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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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册    绪论  第二十五章  汉初黄老之学  第二十六章  汉初最大的政论家和哲学家——贾谊  第二十七
章  董仲舒公羊学和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  第二十八章  《礼记》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第二十
九章  董仲舒哲学体系的对立面——誉南王刘安的黄老之学  第三十章  《盐铁论》与“义利之辨”  第
三十一章  纬书中的世界图式  第三十二章  古文经学的兴起及其哲学家——刘歆、扬雄、桓谭  第三十
三章  王充——两汉时代最大的 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  第三十四章  东汉末无神论和进步的社会
思想  第三十五章  东汉末农民大起义和《太平经》自序绪论  第三十六章  玄学的先河——刘劭的《人
物志》和钟会的《四本论》  第三十七章  通论玄学  第三十八章  王弼、何晏的贵无论——玄学的建立
及其发展的第一阶段  第三十九章  嵇康、阮籍及其他“林竹名士”  第四十章  裴頠的崇有论和欧阳建
的言尽意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四十一章  郭象的“无无论”——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第四十
二章  魏晋之际玄学以外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社会思想  第四十三章  玄学的尾声及其历史的功过  第四
十四章  通论佛学  第四十五章  佛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格义”  第四十六章  中国佛学发展的
第二阶段——教门  第四十七章  中国佛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宗门  第四十八章  隋唐佛学向宁明道学
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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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贾谊（公元前200&mdash;&mdash;前168年）是汉朝初年最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政论家。
他从十八岁就开始政治和学术活动，三十三岁就死了。
在十五年中他对当时各方面的重大问题，都作了分析并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
这些方案成为后来汉朝的统治者制订政策的基础。
　　《汉书&middot;艺文志》著录&ldquo;贾谊五十八篇&rdquo;。
现有的《贾谊新书》大半是从《汉书》割裂下来的，不一定是原来的58篇，但还是研究贾谊思想的主
要材料。
（以下引《新书》据卢文弨校本。
）　　贾谊《过秦论》在《史记》中不分篇，《新书》分之为上、下篇，后来又有人分之为上、中、
下三篇。
　　照《新书》所编排的《过秦论》上篇论秦始皇，把秦朝所以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ldquo;仁
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rdquo;下篇继续对于攻守异势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他指出，秦始皇的统一全中国的政策，是得到老百姓的拥护的。
因为原来在诸侯割据的局面之下，各诸侯国&ldquo;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rdquo;。
秦朝灭了六国，把全中国置于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老百姓都希望从此以后可以不打仗了，可以平安
过日子了。
这是一种形势。
贾谊说：&ldquo;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
以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
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
&rdquo;《新书&middot;过秦论下》这里所说的&ldquo;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rdquo;，就是陆
贾所说的&ldquo;逆取、顺守&rdquo;。
取与守的方法是不同的。
秦朝在用诈力取天下之后应该改用守的方法，可是秦朝没有改，所以就很快地灭亡了。
　　陆贾和贾谊的这种意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是说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可以而且应该用
暴力。
在得到政权统一全中国以巩固政权的时候，也可以而且应该用暴力。
但是，在政权已经巩固以后，就应该用另外一种方法对付老百姓。
就是说，对付奴隶主阶级和敌国可以用暴力消灭它，可是对付老百姓专凭那一手就不行。
　　汉高祖的《大风歌》说：&ldquo;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rdquo;他也知道在他已经掌握了统治权以后，问题在于怎么样守住政权。
陆贾和贾谊也都说，要注重&ldquo;守&rdquo;，并且提出了&ldquo;守&rdquo;的方法。
这就回答了地主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在农民起义面前所要面临的问题。
　　陆贾和贾谊虽然都批判了秦朝，但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那样，完全否定秦朝对于历史的贡献。
他们只是说，秦朝所以先成功而后失败，这主要是由于在它统一全中国以前和以后的形势不同。
形势不同，应付的方法也应该不同。
在&ldquo;取&rdquo;的时候，秦朝用的方法对了，所以成功。
在&ldquo;守&rdquo;的时候，秦朝不知道要改变方法，方法用错了，所以失败。
　　刘向（公元前79&mdash;&mdash;公元8年）和他的儿子刘歆（死于公元10年）都是西汉末年的大学
者。
在许多学术工作中，刘歆完成了刘向的事业。
　　汉朝有几个有名的父子。
司马谈和司马迁，刘向和刘歆，班彪和班固，都是父子相传，在学术上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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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继承他父亲班彪的事业，完成了《汉书》。
这部书记载西汉一个朝代的　　历史学术和典章制度。
其中有三个志，都是照抄刘向和刘歆的著作。
　　刘向生在一个有学术传统的家族。
他的先祖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弟。
&ldquo;好书，多才艺。
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邱伯。
伯者，孙卿门人也。
及秦焚书各别去。
&rdquo;就是说，他们四个学生，都没有毕业就散了。
到高祖的时候，浮邱伯到长安，刘交派他的儿子郢客和申公到长安，向浮邱伯继续学习，直至毕业。
申公为《诗》作《传》，号为《鲁诗》。
刘交也为《诗》作《传》，号《元王诗》。
刘交的后人刘辟疆，&ldquo;亦好读《诗》，能属文&hellip;&hellip;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
仕&rdquo;。
他的儿子刘德，&ldquo;少修黄老术&hellip;&hellip;常持老子知足之计&rdquo;（以上引文见《汉
书&middot;楚元王传》）。
刘德就是刘向的父亲。
这个家族，虽然也是汉朝的宗室，但有一个学术传统，可以上接荀况及黄老。
班固作《汉书》，把刘向、刘歆的传附于刘交的传后，统称之曰《楚元王传》，大概还不仅是因为他
们的血统相传。
　　《汉书&middot;刘向传》说：&ldquo;向见《尚书&middot;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
之应。
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
，各有条目。
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
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rdquo;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汉书&middot;艺文志》著录作《洪范五行传记》）。
刘向作这部书的目的，是警诫成帝，叫他不要过于信任王凤；这是有为而发的。
《汉书》的《五行志》，就是以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为其基本内容。
　　在《汉书&middot;五行志》中，有&ldquo;经&rdquo;，有&ldquo;传&rdquo;，有&ldquo;说&rdquo;
，又有&ldquo;刘向以为&rdquo;，&ldquo;刘歆以为&rdquo;等。
&ldquo;经&rdquo;是《洪范》原文。
&ldquo;传&rdquo;是汉初经学家伏胜所作的《洪范五行传》。
&ldquo;说&rdquo;是当时&ldquo;博士&rdquo;的解释。
&ldquo;刘向以为&rdquo;等是刘向等的推论比附。
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主要的就是这些推论比附。
　　刘向的书，把可能有的政治上的错误分成许多类，把可能有的灾异也分成许多类，然后把这两类
本来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出现了某类灾异，就是由于政治上有了某类的错误。
这就是所谓&ldquo;比类相从，各有条目&rdquo;。
刘向又把从春秋以来出现的灾异和当时政治上的错误联系起来，作为对照，以证明这些说法的正确。
这就是所谓&ldquo;连传祸福，著其占验&rdquo;。
刘向的《五行传论》可以说是一种灾异大全，是汉朝&ldquo;天人感应&rdquo;的思想的百科全书。
　　《汉书&middot;五行志》说，刘歆的《五行传》，跟刘向的《五行传》很有不同。
照《五行志》所记载的，那些不同，都是细节不同，不是原则性的不同。
在这一方面，刘歆也还是宣传&ldquo;天人感应&rdquo;。
　　这是向、歆父子的第一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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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歆说，这是他早期的著作。
　　王充肯定，客观实在是认识的对象和是非的标准；这就是他所说的&ldquo;实&rdquo;。
在第一节中，我们讲过，王充自述他的著作的目的是&ldquo;考论实虚&rdquo;（《自纪》）。
世俗有许多没有&ldquo;实&rdquo;作根据的言论。
这种言论就是&ldquo;虚&rdquo;，也就是&ldquo;妄&rdquo;。
王充说，他作《论衡》的目的，就是&ldquo;疾虚妄&rdquo;。
所以《论衡》称为&ldquo;实论&rdquo;。
《论衡》中各篇常叙述当时各种虚妄言论，然后以&ldquo;如实论之&rdquo;，或&ldquo;实者&rdquo;，
提出他的批判。
他认为，他的批判都是以客观的事实为根据的。
合乎事实的为是；违反事实的为非。
这是王充的认识论的基本的唯物主义精神。
　　《论衡》中有《实知》和《知实》两篇。
从这篇名可以看出王充重视认识和客观实在的关系。
认识必以客观实在为对象；这就是所谓&ldquo;知实&rdquo;。
真正的认识必与客观实在相符合（&ldquo;知实&rdquo;）；这就是所谓&ldquo;实知&rdquo;。
　　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在跟当时谶纬迷信所宣扬的神秘主义思想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在《实知》和《知实》两篇中，王充着重指出，圣人并不是神怪，并不能&ldquo;前知&rdquo;；孔丘
是圣人，不是神怪。
他说：&ldquo;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
，不问自晓，故称圣；正圣刁则神矣；若蓍、龟之知吉凶，蓍草称神，龟称灵矣。
贤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谓之贤。
夫名异则实殊，质同则称钧。
以圣名论之，知圣人卓绝，与贤殊也。
&rdquo;（《实知》）这里所谓&ldquo;儒者&rdquo;就是董仲舒以及后来的谶纬家。
他们认为圣就是神，有超自然的能力，能知生前、死后之事。
圣人是超人；贤人是人。
圣与贤有质的不同。
　　王充引当时儒者的话说：&ldquo;孔子将死遗谶书曰：&lsquo;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
堂，踞我上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rsquo;&hellip;&hellip;又曰：&lsquo;董仲舒乱我书。
&rsquo;&rdquo;（同上）这是说，孔丘预先知道后来有个秦始皇作&ldquo;焚书坑儒&rdquo;之事；还预
先知道有个董仲舒整理（&ldquo;乱&rdquo;）他的经典。
这就是说，孔丘预先知道后来儒家的废典。
王充指出，这些都是虚言，不可信。
在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谶记的虚妄是一望而知的。
但是，在王充的时候，谶纬思想正占统治的地位。
王充在他的著作中，正式指出谶纬的虚妄，这是有极大的斗争意义的。
　　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作为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各方面进行辩论，由此
推动哲学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
玄学的中心问题是一般和特殊的问题。
玄学进人尾声以后，随着佛教影响扩大，作为时代思潮的中心问题也换了。
这个新的中心问题是关于生死、形神的问题。
　　恩格斯说：&ldquo;在远古的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
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人的身体之中
而在人死亡后就离开这个身体的灵魂的活动。
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就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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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灵魂在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
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
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真正
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
&rdquo;（《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20页）　　这种人的精神和人的肉体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称
为形神问题，从战国以来经常为人们所讨论，是一般人都关心的问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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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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