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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年轻时习得人生大智慧，前行中不一样的思考与洞察！

“人生之思”书系第1辑首推《冯友兰追问人生》、《朱光潜美的人生》、《季羡林真实人生》。
这套系列丛书，精选了“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的名家作品，他们用融贯中西学养的大智慧，阐释人生真谛。
时代虽早已巨变，但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人生理想却为当世所稀缺。
这本《冯友兰追问人生》与另外两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冯友兰先生站在哲学的至高点揭示人生真相，
探讨宏观话题，又不乏微观点拨，充满洞见且耐人寻味。
在这个时代，再没有人可以和他站在同样的高度。
同时，这本书中的文章又不像一般哲学著作那般晦涩难懂、枯燥无味。
冯友兰先生一生不断追求真理，用其卓越的学识和人格精神，去探索解决人生的才与命、情与性、欲
与好、理性与悲观等诸多经常困绕人们一生的大问题。
他提出的“人生四境界”说，影响深远，帮助人们在欲望和迷茫的世界中，构筑精神的理想境界。
他的生活亦如同任继愈先生对他的了解：他的同事们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也没见他闹过情绪。
即使受到过不公平的批判，他从不垂头丧气，也未影响他的生活节奏。
把哲学境界贯彻到日常生活中，赋予他的学问长久的生命力，具有垂范当世稀缺的人格精神。
有关人生的哲学，是每个人在每一天都会有所渗透和应用。
无论年轻还是年长时翻看《冯友兰追问人生》，都会有不同深度的领悟，回归内心的宁静。
在一遍又一遍的解读中，攀升人生的新境界；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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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
一九一五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一九二四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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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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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编为《三松堂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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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PART 1
大凡于生活无阻碍的人，都不问为什么生活，有些人对于生活发生了问题，发生了悲观，他的生活达
不到目的，他才要问：“人为什么生活。
”这就可以证明“人就是为生活而生活”的。

人生真相
人生之真相及人生之目的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甲）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乙）
对于人生问题的一个讨论
人生成功之因素
才命
知命
心性
论信仰
关于真善美
PART 2
境界有高低。
此所谓高低的分别，是以到某种境界所需要底人的觉解的多少为标准。
其需要觉解多者，其境界高；其需要觉解少者，其境界低。

人生境界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甲）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乙）
自　然　
功　利　
道　德　
学养
死生
境界
精神境界
论风流
PART 3
现代的人，一方面要有文明人的知识，而他一方面还要有野蛮人的身体，然后才能担当社会的大事。

道德修养
青年的修养问题
道德及修养之方
觉　解
论知行
再论知行
道中庸
调情理
为无为
行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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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诚敬
应帝王
PART 4
人若一生中只饮清茶，则亦未免太觉清淡。
有人因此，对于人生抱悲观。
因为人如有情，则不免为情所累，人若无情，其生活又似乎没有多大底意味。
圣人不是无情，而是有情而不为情所累。

人生漫谈
欲与好
性的因素
情的因素
录魂与肉体
论悲观
人生术
处世的方法
幸偶
理智之地位
我的读书经验
附录　15条人生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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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甲）人生有意义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人生是有意义的”，但人生的意义常因个人的见解不同，而各有差异。
一件事物的意义，各人所说可以不同，其所说的不同，乃因各人对此事的了解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
的了解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亦有不同。
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的某种不同的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
人生中的境界可分为四种：（一）自然境界，（二）功利境界，（三）道德境界，（四）天地境界。
现叙述于下。
（一）自然境界：其特征是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顺着他的才能或顺着他底习惯与社会风俗去做
。
既无明了的目的，也不明了所做的各种意义，小孩吃奶和原始人类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是属
于自然境界，普通人的境界也是如此。
（二）功利境界：其特征是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以追求个人的利益为目的，其与自然境界不同
之处是自然境界底人其行为无目的也不明白意义，功利境界的人他的行为确定的目的且能明白它的意
义。
这两种境界，都是普通一般人所有的。
（三）道德境界：其特征是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底。
所谓义与利，并非各不相关，二者表面相反，实则相需相成。
二者的真正分别，应该是求个人之利者为利，求社会之利者为义，亦即程伊川所说：“义与利之别，
即公与私之别。
”道德境界中的人，其所作为皆能为社会谋利益，古今贤人及英雄便是已达到道德境界的。
（四）天地境界：其特征是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底。
换言之，我的身躯虽不过七尺，但其精神充塞于天地之间，其事业不仅贡献于社会，更能贡献于宇宙
，而“与天地比寿，与日月同光”。
唯大圣大贤乃能达到这个境界。
以上四种境界，各有高低不同。
某种境界所需的知识程度高，则境界亦高；所需知识低，则境界亦低。
故自然境界为最低，功利境界较高，道德境界更高，天地境界最高。
因境界有高低，所以人所实际享受的一部分世界也有大小，一个人所能享受的世界底大小，以其所能
感觉的和所能认识的范围的大小为限。
就感觉而论，各人所能享受的世界很少差别，食前方丈与蔬食箪饮，并无多大的不同。
若以认识了解而论，各人所享受的世界差别很大：如自然境界底人和天地境界底人认识不同，了解不
同，因而这两种人所享受的世界，亦有很大的悬殊。
四种境界，不仅有高低之分，还有久暂之别。
因为人的心理复杂，有的人已达到某种境界，但因心理变化，不能常住于此境界中。
作恶的人属于功利境界，有时因良心发现，做一点好事，在良心发现这一刹那间，他就入了道德境界
，因未经过特别修养功夫，不能常住于道德境界中，过了一会以后，又回复到功利境界。
若有人能常住在道德境界中，便是贤人，能常住在天地境界中，便是圣人。
四种境界就其高低的层次看，由低而高，表示一种发展。
前二者是自然的礼物，不需要特别功夫，一般人都可以达到。
后二者是精神的创造，必须经过特别修养的功夫，才能达到。
道德境界中的人是贤人，天地境界中的人是圣人，两种境界可算是圣关贤域。
圣贤虽和众人不同，但他达到道德和天地境界，不必做一些标新立异的特别事。
他所做的事其实还是普通人能做的事，不过他的认识比一般人高而深，故任何事对他都能发生特殊意
义，此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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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社会各界对冯友兰的评价：    以他奇特的乐观精神和适应能力，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诚于自
己的学术事业，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终于走完了人生长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
    ——季羡林    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和他辩论，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你想和他站在同
样的高度跟他辩论是非常困难的。
    冯先生苦撑残躯，含垢忍辱活下来了，他保全了性命，也留住了学问。
    ——资中筠    冯先生主持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几年，同事们没有见他发过脾气，遇到不顺心的事，
也没见他闹过情绪。
他受到过不公平的批判，他从不垂头丧气，也未影响他的生活节奏。
日常生活中体现着他的哲学境界。
    ——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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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以他奇特的乐观精神和适应能力，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诚于自己的学术事业，热爱祖国，热
爱祖国的传统文化，终于走完了人生长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
——季羡林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和他辩论，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你想和他站在同样的
高度跟他辩论是非常困难的。
冯先生苦撑残躯，含垢忍辱活下来了，他保全了性命，也留住了学问。
——资中筠冯先生主持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几年，同事们没有见他发过脾气，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没
见他闹过情绪。
他受到过不公平的批判，他从不垂头丧气，也未影响他的生活节奏。
日常生活中体现着他的哲学境界。
——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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