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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自述》

内容概要

历尽百年沧桑之后，世纪哲人冯友兰先生以一种淡定的态度，娓娓道来自已求学、治学的经历，同时
也展现了作者面对那个西风落叶的时代所怀有的心态，以及同时代一批学人轻舟激水，奋发图强的精
神。 

　　本书是世纪哲人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回眸自己学林春秋的自述传记。历尽百年沧桑之后，冯友兰先
生以一种淡定的态度，娓娓道来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同时也展现了作者面对那个西风落叶的时代
所怀有的心态，以及同时代一批学人轻舟激水，奋发图强的精神。全书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
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学术成长、求学教学过程以及对“旧邦新命”的殷切瞩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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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自述》

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哲学家。河南唐河人。 
　 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民国十三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获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民国十二年起历任中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广东大
学哲学系教授，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秘书长、哲学系教授兼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民国三
十七年后，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代主席、校务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四九年后，任中国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
学史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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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自述》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部 社会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第二章 民国时期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第二部 哲学
第四章 二十年代
第五章 三十年代
第六章 四十年代
第七章 五十年代及以后
第三部 大学
第八章 北京大学
九章 清华大学
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
第四部 展望
第十一章 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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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自述》

精彩短评

1、勉强4
2、我本是一个哲学盲，曾被“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困扰到几乎崩溃，于是远远地躲着哲学。
读这本书是冲着自述，至于冯友兰何许人也，原本并不知晓，只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似乎在哪里听
说过这个名字。从作者简介和照片里知道这是一位哲学家，于是想看看一个疯子的自述会是什么样的
。并不完全赞同先生的一些观点，但先生的确向后人展示了一段历史，或者说，好几段历史。“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家应自期许者也，学者亦是，年轻人亦
如是。当初去昆明的时候，怎么没人跟我推荐去西南联大旧址看看？
3、冯先生的博学是令人景仰的：从幼年时传统文化的积淀，到成年后的严谨求索治学⋯⋯我看到了
一位学术泰斗最平实也最厚重、最淡泊也最动人的人生。正如他所愿，只想办好大学。然而在那些血
风腥雨战乱的年代，一个人能踏踏实实治学育人，以此为中华民族贡献一份力量也是难能可贵的。尤
其面对，那些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时，尤其在文革的批判斗争中，一位学者的无力与无奈，是很容易
屈服的；而他总是那样淡定，有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这样的他，是真正的学者，真是
人们崇尚的“教师”
4、看这本书的很多瞬间是觉得有些悲凉的。文人，毕竟是文人，柔弱的文人。
5、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
6、很好的一本书，值得看
7、文笔亲切，读着如亲聆大师口述
8、 厚着脸皮说这位贞元六书的作者还是华师的校友呢⋯⋯可与《上学记》相互比较阅读，便知个中
趣味。（何兆武当时为西南联大学生，冯友兰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9、有冯友兰自己讲述生平事迹，如游于近代风俗化境。娓娓之语如近在耳畔，又如远在梦间
10、喜欢老爷子质朴的文风。http://www.tspl.cn/book/book.aspx?cno=0004375
11、第一三部分好读，从中也可以一窥过去的学界风格
12、冯先生在1989年拍的那张照片，有含义
13、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14、我不满足于学殖万卷的经师，还要去寻找立命安心的'人师'，为轻舟激水的人生找一注脚，为西风
落叶的时代找一归宿（陈映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冯友兰）------这就是冯友兰的一生吧。

15、即1981所作《三松堂自序》。看到第二部“哲学”第六章“四十年代”和第七章“五十年代以后
”这两章的时候，我高潮了。话说，金岳霖的审查报告，以前好像还没完整看过一遍。
16、最精彩的还是冯先生解放前在清华的经历。
17、从清末活到文革后，上过北大，还留过洋。
18、易云：修辞立其诚。
19、郁闷这么好的一本书竟然没人理爱书的人都来顶一下吧老冯虽然在文革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人
非圣人
20、好友的礼物，虽然有些生涩的文字，可以看到一位老人娓娓道来他的一生，思想。
21、其实还挺好看的。其中有金岳霖阐述到的一个观点，“同情与赞成”。同情不等于赞成。对一切
时间、经历可抱“同情”态度，赞成与否则是自己的主见了。这样看人看事，我觉得还是妥当的。另
，哲学本身必是迷人之物。可怜可惜我没能力懂呀呀。。再另，天地之间，独自一身，也很迷人，而
且要紧。
22、老人的智慧源自老人的天真
23、冯老先生确实是学者的料，他的经历与交往也足以令人神往。瑕不掩瑜，文革中的错误，我更相
信是一个不谙政治的学者所犯的，更多的可能是大环境的问题。
24、喜欢听那个年代的故事。第一部分的历史社会变迁，第三部分的北大清华轶事，都还不错~
25、文风晓畅的冯老，看着很舒心
26、好人，才能写出来这样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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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自述》

27、确是一本好书
28、记得是在高中的化学书上的前言里有他的”为天地立心⋯‘虽不能至，然心往之’ 那时一下子记
住了他，大学抽空读了他的自述，他的那好几本经典自不多说 一个民国到建国时的大文人 
29、49年遗失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其中有一样就是冯友兰先生，空间上的遗失尚不可怕，这是纯粹的
遗失
30、像是冯友兰在给你讲故事，讲他这辈子的经历，除了哲学那部分都比较容易懂
31、前半部分不错。看完送给大人了。我读过的书就会忘，这是和东藏记，南渡记同时期读的一本书
32、优秀入厕读物 NO.5
33、非常喜欢，大家之作，朴实的文字就将事情描述的非常清楚，不仅思想好，文笔好。真的就如少
林高僧一样，普通的长拳就可以显示威力，冯老也可以用近乎浅白的文字写出不一般威力的文章。叹
为观止，很喜欢
34、中国哲学史，开天辟地，大凡伟人总是在为世间做贡献，北大，清华，燕大，西南联大，那段历
史的记述，那真是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啊
35、了解大师的思想前先了解一下大师的生平；有智慧有善终！
36、大师级作品
37、能看到冯友兰对于中国的热爱，写得那么真实，一点都不装~
38、冯友兰身世、教育事业、思想
39、说当时的北京挺有意思的
40、哲学大师的人生经历
41、一生经历颇为传奇，可谓“名人世界”。有过交往的——蔡元培，胡适，老师杜威，罗素，唯特
根思坦，蒋介石，董必伍，周恩来，毛泽东。。。。。。
42、初一
43、从本书中找到了不下二十个流传很广的关于老北大和西南联大的段子。
44、我怎么觉得这本比他的哲学简史还好呢，冯友兰真是个奇怪的人啊，在文革中被虐成这样，事后
还是不肯说实话，回忆录里好几处都有遮掩痕迹 还有很多细节想不起来了 总之他这个人很值得玩味
45、1918年6月，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时同学们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及教授马叙伦
、梁漱溟等合影。
46、每天下午，我都会坐在映秋院前面的石椅上，开始我一天的阅读。小径曲幽，花香弥漫。光阴像
乒乓球，斑驳地梦幻地，在地上跳跃，忽隐忽现。前面是一片宽阔的柔软的草坪，松树高耸入云，小
孩子喜欢奔跑其中，像自由的小马驹。松鼠们则在松林间欢快地相互追逐，调皮捣蛋，经常有一两只
跑到我的足边与我瞪眼相望，我知道这些小家伙想要干嘛，可惜我忘记带零食了；唧唧喳喳的小鸟们
成群结队，一次次把我包围。在这美好的天地里，冯老与我面对面，向我讲述他的人生。很多有趣的
人和故事，历史在这里与个人重逢。那些风雨吹烛火的岁月呵，都化作了黄昏中金灿灿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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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自述》

精彩书评

1、其实也不算读过吧，只是在图书馆翻了翻。像我这种专心不起来的人，拿着六级的书去图书馆，
见到这本书被摆在一个书架上，就随手拿过来，六级就一眼不看了。翻这种书，总觉得切合那句：清
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种书是肤浅如我者读的么。一点也不爱智慧的人，去读哲学家的自述，是
有点逾越了。不过，我一向是将高中政治书当笑话书看，将传播学概论当八卦杂志看的，这本书就更
不在话下了。原来冯友兰有个女儿叫宗璞，我们以前学过一篇写紫罗兰的课文就是她写的。应该是紫
罗兰吧，记不清了。冯友兰先生其实是个软弱的人。他的生活哲学跟他的哲学明显水平不一致。他从
众，人家叫他签名他就碍于情面签了，也不管是什么签名。人家叫他入党（此处指国民党），他就入
了。他说建国时觉得社会主义是崇仁的，就兴冲冲从外国回来了。然后他的命运就改变了。你说一个
人如果被逼抛弃之前形成的成熟人生观世界观，那是多么悲惨的事。他不得不很真诚的接受思想改造
，去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写信给毛主席，说要用马克思主义再写一本中国哲学史，然后收到毛主席的
回信，叫他老实一点。大约从毛看来，冯这种立场不明确的文人是不够老实的。冯骨子里其实是典型
的中国旧式文人，却避免不了被卷入时代洪流。冯友兰的胡子原来是去西南联大路上留的，后来就没
有剃了。闻一多的胡子也是，后来却没有机会剃了。还有一个细节是冯友兰说西南联大校歌是他写的
，还附上了考证的资料以证明自己记忆的正确，真是可爱。冯友兰虽然软弱，但跟郭沫若不一样。他
很真诚的。真诚的人都很可爱，很可敬爱。
2、好读老人书。本书讲述冯氏身世、学问和教育事业。为自序如对镜自照，所见必不完全。然老人
多经验，少浮辞，足以弥补之。传记是史一支，冯氏历经丧乱，兴学参政，以史观之，极有价值。于
近代之学术思想史多有涉及，评及胡适之书，顾颉刚之史等，亦多可鉴。其中或有春秋笔法，留待日
后再悟。冯素有名位，功利投机之心时一现之。然虽有辩词，又颇坦诚。亦多纪大作，张岱所谓名根
坚固也。文革文体随处可见，感慨时代对人摧残之深。
3、研究哲学的人，通常都比较看通世界上的人事万物。所以做人就有点像红楼里的宝钗，懂得乖巧
。冯友兰就大有点大智若愚的味道，不仅在他对待不同政局政治之间表现得明显，在学术上也是如此
。 中庸中庸啊，只是明灯恐怕还是有的，只是他在心里罢了。
4、把自己博克的这篇“乱写一气”转过来吧。其实是上个周末看的一本书《冯友兰自述》，偶看书
比较慢，连着看了三个晚上，前两天都到夜里快三点了，最后一个晚上，看到了两点，终于看完了。
掩卷深思，感慨良久...感慨着感慨着，竟然就这样睡着了，半夜三点半又突然醒来，才发现灯还是亮
着的...对这个老先生感兴趣是从读它的《中国哲学简史》开始的，前段时间偶然遇到这本自述，便想
拿来翻翻。一读竟不想放下了。写得时间跨度比较大，因为友兰同学生活所跨越的年代也比较长。写
大学，从小的“包本”，到北大，哥伦比亚，到清华；写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个不想谈。--因为当我
了解到最后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原来是在那样的背景写的之后，失望之极。--唉，不过，怎么说呢
？你当然可以傲慢的鄙视传统知识分子的软弱，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却无不痛心的发现所有坚
持正义与真理的斗士往往不得善终，如“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可是，那个时候的民主自由战士
，如闻一多先生，虽死犹荣，至少亿万人民知道你是为民族和真理而牺牲！是光荣的战死在自己的战
场上！可是十年浩劫呢？你是死在谁的手里？而且只能是屈辱的惨死！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除了极
个别的幸运儿，只有“装傻”的活了下来。呵呵，依然记得何兆武无奈的经历，他老人家因为翻译了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十年”中得到的“美名”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招魂”？！庆幸的是还有人听
他解释这本书是毛主席老人家让他翻译的，这才幸免遇难。中国思想界才多保全了这样一位前辈。更
多的人是根本不会给你解释的机会！这只是我们知道的，还有多少我们并不知晓的历史呢？“十年”
现在说原因总是什么江青四人帮怎样怎样，可是我就信了那个邪，几个流氓就能让诺大的中国一整个
儿的黑白颠倒？从来没有剖析这里面的根本原因，从来没有，所以，历史的悲剧在未来还有可能重
演...我从来觉得人不怕犯错，怕的是不敢正视错误，不敢承认错误。这样说起来，冯友兰同学向毛泽
东同志保证说要“改正自己以前的错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写中国哲学史”－即中国哲学
史新编，就不足为奇了...可，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到“十年”呢！再看看冯友兰同学国民时期的表现
，好像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也许只是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痛。--有一点值得肯定是，冯先生对于自
己的软弱竟然也勇敢的写了出来，这是无论如何都让我万分钦佩的！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文化伪君子
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扯远了，言归正传。冯先生的自述，先从社会背景的角度来写，从清末，民国
，写到咱们的新中国。折射出了许许多多的社会现象，让我更近的知道了当年的科举考试的尴尬与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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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自述》

诞，晚清政体官场的腐朽；--虽然有张之洞等图强的一批人，可那样病入膏肓的晚清，灭亡似乎是他
唯一的出路了。可是有一点值得思考的是，记得看过一过一个材料，据经济发展组织的研究，在1820
年，当时中国的GDP近占全世界的30%！可咋就在二十年间就落败于鸦片战争了呢？唉...哦，冯先生
还写到袁世凯大流氓的篡位，--的确是应该称呼为流氓，除了流氓，没有人能做出那种事情来，不过
这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氓，真是一个精于心计的流氓，--在这样的流氓面前，民主，谈何容易。敬仰
于孙中山先生，也憧憬于先生的伟大理想，只是，中国人太愚昧；民主，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  让我
感想最多的莫过于冯先生所提到的那个年代的大学了。冯老还引用蒋梦麟的话，蒋梦麟说自己在大学
混了几十年发现一个规律，大学分三种力量：教授会，学生会，校长。当有两方面力量团结起来的时
候，另外一方就玩不转。--也许也正因为如此才保全了那个时候北大清华的自立，以至于蒋介石每每
想派新校长，却不得瞻前顾后。--还说，大学分三种人，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
，那些行政职员是狗。--让我看了真是啼笑皆非，现在呢？神仙是职员，老虎是职员，教书的和学生
都是狗。那个时候的理念是“教授治校”，有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任何政府的行政工作。可后来
呢？在“十年”中，这些如此优秀的思想竟遭到了批判，自那时，它们就成为了历史...不知道什么时
候再有人站出来为这些被历史湮没起来的真理呐喊...历史，中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甚至可以说
到现在的这段历史绝对是值得反复研究的，无论是在文化还是思想领，我们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也许我们应该把历史的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把这一切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去审视
，中国人也应该来认真研究一下“李约瑟难题”。只是前提是，对于历史，我们必须给它以真相
。------自嘲一下：又想多了吧，傻蛋。
5、做人做事有三个境界，自然而得为上，刻意图之为中，迫于形势为下。冯友兰先生做学问，由中
而上，由上转下；先生做人，本想自然而得取其上，于是并无苛求，自然失之于中，实际往往迫于形
势，碍于情面，最终取乎其下。说做学问。二三十年代冯先生的哲学史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的
创作，起于授课需要，直到后来成书，都可算成有意而为。不论文章优劣，未曾提笔，就只能算中间
的境界了。四十年代是冯友兰先生创作高峰期。这期间在联大写成的《贞元六书》，构成了先生完整
的哲学体系。这部书也算是先生继探究中国哲学史之后自成一家的推演。在境界上高了一筹，可谓自
然而得。五十年代之后，如先生自己所说，“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大著作中仅
有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久久难以成书，让人不免联想，此时的学问，已经是迫于形势了吧。说做
人。做学者，也可分三个境界，首先是“学者的材料”，其上是清醒的认识，第三层是坚持的性格。
第一层“学者的材料”，冯先生毋庸置疑；有了这一层，可成大学者。第二层清醒的认识先生就缺失
了。在几次历史抉择处，先生对时局、大方向的判断，对个人立场的把握，都显示出后知后觉，往往
“碍于情面”，想要逃离“是非之地”，甚至受人左右利用。没有清醒的认识，第三层就更无从谈及
了。没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品格，没有坚持信念的勇气，至多成大学者，难成伟人。说书。我读
的这本《冯友兰自述》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的版本，并非人民大学2004年版本。大二时候在大学
城书店淘来，当时还有一层塑封，至今不知道是否盗版。这次回家翻出来，打开还有一股浓浓的墨味
。昨晚从70页熬到凌晨一点读到170页，今天来京途中才算读完。冯先生这本自述成书于1981年冬，当
时年近九十的老者对自己一生经历感悟诚诚恳恳娓娓道来，态度让人肃然起敬。尽管其中不乏针对过
去是非评判的一些解释和回击，也还大有一种功过任世人评说的大度。读这本书之前，先读了梁漱溟
先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两本书购自同一时期）的前三章，又在网上搜罗了一下梁老的趣事，不
禁感叹同为柔弱学者，品性竟可如此刚柔相别。2010年8月22日午后
6、在《自序》中，冯友兰以该书为其“以前著作之总序”，欲便后人“知其人，论其世”，所以书
中特别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部，以期相应地达到“志环境”、“明专业”
、“论教育”、“申信心”的目的，为了解冯氏及其周围的人、事提供了很多冯氏的亲身感受。冯氏
在书中表明自己在各个阶段的个人见解，较为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及其缘由。虽然冯氏明言
仿旧例，作此自序。但该书体现的冯氏见解，越往后越明显偏向于马列主义，与《史记·太史公自序
》等，写法并不尽同。或许是因为太史公撰述时代相较承平，变化相对不大，其《太史公自序》并未
表现出很多自己的思想转变。至于太史公一生的学术见解是否转变、转变如何，更多地需看各篇章来
进行分析。从这一点来看，某一人的学术思想转变状况，若无较多的编年分析，则只能整体来理解。
这种某人整体、某人分段的状况，很有意思。另外，书中第209页写道，“写这部书（《新知言》——
笔者注）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它在当时是要说明‘新理学’和维也纳学派的不同。当时有人说，‘
新理学’跟维也纳学派是相同的。我想起1933年我在英国，到剑桥大学去讲演，碰见了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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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wig Wittgenstein）。他请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吃下午茶，颇觉意味相投。当时没有谈什么专门问题
，但是谈得很投机。我觉得他也是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问题有兴趣。不过维也纳学派把哲学当成
一种语言或科学方法论的问题，而我则认为它讲的是哲学。为要说明这个意思，就写了一点东西。”
我得承认，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时候，我被惊到了——原来冯友兰当时在国际哲学界已经到了这个级别
。孤陋寡闻了。不过，就该书中所言，虽然冯氏也关注自然方面，但其着力点，仍在社会与人，即较
多注意人生哲学，而非自然哲学。四十年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冯氏从横的方面看历史，在社会
类型方面受到启发，对社会方面关注更多。其关注社会层面，是受到近代西方影响，在关注方法、途
径上的改变。究其根本，中国古代重人事的思维习惯仍引领其整体的思考倾向，其关注点仍在天人关
系下的人。冯氏在该书中也常说，自己要寻一安身立命之处，想着身心俱安。照老话说的，江山易改
，禀性难移。这也可以算作一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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