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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曾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易名《中国现
代哲学史》，于1992年7月出版，是为繁体字竖排本。
在经多次校勘后，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是为简化字横排本。
冯先生在书的绪论中说道，“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
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
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
”这对于理解中国哲学、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具有很深的认识意义。
冯先生以他的漫长的学术生涯和辉煌的学术生命铸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
对于他的著作的阅读一定让你增长对于哲学、学术、人格的深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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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零），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后卦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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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哲学史>>

书籍目录

自序
　　绪论
　　第一节 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四节 “以夷为师”（向西方学习）
　　第一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章炳麟
　　第一节 《民报》与《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
　　第二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的驳斥
　　第三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评论
　　第四节 章炳麟所理解的社会革命
　　第二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理论家和最高领导人孙中山
　　第一节 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发展
　　第二节 孙中山追随维新派时期的半封建思想
　　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资产阶甥思想——建国方略
　　第四节 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的半社会主义思想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教育家、哲学家蔡元培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蔡元培论世界观与人生观
　　第三节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第四节 蔡元培的哲学观
　　第五节 蔡元培的美学思想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胡适、梁漱溟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内部的派别
　　第二节 胡适引进美国哲学——实验主义
　　第三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应用
　　第四节 梁漱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第五节 梁漱溟对于孔丘的新估价及其对于儒家的新解释
　　第六节 梁漱溟的文化论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左翼——陈独秀、李大钊
　　第一节 陈独秀论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第二节 陈独秀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根源和奋斗目标
　　第三节 陈独秀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四节 陈独秀论国民革命后中国的前途
　　第五节 李大钊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第六节 李大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第六章 20—40年代之间的三大论战
　　第一节 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对于“论战”的总结
　　第三节 关于中国在当时的社会性质的论战
　　第四节 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论战
　　第七章 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二节 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
　　第三节 《实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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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矛盾论》
　　第五节 《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六节 社会主义阶段
　　第七节 极左思想阶段
　　第八节 空想共产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
　　第八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上）——金岳霖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道、式、能
　　第二书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
　　第三节 性与尽性
　　第四节 理与命
　　第五节 无极而太极
　　第六节 现代化与民族化
　　第九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下）——冯友兰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接着讲”与“照着讲”
　　第二节 理，太极
　　第三节 气
　　第四节 政治、社会思想
　　第五节 精神境界
　　第六节 “新理学”的理论矛盾
　　第十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熊十力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发展的过程
　　第二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
　　第三节 熊十力的宇宙论
　　第四节 熊十力的心学思想
第十一章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
附录：冯友兰先生评传
校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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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对于全国的思想界、知识界、教育界，有无形的领导权威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基础。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可以说“有其德”又“有其位”。
他在北大就职后，首先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把当时有名望的思想家聚集在北大，以北大为他们的
讲学基地。
以北大的讲堂为他们宣传的讲坛。
蔡元培在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上，着手改造北京大学，同时也创始了新文化运动。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失败，“新政”多被撤销，京师大学堂幸免。
辛亥革命后，民国的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
南北统一，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他继续任教育总长。
在总长任内，他改组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并任命严复为校长。
改组之事，当是他和严复共同商定的。
    京师大学堂的组织还是半封建性质的，其中设有经科，每一儒家的经典，都独立为一门(一系)，如
：易经门、诗经门等等。
改组后的北京大学废除经科，把儒家的经典分配人文、史、哲等门。
    蔡元培于]917年1月到北大就任校长时，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向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即“三事”
。
其中二事比较重要。
    他说：“一日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外人海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人法科，人文科者
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唯问其官阶之大小。
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全集)第三卷，第5页)当时科举虽废，但社会上的人们仍以看待“科
举”的眼光看待新设的学校。
    科举本来是封建统治者选拔官僚的考试制度，考试取得的资格，称为功名；全国最高考试及格所取
得的功名，称为“进士”。
当时的人们认为京师大学堂既然是全国最高学校，它的毕业生应该相当于“进士”了；在京师大学堂
上学的学生自然都是待中的“进士”，候补的官僚；京师大学堂就是一个官僚养成所。
    京师大学堂虽然改组为北京大学，但学生们的这种思想并没有改变。
蔡元培的演说所说第一事，就是要改变这种思想。
    学生们既自命为候补的官僚，也就预先要过当时官僚的腐败生活；他们虽尚未成为官僚，但已学会
了腐败官僚的生活方式。
蔡元培演说中所说的第二事，就是要改变这一点。
    蔡元培的演说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就是说，大学并不是官僚养成所，也不像各种专门学校那样教人以某种谋生技能；大学不讲升官发
财之道，而讲知识，是研究或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学问是主体。
    有没有学问，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标准。
大学的教授，应该是某一门高深学问的权威，他们应该领导大学。
本着这个意思，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当时人称之为“学术第一”、“教授治校”、“
讲学自由”、“兼容并包”，其中尤以“兼容并包”为当时人们所注意。
所谓“兼容并包”，就是聘请教授只问其学术上的成就，不管其政见如何。
  “兼容并包”为的是“讲学自由”；离开“讲学自由”，  “兼容并包”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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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历史过渡时期，“兼容并包”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后者，不是前者。
这一点，学生们在看见他发布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布告时，就完全明白了，社会上的人也全明白了。
    后来胡适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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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于1964年6月印行。
很快我就感到不满意，遂又从头撰写。
将已出的两册作为“试稿”。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新编”七册（即《中国现代哲学史》——编者注）终于完成了。
回顾二十多年的工作过程，不禁感慨系之矣。
    我的老妻任载坤在1977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挽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
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
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
    在写第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
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
”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
不仗史笔垂”。
    在写第七册的过程中，张跃同志为搜集材料，提出意见；陈来同志也提出很多重要意见；朱伯昆同
志也帮助看稿子。
趁第七册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致谢。
                                                         冯友兰                                                      199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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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哲学史》是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归自我，“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的产物
。
其写作开始于1988年初，成书于1990年6月，是年冯先生已九十五岁。
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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