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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哲学简史》(上下)(英汉对照)作者冯友兰，六十年前，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大学开讲座，向
西方人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其英文讲稿整理后在美国出版。
自英文原书问世以来，迄今以有法、意、西、南、捷、日、韩、中文等近十种译本出版。
它已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中国人用英文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中，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
　　作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书，《中国哲学简史》(上下)(英汉对照)的最大特色是深入浅出，
正如冯先生自言，“小景之中，形神自足”。
学习英语的中国读者，具有英语四级水平即可对照中文读通英文，学会用英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而
学习汉语的外国读者。
亦可依傍英文读懂中文，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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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世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哲学家，治中国哲学史迄今无出其右。
一九四六至四七年，先生正值盛年，受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整理成
《中国哲学简史》，于一九四八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
半个多世纪以来，《简史 》不仅一直是世界许多大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更成为许多西方人了解中
国思想文化的入门书，历久弥新。
 　　《简史》以二十余万字述几千年中国哲学史，选材精当，文笔精妙，深入浅出，列入北大学生应
读书目（三十种）。
最新修订译 文更准确地传达了冯先生原著的精神，“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也为
哲学通俗读本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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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自序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背景第三章 诸子的由来第四章 孔子：第一位教师
第五章 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第六章 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孟子
第八章 名家第九章 道家的第二阶段：老子第十章 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第十一章 后期的墨家第十二
章 阴阳家和中国早期的宇宙发生论第十三章 儒家的现实主义流派：荀子第十四章 韩非子与法家第十
五章 儒家的形而上学第十六章 治国平天下的哲学主张第十七章 汉帝国的理论家：董仲舒第十八章 儒
家兴盛和道家再起第十九章 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学第二十章 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第二十一章 
中国佛学的基础第二十二章 禅宗：潜默的哲学第二十三章 更新的儒家：宇宙论者第二十四章 更新的
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第二十五章 更新的儒学：主张柏拉图式理念的理学第二十六章 更新的儒学中
的另一派：宇宙心学第二十七章 西方哲学的传人第二十八章 厕身现代世界的中国哲学英文版编者引
言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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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为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
地位相比拟。
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
从前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受教育，首先就是受哲学方面的启蒙教育。
儿童入学，首先要读的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这“四书”也是宋以后道学（在西方被称为“新儒学”）认为最重要的文献。
孩子刚学认字，通常所用的课本《三字经》，每三个字为一组，每六个字成一句，偶句押韵，朗读时
容易上口，也便于记忆。
事实上，这本书乃是中国儿童的识字课本。
《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是孟子哲学的基本思想。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家思想，儒家俨然成为一种
宗教。
而事实上，儒家思想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思想更像宗教。
“四书”在中国人心目中诚然具有《圣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那种地位，但“四书”中没有上帝创世
，也没有天堂地狱。
　　当然，哲学和宗教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不同的人对哲学和宗教的理解可能全然不同。
人们谈到哲学或宗教时，心目中所想的可能很同。
就我来说，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
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至于作系统反思的人
就更少。
一个哲学家总要进行哲学思考，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人生进行反思，并把自己的思想系统地表述出来
。
　　这种思考，我们称之为反思，因为它把人生作为思考的对象。
有关人生的学说，有关宇宙的学说以及有关知识的学说，都是由这样的思考中产生的。
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宇宙论就是这样兴起的。
思考本身就是知识，知识论就是由此而兴起的。
按照某些西方哲学家的看法，人要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人能够思考什么，这就是说，在对人生进行思
考之前，我们先要对思想进行思考。
　　这些学说都是反思的产物，甚至“人生”和“生命”的概念、“宇宙”的概念、“知识”的概念
也都是反思的产物。
人无论是自己思索或与别人谈论，都是在人生之中。
我们对宇宙进行思索或与人谈论它，都是在其中进行反思。
但哲学家所说的“宇宙”和物理学家心目中的“宇宙”，内涵有所不同。
哲学家说到“宇宙”时，所指的是一切存在的整体，相当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惠施所说的“大一”，可
以给它一个定义，乃是：“至大无外”。
因此，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在宇宙之中。
当一个人对宇宙进行思索时，他就是在反思。
　　当我们对知识进行思索或谈论时，这种思索和谈论的本身也是知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它
是“关于思索的思索”，这就是“反思”。
有的哲学家坚持认为，我们在思索之前，必须先对思索进行思索，仿佛人还有另一套器官，来对思索
进行思索，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其实，我们用来思考的器官只有一个，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对人生和宇宙思考的能力，我们也同样有理
由怀疑自己对思索进行思索的能力。
　　宗教也和人生相关联。
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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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某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
这是我对宗教的认识。
　　如果从这个意义——也就是人们通常的认识——来看待宗教，就可以看出，儒家不是一种宗教。
许多人习惯地认为，儒、道、佛是中国的三种宗教。
其实，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
道家和道教是不同的两回事，道家是一种哲学，道教才是宗教。
它们的内涵不仅不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道家哲学教导人顺乎自然，道教却教导人逆乎自然。
举例来说，按老庄思想，万物有生必有死，人对于死，顺应自然，完全不必介意，而道教的宗旨却是
教导长生术，这不是反乎自然吗？
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
如果有人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道藏》里许多道士的著作倒是可以提供不少资料。
　　至于佛教，佛学和佛教也是有区别的。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佛学比佛教有趣得多。
在中国传统的丧事仪式中，僧人和道士同时参加，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是充满哲学意味的。
　　今天，许多西方人看到：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
例如，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一文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
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有组织形式的宗教），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
⋯⋯这一切使中国和其他主要文明国家把教会和神职人员看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基本的不同。
”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话一点不错。
但是人们会问：这是为什么？
如果追求彼岸世界不是人类内心的最深要求之一，为什么对世界许多人来说，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成
为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呢？
如果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要求之一，何以中国人成为例外呢？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不曾意识到，在道德伦理
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呢？
　　比伦理道德更高的价值可以称之为超伦理道德的价值。
爱人是一个道德价值，爱神是一个超越道德的价值，有的人或许喜欢称之为宗教价值。
但是如果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会说，这个价值不仅限于宗教，除非宗教在这里的含义和我在上面所
说的不同。
举例来说，基督徒看爱神是一个宗教价值；而在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里，神的含义就是宇宙。
严格说来，基督徒所说的爱神，也并不是超越道德伦理的，基督教所信仰的神是具有位格的，因此，
基督徒爱神可以比拟为儿子爱父亲，而儿子爱父亲便是一个伦理价值。
因此，基督教所讲的爱神是否超越道德，便成了问题。
它只是类似超道德，而斯宾诺莎哲学中的“爱神”才是真正超越道德的价值。
　　现在来回答上面的问题。
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追求超越现实世界，这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其
他民族的人并无二致。
但是中国人不那么关切宗教，是因为他们太关切哲学了；他们的宗教意识不浓，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意
识太浓了。
他们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那个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在
哲学生活中，他们体验了这些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
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这里不谈“损”和“益”的区别，我对老子这句话也并不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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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这句话是为了藉此表明：中国哲学传统对于“学”和“道”是有所区别的。
“学”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增长正面知识，“道”则是心灵的提高。
哲学是在后一个范畴之中的。
　　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其功能不是要增长正面知识，这一点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已有维也纳学
派加以阐述。
但是，维也纳学派是从另一个角度，为了另一个目的。
我不同意这一学派认为哲学的功能只是为了澄清概念，把形而上学的性质看成只是概念的抒情诗；但
是，从他们的论辩中可以清楚看到，如果哲学果真去谋求提供正面知识，它将陷于荒谬。
　　宗教倒是提供有关实际的正面信息，但是，它所提供的信息与科学提供的不同。
因此，在西方出现宗教与科学的冲突。
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便后退一步；它的权威在科学前进的历程中不断被削弱。
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结果是自身的衰退。
如果除宗教外，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更高的价值，则今日人们的宗教意识日益淡薄，的确应当为之
惋惜，因为大众抛弃了宗教，也就抛弃了更高的价值。
他们只得被囿于现实世界之中，而与精神世界隔绝。
幸好除宗教外，还有哲学能够达到更高的价值。
而且，这条通道比宗教更直接，因为通过哲学达到更高价值，人不需要绕圈子，经由祈祷和仪式。
人经过哲学达到的更高价值比经由宗教达到的更高价值，内容更纯，因为其中不搀杂想象和迷信。
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这是合乎中国哲学传统的。
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
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所提供的最高福分。
　　中国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上面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作了一般性的论述，下面将具体地谈中国
哲学。
在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主流，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精神。
为了解它，我们需要首先看一下，中国大多数哲学家力求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
　　人是各式各样的。
每一种人，都可以取得最高的成就。
例如，有的人从政，在这个领域里，最高成就便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同样，在艺术领域里，最高成就便是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人可能被分为不同等级，但他们都是人。
就做人来说，最高成就是什么呢？
按中国哲学说，就是成圣，成圣的最高成就是：个人和宇宙合而为一。
问题在于，如果人追求天人合一，是否需要抛弃社会，甚至否定人生呢？
　　有的哲学家认为，必须如此。
释迦牟尼认为，人生就是苦难的根源；柏拉图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监狱。
有的道家认为，生命是个赘疣，是个瘤，死亡是除掉那个瘤。
所有这些看法都主张人应该从被物质败坏了的世界中解脱出来。
一个圣人要想取得最高的成就，必须抛弃社会，甚至抛弃生命。
唯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
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出世”的哲学。
　　还有一种哲学，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
这种哲学只谈道德价值，因此对于超越道德的价值觉得无从谈起，也不愿去探讨。
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入世”的哲学。
站在入世哲学的立场上，出世的哲学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因而是消极的。
从出世哲学的立场看，人世哲学过于实际，也因而过于肤浅；它诚然积极，但是像一个走错了路的人
，走得越快，在歧途上就走得越远。
　　许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世的哲学，很难说这样的看法完全对或完全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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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这种看法不能认为就是错的，因为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
间接关切政治和伦理道德。
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关心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狱或天堂；
关心人的今生，而不关心他的来生。
《论语》第十一章十一节记载，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敢问死？
”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孟子曾说：“圣人，人伦之至也。
”（《孟子·离娄章句上》）这无异于说，圣人是道德完美的人。
就表面看，中国哲学所说的圣人是现世中的人，这和佛家所描述的释迦牟尼或基督教所讲的圣徒，迥
然异趣；特别是儒家所说的圣人，更是如此。
这便是引起中国古代道家嘲笑孔子和儒家的原因。
　　不过，这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
用这种过分简单的办法是无从了解中国哲学的。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如果正确理解的话，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人世的，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
出世的。
它既是人世的，又是出世的。
有一位哲学家在谈到宋朝道学时说它：“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
”这是中国哲学努力的方向。
由于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
　　人世和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对立的一样。
中国哲学的使命正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求它们的综合。
这是否要取消这种对立？
但它们依然在那里，只是两极被综合起来了。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这正是中国哲学力图解决的问题。
　　按中国哲学的看法，能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中实现这种综合的，就是圣人。
他既人世，又出世；中国圣人的这个成就相当于佛教中的佛和西方宗教里的圣徒。
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漫游山林、独善其身；他的品格可以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来
刻画：内圣，是说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说他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
这不是说他必须是一国的政府首脑，从实际看，圣人往往不可能成为政治首脑。
“内圣外王”是说，政治领袖应当具有高尚的心灵。
至于有这样的心灵的人是否就成为政治领袖，那无关紧要。
　　按照中国传统，圣人应具有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这样的品格。
因此，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里的“道”是指道路，或基本原理。
　　听起来，这有点像柏拉图所主张的“哲学家一国王”理论。
柏拉图认为，在一个理想国里，哲学家应当成为国王，或国王应当成为哲学家。
一个人怎样能成为哲学家呢？
柏拉图认为，这个人必须先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事物中长成的头脑得以转到
永恒理念的世界中去。
由此看来，柏拉图和中国哲学家持有同样的主张，认为哲学的使命是使人树立起内圣外王的品格。
但是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哲学家成为国王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担任国王是强加给他的职务，对他是
一种自我牺牲。
中国古代的道家也持这样的观点。
《吕氏春秋·贵生》篇里载有一个故事讲，古代一个圣人被国人拥戴为君，圣人逃上山去，藏在一个
山洞里；国人跟踪而去，用烟把圣人从山洞里熏出来，强迫他当国君。
这是柏拉图思想和中国古代道家相近的一点，从中也可看出道家哲学中的出世思想。
到公元三世纪，新道家郭象根据中国主流哲学的传统，修改了道家思想中的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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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儒家思想，圣人并不以处理日常事务为苦，相反地，正是在这些世俗事务之中陶冶性情，使
人培养自己以求得圣人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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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冯友兰先生学贯中西，在言必称西学的二三十年代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
代（先秦）和经学时代（汉至清），自成一家之言。
他认为中国哲学多讲内圣外王之道，在这《中国哲学简史》(上下)(英汉对照)中，他系统的介绍了中
国哲学的发展、精神和背景，以及诸子百家的不同哲学观人生观，直至现代哲学的发展和在世界上产
生的影响。
读来条理明晰，层次分明，浓浓的书卷气中，不掩金石之声。
全书中英文对照，不仅适合国人阅读，也适合外国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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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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