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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
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
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
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
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
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
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
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
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
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
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
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
留了原有版式。
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
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
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
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
举。
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
营。
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
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
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
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
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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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松堂自序》是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录，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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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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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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二八至一九五二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
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一九五二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松堂自序>>

书籍目录

《自序》之自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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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哲学第四章　20年代第五章　30年代第六章　40年代第七章　50年代及以后三　大学第八章　北京大
学第九章　清华大学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四　展望第十一章　明志附录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三松
堂自序》第二次校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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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
父的家里。
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
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
伯父名云异，字鹤亭。
叔父名汉异，字爽亭。
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
伯父、叔父都是秀才。
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
户了。
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
，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
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
可是他的诗作得很好。
他作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
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
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　　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　　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作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
父亲也能作诗，有《复斋诗集》。
我的一个姑母也能作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
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作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
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
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
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
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
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
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
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
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
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
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
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
》《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
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
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
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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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
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
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
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
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
”。
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
一省，就到哪一省去。
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
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
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
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
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
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
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
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
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
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
补上了缺，称为“得缺”。
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
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
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
先”。
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
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
那时候，在武昌作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
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
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
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
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
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
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母亲带我和弟
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
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
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
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
的讨论。
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
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
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
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
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
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
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
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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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
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
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
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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