮，使其成為閃閃發光的寶石，讓我們明白如何堅定地走過
這花花世界。對於我來說，遇見這本書，是無比珍貴的緣分。——朴槿惠（韓國女總統）
取材謹嚴，持論精確⋯⋯今欲求一中國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瞭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
幾近之。——陳寅恪（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
馮著是當今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最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將長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視。儘管本書的研究
方法只是諸多方法之一種，採用的材料也大多為其他中國思想史家所經常採用，但在眾多的中國學者
中和西方漢學家中，馮著的確堪稱翹楚之作。——李約瑟（英國現代生物化學家、漢學家和科學史專
家）
成功地使「在形式上無系統」的中國哲學的各家各派，一一展示出其哲學的「實質的系統」⋯⋯成功
地彰顯了中國文化的光明面，而國人通過閱讀該書，亦因之確信中國文化並不較西方文化為劣。⋯⋯
為失去本心的國人求其放心，為失魂落魄的民族招魂，正是馮書心血之所繫，故馮書的基調，與當時
的時代精神，可謂完全合拍。《中國哲學史》不僅是有史以來第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通史，而且還是
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中國哲學史！——翟志成（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Page 2



《中國哲學史(紀念版)》

Page 3



《中國哲學史(紀念版)》

作者简介

馮友蘭（1895-1990）
字芝生，河南唐河縣人。中國近現代名哲學家、哲學史家。
1915年自中國公學考入北京大學哲學門，學習中國哲學。1919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
杜威，學習西方哲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現河南大學）、廣東大學、
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
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三○年代初，完成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出版後，陸
續出現英譯本（Derk Bodde譯）、日譯本（柿村峻、吾妻重二等譯）、韓譯本（鄭在仁譯），成為各
國大學通用的基本教材。1934年9月全書初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44年4月又出增訂版，1993年再由
臺灣商務印書館出此書增訂臺一版。
1946年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邀請，任客座教授一年，集結其間講稿出版《中國哲學簡史》。該書深
受外國讀者歡迎，先後有十二種語言的譯本出版。1980年起，將全部精力投入了《中國哲學史新編》
的寫作。1990年11月26日，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享年95歲。
馮友蘭曾自擬「三史釋古今，六書紀貞元」一聯，總結自己得意之作。三史是《中國哲學史》、《中
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等三套中國哲學史著作。六書是「貞元六書」即《新理學》、《
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本自成體系的哲學著作。生平著
作收錄在《三松堂全集》共十五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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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臺北版自序
自序一
自序二
自序三
第一篇　子學時代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汎論子學時代
第三章　孔子以前及其同時之宗教的哲學的思想
第四章　孔子及儒家之初起
第五章　墨子及前期墨家
第六章　孟子及儒家中之孟學
第七章　戰國時之「百家之學」
第八章　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學
第九章　惠施、公孫龍及其他辯者
第十章　莊子及道家中之莊學
第十一章　墨經及後期墨家
第十二章　荀子及儒家中之荀學
第十三章　韓非及其他法家
第十四章　秦漢之際之儒家
第十五章　易傳及淮南鴻烈中之宇宙論
第十六章　儒家之六藝論及儒家之獨尊
第二篇　經學時代
第一章　汎論經學時代
第二章　董仲舒與今文經學
第三章　兩漢之際讖緯及象數之學
第四章　古文經學與揚雄、王充
第五章　南北朝之玄學（上）
第六章　南北朝之玄學（下）
第七章　南北朝之佛學及當時人對於佛學之諍論
第八章　隋唐之佛學（上）
第九章　隋唐之佛學（下）
第十章　道學之初興及道學中「二氏」之成分
第十一章　周濂溪、邵康節
第十二章　張橫渠及二程
第十三章　朱子
第十四章　陸象山、王陽明及明代之心學
第十五章　清代道學之繼續
第十六章　清代之今文經學
附錄
原儒墨
原儒墨補
原名法陰陽道德
原雜家（與張可為君合作）
孟子浩然之氣章解
審查報告一（陳寅恪）
審查報告二（金岳霖）
審查報告三（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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