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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冯友兰的“三史”“六书”放在中国哲学的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解读，同时吸纳了近20年
来学术界研究冯学的相关成果，揉已以意，另辟蹊径，别有生面，以作者自己独有的行文风格，点出
了冯友兰先生是在中国哲学自宋明以来的为数不多的哲学创新人物，前承往学，后开来者，冯友兰先
生可超不可越，他的哲学体系是一座当然的里程碑。
    全书共分为九讲：    第一讲：中国哲学的起源；    第二讲：“照着讲”与“接着讲”；    第三讲：“
三道”“十派”话人生；    第四讲：以汉为界说“两分”；    第五讲：最哲学底哲学；    第六讲：新
理学的施政纲领；    第七讲：人生的境界；    第八讲：新作应需代旧刊；    第九讲：“冯学”与“冯
友兰现象”。
    本书可以作为全国各大学文科或者哲学专业学习中国哲学和冯友兰哲学的一部别具一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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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长城，河南省唐河县人，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哲学系。
农民出身，学过中医，当过中学教师，当过行政干部。
在司法部举办的全国第六期法律进修班学习过法律，长期从事法学基础理论、刑法、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等必学课和选修课的教学工作。
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专业委员会理事，张岱年研究会理事，中国冯友兰研究会南阳分会秘书长。
著作：《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百家》（合著），《传统文化时述》，《青山之路》（再版时名为《荆楚
奇才——曹青山》），《中原骄子——孟忠焕》，《世纪哲人冯友兰》。
另有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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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自序第一讲  中国哲学的起源  一、哲学是什么  二、哲学本是“外来户”  三、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  四、中西哲学各具特色  五、为什么是春秋战国时代第二讲  “照着讲”与“接着讲”  一、首先应
当“照着讲”  二、怎样“照着讲”  三、冯先生的“接着讲”  四、“接着讲”的得与失  五、余论第
三讲  “三道”“十派”话人生  一、《人生哲学》题目之来历  二、《天人损益论》  三、中西比较以
求同  四、一个新人生论  五、人生的无奈第四讲  以“汉”为界说“两分”  一、“中国哲学史”的由
来  二、“子学”与“经学”  三、《中国哲学史》的贡献第五讲  最哲学底哲学  一、为什么是“最哲
学底哲学”  二、《新理学》的方法  三、《新理学》的形上学  四、新理学的逻辑建构第六讲    新理学
的施政纲领——《新事论》  一、《新事论》的写作背景  二、中国到自由之路  三、《新事论》的现实
意义第七讲  人生的境界  一、从《人生哲学》到《新原人》  二、“觉解”的人生  三、心与心之理  四
、境界的层次  五、“备受煎熬”的天地境界  六、“高明”“中庸”非两行第八讲  新作应需代旧刊  
一、难产的《新编》  二、旧邦新命系《新编》  三、抽象继承法  四、“共殊”一线贯《新编》  五、
关于《新编》的总结第九讲  “冯学”与“冯友兰现象”  一、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以看“冯学”  二、
从“新理学”体系以看“冯学”  三、关于“冯友兰现象”  四、“冯友兰现象”的反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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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中国哲学的起源　　我们要“解读冯友兰”，就不能不讲中国哲学，因为冯友兰先生的
学术思想，是同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要讲中国哲学，就不能不讲中国哲学的发展，因为冯友兰先生
的哲学是“接着”中国哲学讲的，用冯先生的话说，是“接着”宋明以来的道学讲的。
这样说来，冯先生是讲中国哲学的，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中国哲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哲学。
请看以下的一段话：　　我总是喜欢从广义的角度去谈论哲学，理解哲学。
那么，哲学是什么呢？
　　在众多个定义（有多少个哲学家恐怕就有多少个有关哲学的定义）中，除马克思外，我比较喜欢
两个人下的定义：　　“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
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可是，科学的各个领域对那些研究哲学的学者们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此外，还强烈地影响着每一代
的哲学思想。
”——爱因斯坦　　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定义，是因为它使哲学同全部科学研究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使
全部科学研究成果成了科学推广的必要基础和背景；使全部科学研究得到了哲学智慧的启迪。
我想，这也是康德哲学同德国自然科学优秀传统的相互关系；这也是德国何以会成为哲学、科学和音
乐创作繁荣国度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绝妙的定义是18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下的：　　“哲学原就是怀
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以上这段话，是我从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全日制
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中摘录下来的。
这段话的作者，在众多的哲学定义中，特意把这两个定义给选取下来，是有其特别的意义的。
爱因斯坦的定义是一位科学家的定义，他是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定义哲学的。
第二个定义就别具风味了，它是一个浪漫派的诗人给哲学下的定义，那么，此时的哲学就具有了诗情
画意的绚丽，给人一种思乡的愁绪，使哲学的严谨在沉思中平添了几分诗样的浪漫。
　　这样一种哲思，骤然令我想起了王国维的一段话：“余疲于哲学有日矣。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
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引《人间词话》导读）国学大师的话，是话中有话，正如诗人的诗是诗中有诗一样。
我们不知道王国维的“弃哲就文”是不是就因为哲学的“可信而不可爱”使其然，但至少是他认为哲
学的庄严、沉思以令人“无情”不及文学的浪漫、想象以令人“怡情”。
如果我的猜测是大抵说得过去的话，那么，我认为，王国维至少是一个人生哲学上的“悲观主义者”
！
我们说，诺瓦利斯在文学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哲学上，他无疑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以上
关于哲学的定义，一个是科学家的，一个是诗人的。
我们说，他们的关于哲学的定义，都不是我们所要讲的哲学的定义。
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哲学的定义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所下的定义。
欲知哲学家的关于哲学的定义，需要将本书全盘阅读，否则是不可能明白的。
　　算了，我是在写自己的文章，不能一开始就把读者的心思误引入“歧途”。
还是按着我的写作思路来运行吧。
　　“哲学”是一个高层次的概念，“中国哲学”被包括其中。
从逻辑上说，“中国哲学”是“哲学”这一概念的外延。
　　那么，什么是哲学呢？
这个问题是颇不容易回答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棘手的也是非常令人头痛的学术问题。
我曾给我的学生们讲过：自然科学的定律、公式，是经过科学试验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而获得的
，反过来，它又为科学的实践所验证，因此它一定会被世界各国的学界所公认，因为它是科学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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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就不是这样，哲学的概念不可能通过科学实验的方式和方法而获取，它的得来，是通过分析、归
纳、综合等等的方法才得以完成的，而这些方法恰恰是人类高度抽象思维的结果。
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哲学是哲学家“纯思”的产物。
而哲学家又是一个个的个人，张三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李四，李四的思维方式又不同于王五；中国哲学
家的思维方式又不可能与西方的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完全一致。
这样看来，哲学不可能有一个为人类社会所公认的统一的定义。
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是分为派别的，是分为不同的体系的。
我们甚至可以形象地说（像本文开始所说），世界上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个哲学体系和相当数量
的哲学派别。
　　一、哲学是什么　　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讲这一问题之前，我先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我所经历过的
关于哲学定义的小故事：　　2005年11月上旬，我们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个学术会议：纪念哲学家冯
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讨论会。
正当学者们热烈讨论发言的时候，有一位自然科学家面带愠色突然站起来发言，其大意是：我听了两
天的会，我怎么越来越弄不清楚你们所说的哲学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你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什么哲学，什么是“人类精神的反思”，这对于改造世界有什么意义？
我去年在美国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与会的学者和科学家们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能源的短缺有
一种共同的忧虑。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哲学能不能为人们生活所关切的问题提供一个科学的指导呢？
你们在这里讨论“人类精神的反思”之类的哲学定义，能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多大的帮助呢？
⋯⋯　　这位自然科学家的“突然袭击”，使我们本来就相当热烈的学术讨论一下子被推向了“白热
化”的高潮。
我们一时的确没有办法给这位自然科学工作者解释清楚“什么是哲学”。
如果我们用在前文中所说的爱因斯坦关于哲学的定义给这位科学家作释的话，可能不会引起她的“气
愤”。
但是，那毕竟不是冯先生的定义！
　　由此，自然科学家同哲学家的有关学思的分歧可见一斑。
我们在这里用冯先生在他的不同著作中所说的相同的话来说：科学和哲学是种类的不同。
这样说来，哲学家和科学家也不是在一个学问层次上的，科学家的哲学定义当然也就不同于哲学家的
哲定义，同样，文学家、诗人的哲学定义也不可能与哲学家同。
　　那么，哲学到底是什么？
　　诸位暂且不可着急获得这一答案，我先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它的书名是：《哲学是什么？
》（胡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2002年10月，全国第五届冯友兰哲学思想讨论会在冯先生的家乡南阳召开，作为中国哲学史学会
冯友兰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胡军先生当然是要到会的。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我得到了他的《哲学是什么？
》这部书。
我一看，该书的第一版时间是2002年5月，我所拿到的这部书是第三版，其出版时间是2002年8月。
第一版与第三版的时间间隔只有3个月。
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哲学是什么？
”的求知之渴望程度。
我们再把这一话题还原到2005年11月在北京大学的冯学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哲学定义的争论，学者们当
时没有办法给这位年事较高的自然科学家就哲学一词的含义解说清楚，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弟
子余敦康教授当场建议这位科学家读一读胡军先生的《哲学是什么？
》这本书。
　　一年多过去了，我们不能知道这位自然科学家是否读了我们为她推荐的这部书。
不过不要紧，我可以在这里借助于胡教授的这部书，扼要地向诸位说一下哲学是什么这一相当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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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胡军在他的著作中，开篇即说：　　“哲学是什么？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广阔的问题。
不同的哲学家对之有不同的看法。
更有甚者，有些看法是截然相反、相互冲突的。
因此企图给“哲学是什么”这样的宏阔问题一个人所公认的确切答案或明确定义是很不明智的．也是
很危险的，因为这样的做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讨论不采取这种方法。
但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回答“哲学是什么”这样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回避
这一问题，而且有义务向读者说明“哲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给“哲学是什么”下一个明确的和公认的定义或给一个确切的答案，那么我们是否
有可能给读者诸君指出一条能够说明哲学是什么的途径，从而能够比较轻松地知道哲学到底是一个什
么样的东西呢？
这样的目标看起来似乎并不宏阔伟大，然而要真正实行起来也是旅途艰险，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但既然作者选择了这一难题，所以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来啃这块硬骨头，试图寻找出能够用来说明“哲
学是什么”的一条道路。
其实，按其本质说来，哲学就是一条道路。
我们都在上面行走，只不过我们不曾注意，不了解她究竟是什么。
轮到要来问她究竟是什么，我们就感到莫大的困惑⋯⋯　　这是胡军教授在《哲学是什么？
》这部著作中开首的一段话。
在这段话里，胡先生至少向我们发布了如下的一些信息：其一，哲学这个东西是一个复杂而又棘手的
玩意儿，企图想在一个短时间里弄懂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二，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为人们
所公认的东西，不同的哲学家对之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说，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哲学；其三，我
们又不能回避她，因为她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是我们“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而已；其
四，尽管她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但一旦引起我们对她的兴趣，去探求她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的时候，我们简直无从下手。
她更像一位含羞脉脉的花季少女，你多么想去接近她，但你不可能去抚摸她；你想看清楚她的面庞，
但她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充其量你也只不过看到她的“半面桃花”，那个“庐山真面目”并不
是可以轻易看得到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以探得哲学是什么了？
答案倒是否定的。
　　胡军教授接下来说：“然而希望总是会有的。
因为如果一个问题很明确，且具有很明确的形式，那么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好的方法或形式的可能也
毫无疑问会是比较明确的。
可以说，‘哲学是什么’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问题，具有一个明确问题形式。
她的答案可能就藏在这一问题的形式里。
”胡先生在这里已经相当明白地告诉我们，要想弄清楚“哲学是什么”，首先要明确问题的“形式”
。
说白了，回答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只能是形式的回答，而不可能是内容的回答。
而形式的回答也正是一种逻辑的回答。
用冯先生的哲学用语以回答这一问题，就是我们只对于“真际”有所肯定，而不特别地对于“实际”
有所肯定。
这种肯定，就是一种形式的肯定。
我们的话说到这里，已经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标示，哲学是关于问题的“套子”，而套子就是形
式。
　　那么，形式的问题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我们说，它起源于探索、追问、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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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就是源于追问：“
这是什么？
——这是善”，“这是什么？
——这是美”，“这是什么？
——这是知识”，“这是什么？
——这是勇敢”，“这是什么？
——这是正义”等等。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获取知识的方法，也是他获取知识的一种形式，我们称这种形式和方法为“精神助
产术”。
这种方法和形式源于对于问题的追问，在对于问题的追问中激发人们对于问题的思考。
而追问、思考的综合，就是探索，探索的过程同样离不开分析和归纳。
所有这一切，就是人们高度抽象思维的流变。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说：“照我们的看法，哲学乃自纯思的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
，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
”冯先生在这里也说，古希腊哲学家已经清楚地在用“思”了，中国哲学家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心
之官则思。
”（《孟子?告子上》）我们同样可以说，冯先生“新理学”的哲学体系的建立，就是从“纯思”的观
点作人手处的，他的哲学体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概念都是形式的、逻辑的，都是关于问题的“套子”，
是空的，是没有任何内容的命题套子（作为“最哲学底哲学”的“形上学”，不仅是“空”的，而且
是“灵”的）。
而这种形式的、逻辑的命题的获得同样地也离不开追问。
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先生的哲学思考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冯先生说：“思之活动，为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
例如我们见一方底物，我们说‘这是方底’，即是说‘这’有‘方’之性；或是说‘这’是依照‘方
’之理者。
”　　哲学的“思”，或者用冯先生的话说叫做“纯思”（这是冯先生早年所用的哲学术语，在其晚
年的著作中，先生认为，思就是思，无所谓纯不纯），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都是形式的、逻辑的
，尽管它起源于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没有离开“这”。
但是，一旦获得了关于对于“这”的理性认识，知道了“这”有“方”性，我们的思就离开了“这”
，进入了“纯思”之中，对“方之性”，或者“方之理”而着思了。
我们的“思”进入了这一状态，就是进入到了哲学的状态之中了。
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是一种思的活动。
　　我们说到这里，可以对于以上所说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哲学起源于追问，在追问中进行分
析、归纳、总括，所有这些都是在思中进行的，最后获得了一种关于命题的“套子”。
用胡军的话说，这是关于“问题形式”；用冯先生的话说，这是形式的命题。
这种命题只对“真际”有所肯定，而不对于“实际”有所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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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冯友兰的“三史”“六书”放在中国哲学的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进行解读。
《解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的发展》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丝毫的学究气，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结合
个人的感受来谈玄奥的哲理，娓娓道来，明白如话，可读性很强。
当然，《解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有很高的学术性，围绕着许多疑难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
解，新意迭出，发人深省，使人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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