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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
其它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
《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
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
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
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
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
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
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我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
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
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
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 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
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
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
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
在一个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
从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
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
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
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跟上新长征的进程
。
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这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
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解和体会，不依傍
别人。
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
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
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
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
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
。
“各有千秋”，不必尽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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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
响。
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
的政治社会环境。
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
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
。
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
    无论什么话，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就困难多了。
以上所说的是我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理想。
从理想到现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越过，才能走
完。
在这个路程中，希望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和爱好者给予指教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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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
一九一二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一九一五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一九一九年赴美留
学，一九二四年获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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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六年赴美任客座教授。
一九四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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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二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
、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简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
，肯定了传统儒学的价值。
四十年代写《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程朱理学结合新
实在论，构建其“新理学”体系。
一九四九年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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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全书绪论第一册   绪论  第一章 商、周奴隶兴盛与衰微——商代和西周时期（公元前16世纪至前8
世纪）宗教天道观的变化和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转变——由奴隶
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第三章 齐、晋两国的改革及齐桓、晋文的霸业  第四章 前期儒家思想的形成——孔
丘对于古代精神生活的反思  第五章 邓析与子产的斗争，名家的起源  第六章 春秋末期军事思想和经济
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第七章 墨翟和前期墨家的哲学思想  第八章 晋法家思想的发展  第九章 道
家的发生与发展和前期道家第二册   绪论  第十章 秦国进一步的改革——商鞅变法  第十一章 道家哲学
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第十二章 孟轲——儒家思想向唯心发展  第
十三章 墨家的支与流裔宋钘、尹文；农民的思想家许行  第十四章 庄周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道家哲
学向唯心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第十五章 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后期名家的发展  第十六章 慎到和
稷下黄老之学  第十七章 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道家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第十八章 楚国的改革与屈
原，稷下精气说的传播  第十九章 墨辩——后期墨家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第二十章 阴阳五行家的具有唯
物主义因素的世界图式  第二十一章 易传的具有辩证法因素的世界图式  第二十二章 荀况——儒家思想
向唯物主义的发展  第二十三章 战国时期最后的理论家韩非的哲学思想  第二十四章 先秦百家争鸣的总
结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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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君的变动不就是国的灭亡，国与君也不是一体，国应高于君，这一点也为当时进步的人所认识。
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君，晏婴不肯从齐君死。
他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谁敢任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是说，一个国的君与臣都是为国家办事的，一国的公事应该与君的私
事分开。
只有君的私人，才为他办私事。
这种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进步。
　　天上的上帝和神灵本来是人间的统治者的反映。
奴隶主统治者的威权既已削弱和没落，上帝和神灵的威权也必然随之降低。
在春秋时期，神权政治的观念有进一步的动摇。
　　统治阶级中的人也看出来，要维持他们的“国家”，“民”比神还重要。
随国的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虢国的史嚣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庄公三十二年）宋国的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
民，神之主也。
”（僖公十九年）“民”是“神之主”，主是宾主之主，就是说，神还倚赖于人。
神“依人而行”，而不是人依神而行。
这些材料表明，民和人被提到首要的地位，而鬼神降到了次要的地位，鬼神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意志，
一切要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实质上是一种无神论的观点。
这是当时关于宗教的思想的一个大转变。
　　在孔丘以前的鲁国的展禽（柳下惠）给祭祀一个新的解释。
他认为，祭祀的对象都是有利于民的自然界的东西，或者是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
前者如“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
后者包括“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历史人物（
《国语·鲁语上》）。
祭祀这些对象，为的是“崇德报功”。
古时的宗教迷信认为鬼神能赏善罚恶，支配人的命运，祭祀的目的在于祈求鬼神保佑自己。
照展禽的解释，祭祀的迷信成分就很少了。
　　由于宗教迷信的动摇，人们也逐渐了解到，人的吉凶祸福是人自己的事，与“天”没有关系。
公元前645年，宋国有陨石，又有“六鸛退飞”。
这些不常见的现象，当时迷信的人认为与人事的吉凶有关。
他们认为自然界的非常变化是由人事的好坏引起的，同时这些非常的变化又意味着人将要得到幸福或
灾难。
这是一种“天人感应”的思想。
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左传》僖公十六年）这是说，自然界的非常现象，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是由自然界的阴阳
之气的失调造成的，与人事的好坏没有关系，人事的祸福是人自己造成的。
这是一种无神论的观点。
鲁国的闵子马也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左传》又记载说，宋国和薛国关于营建周城的问题引起了争论。
宋国引证鬼神以辩护自己的观点；薛国引证人事以辩护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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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牟评论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
”（定公元年）他认为依赖鬼神是十分错误的。
　　郑国的占星术者裨灶，因天象而预言郑国将要大火。
郑国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灶焉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
”（《左传》昭公十八年）这里所谓裨灶的“预言”的根据是依据星辰的出没而推测人事祸福的占星
术。
子产对这种占星术表示怀疑。
从子产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宗教的天道观开始动摇和没落。
吉凶祸福在于人事的好坏，不在于鬼神的赏罚，也与自然界的某些非常现象无关。
这也表明当时人的思想从宗教中得到一定的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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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
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
。
“各有千秋”，不必尽求一致。
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
响。
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
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
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
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
。
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
　　无论什么话，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就困难多了。
以上所说的是我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理想。
从理想到现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越过，才能走
完。
在这个路程中，希望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和爱好者给予指教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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