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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
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归国以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及常委。
曾先后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友兰的人生理想与学术追求。
他参照西方学术方法写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建构了“新理学”思想
体系；在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领域的重要成就与巨大贡献，使他成为现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哲学
家与哲学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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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文军，1948年生，湖北省鹤峰县人。
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科研工作，特别是在宋明哲学、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成果较多。
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冯友兰新理学研究》、《冯友兰学案》、《冯友兰传》、《中国辩证法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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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少年时代   一、“复盛馆”冯家   二、武昌家塾的新风气   三、在崇阳县衙的感悟   四、唐河高小
的“预科”   五、上海中国公学第2章 北大学子   一、初临“沙滩”的见闻   二、走进学问的天地第3章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一、初抵纽约   二、神交柏格森   三、拜访泰戈尔   四、赫贞江畔的沉思第4章 清
华园的教授生活   一、重返开封   二、燕京教坛   三、水木清华第5章 在“南渡”岁月里   一、抗日烽火 
 二、游访欧洲   三、讲演风波   四、西南联合大学   五、“贞元六书”   六、凤凰涅槃第6章 重返北京大
学   一、“三反”“五反”   二、四级教授   三、“家有乃贯，膝下无子”   四、学术良心   五、“树立
一个对立面”   六、旧史新编第7章 晚年的坎坷与求索   一、“文革”前夜   二、“反动学术权威"   三
、“旧邦新命”附   年谱   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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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少年时代二、武昌家塾的新风气冯台异获同进士出身，时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这一年，冯友兰年仅三岁，弟弟冯景兰才出生。
据冯友兰晚年回忆，他父亲获得进士身份以后，以知县任用。
但父亲不愿意到偏远的省份去做知县，便自己出了一些钱，以“指省”的方式被分派到了湖北，在武
汉“候补”，冯友兰只能跟随母亲留在祁仪老家生活。
1904年，冯台异在武昌方言学堂得到一个会计庶务员的职位，才把冯友兰母子接到任所生活。
随同冯友兰来武昌的还有弟弟冯景兰、妹妹冯沅君。
武昌方言学堂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产物。
清光绪十九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变科举、兴学校思想的支配下，在武昌创办自强学堂。
后来自强学堂的算术科合并到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两科停办，只办方言一科，于是自强学堂变成了
方言学堂。
武昌方言学堂开办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四科，是我国近代史上创办较早的外语学校之一。
冯台异任职方言学堂，以及后来署理湖北崇阳县政，都得到了梁鼎芬的帮助。
梁鼎芬乃晚清名士，因张之洞举荐，为官湖北，曾出任武昌知府。
当年，冯台异进入武昌方言学堂时，正值梁鼎芬兼任方言学堂监督，实即校长。
冯台异“得缺”去崇阳做知县时，梁鼎芬已经代理湖北藩台。
梁鼎芬晚年思想保守。
但冯台异在湖北任职期间，梁鼎芬显然属于倡办洋务，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一系的人物。
冯友兰的家庭，在唐河祁仪富甲一方。
生活方面，冯家虽然崇奉勤俭，但早已形成乡镇上殷实人家的生活方式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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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精要》之《冯友兰》带大家走进冯友兰的世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继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后，他参照西方现代的哲学观念和学术方
法，写成了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他追求国家民族的
复兴，写成了“贞元六书”，建构了“新理学”体系；七十多年的学术耕耘，七百多万字的理论著述
，他的思想，他的人生，至今仍是海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着力探讨的对象和课题。
他就是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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