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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
《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
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
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
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
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
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
，申信心也。
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
揆之旧例，名曰“自序”。
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
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
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
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
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日：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
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
宗璞然之。
书中所记，有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
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
志谢。
冯友兰198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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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晚年的回忆录，之所以名为“自序”，是继承古人著述的传统，作为此前所有著作的总序
。
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社会，讲述自己的成长环境及人生经历；哲学，叙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及成就；
大学，回顾一生求学与任教的经历；展望，表达自己对未来的信心。
本书所述，起自1890年代，迄予1980年代，忆往事，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对于理解、评价作者
及其著作具有重要价值。
本书版本采用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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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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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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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校勘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松堂自序>>

章节摘录

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
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
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贴补。
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
能作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作“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实物报酬。
到了抗战末期，联大一部分教授组织了一个卖文卖字的会。
说是要卖字，闻一多还给我刻了两个大图章，以备使用。
不过还没有开张，日本就投降了，我的图章始终没有用上。
到1946年我们将要离开昆明的时候，教师们大都把原来从北方带来的东西在街头拍卖了。
家属们坐在街头摆地摊，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持续几个星期之久。
我家先住在龙头村的村子里，后来搬到一个旧庙里，那座庙修在村边的小土山上，已经没有神像了。
这座庙有两层院子，后一层是龙泉镇镇公所，前一层的北房是一个公司的仓库，东厢住一对德国犹太
人夫妇，据说男的原是德国外交部官员，被希特勒赶出来的。
我家住在西边厢房里。
旁边是个小学，叔明一度在院里设了一个油锅炸麻花，学生下课了就来买麻花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松堂自序>>

后记

第二次校勘后记《三松堂自序》(以下简称《自序》)是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录，是冯先生的自传。
之所以名为“自序”，则如冯先生自己所说，是“揆之旧例”，继承古人著述的传统。
他以司马迁、班固、王充为例说：“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
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屠，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
之所在，得失之所由。
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读者不难由此了解《自序》写作之旨趣。
但《自序》写于80年代初，此时《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著述还刚刚开始，远未完成，而冯先生自己是
将《新编》视为生平最重要著作，将《新编》的写作视为晚年的头等大事的。
他为什么不等写成《新编》就写《自序》呢？
这是因为此时的冯先生正处于重大转折关头。
在此之前的三十年中，他所做的事主要是“忏悔”(但也曾力争发表一些并非忏悔的见解与主张)，在
长期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他基本上失落了自我，作为一位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
家，却放弃独立思考，其教训是深刻的。
冯先生在《自序》中真诚地解剖自己，总结教训，从而提出“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决心今后“只写
我自己⋯⋯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再依傍别人”(《新编·自序》)。
在此之后，冯先生坚决抛开“文革”前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八十余岁高龄从头开始撰写七卷本
《新编》，且逐步做到不依傍别人，而作出自己的结论，故《新编》新见迭出，每与时论相违。
他越写到后来越感到自由，写到最后一册、最后一章，更感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大自由。
可以说，冯先生的最后十年是实践“修辞立其诚”原则的十年，是独立思考的十年，冯先生重又充分
显露了他作为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的本色。
这就可见，《自序》的写作对冯先生具有重要意义，他通过蘧一写作实现了从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的
转变。
就此而言，《自序》又不同于古往今来的同类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自传或回忆录，它对于理解作者尤
其具有重要意义。
冯先生又说，《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
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因此，对于评价冯友兰其人其书，《自序》是不可不读的。
不反省、不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唯有经过深刻的反省与忏悔，我们才能真正告别过去，走向未来。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其根源何在？
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与忏悔，每一个过来人都应反省与忏悔，理应成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尤其应该
反省与忏悔。
这是我们民族希望之所在。
就此而言，《自序》在中国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
《三松堂自序》曾于1984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竖排)，次年经校勘后收入《三松堂全集》第
一卷，1996年筹备出版《三松堂全集》第二版(拟于1998年底出版)时又作了第二次校勘。
现即据第二次校勘，改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单行本。
又，《三松堂自序》所述之时代，其下限为1982年。
为使读者了解作者生前最后数年的状况，此次人民版于书后增加了附录《冯友兰先生1983年一1990年
年谱简编》。
此外，书前照片及其说明文字也都有一些变化，以求能更好地反映冯先生的精神风貌与有关史实。
蔡仲德199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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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松堂自序》是一本充满大智慧的书，是一本纵论中国大学教育的书，是一个大哲学家用哲学的眼
光看待宇宙与人生并得出明确结论的书。
而与其思想高度相辅相成的是，《三松堂自序》的语言也达到了现代汉语的最高境界，因而它又是一
本语言艺术家透彻认识语言的内在特质和纯熟运用现代汉语的书。
《三松堂自序》以其思想和语言的巨大魅力，在读书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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