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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
今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之。
中国历史上诸种学问，其中有西洋所谓哲学之成分者，有先秦诸子之学、魏晋之玄学、隋唐之佛学、
宋明之道学及清人之义理之学。
    希腊哲学家往往分哲学为三大部：(一)物理；(二)伦理；(三)论理。
其所谓物理、伦理、论理，其范围较现在此三名所指为广。
以现在术语言之，哲学包涵三大部：(一)形上学；(二)人生哲学；(三)方法论。
《论语》谓“其言性与天道”。
诸子之学等学问中，其言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等于西洋哲学中之形上学，其言性命之部分，即约略
相等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哲学。
但西洋哲学中方法论之部分，在先秦诸子之学中尚有与约略相当者，此后讲此方面者，在中国可谓绝
无仅有。
此后所谓道学及义理之学，固亦有其方法论，即所讲为学之方是也。
不过其所讲之方法，乃修养之方法，非求知之方法耳。
魏晋之玄学，即先秦诸子之学中道家之学之继续。
隋唐之佛学，虽亦有甚大势力，然终非中国思想之主流。
清代之义理之学，乃宋明道学之继续。
故此小史所述，仅详于先秦诸子之学及宋明之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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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学科观念的接纳到学科体系的确立，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早期建构作出的努力功不可殁
。
本书即是冯先生为中国哲学史奠定基础框架、指明方向的一部作品。
通过接纳和吸收西方哲学的模式和方法，冯友兰从形而上学、人生哲学和方法论三个角度切入，系统
研究了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和名家等先秦诸子，以及周濂溪、张横渠、二程、朱熹
、王阳明等宋明道学家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视做中国哲学传承和发展的主流加以梳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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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
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
1918年毕业。
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西方哲学，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文学院院长。
1925年起，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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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孔子    中国之文化，至周而具规模。
但至春秋之时，原来之周制，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皆有根本的改变。
此种种大改变发动于春秋，而完成于汉之中叶。
此数百年为中国社会进化之一大过渡时期。
此时期中人所遇环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除吾人现在所遇所受者外，在中国已往历史中，殆无可以
比之者。
即在世界已往历史中，除近代人所遇所受者外，亦殆无可以比之者。
故中国之上古时期，诚历史中之一重要时期也。
    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遂
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西历纪元①前551年一前479年)即此等人也。
不过在旧制度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
若其既已动摇，则拥护之者，欲得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从，则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之理由，与旧制
度以理论上的根据。
此种工作，孔子已发其端，后来儒家者流继之。
儒家之贡献，即在于此。
    然因大势之所趋，当时旧制度之日即崩坏，不因儒家之拥护而终止。
继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评或反对旧制度者，有欲修正旧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旧制度者，有
反对一切制度者。
此皆过渡时代，旧制度失其权威、新制度尚未确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时，应有之事也。
儒家既以理论拥护旧制度，故其余方面与儒家意见不合者，欲使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信从其主张，亦须
说出其所以有其主张之理由，与之以理论上的根据。
荀子所谓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
人既有注重理论之习惯，于是所谓名家“坚白同异”等辩论之只有纯理论的兴趣者，亦继之而起。
盖理论化之发端，亦即哲学化之开始也。
孔子即此运动之开始者，故后人以之为“至圣先师”，虽不必对而亦非无由也。
    孔子为当时旧制度之拥护者，故其对于当时政治之主张，以为苟欲“拨乱世而反之正”，则莫如使
天子仍为天子，诸侯仍为诸侯，大夫仍为大夫，陪臣仍为陪臣，庶人仍为庶人。
使实皆如其名，此即所谓正名主义也。
孔子认此为极重要。
故《论语》云：“子路日：‘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日：‘必也，正名乎!’”(《子路》)“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盖一名
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
如“君”之名之定义之所指，即君之所以为君者。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君字乃指事实上之君，下君字乃指君之名，君之定义。
臣、父、子均如此例。
若使君臣父子皆如其定义，皆尽其道，则“天下有道”矣。
孔子目睹当时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感慨系之，而借题发挥日：“觚不觚，觚
哉!觚哉!”(《论语·雍也》)孔子以为当时因名不正而乱，故欲以正名救时之弊也。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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