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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国哲学简史》是一部大致阐述了中国各家哲学流派的内涵以及哲学这

门学问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的在中文哲学界和历史界占有重要地位的书。书目立

足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期，彼时中国国内的本土哲学研究刚刚起步，海外的

中国哲学研究也尚未真正面向大众，冯友兰先生将自己方才出版的《中国哲学

史》加以精简完成了这部《中国哲学简史》，使得中国本土哲学第一次兼顾系

统化梳理和通俗易懂以推向世界、普及大众。 

在冯友兰这一作品之前，已有王国维、谢无量、胡适等大家尝试对中国哲

学史做系统化阐述。王国维相对而言对现代哲学知之甚少，这一限制使其研究

范畴难以超脱传统学术史的范畴。谢无量在对哲学史的整理当中已经做了诸如

 
 本文在黄保罗（Paulos Huang）教授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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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宇宙论等的典型西方哲学分类式的考察，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运用

现代方法处理哲学史1。冯友兰先生的这部《中国哲学简史》相对来说要更为自

觉地使用西方哲学的分类方法进行梳理，同时兼顾了哲学史的历史性，虽未能

免除但也一定程度地减少了诸如胡适等前辈们的哲学史作品中“有哲学而无历

史”的哲学史书写范式问题2。冯在该书当中对于诸多哲学思想流派及其分支宗

派的概况都有一定的阐明，具有“有主脉、有支脉”的写作特点和叙述风格，

这一写法甚至在后来学者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书写的要求和原则当中也有所

体现，苟东锋认为中国当代哲学史的书写应当“在融汇儒道二家哲学史观的基

础上，注重从生命逻辑的角度呈现哲学史的脉络，既辨识和判定其中的正宗，

又不忽略其所谓支脉，力求使每种哲学理论都得到具体真实的呈现。”3 

《中国哲学简史》一书，共有二十八个章节，其大部分章节被用于详细阐

述了中国从春秋时期至晚清近代的主要哲学思想流派的思想内涵。作者在谈到

不同时期的各学各派时也有着不同的阐述方式和显著的分期。例如在这其中最

为主要的儒家学派（或者说思想流派）是最受重视的，从写到将儒家思想确立

为主导思想的董仲舒时代开始，儒家一脉便被作者视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线，

相异于阐述百家争鸣时期各学术流派，汉代之后的哲学思想作者便以阐释各时

代的儒家以及其他学说思想和儒家的交互关系的方式来讲述。冯友兰在该书当

中还阐明了他对于中国哲学的两个“总”的问题的看法——中国哲学的精神和

中国哲学的背景；详略得当地阐述了中国各历史时期各哲学流派的基本情况；

也谈了谈现代世界里的中国哲学。本文将聚焦于中国哲学的精神内涵以及以儒

学（儒家）为主线的中国哲学发展脉络试做些许评论。 

中国哲学的精神内涵 

 
1 柴文华：《试论“中国哲学史学史”》，《求是学刊》，4（2014）,19-20。 

2 苟东锋：《中国哲学史的当代书写》，《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 8 月 16日，第 004 版。 

3 苟东锋：《中国哲学史的当代书写》，《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 8 月 16日，第 0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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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最开头部分，作者用了两个章节试图在最起初就说明最为“总”

的问题：中国哲学的精神和中国哲学的背景。归根结底，冯是在试述中国哲学

的精神内涵、来阐释清楚中国哲学是个什么样的哲学。在我个人的理解即为如

下三个问题：在中国，哲学占据了什么生态位？中国人在上千年历史当中试图

通过哲学来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什么样的特立于世界的独

特思想风貌？ 

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给出的解答是“不过幸好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

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

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

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1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在中国的地

位与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代替宗教成为人类获取价值的途

径，只是在世界其他大多数地域里这个过程是逐步的，在中国这个过程在中国

历史早期就已经完成了——中国本土的主导思想哲学儒学从未真正意义上成为

一门儒教。但在中国，哲学也没有真正像宗教一样成为可完全笼罩人类生活的

一门宗教：“‘四书’诚然曾经是中国人的‘圣经’，但是‘四书’里没有创

世纪，也没有讲天堂、地狱。”2在大多数中国人所认知的世界里，从来没有一

部“圣经”来为其补全其世界观和宇宙观，中国人不知何为“天堂、地狱”，

中国人想要辨别这个世界是否是天圆地方只能凭借人的力量去探索而没有一本

“圣经”允许中国人诉诸经书。 

对于第二个问题，冯友兰认为其根本是辩证地处理入世和出世，“入世和

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

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9页。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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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1作者所着重强调的“圣人”

的概念便体现了这一种对入世与出世的辩证统一，中国哲学中所谓“圣人”，

既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也是具有极高精神成就的人，他具有“内圣外王”的人

格。“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原初形态的‘内圣外王之道’，从早期华夏先王的文

明创造，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思想的提升，是一个既有文明连续性、又有独特

理性的思想学术传统，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家大多延续了“内圣外王之

道”的学术思考和哲学建构。”2关于入世与出世的思辨和讨论，连接了中国哲

学上下数千年的精神脉络，本土的传统思想家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对此的探

讨，同时这一议题也塑造了中国多家哲学思想中所具有普遍性的人文的、实用

的理性特征，即使诸如看似沉溺于诡辩的名家也言之“欲推是辩，以正名实，

而化天下焉”3。而统一了出世与入世的“圣人”形象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他同

样也是统一了“王”与“平民”两个身份的实体，在中国哲学体系当中的圣人

形象与古希腊神话体系中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特点的神略有相似的点就在于：他

是由普通人的性格特质而衍生来的更为完美的人格，而非基于某种神话虚空捏

造出来的一种神格。普通的人可以通过精进从而成为一个圣人，而一个圣人并

非一定在世俗世界里具有超越普通人的身份地位，“照柏拉图所说，在理想国

中，哲学家应当为王，或者王应当是哲学家；一个人为了成为哲学家，必须经

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的心灵能够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世

界。”4；“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圣

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的领袖。就实际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

会的。”5在冯友兰的眼中，中国哲学千年来的最大主题即为处理好“内圣外王

之道”，哲学议题从来不离开任何一个中国人，甚至对于白丁而言，他们不会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12页。 

2 朱汉民：《“内圣外王之道”与中国传统哲学理性建构》，《求索》，3（2023）,71-72。 

3 公孙龙：《公孙龙子·迹府》，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 30页。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12页。 

5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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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学习任何的哲学来获取哲学知识，却也仍然会在萦绕着这套哲学模型的世界

里竭力养成这种人格（指内圣外王之道）。而这，就是中国哲学一直以来所试

图面对的问题。 

而第三个问题，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什么样的特立于世界的独特思想风

貌？冯在文中说到了几个概念：对农业的崇尚、对自然的偏爱、“反者道之

动”、家族宗族的制度、对入世出世的讨论。在书中，冯将这些概念罗列在了

中国哲学的背景这一大话题之下，认为这些外界因素引导着中国哲学的发展方

向，而在笔者看来，这些因素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的。例如中庸的思想，我们既可以说其为中国哲学的形成因子之一，也可以说

其为中国哲学的所属。上农、中庸、内圣外王等，这些独特的概念既是形成中

国哲学的因素，也是中国哲学的产物，中国哲学的长久发展对人在意识形态上

的塑造大大地强化了这些特性。 

中国哲学发展脉络 

在本书的主要部分里，冯依据时间顺序介绍了最为主要的中国思想学术流

派，尽管仍有不少思想流派在这本小书当中被省略掉了，但用于了解中国哲学

的整体发展史已是完全足够。在我看来，在阅读理解本书时可将其结构依照学

派分类为：儒家和其他。依照以儒家为主的路线，可以在阅读本书是很快整理

出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 

儒家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主线，它自春秋时期直至当代都未曾在任何一个时

期的中国社会中丧失过主要存在，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儒家最为衰微的秦朝时

期，其统一前夕成书的《吕氏春秋》都是“以杂家的形式创立了一个以儒家思

想为主体、辅以其他诸子思想的治国施政大纲”
1
。冯在书中标注出了儒家发展

历史的重要节点：孔子时期、孟子时期、荀子时期、董仲舒时期、新儒家开

 
1 张秋升、王洪军：《中国儒学史研究》，山东：齐鲁书社,第 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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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宋理学、心学。而其他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学派，如道家、墨家、阴

阳家、佛学等，大多都以围绕其与儒家的关系做讨论。例如，冯在书中说到墨

家时如此描述：“墨子：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1。儒家、儒学作为中国思想界

长久以来的最显学，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其官方主导思想地位的确立

之后，诸多的后来者学派更是无一不受其影响。但笔者以为，冯友兰先生在本

书当中以儒家为阐释中国各哲学流派线索的方式使得诸多学派都被打上了儒家

的底色，从而使得其他学派中独立发展的部分没有得到充足的重视，也模糊了

这些学派和儒家的界限。例如，冯友兰先生在本书当中的译文“新儒学（儒

家）”一词由“Neo-Confucianism”英文转译而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过

后，冯已不再使用“新儒家”而采用“道学”一词来指代宋明理学，而在本书

中所使用的 Neo-Confucianism一词实际上是美国学者卜德辅助润色本书时所

误用的，写作本书相关内容的彼时冯友兰只在面向西方学界时采用 Neo-

Confucianism 一词而在中文作品当中已经摒弃了“新儒学（儒家）”的说法。

2这一概念十分具有争议且极易被误解，从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的宇宙发生论，

一直到宋明时期的理学和心学，这些思想学说的来源十分繁多，其主体思想在

现在看来也与原始儒家相差很大，在命名上确实更适合独立命名称呼。在当代

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在冯老的《中国哲学简史》这部作品当中以儒家思想

的发展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线，但甚至他本人在后期也发生了哲学流派焦点

上的转向。我们在认识到儒家哲学思想流派在中国哲学史上强大地位和影响的

同时也必须避免过分强调近一千年中国主流哲学思想对儒家思想的依附，也应

辩证地留意其各自特有的独立因素。 

1、先秦时期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51页。 

2 连凡：《“宋明新儒家（学）”概念的流变及其反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2022）,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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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是一个阶段，在本书当中，按照时段和代表人物被分

为了孔子时期、孟子时期和荀子时期。在先秦时期这一大时段里，儒家流派的

时段共性是暂未成为足以统治华夏大地的正统哲学思想，但其影响力正逐步发

展，不同的代表人物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儒家思想。在阐述孔子时期，作者也

没能够将孔子的思想一句话概括为某种主义，而是分别阐释了孔子思想当中较

为重要的几个主要概念：“正名”“仁、义”“忠、恕”“知命”1。而在谈到

孟子和荀子时，冯分别用了“理想主义派”2与“现实主义派”3来对其做了大

概的定义。按照冯友兰所提到哲学的内容，是为三者：宇宙论、人生论和认识

论。而先秦的儒家哲学思想，其宇宙论部分是相对缺失的，只有孟子这一派儒

家思想家有一定关于宇宙的设想，“照孟子和儒家中孟子这一派讲来，宇宙在

实质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形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些

原则的例证。孟子及其学派讲到天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个道德的宇宙。理解了

这个道德的宇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天’。”4再进一步孟子则探讨了“浩然

之气”，这被作者视为一种神秘主义。而除此之外，先秦的儒家则更多地是在

探讨人生与社会，儒家学者们几乎总是乐于讨论政治社会的设想，人性、理想

社会、某种政治秩序是先秦儒家最为热衷的话题。 

2、董仲舒时期 

董仲舒时期的儒家即以董仲舒本人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正式作为

一种官方统治学说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汉代的其他儒学家都是这一时期儒学

发展的贡献者，在本书当中，作者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分别论述了董仲舒本

人对儒学发展的贡献和汉帝国时期作为官方正统学说的儒学在独尊时期的学说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44-48。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69页。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139页。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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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儒家思想学说在汉代能够成为适应统治的官方统治学说，很大原因在于

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学者们将儒家以外的其他学说净化糅合到了儒家思想当

中。例如，在先秦时期，儒家学说对宇宙论的贡献并不多，阴阳学说和五行学

说是着力于宇宙论的两条最主要的思想路线。在董仲舒的学说里，阴阳学说与

五行学说被充分地融合到了儒家思想当中，补全了儒家思想在宇宙论上的空

缺。“据董仲舒说，宇宙由十种成分组成：天、地、阴、阳，五行的木、火、

士、金、水，最后是人”1董仲舒用“五行之义”和“阴阳盛衰”以解释先前儒

家几乎从未解释过的自然现象，他认为木、火、金、水主管四季与四方；四季

是阴阳盛衰的体现，四季的变化是阴阳循环。故曰“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

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春、夏、秋）成

生，以一时（冬）丧死。”2儒家学说其宇宙论的补全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不过在这里作者冯老并没有强调，阴阳五行学说在董仲舒的理论中被充分融

合，使儒家思想在政治设计、政令运作和伦理观的建设上更为完善，没有宇宙

论的完善，儒家思想绝不可能足以成为一门官方统治学说。除阴阳五行学说以

外，儒家思想在董仲舒时期还有效地汲取了墨家的“天志”观点、法家的刑罚

思想、君尊臣卑3等。在作者看来“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指董仲舒上策归孔子

之术于一统），正式宣布儒学为国家官方学说，六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当

然，儒家要巩固这个新获得的地位，需要用相当时间从其他对立的各家中择取

许多思想，从而使儒学变得与先秦儒学很不相同。”4。笔者则认为，正是因为

儒家已择取了百家之精华，使其从一门单一探讨人生与社会的学说蜕变成了一

门完善的、足以笼罩社会全部的学说，儒家这才得以能够成为汉帝国的官方统

治思想。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185页。 

2 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 445 页。 

3 欧亚琴：《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建构》，《今古文创》，41（2023）,第 67页。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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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思想都相对衰微，直到隋唐时期儒家才再度

在中国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道家与佛学思想在中国的第二个大一统帝国时期

（隋、唐）到来之前有所兴起。道家学说的兴盛在作者看来与儒家学说的衰微

是同一原因的，即“政治、社会秩序大乱，人们对于古代经典的研究一无时

间，二无兴趣，很自然地倾向于批评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1冯还与同一时

期的西方中世纪社会意识形态作对比，得出了社会秩序的崩塌与悲观主义盛行

促成了哲学思想的宗教性得到强化的结论，“这时候，在欧洲，基督教成为统

治力量；在中国，新的宗教佛教迅速发展。”2这一时期所兴起的道家学说被冯

称为“新道家”，又名“玄学”。作者认为，新道家已经是非常“儒家化”的

了，在中国，孔子的先师地位已经巩固了，很多新道家学者已经接受了部分的

儒家经典。由此再次印证了儒家作为中国哲学线索的论断，只是根据社会秩序

是否完整和大一统国家是否建成儒家作为主线或明或暗罢了。冯将新道家按照

其主张分为“主理派”和“主情派”并在书中的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分别论

述。在冯的笔下，主理派复兴了名家“辨名析理”的特征；不否认儒家学者们

已经为孔子所确立下的崇高地位，尝试重新解释孔子；以向秀和郭象为首的新

道家主理派从唯理的角度修正了部分老庄学说，例如关于“道”与“无”、

“有为”与“无为”等等都做出了新的诠释。笔者认为，主理派为完善道家学

说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们甚至试图设想了全新的制度和道德的规范，这一

举措使得新道家愈发接近足够成为一门官方指导思想了。而主情派在作为一门

学说则更为内敛。作者认为主情派的本质是“风流”的品格，冯在书中关于主

情派的诠释是通过辨析何为“风流”来阐述的。冯认为，“为了理解"风流"，

我们就要转回到《世说新语》（简称《世说》）上。……所以自《世说》成书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205页。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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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它一直是研究"风流"的主要资料。”1，他将“风流”一词与英文

Romantic 联系在一起，将主情派的风流品格比作与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相当的传统。被冯所区别于主理派的主情派，更多地专注于“任我”“情”

“性”等关乎个人的议题。 

4、隋唐时期 

当中国历史进入隋唐时期，中国再一次进入了长久的大一统帝国阶段，儒

家思想再次被用于辅佐王朝统治而兴起，儒家思想哲学几乎又复刻了汉代时的

融合百家思潮，尔后的儒家思想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三：儒家本身、佛家（包括

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道教的宇宙发生论。以至于此时段以后的儒家又被称

为“新儒家”，冯在《中国哲学史》当中又称宋明时期的儒家哲学为“道

学”，明代来华的耶稣会士也因视宋明理学与原始儒家有神论的宇宙观过于断

裂而贬其为“新儒家”。作者在“新儒家”这部分内容中强调了儒家思想在宇

宙发生论上的大发展：周敦颐通过其《太极图》演示世间万物依照五行与阴阳

的变化而演变；邵雍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十二主卦的理论，他的理论促成了规律

与否定概念的生成但没有“上升”；张载的宇宙观构建了以“气”为基础的世

界，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特征。冯将这些所产生的宇宙发生论、宇宙观

回归到了其社会层面的历史背景，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家们得出了近似于

黑格尔的理论，但只有“否定”而没有“扬弃”的概念，使得在结论上只是新

事物重复旧事物。冯直言，“这是具有农业民族特征的哲学”2。 

5、宋明时期 

宋明时期的新儒家思想，作者冯友兰依照传统的“理学”（又被冯称为道

学）与“心学”分为两类，其中作者对程朱理学的认识更为透彻深入，在作者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219页。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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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里以此为接续发展出了其独特的“新理学”哲

学。在作者看来，理学与心学之间争论的根本问题在于“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

人心（或宇宙的心）创制的”1，即西方哲学话语当中实在论和观念论争论的主

题，作者认为这一争端是中国哲学史的开端。关于程朱理学，最为重要的概念

即为“理”，所谓“理”在冯看来是补充了张载的所谓“气”的概念，作者在

第二十四章里详细论述了“理”的观念的起源，其起源在作者笔下追溯至了名

家公孙龙用于区分事物和共相所提出的关于“名”的观念，尽管“理”的观念

并非直接来源于此。程朱皆认为，“气”的聚散能够解释万物的生灭，但不能

解释事物为何有不同种类，只有“理”才构成不同事物之间具有差异的殊相。

朱熹在理学发展当中具有极大贡献，他以理学为基底，构建出了“理”与

“气”的宇宙发生论、心与性的人性理论、有关国家治理的政治哲学和修养精

神的方法论。作者在阐述时回归历史背景，溯源其理论的社会层面的历史动

因，例如“在朱熹看来，国家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治道。它并不是某种主

观的东西，它永恒地在那里，不管有没有人讲它、行它。”2，其理论与宋代历

史当中“祖宗之法”这一理论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关于心学，冯指出其与理

学的差别就在于“心”上，陆九渊认为“心即理”，理学与心学两种学派构建

宇宙的底层物料不相同即导致两种学派的根本分歧。作者罗列了“明德”“良

知”“顿悟”等心学里的概念，与程朱学派一样认为心学的本质是禅而不是

儒。3 

6、在宋明之后 

在宋明新儒学之后，冯友兰对于作为官方正统哲学的理学有着强烈的反

思。冯认为理学其系统当中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成分较为浓厚，也因此而认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264页。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284页。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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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陆王的心学学派某种程度也是反对这种保守主义的革命。在近代，儒学的地

位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至清王朝晚期的衰败而逐渐微妙，在二十世纪后的打

倒孔家店运动到来之前，儒学一度也曾作为孔教运动这类革命运动的武器。关

于中国哲学历史的讲述冯友兰写到了他所著书的年代就到此为止了。 

冯友兰先生在撰写这些时，还穿插了许多其他学说的阐述，尤以先秦时期

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多，但这些思潮其内涵几乎皆在接下来的时代里被或多或

少地融入到了儒家学说当中，以此构建出中国以儒为主、包罗万象的复杂的哲

学思想，在这里就不多做赘述。 

总结 

这部《中国哲学简史》是十分值得中国哲学的入门者阅读的，中国哲学门

派与学说种类极为繁多，这部哲学史书没有多过于微小的学说加以赘述，抓住

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主线——儒家学说并围绕于此来阐述与之有一定影响的

其他哲学学说。王向清认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作品是与具有工具理性相对的

以价值理性诠释中国哲学史作品。1冯在作品中融入了其“内圣外王”的价值追

求，使得书中的人文主义情怀得以凸显。作者在书目的开头章节里就阐明了自

己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他将自己所认识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彻彻底底地在其作

品当中诠释。这部《中国哲学简史》本身也可视为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来看待，

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人文气息。 

 

 

 

 

 
1 王向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三种诠释理性》，《求索》，2（2022）,第 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