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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
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
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
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
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
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
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
余著此书，于史料选材，亦既勉竭绵薄矣，复得借重布德博士（Derk Bodde）之文才，何幸如之。
西方读者，倘觉此书易晓，娓娓可读，博士与有力焉；选材编排，博士亦每有建议。
本书小史耳，研究中国哲学，以为导引可也。
欲知其详，尚有拙著大《中国哲学史》”，亦承布德博士英译；又有近作《新原道》，已承牛津大学
休士先生（E.R.Hughes）英译；可供参阅。
本书所引中国原籍，每亦借用二君之译文，书此致谢。
一九四六至四七年，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访问教授，因著此书。
此行承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乘此书出版之际，致以谢意。
该校东方学系师生诸君之合作、鼓励，亦所感谢：该系中文副教授布德博士，尤所感谢。
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恒慕义先生（A.W.Hummel）为此书安排出版，亦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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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
讲稿经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于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
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书，其后又有多种外国语种的译本出版，
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世界许多大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

此书“冶哲学史经验与哲学心得于一炉，以二十万字述几千年中国哲学史，简明，生动，出神入化”
，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由冯友兰的学生涂又光先生第一次根据英文本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首版印刷十万册，很快售罄，成为当时学术界的畅销书。

我国当代著名学者赵复三先生于21世纪初重新翻译了此书，译文准确、通俗地传达了冯先生原著的精
神。
此插图修订版即以赵先生译文为底本，参照英文原版和涂译修订了明显的错误，并配以大量图片以期
作为正文的延伸与补充，希望这些插图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书中的内容，增进阅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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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
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
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
1947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译者赵复三，祖籍江苏宝山，1926年生。
少从周一良、王守惠先生读中国古典文学。
1943年入上海圣约
翰大学，1946年大学毕业。
1964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被聘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副所长。
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主张以蔡元培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办院方针。
1989年退职移居国外，在法国、美国、加拿大执教，曾获荣誉神学博士学位。
1997年退休，从事中外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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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 哲学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家思想，儒家
俨然成为一种宗教。
而事实上，儒家思想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思想更像宗教。
“四书”在中国人心目中诚然具有《圣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那种地位，但“四书”中没有上帝创世
，也没有天堂地狱。
 当然，哲学和宗教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不同的人对哲学和宗教的理解可能全然不同。
人们谈到哲学或宗教时，心目中所想的可能很不同。
就我来说，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
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世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至于作系统反思的人
就更少。
一个哲学家总要进行哲学思考，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人生进行反思，并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地表述出来
。
 这种思考，我们称之为反思，因为它把人生作为思考的对象。
有关人生的学说，有关宇宙的学说以及有关知识的学说，都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产生的。
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宇宙论就是这样兴起的。
思考本身就是知识，知识论就是由此而兴起的。
按照某些西方哲学家的看法，人要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人能够思考什么；这就是说，在对人生进行思
考之前，我们先要对思想进行思考。
 这些学说都是反思的产物，甚至“人生”和“生命”的概念、“宇宙”的概念、“知识”的概念也都
是反思的产物。
人无论是自己思索或与别人谈论，都是在人生之中。
我们对宇宙进行思索或与人谈论它，都是在其中进行反思。
但哲学家所说的“宇宙”和物理学家心目中的“宇宙”，内涵有所不同。
哲学家说到“宇宙”时，所指的是一切存在的整体，相当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惠施所说的“大一”，可
以给它一个定义，乃是：“至大无外”。
因此，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在宇宙之中。
当一个人对宇宙进行思索时，他就是在反思。
 当我们对知识进行思索或谈论时，这种思索和谈论的本身也是知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它是“
关于思索的思索”，这就是“反思”。
有的哲学家坚持认为，我们在思索之前，必须先对思索进行思索，仿佛人还有另一套器官，来对思索
进行思索，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其实，我们用来思考的器官只有一个，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对人生和宇宙思考的能力，我们也同样有理
由怀疑自己对思索进行思索的能力。
 宗教也和人生相关联。
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
事实上，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
这是我对宗教的认识。
 如果从这个意义——也就是人们通常的认识——来看待宗教，就可以看出，儒家不是一种宗教。
许多人习惯地认为，儒、道、佛是中国的三种宗教。
其实，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
道家和道教是不同的两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道教才是宗教。
它们的内涵不仅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道家哲学教导人顺乎自然，道教却教导人逆乎自然。
举例来说，按老庄思想，万物有生必有死，人对于死，顺应自然，完全不必介意，而道教的宗旨却是
教导长生术，这不是反乎自然吗？
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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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道藏》里许多道士的著作倒是可以提供不少资料。
 至于佛教，佛学和佛教也是有区别的。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佛学比佛教有趣得多。
在中国传统的丧事仪式中，僧人和道士同时参加，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是充满哲学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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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英文版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于1948年出版，迄
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世界和中国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冯先生也已经仙逝多年。
但是，细心的读者读冯先生的这部著作，会觉得如同是新著一样。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想，原因之一是因为，冯先生治中国哲学史六十余年，他不仅是迄今无出其右的中国哲学史家.而且
是“贞元六书”的作者，自己就是一位哲学家。
《简史》问世之时，是在冯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出版十几年，又在“贞元六书”完成之后。
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探讨问题时却是哲学家。
就篇幅说，此书远少于《中国哲学史新编》；就内容说，却正好最鲜明地表现了冯先生自己的特色。
原因之二是，冯先生轻松驾驭着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这两部历史，来写作这部《简史》，思想资
料是中国的，考虑哲学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这是迄今在国际学术界还未见有第二位能做到的。
这本书引人人胜，就由于它的这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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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翻译此书时，常常吃惊，冯先生此书写作于五十年前，怎么竞像是对着当前的时代，为新的一代而写
的新著一样？
　　——赵复三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探讨问题时却是哲学家。
⋯⋯冯先生轻松驾驭着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这两部历史，来写作这部《简史》，思想资料是中国
的，考虑哲学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这是迄今在国际学术界还未见有第二位能做到的。
这本书引人人胜，就由于它的这些特色。
　　——赵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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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为冯友兰先生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程英
文讲稿整理而成，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六十多年问被翻译为全球十数种语言，一直是世界著名大学的中国哲学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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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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